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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与人民生活水平的 

提高，消费者对稻米的需求也发生了明显的 

变化，即大米的直接消费量随着高蛋白质食 

物，蔬菜、瓜果类及面食制品消费的增加而 

减少，但对米质的要求则增高，优质米的消 

费量日益增大。为了满足市场需求的变化， 

生产与科研均相应向优质稻方向转变。本文 

将探讨日本、台湾发展优质稻生产的各项经 

验与措施，以期对发展我省优质 稻有 所 借 

鉴。 ， 

一、日本、台湾、福建的优质稻发展比较 

(一 )日本优质稻的发展 

早在6O年代初日本就开始注重米质的育 

种工作，髓着稻米的过剩及优质米消费呼声 

的日益高涨，日本政府于1969年开始设立了 

优质米流通渠道 (该渠道称之为 “自主流通 

米”渠道)，专门指定了23种优质稻作为该 

渠道流通的米，从此进入优质稻 生 产 及流 

通的新阶段，与政府严格管理的 “政府米” 

一 样，必须纳入政府的生产与流通计划．，按 

政府指定的渠道流通，但可以不经过政府转 

手，直接由全国稻米收购商自主地出售给全 

国粮食批发商，自实施以来，价格由购销双 

方参照政府米的价格协商而定。为了进一步 

拉大质量差价，1990年l1月在东京和大阪二 

地，成立了自主流通米价格形成交易所，优 

质稻的价格一般要比 “政府米”价格高，批 

发价最好的一公斤可卖到430日元 (市 场拍 

卖成交，囚品种、产地的不同，价格上下相 

差100日元左右 )，而 “政府 米” 约300日 

元。所以一般农家每生产一公斤优质稻可多 

获纯利润约100日元，以一亩地平均收获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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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斤计，则每亩地约可多得3万多日元 (约 

折合人民币3000元左右 )。目前不论是优质 

稻的生产、流通及消费，在日本均已占主要 

地位，据统计，1992年优质稻的生产量大约占 

当年稻米生产总量的7O％，通过 “自主流通 

米”渠道流通的稻米量占总量的74％，其中 

品质特优的1—2级优质米的比例占75％，而 

优质米的消费则占大米购入量的_8O％，在东 

京圈等大城市的消费比重更高。 
、 (二 )台湾优质稻的发展 ， 

台湾自1986年起将 “辅导良质米产销计 

划”列为加速农业升级的重要措施及发展精 

致农业的项目之一，由农林厅和粮食局辅导 

具有分级小包装白米及销售能力的乡镇农会 

及粮商与农户订立产销契约，实 施 契 作栽 

培，并以高于市价约5 的价格收购。 截 至 

1994年早稻期止，共辅导24家农会、59家粮 

商，与18万户农家订立优质稻契约生产。优 

质稻契作栽培面积，从1985年的970公顷增 

加到．1994年早稻期的22000公顷， 1O年 间优 

质稻契作栽培面积累计达到17．4万公顷，占 

稻米种植总面积的比重亦从1985年的0．17 

逐年提高到1994年早稻期的11．1％。从市场 

占有率来看，1993年优质稻契作收购量占稻 

米生产总量的3．95％，优质米销售量占小包 

装 白米市场的9．5％，即台湾地产优质米占台 

湾食用米市场的4．94％，而整体优质米的市 

场销售占有率达到1O％左右，距台湾粮政单 

位所规划的3O％市场占有率尚有颇 大 的 差 

距。台湾优质稻的推广之所以不甚理想，是因 

为迄今未建立分级计价及米质检验制度，．造 

成小包装优质米与一般白米在质量上无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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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优质米差价难以提高。 

