
搞好龙 (海) 台 (湾) 农业合作
推动农业产业化进程

王良才
(中共龙海市委　363100)

　　龙海是国家批准的漳州外向型农业示范

区和海峡两岸农业合作实验区的重点县

(市) , 开展龙台农业合作具有独特的优势: 一

占地利, 跟台湾仅 143 海里。二占人和, 龙

海藉台胞有 10 多万人。三占天时, 农业生态

环境相似, 自然气候相同, 作物生长节律相

近, 种植性相宜。四是互补性强, 龙海山海

田俱备, 农业资源丰富, 是漳州平原的最富

庶宝地, 且土地、劳力价格便宜。改革开放

以来, 我们紧紧抓住这些优势, 积极拓展龙

台农业合作领域, 主动营造农业合作环境, 促

使两地农业合作全方位、高层次、链条式发

展。

一、借助龙台农业合作, 推动农业产业

化进程

迄今龙海市已成功引进台湾优良品种八

类 130 种, 新技术 31 项, 加工生产线 22 条,

配套设备 268 只 (套) , 台资企业 67 家, 总

投资 2172 亿美元, 年产值 1812 亿元。其中:

农业企业 23 家, 投资 1155 万元, 年产值

6146 万元; 加工企业 34 家, 投资 9292 万美

元, 产值 7173 亿元; 相关企业 10 家, 投资

1167 亿美元, 产值 918 亿元。借助龙台农业

合作, 有力推动了我市农业产业化进程。

11 布局区域化基本形成

台湾优良品种的引进, 推广面积达到

5418 万亩; 加工企业的引进, 又促进了基地

化生产, 为农业经济结构调整找到了市场。因

此, 单一的粮食种植结构彻底改变, 农业资

源得到有效利用, 全市基本形成沿九龙江的

“W ”型水产养殖带, 沿省道、国道的“V ”型

食品加工走廊, 沿山脉的水果带、山坡畜牧

生产带, 沿两溪、北溪、南溪平原的粮食、蔬

菜、食用菌、花卉种植区。

21 生产规模化日益扩大

全市共引进台湾水产养殖业 11 家、花卉

2 家、中草药 3 家、畜牧 3 家、水果 3 家、观

赏农业 1 家, 总投资 1155 万美元, 平均每个

企业投资 5012 万美元, 最大为 200 万美元。

这些企业带来了种苗、技术和市场, 发挥了

示范、辐射和带动作用, 加快了六大支柱产

业的形成壮大。全市水产养殖面积达 10126

万亩, 年产值 10132 亿元; 肉蛋奶产量 4154

万吨, 产值 5123 亿元; 蔬菜年种植面积 2113

万亩, 产值 4126 亿元; 水果种植面积 2812 万

亩, 产值 119 亿元; 食用菌栽培面积 600 万

平方米, 产值 1112 亿元; 花卉生产面积 6000

亩, 产值 1 亿元。仅从台湾引进的罗非鱼, 全

市养殖的面积 115 万亩, 产值 0165 亿元。特

别是蔬菜生产由于速冻企业的引进, 年生产

总量达 2013 万吨, 加工量 12 万吨, 加工产

值达 717 亿元, 冬闲田变成黄金地, 一亩一

季增收 2000 元, 最高达 5000 元, 全市一季

增收 3 亿元, 比传统的种麦增加 5 倍。涌现

了 1 家产值 5 亿元、6 家产值 115 亿元的龙

头企业, 53 家产值 1000 万～ 1 亿元的骨干企

业。诞生了 102 个百亩以上的种粮大户, 18

户 500 亩以上的“山寨王”, 50 户百亩以上的

“鱼状元”。

31 经营一体化正在延伸

台资企业直接连结了全市 4 万多农户参

与农业经营活动, 逐渐形成产加销一条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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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体系, 延伸产业链条。有的台资加工企

