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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业科技合作抓两头促 

冬叁壅壅 一 

I一 程 振 磅 

(福建省农科院台湾农业研究课题组 ) 

一

、 闽台种植业合作有优势要把握时机 

两岸经贸往来l扣，许多情况已显示，闽 

台的地缘优势已随着交通、通讯等的发达先 

进丽不复存在。但是，值得强调的是，由于 

农作物生产存在无以回避的生态地域性及农 

民生产与语言、生活等的习俗性的现实，闽 

台种植业生产技术交流合作的优势是其他地 

区难以取代的。福建要把握时机，充分利用 

这一优势，切勿错过。因为台湾自8O年代以 

来，农业已论为夕阳产业，发展停滞以致萎 

缩．目前正以零成长进行调适、转型以至外 

移，而且种种迹象表明， 台湾当局为了减少 

经贸上对大陆的过份依赖， 以防受 制子 大 

陆；因此，虽然民间意愿趋向将剩余资金、 

设备、技术转向大陆发展，而官方却努力推 

行 “南进计划”，力促向东南亚转移。福建 

要争取在这一较量中取胜，必须抓住台湾农 

业向南推进尚未达成的时 机，增强 吸 引力 

度，尽快将其引入福建。 

二、合作目标选择及其依据 

发展闽台农业科技合作，首先要考虑抓 

什么合作项目有利福建农业发展?从农业生 

产流程看，种苗 (子 )生产 (指包括新品种 

培育及种子和种苗繁殖等种与苗的生产，下 

同 )是上游源头，中间经过栽培、管理各道 

程序，最后是农产品收成，以及现代农业已 

延伸到收成后的农产品加工处理是终端。如 

果能抓好种苗(子)生产以及农产品加工处 

理这两头的工作，无疑将带动农业生产整个 

流程的发展。台湾农业发展就与其种苗事业 

的繁荣，以及农产品加工处理开拓了市场的 

成功分不开的。因而设想，以抓闽台农业种 

苗与农产品加工的两头合作， 

业的全面发展。 

台湾种苗业的繁荣，主要表现有三t一 

是新品种选育与种子，种苗繁育成绩卓著。 

既有试验研究单位和种苗改良场等公营企事 

业机构从事育种与关系国计民生之粮食或大 

宗类作物的种子 (苗 )繁育工作，又有私营 

种茸业者不仅经营盈利性的种子<苗)繁殖 

生产，而且有实力的业者如 “农友"、 “生 

生”等lO多家私营种苗公司，也开展新品种 

培育工作，仅 “农友”种苗公司育成的各种 

园艺作物新品种就达数百种，其中西瓜就育 

成了7O，、，8O种，甚至已跻身新竹高 科 技园 

区，发展高科技生产种苗． 向国 际 市场销 

售，二是有十分庞大已形成专业化产销的种 

苗企业阵容。不仅有具权威作用的省种苗改 

良繁殖场等公营种苗企业，而且有一批私营 

种苗产业队伍，业者达千余家，并有 “种苗 

学会"为桥梁进行相互沟通协调；三是种苗 

埘农业发肢的贡献突出，产值可观。不仅有 

组织继全 设备先进的水稻 “育苗中心 ， 

对台湾稻作生产fl}出了不可低估的贡献，而 

且园艺作物的种苗，除为岛内园艺生产的迅 

速发展提供了保障外，还有一半左右提供了 

出口创汇，不少蔬菜种子已称著国际市场， 

如甜椒和子每年供应市场畅销世界各-地达4 

吨多，甚至有资料声称 “全世界所用的甜椒 

种子几乎全由台湾生产"。种苗的年产值， 

从现有资料表明，8O年代中期就达60亿新台 

币。但是，台湾农业劳力日益紧缺 (据报 

道，8O年代以来平均每年农业劳力向外转移 

8N9万人 )与老龄化(农业劳力平均年龄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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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45岁)，种苗业的发 展 巳而临困境。从 

