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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开发农业的特点 

李玉栋 

(福建农大科技开发总公司 ) 

台湾开发农业新技术、新设备和新产品 

对其经济发展的各个时期起到重要的作用， 

至令仍极其重视农业开发。 

一

、 注重开发农业适 用鹤技术 

台湾的农业科技实力并无特另 优势，但 

其农业适用科技方面的实力却相当雄厚。在 

农业科技领域发展与开发适用科技，．以 在短 

，时间内获得试验研究的成果，而经过推广后 

又可以在短时间内获得提高产量与增进品质 

韵效果。 ， 
’ 

鉴于台湾注重开发农业适用科技，在农 

作物方面已全面推行稻米综合技术栽培，普 

遍：推广优良品种，_1水稻生产基本上已全套机 

械化，从育苗开始全省设有应用先进技术为 

农户代育代耕代收的服务机构。其它粮油作 

物的高梁、玉米、大豆 甘薯等也有较高的 

栽培技术水平及机械化程度。台湾开发农业 

适用技术卓有成效的有品种改良I增加施肥 

量，改善施肥方法；改进栽培技术，如保温 

育苗、比重法造种、稻种消毒、施用追肥， 

改 进栽培密度等；使用新式农药防治病虫， 

推广杀草剂防除杂草，实行轮作制度和蚵作 

獭}度。 

． 

‘

1 6一l978年台湾糖业研究所获得了22 

顶科研成果，几乎全是适厨技术，以第一项 

．为例，他们育成了甘蔗新品种44个 (F 一 

’178)。这些甘蔗新 品 种适应台湾各地 区 

的生长发育。所以，至 7每年F品种已占台 

湾甘蔗栽培总面积的98．5％。台 糖 公司 从 

1979年起将糖业研究所新育 成 的 品种改用 

ROC的新命名，当年就推出ROC1一ROC4 

四个新品种，从此台湾甘蔗栽培进入了ROC 

r 

． 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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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代，截止1993年共培育成 功 并 推 出 了 

R OCl7个品种。 

=、注重农业推广教育 

台湾当局认为，唯有农业搞上去，经济 

才能繁荣，社会才会安定，所以支持农民组 

织农会，健全农业推广教育体系，投入大量资 

金研究农业适用技术并培训农村青年。还在 

制定政策给予一定的倾斜，诸如贯彻 “粮食 

平准基金"，颁布 台湾省农业雅广实施办 

法 等，使农民自愿应用优良品种和最新技 

术，愿意接受当局的倡导，调整 生 产 结构 

等。 

为落实农业推广教育工作，台湾组成一 

套颇有特色的农业推广教育体系。政府职能 

机构中由 “行政院农委会"负责，省和县政 

府就是当然的省、县农业推广主管机关。同 

时，从省至 地方都有农会组织。除此，各农 

业研究机构以及农业高等院校的科研系所亦 

有自已的农业推广教育机构，从事本单位研 

究成果的推广。而农业科研机构的科研人员 

租农业高校的教师亦常被当地同级农会所聘 

请，参加活动，诸如咨询、指导等。台湾大 

学和中兴大学的农学院还设 置 有 农业推广 

系、农业教育学系，尤其还设置农业推广教 

，授，多所农业职业学校还设有农业推广课程。 

三、洼重农业暑f进消化 

台湾在大量引进海外新技术新品种的同 

时，注重消化，结合岛情，开发出一大套新 

技术和一大批新品种，并大力推广，促进转 

化成商品。近年育成并推广，已在召lj汇上发 

挥重要作用的如 “台 农4号” 剥粒 风梨、 

“台农1l号”香水凤梨、 “台农1号 芒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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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 “果树上山 抗旱保水研究的新突破 

．
鳖墨 

(福建农业大学 ) 

一

、 传统的 “果树上山”已不适时代要 选择 

求 

台湾和福建以及 大 陆 各地的 “果树上 

山力方法均采用在坡地修筑梯田，在平台上 

种植果树，或按等高线挖一环形壕沟，在上 

下两沟之间的坡地上种植果树，或在坡地上 

分散挖坑，在鱼鳞坑上种植果树。这些均具 

有抗旱保水功能，但都比较有限。其中抗旱 

保水能力较好的梯田，都不利于机械耕作， 

并且花工多，成本高昂，挖 鱼鳞 坑 法花工 

少，但也难于机械耕作，抗 旱 保 水能力均 

差。撩壕沟法也同样花工多，又难于机械耕 

作，抗旱保水能力差。因此长期以来果树学 

家和水土保持专家不断在研究 “果树上山" 

的新方法，以期能更有效地抗旱保水。 

二、 “山边海"是 “果l树上山，，的最佳 

( 
6～{； 

7． 弓 
台湾多山，开发山地发展农业是国民经 

济中的一个大题目。因此，台湾早期就通过 

开山造园修筑梯田、撩壕沟和挖鱼鳞坑等方 

法抗旱保水，种植果树及经济作物，促进农 

业经济的发展。然而，这些方法花工多，成 

本高，不宜于机械耕作管理，而且在水土保 

持方面效果不甚理想，因此必须选择一种三 

全其美的方法。50年代台湾引 进 了 美式的 

“山边沟"种植果树及经济作物，但鉴于此 

法占地多、保养困难，也不是理想的方法。 

1956年农发会研究员廖绵浚在糖试所台 

东试验场研究成功 “改良山边沟"，即在美 

式山边沟的基础上加以改良，它是以宽底内 

斜断面代替原梯形断面，克服了山边沟的缺 

陷，因此，台湾自1964年 开 始 ，把它列入 

“台农5号"番木瓜、 “台农1号"西番莲、 

少籽番石榴、无籽西瓜等水果，以及育成推 

广的上百个蔬菜杂交一代品种适应了商品生 

产的各 种 需 求，任消费者选择。 

四、注重农村青年素质的提高 

对农业进行开发，使农业科技转化为商 

品，需要农民接受与应用所开发的新技术， 

新良种、新设备，因此，台湾当局重视提高 

农村青年文化与科技素质，能够主动自愿接 

受新技术、新良种、新设备。对农村青年的 

培养通过举办农业展览会、设置培训班、选 

送青年上农校或农学院学习以外，还重点组 

织 “四健会"。 

四健会旨在培养农 村 青 年 “手、脑、 

身、心"的健全。它引自美国的一种活动。 

四健是由 英 文 “4H” 翻 译 而 成 。4H是 

H AND、 HEAD、HEALTH、HEAR T 

四个词的头一个字母的缩写。培养健全的双 

手，以改善生活，健全的头脑，以应用思想， 

健全的身体，以服务社会，健全的心胸，以 

发展品性。．四健会要求对13—23岁的青少年 

开展独立操作农事作业的培养，由四健会指 

导员辅导他们制订生产计划，进行实地生产 

作业，记录卫作笔记，对作 业成 绩 进行评 

介，以培养青年独立思考和独立工作能力， 

以达到改进农业技术，提高农民生活，养成 

良好品德，培养为社会服务的观念。 

(责任编辑l王 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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