业, 依据所在地的镇村经济或组织经销户, 建

立供货基地, 进行产销合作, 如亚细亚食品。

有的加工企业与农户签定产销合约, 如东海

食品与 4000 多农户订立菠菜产销契约, 保护

收购价; 金果农贸公司实行最低保护价, 在

榜山镇建立香蕉基地 1 万亩。有的就近租地

建立企业生产基地, 如嘉生食品租地 1800

亩, 就地雇用劳力生产。在台资企业的带动

下, 全市近百家乡镇企业也依照实行一体化

经营, 还组织起 214 万人的经销大军, 在全

国共设立 1100 个经销网点, 年农副产品经销

量达 35 万吨。

41 管理企业化走上轨道

龙台农业合作, 引进了新的栽培技术、模

式和管理方法, 转变了传统的粗耕粗种方式,

把田、坡、塘当作企业来经营, 按成本效益

算农业投入, 自觉运用科技进行集约化生产,

田间、水面、山上建立起一批“绿色工厂”、

“白色企业”。全市大棚温室栽培面积就达

3000 亩。颜厝镇庵前村大棚蔬菜面积 250

亩, 亩产值 2 万元, 比常规露天栽培增加 4

倍, 总产值 500 万元, 占村农业总产值的

80% , 人均反季节蔬菜收入 3000 元, 占人年

均纯收入的 70%。省十佳青年农民郑美海承

包山地 1000 亩, 应用滴灌、疏花、高位嫁接

等技术, 还从航天部航空学院购买杨梅汁加

工专利, 投建杨梅加工厂, 成为一名成功的

农民企业家。农业管理的企业化, 使一些台

湾栽培技术得以一传十、十传百, 迅速有效

地推广, 并被农民所掌握。如豆类栽培调控

技术, 一季就被 613 万名农户学会, 通过人

工控蘖与化学药剂相结合, 全市豆类基本实

现了生熟期一致, 适时上市, 豆类大小均匀,

提高了合格率, 亩增收 30% , 企业满意, 农

民增收。

51 产品商品化走销国内外市场

两地农业合作既引进了国际市场, 又从

中培养了一批经营能手, 传播了走销国内市

场的品种。全市农产品总量近 110 万吨, 本

地自销 30 万吨, 加工 35 万吨, 内外鲜销 35

万吨。全市农产品直接出口创汇达 1125 亿美

元, 占全市直接出口总值的 46%。今 年 1～

2 月, 全市实际直接出口总值 5074151 万美

元, 其中农产品直接出口 233618 万美元, 仅

亚细亚、东海、格林、振发 4 家台资企业就

有 141416 万美元。蘑菇罐头出口美国 6000

吨, 创汇 500 万美元。

二、加快龙台农业合作的几点体会与思

路

在开展对台农业合作上, 我们感到要从

以下几个方面加强引导管理:

11 加快对台农业合作, 必须有好的机制

建立有效的合作运行机制, 才能促使对

台农业合作从民间自发活动转向政府、社会、

企业各单位驱动, 拓宽延伸合作领域, 提高

合作水平。为此, 全市建立了三大运作机制:

(1) 领导机制　市成立了对台农业合作

领导小组, 由党政第一把手亲自抓, 分管农

业、外经的领导共同具体负责, 市五套班子

领导每人挂钩一个投资 500 万美元以上的对

台农业合作项目, 部门和乡镇主要领导挂钩

500 万美元以下的项目, 抓引资、增资, 办

合作项目, 排忧解难。闽台农业合作从民间

的零散的引进向党政齐抓、部门配合抓转变。

(2) 导向机制　市设立了对台农业试验

区, 建立对台农业合作的项目库做为招商的

“重头戏”, 利用一年一度的“918”贸洽会,

推出一批合作项目对外招商, 使闽台农业合

作从小额贸易向技术、市场、资金全方位引

进扩展。

(3) 激励机制　市政府出台了八项优惠

政策, 对闽台农业合作项目实行土地收费优

惠、税费减免, 用特殊的“小环境”, 吸引台

资企业合作项目落户。同时, 对引进台湾优

良品种、先进技术、资金的有功人员予以奖

励, 激发各界人士的积极性, 促进对台农业

合作扎扎实实地展开。海澄镇书记、镇长和

三套班子成员与台资企业长期挂钩, 常年服

务, 实行外经办、农办对台农业项目引进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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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制和定量考核办法, 按外资额 1% 奖励有