(三 )福建省优质稻的发展 

我省优质稻生产历史悠久，零真霉妻到 
重视的是在1985年全国优质稻生产 会 议 前 

后，全省开展了优质稻的鉴评工作，经部、 

省审定的我省优质稻品种 (组合 )有4个(其 

中农业部审定3个，省审定1个 )，并对29个 

籼稻品种进行外观、加工、米饭蒸煮等品质 

鉴评，评出l1个品种作为本省优质稻品种扩 

大推广示范，同时还对4O个籼、襁 糯品种 

进柠鉴评，选出品质优 的常 规 籼稻1o个品 

种， 杂交稻3个组合，糯种 个品种，但由于 

单产偏低和市场需求问题，优质稻的推广不 

尽如意。进入9O年代，优质稻的鉴评工作重 

又得到重视，由省有关部门联合组成 “稻米 

品质鉴评专业组 ，对优质稻的栽培管理也 

进行一些研究。据有关部门的推算，1993年 

我省优质稻种植面积约7OOL8OO万亩，约占 

水稻总播种面积的4O％，．其中主要是·中档的 

优质稻品种 (如特优63和汕优63等 )， 类似 

省农科院稻麦所育成的“珍优 ( 民间亦称为 

“丁优”)米质的优质稻的栽培述处于零散、自 

发的阶段。应该指出福建现有优质稻的米质 
‘

较日本、台湾的优质米的米质尚有差-距，但从 

目前我省消费水平来看，中档优质稻是较适 
’

合的，据调查，目前中档优质稻品种 “洫优 

63”的消费约占优质米消费的8O％。为了适 

应将来社会的需求，福建省 “八五刀水稻育 

种攻关组正加强优质稻的品种攻关，有一批 
、

综合性状较好的优质稻新品系有望将来投放 

生产。从市场流通来看，优质稻的流通渠道 

也未能形成，多数由个体粮商自发经营。而 
’

对优质稻的研究、生产及价格的形成等政策 

的f颤斜度显然不够，造成研究滞后，推广不 

力，例如农科院育出 “珍优 品种请农民试 

种后，无任何推广酉己r套的措施 完全处于农 

民自发发展起来的 ，且后续研究 踉不上， 

虽然米质已得至 会的认可，但推广面积不 

大。 

二、借鉴日本 台湾的经验，推进优质 

2O 

稻的发展 

日本、台湾优质稻的发展，在科研、生 

产规模及市场方面均较我省领先，借鉴他们 

的发展经验及教训，对促进我省优质稻发展 

是有积极意义的。 

1·各级政府要重视优质稻的发展。台湾优质 

稻的发展就由政府多次将发展优质稻的项目 

列为农业重点项目实施，如1987年1月起 纳 

入改善农业结构建全契约产销一一建立卫星 

农场制度13项计划之一，主要辅导农民与上 

下游农企业建立契约产销关系，保障农工商 

3：Z面取得共同利益。1990年度起又纳 入’改 

善农业结构、提高农民所得方案，扩大辅导 

契约厂商及契作范围，进一步促进优质米的 

消费，提高优质米市场占有率 1992年度起 
‘

台湾再配合农业综合调整方案及省府地 区农 

业发展方案；全面实施优质米推广计划。在 

新制定并将于今年7月开始实施的农 业 建设 

隽 案中，优质米的产销辅导亦列为重要措施 

之一。由于台当局重视稻米品质，在政策方面 

相应采取必要政策加以推动，优质稻有了很 

大发展：我省也很有必要采取相应的优惠政 

策，以鼓励优质稻研究与生产的发展，促其 

形成一定产业规模 - 

2．对优质稻的产销要给予一定的倾斜。由于 

品质与产量始终是一对矛盾因子，优质稻的 

生产不仅要多下功夫，产量上往往也不如 

般稻，如果对优质稻的产销没给予一定的倾 

斜，在推广上将会有一定困难的。，日本在 刚 

推出 “自主流通米刀渠道时，自主流通米在 

稻米收购量中仅占3％，在销售量 中 也仅占 

5％，并不景气。为了推广优质稻，日本政府 

对优质稻的生产与流通实行各种补贴，首先 

以直接给付的方式付给农民 “自主流通米 

优质稻生产奖励金，1988年的生产奖励金总 

额达7 20亿日元 ，此外在流通方面还设有 “自 

主流通米”通年销售促进费 (1988年 为213 

亿 日元 )、流通促进奖励金等，很快就打开 

了 “自主流通米"流通的局面。通过该渠道 

流通的优质稻占政府舣 岣量 的比重逐 年 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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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至1982年巳超过50％以上，1991年高达 

