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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台合作发展福建养猪业大有可为 

．  
誊轧 ． 

(福建省农利院台湾农业研究课题组 ) 

一

， 闺台两省养猪业殛其刨汇情况比较 

目前，台湾养猪业已实现大规模现代化 

生产，其生产技术水平 j生产管理水平都居 

世界领先地位。1992年底，台湾生猪存栏数 

达975．4万头 (其中种猪118·8万 ，肉猪856·6 

万 )，全年肉猪出栏1331万头。养猪业产值 

继1986年首次超过稻米产值以来，一直位居 

台湾单项农产品产值之冠，1990年台湾养猪 

业产值迭482亿元新台币，占农业总产值3135 

亿元的15．38 ，占畜牧业 产 值845亿元 的 

57．06 (见表 )。台湾依靠进13杂 粮 作为 

饲料发展养猪业，不仅解决了岛内2000多万 

人 口的猪 肉需求 (1990年台湾人均猪肉消费 

量为35．86公斤，占肉类消费量61．86公斤的 

57．9 )，而且猪肉成为仅次子水产品的大 

作，对双方刨i亡效益是一项互利的举措，但 

需要推动，发挥阅台人文亲情优势将不难实 

现此一举措。同时，通过闺台农民团雄的贸 

易台作，也有助有打开对台贸易通道。 

3．通过闽台农 民团体台作，推动以销促 

产，加速我省创汇农业生产与国际市场要求 

接轨的进程。 

创汇农业生产必须以国际市场为导向， 

并树立具占领国际市场的产品信誉，因此创 

汇农业不仅要关注产品生产的适销对路，而 

且还要注重品质的提高，何况品质还关系着 

价格效益。据台湾对两岸水果产销情况的研 

究指出，1989年两岸水果外销，在外销量方 

面台湾仅是大陆的58 ，而外销值台湾却比 

大陆多了12％，原因就在于台湾水果品质、 

外观均较大陆优良，而且采取了分级包装措 

捷。可见产品品质直接影响着创汇效益，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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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出口农产品。1991年以来，年出口创汇额 

超过1O亿美元，约占初级农产品 出 口 值的 

3O％，农产品出口总值的2O％。 

改革开放1O多年来，我省养猪业有了较 

大的发展。1992年全 省 荞 猪出栏数 达 到 

931．59万头，比1978年 (出栏337．23万头 ) 

增2H594．36万头，增长 了近2倍，出栏率 达 

到93．5 ，比1978年增长了41．9 ，全年猪 

肉产量达73．73万吨，荞猪业产 值 达443396 

万元。同时，在出口创 汇 方 面，1985年以 

来，也基本能完成经贸部下达给我省的每年 

3．2～3．5万头的出口配额，出口猪的质量在 

1989~199 1年连续3年保持全国前3名的好成 

绩。 

但是，目前我省养猪业的水平大约只相 

台湾的经历看，借助产业团体功能将有助于 

以销促产，推动创汇农业与国际市场接轨。 

台湾养猪业的台 汇成功，就是通过其产业组 

织根据外销市场的品质要求，既推动育种工 

作明确努力 目标，又组织实施了种猪登录、 

性能检定、种猪交流展示 ，种猪场评鉴等一 

系列提高性能与猪肉品质的措施，从而形成 

了长胜不衰的创汇产业。 

多年的闽台农业交流台作中，福建巳gI 

进推广了不少台湾农业的优良品种和先进技 

术，但是要进一步提高引进层次，以至有计 

划有组织地开展引进工作，我们认为两省同 

业的产业团体台作是一条捷径，何况引进是 

为了借鉴 为了促进在高起点上发展创新， 

因此很有必要通过产业团体的功能，利用台 

作促进引进、推动刨新，加速我省创 农业 

生产与国际市场的接轨。 

(责任编辑，革 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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袭 台湾葬猪业产位及所占比重 