功人员。全镇已引进养殖、饲料、速冻等 12

个台资项目, 农产品出口上万吨。由于有了

个好的机制, 近年来, 全市每年引进台资增

幅均在两位数以上, 且创办的项目越来越大。

21 加快对台农业合作, 必须突出重点

对台农业合作的目的, 在于引进台资

(外资) , 引进良种, 引进技术, 打开国际农

产品市场, 我们突出了三个重点:

(1) 大力引进优良品种　在对台良种引

进上, 把握三条原则: 一是适销、二是高值、

三是创汇。还在东园农科教中心, 角美泗洲

洋示范区分别建立千亩、万亩品种试验推广

中心, 作为台湾优良品种中试、繁育、推广

基地。并根据各乡镇的资源优势、种养条件,

有选择地规模推广。目前, 全市形成在九龙

江沿岸以台湾罗非鱼、草虾、鳗鱼为主的水

产养殖带, 在平原以枝豆、甜豆、荷莲豆、紫

茄、食用菌为主的速冻、真空脱水出口蔬菜

区, 在山区以番石榴、芒果、香蕉、莲雾、草

莓、菠萝等为主的新兴杂果基地, 由点到面,

递度推进, 全面覆盖, 代替退化品种, 解决

竞争力低的难点。如台农 1 号蘑菇引进后, 全

市推广面积达 120 万平方米, 占全市食用菌

栽培面积的五分之一, 使龙海的食用菌产量

保持全国之首, 全省之冠。从台湾引进的枝

豆、荷莲豆、甜豆种植面积近 10 万亩, 占全

市蔬菜种植面积的一半, 在国际市场上一斤

售价一美元, 相当于 1 斤猪肉价格。

(2) 积极吸收先进技术　角美白礁村连

希纪, 引进消化了台湾蔬菜液肥栽培技术, 生

产出无土、无污染、无病虫, 生产周期短、品

质高、市场适应性强的蔬菜, 亩产值 4 万元,

相当于传统栽培技术的 10 倍。苏琪红女士从

台湾蔡永强先生学到水产高产养殖技术, 引

进台湾先进设备和鱼苗, 办起汇昌养殖公司,

全场 680 亩水面养殖台湾单雄性罗非鱼, 实

现饲料投喂自动化、进排水管道化、增氧设

备现代化、捕鱼网具规格化, 解决了大规模

鱼种越冬的关键性技术难题, 平均亩产 1125

吨, 最高亩产量达到 215 吨。

(3) 努力办好“龙头”企业　几年来, 我

们把引进“龙头”企业作为闽台农业合作的

重中之重, 1982 年, 引进漳州第一家蔬菜水

果生产企业——亚细亚龙海有限公司, 使企

业所在地海澄镇种植的毛豆由每斤 0130 元,

上升到 3180 元。目前, 该公司投资额从 4215

万美元, 增加到 1240 万美元, 加工量也从

300 吨直线上升到 1 万吨, 加工品种从 1 项

发展 21 项, 海澄镇毛豆种植面积扩大到

6000 亩, 形成引来一家、带进一批、开发一

片、富裕一方的效应。在引进企业的过程中,

我们把眼睛盯在高新技术引进上, 紧紧抓住

进入国际市场的“通行证”, 从第一家果蔬速

冻企业开始, 到现有引进的 10 家果蔬速冻企

业, 都是用当今世界先进的单体流态速冻、膨

化和低温真空干燥技术装备起来的生产线。

至今全市的先进生产线达 20 条, 年加工能力

10 万吨。“龙头”企业的发展, 使农产品实现

了多次增值。直通国际市场, 有效地解决了

农产品销售难的问题。

31 提高对台农业合作水平, 必须因势利

导

对台农业合作的生命力, 在于拓宽交流

领域, 提高合作水平, 互相融合, 共同促进。

因此, 我们发展闽台农业合作, 不是停留于

单一品种、单项技术、单家企业, 而是立足

于高起点、高层次的合作, 主要是从四方面

引导对台农业合作的延伸发展。

(1) 鼓励加工企业深化农业合作　引进

加工企业, 只是农业产业体系中一个中间环

节。加速农业产业化必须引导加工企业, 向种

植业延伸, 实现种养加、产供销配套, 成为推

动产业化进程的重要力量。因此, 我们积极引

导加工企业向种养业、流通业延伸。这样, 不

仅引来技术、设备、资金, 又引进品种、信息、

种植技术、管理经验、栽培模式, 使企业根扎

得更深。如嘉生食品有限公司, 生产线已从一

条增加至三条, 去年租地 500 亩, 今年又租地

1300 亩, 从台湾运来移动式喷灌机、旋耕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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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间建起管理房, 电话、电力安装到田头, 机