80％。此外可适当拉大质量差价，以促进优 

质米的流通。 ： 

3．在品种改良上下功夫。早在70年代初期， 

台湾各农业试验单位就开始加强优质稻品种 

改良工作，首先在台中试验场设置稻米品质 

研究室，规定各场育成的水稻品系，凡进入 

初级产量比较试验鼽  即应送该场进行米质 

捡定 以便早期淘汰米质欠佳的系统。并于 

198~7年研 稻作育种实施方案 ．， 采取分 

合作方式，i加紧优质稻的育种工作。近年 

来台湾新育成的水稻品种在米质上都有相当 

程度的改进，如台粳5一l1号的新品种，米质 

均已达珂优质稻的_米质要求，其中 “台粳6 

号? “台粳9号矽 的稻米品质比目前 推广 

的优质稻品种 “台中189”更优。除 了加速 

培育品质优越的水稻新品种外，各区农业改 

良场还在巳育成的品种中，筛选出外观品质 

皆优的品种，供适栽区农民选择种植。目前 

台湾推茬韵优质米品种主要有：台南9号、 

台序 189号 ‘．台农7n号 台粳2号等10多个品 

种，推广面积以台粳2号为最，累计 6商4万 

碴 ．钓占历年契粮栽培面秘的39％。日本 

的优质稻育种工作早起60年 代，并 在推 广 

“自主流通米 初期亦专门指定了23种优质 

稻作为该渠道流通的品种，其 中 尤以 “越 

光”、 “锦笸”二个日本东北地区的品种特 

受欢迎，在自主流通米高价政策的诱导下， 

各地纷纷引进，研究其适栽环境 条 件，到 

1972年两品种就普及 日本全国，直到今日， 

这二个品 啪勺种植面积仍占日本水稻栽培面 

积的3j9％以上 此外 “自主流通米”渠道还 

不断地推出一些各地培育的米质优良的新品 

种 【优质稻的推广，鼯种是关键，我省发展 

优质稻生j譬首先必须加强优质暗品种的墙育 

与筛选工作，明确可供推广的优质稻品种。 

4．规划优质米适种区。稻米品质除受品种 

本身影响外，还受生产地的气候、土壤、灌 

溉水质及栽培管理技术，以及收获调制与贮 

存设备、方法、时间等因素所影响，同一品 

种在不同栽培、调制环境中，生产出的稻米 

品质亦有差别。因此除了要注意育种的攻关 

外，、还要注重研究各地栽培条件，规划各地 

优质稻适栽区。台湾 “农 委会 自l987年 

起，辅导各农业试验改良场陆续进行了 良 

质米品种及米质区域稳定性试验"， ‘‘良质 

米生产之地方稳定性试验力、 “良质米生产 

区域之探讨"等系列试验。通过试验建立适 

栽区规划资料，初步划定各地 优质米 适 栽 

区，并相应探求各适栽区最适宜的品种，以 

保证稻米能在最佳条件下生产。 

5．建立镩全米质检定制度。 日本的稻米分 

级检验制度比较完善，有 矗农产品检查法 ， 

将稻米分为一至五类，又依据 “农产品规格 

规程力将糙米分为l一3等，将零售 分成 

“特 上、中、标准价格米 4等i并规定稻 

米出售前应由粮食事务所的检查霄
．桧j盔糙 

米，每一个包装袋上均得附上—个小袋， 装 

有袋中的样品米，以便随时备查，同对粮食 

厅还指定社团法人日本精米工业会及日本财 

团法人谷物核定协会负责核定白米质量，形 

成对稻米的分类分等检查的法律效力及公平 

公正性，因而优质米的普及广， 质 量 差 价 

大。而台湾优质米因缺乏严密的评审检验制 

度，有的厂商往往鱼目混珠，使一般稻米和 

优质稻的质量差异不大，优质稻与二-一般稻米 

差价也不易拉大，造成推广上的t太阻力。 

因此在推广优质稻时，瞢洗要尽快建 健全 

米质检定制度，以便为实行优质优价打下基 

础。 ： ．．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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