台湾 省 种 苗 场场长兼种苗学会总干事林俊 

义先生 忧 心 忡忡说： “种苗业者因劳力成 

本的提高，对堆积而来的 采种 订单 感到困 

扰 ，可见台湾种苗业者必然要考虑向劳力 

低廉地区转移发喂．福建应该是其最佳的转 

移地。事实上闽台农业往来也一直是以品种 

引进为主的 (据省委政研室王镇 辉 调 研报 

告，我省对台农业引进中的9O％以上是品种 

的引进 )。然而，仅是品种引进是难以形成 

种苗专业化生产阵势，在生产上的怍用也就 

很局限；因此应该进一步探讨能发挥应有作 

用的合作方法。 

台湾农业产后加工处理扩大农产品用途 

和市场的成功，也表现三个方面： 是产后 

加工处理是台湾加速农业升级，发展精致农 

业的主要措旋之⋯，其发宸 以适应现代生 

活提高饮食品质要求为目标。因此．台湾农 

产加工已从传统的米、精 茶．烟等加1二向 

现代食品如罐头、冷冻、饮料，以至各种精 

加工发展。同时，为适应养殖业发展，饲料 

加]：业也迅速发展。’目前，岛上从事农产品 

加工的业者有6oOo多家，农产品经过加工的 

比率达4O％以上’，农产加工品出口额在农业 

出口总额中约占85％，在总出口额中也占 ％ 
左右。可见农产 DriT处理在台湾农业中地 

位之重要；二是食品加工设备自动化程度相 

对较高。‘据稔．饮料、 乳品。、饲料等加工程 

序已 10'0％达自动化，而且台产自动：化机械达 

3O％；三是加工食品已逐渐向 “品牌 化和 

地方性特产发展，出Et加工产品品质能适应 

国际市场要求，甚至适应了日、美市场对品 

质的苛刻要求，这从台湾加 工食 品 外销的 

45％在Et本市场， 17％牲美闰市场的结构状 

况，可略显一斑。然而：， 台湾要进一步发展 

食品加j[业则存在经营效益的困扰 不仅因 

为小岛农业能提供食品加工业发展的原料生 

产有限，而且原料价格昂贵 据研 究， 稻 

谷、玉米、大豆、花生、小麦等每百公斤的 

生产成本 台湾高于大陆1O倍，苹果、梨等 

2 

高达2O i 。这鄢圳约莆台湾食品加-]2、f}， 

的发展，寻求岛外合作是必然趋势，目前台 

：湾加工业者赴大陆投资发展的势头已出现， 

应该尽快研究合作布局，避免盲目发展。 

三、合作方法、措施的设想 

明确了合作fI勺目标之开， 该探讨采取 

那些方法措施推动交流合作朝我们希望的方 

向发展。现根据笔者十多年研究台湾 业之 

所得，提出一些建议： 

1．由省农业厅筹建设立闽台农业交流合 

作专职管理机构。改革开放以来闽台农业交 

流合作取得不少可喜成绩，但是，合作层次 

不高，多数仅是一般性的引 进，而 且 盲目 

性、重复性很大，引进后又 缺 乏管 理和消 

化．提高，因此，设立务实的管理机构至关 

重要，台湾研究大陆农业经济的专家 “中华 

经济研究院”教授邱毅先生，以及农业界热 

心两岸农业合作的人士，也不断呼吁，要以 

农业专业及具两岸交流经验的人员为主要成 

员，成立两岸农业合作的专职机构，以推动 

两岸农业合作的有序化。如采我方领先成立 

专职机构，通过 “亚农中 已、 等 的 联系影 

响，很有可能促成台湾也设立相应机构。这 

样，不仅有助于克服闽台农业合作中存在的 

问题，而且将进一步加遵合作{均进程ro 

2．组织有关专业人员赴台对El考察，甚 

至可以考虑派驻组织农业合作的代办人员， 

以便深入了解 ．紧密-联象 ，’ 裔合作的成 

效。尤其，最近台湾_已通过目1995年5月1日 

起，开放大秸农业专_业人士访台的决定一，赴 

台考察的阻力已消除 应争取时 间捷 足先 

登，选择有助我省农业发展 合作项目，采 

取优惠政策增强吸引力，促进其向我省转移 
： 

发展。 

3．种苗 (孑 )专业的闽台交流合作，应 

以开拓我省种苗 (子 的专业化生产，并形 

成产业为进诹目标。目前，闽台种苗的交流 

合作，虽然已开始走出简单狭隘韵 “引种 

范畴，在一些生态优越的地方，已有台湾种 

苗业者以委托代工采种生产形式．开喂双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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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合怍，如农友种苗公司等台湾种苗业者在 