耕路、排水沟标准化配套, 每亩还投资 2000

元改良土壤, 建立了企业自己的蔬菜基地, 并

对相邻地区的同类蔬菜实行保护价收购, 企

业越办越兴旺, 农民从中受益。

(2) 借助农业合作带动相关产业的引进

　我们在对台农业合作中, 不是仅仅围绕农

业办加工, 而是围绕产业引工业, 引进一业,

带动多业并进, 使之互相促进, 整体配套, 延

伸产业链条, 壮大产业群体。因此, 随着闽

台合作的不断发展, 种植业带来养殖业, 农

产品加工业带来了相关的包装业、制罐业。角

美通过引进东海速冻厂, 带来联天制罐、统

一马口铁, 牵来泰山食品, 台湾食品业四大

巨头, 已有 2 家在角美落户, 最近味丹又来

洽谈。全市与食品业相关的行业产值 11198

亿元, 占外资产值 2616%。

(3) 利用对台窗口拓展对外合作　利用

台湾这个窗口, 是龙海与世界农业发达地区

交流, 扩大农业对外开放的一条有效捷径。我

们借助现有的台资企业, 了解信息, 疏通渠

道, 发挥台资企业穿针引线的作用, 又与世

界 14 个国家和地区, 建立合作关系, 引进了

法国白番、英国樱桃谷鸭、欧洲三元杂交瘦

肉猪等 38 项国外高优品种, 办起 4 家万头猪

场、18 家万羽鸭场、4 家万羽鸡场, 仅角美

鹭美实业有限公司, 就利用西山水库养樱桃

谷鸭 12 万只、鸭苗 50 万只、欧洲杂交良种

猪 113 万头。全市去年瘦肉猪出口量 116 万

头, 占全省的五分之一。

(4) 通过对台渠道拓宽国际市场　在闽

台农业合作中, 我们利用台商开拓国际市场,

利用台胞广交洋朋友, 目前, 农产品销往世

界 10 个国家和地区。林永能从一个打工的农

民, 逐步发展到自办农产品收购运销公司, 年

运销量达近万吨, 还在厦门、漳州自建 2 座

中型冻库, 通过台资企业结交海外客户, 年

外销日本、欧美等市场果蔬 5000 吨。今年 1

～ 2 月, 又组织出口鲜销蔬菜 3600 吨, 速冻

蔬菜 360 吨, 水果 180 吨, 创汇 50 万美元,

内销芥菜 1000 吨, 马铃薯 400 吨, 甜豆 550

吨, 经销额 200 万元。

41 加强对台农业合作, 必须具备优良环

境

环境显示着实力, 代表着形象, 隐藏着

后劲, 直接影响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的进程。

为推进龙台农业合作, 我们尽最大努力创造

良好的投资环境。

在硬环境建设上, 1996、1997 年全市投

入基础设施建设 10 亿元, 建设了“八路一桥

一道”, 境内公路主干道全部改成路基 30～

40 米宽的水泥路。率先实现了福厦高速公路

龙海段建成通车, 大规模建设中银漳州经济

开发区码头群, 扩建 4 座变电站, 扩容 8 万

门程控电话, 现代通讯设施直通国际网络; 日

供 8 万吨的自来水工程水质达到国际标准。

构筑了现代化港口城市的大框架, 具备了引

进特大型项目的基础条件。配套了海关、商

检、动植物检疫、外汇管理、涉外税收服务

机构和星级宾馆、高尔夫球场等服务休闲设

施, 为投资者营造了良好的经济生活环境。在

农业基础设施上, 投入资金 116 亿元, 建设

152 公里达标海堤, 构筑 38 公里达标江堤,

整治 5 处内涝工程, 形成排、灌、引、蓄的

水利体系。

在软环境建设上, 市委于 1995 年底提出

打击敲榨勒索的地头蛇, 由政法系统为主, 其

它部门参与的工作班子, 开展了专项斗争, 取

得明显成效。市涉外部, 北京日报普遍推行

对外商和基层企业的服务承诺制度, 实行一

幢楼办公、一个窗口统一收费, 进一步完善

联审制度, 对龙台农业合作项目从申报到投

建一路绿灯, 成立外商企业投诉中心进行监

督, 1997 年投诉 11 件, 全部办结。率先在公

安局成立三资企业治安科, 专门负责外资企

业的治安维护工作, 定期组织专项治理, 每

年统一开展一次专项斗争。各乡镇也成立外

资企业服务站, 东园镇由党政领导挂帅, 抽

调外经办、经联社、土地所、村建站等 7 名

骨干力量, 组成服务小组, 帮助台资企业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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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原料不足、生产排放水、租地及租金、企

业与周边群众关系等一系列问题。由于有了

良好的投资环境, 台商普遍反映在龙海投资

项目既能大受益, 又有安全感、亲切感。

优良环境吸引台商纷纷前来投资, 产生

以农兴工、以台引外的效应。带动了相关企

业的引进, 推动了全市经济的发展。1997 年,

全市引进外资 211 亿美元, 三资企业产值 45

亿元; 国民生产总值 72 亿元, 工农业总产值

15114 亿元, 财政收入 3116 亿元, 连续两年

蝉联省经济实力“十强”和经济发展“十

佳”县 (市)。
(本文作者系中共漳州市委副书记、龙海市委书记)

大力发展对台引进
加快东山鲍鱼岛建设步伐

陈易洲　　　　李云霞
　　 (中共东山县委　东山县人民政府　363400)

一、鲍鱼岛建设的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 随着闽台农业科技交流

的日趋活跃, 1991 年由国家农业部、福建省

农业厅和水产厅组织在东山召开了闽台农业

技术交流会, 会上确定东山“鲍鱼养殖试验

区”等闽台合作开发项目, 同年东山县鲍鱼

增殖站首次引进台湾九孔鲍并于当年育得苗

种。1992 年台胞陈先生、黄先生从台湾批量

引进九孔鲍在我县开展陆上工厂化养殖, 从

此拉开了东山县鲍鱼工厂化养殖的序幕, 经

过几年的努力, 全县已投产鲍鱼养殖场 (公

司) 41 家, 总投资约 116 亿元, 其中台资占

50% 以上, 征地 500 亩, 实际生产面积 11 万

平方米, 1998 年全县预计可生产商品鲍鱼

1000 吨, 培育 2 厘米以上的鲍鱼苗 112 亿

粒, 产值 3 亿元左右。工厂化养鲍发展的同

时带动相关的饲料工业、农业、塑料制造业、

罐头加工业、科技教育事业和服务行业的蓬

勃发展。目前, 鲍鱼养殖已具一定的规模, 形

成集约化生产格局, 并逐渐向产业化的方向

发展。

二、建设鲍鱼岛的有利条件

11 地理区位优势

东山县是位于厦、漳、泉经济开发区最

南端的一个海岛县, 与台湾隔水相望, 介于

厦门、汕头两个经济特区之间, 毗邻港澳。海

路距厦门 77 海里, 距汕头 73 海里, 距澎湖

95 海里; 陆路距汕头 120 公里, 紧接深汕高

速公路。自古以来就是连接祖国大陆与台湾

的纽带, 交通方便, 市场信息灵, 又可主动

承受特区辐射, 并向内地扩散, 做到优势互

补。

21 人缘关系密切

东山与台湾两地亲缘关系密切, 是台胞

的主要祖籍地之一, 据不完全统计, 祖籍东

山的台胞 20 万人, 与东山县现有人口比例为

1∶1。移居台湾并繁衍后代的东山人, 传去

了东山文化, 在台拓建经济事业, 并与祖籍

地经常交往, 形成两地血缘相亲, 文化相同,

习俗相近, 经济来往密切, 历史上, 两地通

商、通邮、通航十分频繁, 传统民俗、文化

艺术交流活动也十分活跃, 台湾有 400 多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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