漳州、东山等地，以合同方式进行他们的蔬 

菜杂种一代种予的采种生产。 然而，一这种代 

工采种，仍’处于6O年代台湾种苗业起步初期 

的生产形态。台湾从6O年代后期为日本等先 

进吲家委托代工采种，到形成自己的种苗专 

业化企业经营阵容，约历经了近2o年的时 

间。我们应该Ij=jl!速利用台湾的先进科技和经 

营基础，通过政府资金扶持与按术及生产 =经 

营的辅导，推动种苗产业迅速发展 ：’现仅就 

闽台种苗业合作中，值得关注的台湾种苗业 

先进科技情况，提供参考： ’ 

(t)水稻育苗中心的机械化设备 与 秧 

苗培育大规模生产经营方法。台湾设立了近 

千个育苗中心，在稻作生产经营中具核心的 

积极作用。每个育苗中心的供秧面积达100~" 

200公顷，台南的一些大育苗中心，还发展了 

南秧北运经营 利用南部优越气候为北部， 

东舔秧苗生产风险大的地区供应秧苗。可见 

台湾育苗中心的专业化大规模生产设备 技 

术和经营管理 均已相当完善。 

(2)蔬菜种子的生产技术与经营基础。 

台湾种茁业者已成功利用杂种优势培育专利 

型新品种，以及配套的采种生产技术 。因而 

形成了出口创汇的阵势。 -- ～ 。，。 

(3 )组织培养生产商品 化的 香蕉、 草 

莓 百香果0大蒜，马铃薯等无病毒的苗 - 

以及高价随的花卉、药材的苗，其中花卉的 

苗已发展国际市场的营销。 

一  (4)无土栽培介质育苗‘；利用树皮、木 

屑、稻壳、食用菌栽培袋、、玉米穗轴 花生 

壳、蔗渣等废弃物，’开发成栽培介质；以穴 

盘育苗形成商品化生产经 营， 提 供岛 内蔬 

菜、花卉生产用苗。 一。、 

(5)自动化育苗生产设施 目前尚处起 

步．研究推广的蔬菜育苗自动化机械是由台 

湾大学和桃园区农业改良场合作研制，花卉 

自动化生产设施仍昀荷兰进 口 0 

． (6)各类作物的优质品种。自8O年 代 

以来，台湾育种工作就将提高品质作为重要 

选育 目标，因此，近期育成的品种，一般均 

具优良品质的特性。 

4．农产品加工利用的闽台合作，应从推 

动我省原料农作物生产，进而逐渐建立自己 

的食品加工业为进取目标。农产品加工利用 

是农业生产的下游通路，已成为台湾农业发 

展的重要一环，在闽台农业合作中也已占很 

高比霞，’如漳州的台资农业企业中，以加工 

业比重最高 已达4O．19％，而养殖 业 只占 

31．1％．．种植业占23．8 。漳州引进食品加 

工业推动了相关农产麻竹、白毛豆及其他蔬 

菜生产发展的事列，显示出 “引来一个带动 

一 片”的效应是值得霞视的好经验。在此，- 

提供值得重视的台湾食品 加工业， 以 供参 

考： 一 ． 

(、1) 制糖业。台湾农业曾被称为 “米糖 

农业” 可见其糖业基础之好。 台湾糖业不仅 

设备先进而且有道硬的榱 技术，如今因原 

料困难制糖韭不断衰退，l；t~-需要进1：3食糖 

了 台糖业者企盼通过两岸合作振兴产业的 

意愿十分强烈，制糖业闽台合作的互补互利 

前景是宽阔的。 t· 

(2)饲料加工业。饲料是发 展养殖业 

的保障，台湾在发展养殖业的同时，同步发 

展了饲料加工业，．目前岛上饲料加工厂已逾 

200多家 ，，年产商品饲料60{o多万吨。然而；． 

于加工饲料的玉米、大豆、高梁、大麦等 

原料95％要靠进口。因此设想，利用福建那些 

难以生产高经济价值作物脱贫致富的山区， 

发展饲料原料生产，开展闽台饲料加工合 

作0 ． 

． (3)出口创汇的冷冻蔬菜加工 业。 、台 

湾蔬果加工利用一直以出口创 汇为 主要 目 

标 奠下了一定的产销基础，尤其冷冻蔬菜 

出IZl稳定。蔬菜加工业的闽台合作，目前已 

出现可喜开端，如麻竹笋、白毛豆台资企业 

在漳州的合作发展，值得深化加强。 ’ 
’ ’ 

f ．． 

(责任编辑。王 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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