资料来漳：1989年《台湾农业年报*，1 991年 “中华民国 经济年槛 。 

当于台湾6O年代末、70年代初的水平。主要差 

距表现：一是养猪技术落后 ，生长周期长，经 

济效率及商品率低 ，猪出栏率低下(1992年以 

前一直低于100 )。二是猪品种 结 构不 台 

理，对引进的良种猪没有进行合理的保存， 

用种 而不保种，不选育和培育，致使品种性 

能退 化，猪肉质量不 高，难 以进入 国 际市 

场。三是养猪业出口创f[能力差。全省养猪 

创汇额只台湾 的 千 分之五， 出口质量也不 

稳定，在1989~1991年 取 得 好成绩以后， 

1992~1993年供港猪的质量下降至0全国倒数 

2～4名。四是猪肉供应能力差，市场价格不 

稳定，我省猪肉的生产不足，每年都要从省 

外调入一定数量的生猪。猪肉市场供应不 稳 

定，最近一段时间，市场猪 肉价格上涨幅度 

较大。 

二、闽台养猪韭合作的时机与条件。 

台湾养猪业发展较抉，但也面临不 少问 

题。主要是饲料过分依赖进口，养猪业根基 

脆弱}生产成本偏高，入关后的竞争力差 ， 

养猪污染严重，环保问题突出。因此，台湾 

在近期“六年经建计划 推行的 农业零成长 

政策中，养猪业首当其冲被列为限制发展的 

产业。台湾在1991年1月通过的 养 猪政策 

调整方案 已经确定 “未来养猪业将以自给 

自足为目标，未来6年内，养猪头数减少i／3 

的耳标”，所 以，台湾养猪 业 目前 正 面临 

新的转型，正努力寻求新的生存 和 发 展空 

间，正在积极寻找岛外养猪业投资场所。 

闫台倪一水之隔，在地理、人缘、区位 

等方面具有特殊的优势。台湾养猪业的转型 

给我省养猪业的发展及阉台养猪业的合作提 

供了一个十分难得的机会，我们应抓住这个 

契机，促进闽台养猪业妁多种形式的台作， 

促进我省养猪业的发展，以提高我省养猪创 

汇能力。 

三、闽台葬猪业合作的建议。 

根据我省养猪业现状，结台台湾养猪业 

的特点 及其成功经验，现提出闽台养猪业合 

作的几点建议。 

1．设立养绪投资专韭区，镧定位Il政策，哑射 

自贺发展养猪皿。 

专业区采取 “两头在外 形式一一机械 

设备，种猪，甚至饲料都可以全部进口，生 

产的猪肉通过台湾业者原来的销售渠道外销 

日本市场或返销台湾岛内市场。我省东山县 

西屿岛、泉州大竹岛及霞浦县东吾洋、东冲 

半岛等，都是设置养猪投资专业匠的理想选 

择。它不仅交通方便，又相对蕊离，便于专 

业区的管理 、生产与出口，但要拄意应无猪 

肉输入国 (或地送 )所规定的疫病。 

为了提高生产效率，保证猪肉产品的质 

量，台湾大部分业者都 颓向于采 用 一贯 

式 作业方式。我们应鼓励支持其采取种猪 

饲养、饲料、加工、掬猪饲养，畜产品加工 

等一条龙生产方式。据悉，在 种猎进 口 方 

面，我国大陆因投有台湾种猪进 口捡疫标准 

而禁止台湾种堵的进口，我省动检部门应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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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稻米保护政策及其影响 

赵 玉格 

(厘门大学台湾研究所 ) 

众所周知，台湾的资本主义工业化经过 

几十年的发展，已有一定的成就，在8O年代 

中期以前，其发展速度名列世界前茅。对外 

贸易发展迅速，工业制成品占据了较多的世 

界市场，台湾农业的发展却相形见拙。由于 

政 策上的偏颇以及小私有土地所有制的生产 

关系的束缚，农业劳动生产率大大落后于工 

业和其他产业。因此，长期以来，台湾当局 

对农产品市场实行较为严格时保护政策。近 

些年来，国际上要求开放农产品市场的呼声 
一 浪高过一浪，为了不致于与美国等一些国 

家的摩擦加剧而遭到强烈的贸易报复，妨碍 

工业制成品的出口，以及影响加入关贸总协 

定的进程，台湾被迫陆续开放了一 些农产品 

市场，到1995年，农产品 (包括农工原料 ) 

的进口额巳达541．4亿美元，农产品贸 易 逆 

差已经持续了二十余年。但是，尽管如此， 

台湾的稻米市场仍处在几乎百分之百的屎护 

之下。随着GATT乌拉圭回合谈判的结束， 

日本和韩国巳放弃了稻米市场的保护，相继 

宣布开放稻米进 口，作为力争要在尽短的时 

间内入关的台湾来说， 电面 临 着 同样的压 

力。稻米市场开放与否，成了台湾岛内各界 

评论台湾农业政策的焦点。 

一

、 台湾稻 米保护政策的内窖硬其原因 

保护稻米市场的稳定供应是台湾稻米政 

策的主要内容，为此，长期以来，稻米的生 

产和销售都处在 当局的严格控制之下。 

(一 )对羁米 生产的干预 

1．价格支持。以掌握粮源和保证稻农收 

益为双重 目的，1974年起设立 粮食平准基 

金”，根据 当期稻谷之预估成本加2O 利阔 

订定保证价格，收购稻谷，并以高于市价的 

价格收购农 民部分余粮。这一价格支持措施 

获得 了如下成效。首先，保证当局能掌握充 

裕的粮源，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安定打下 

先走一 步，采取灵活措施，参照有 关 国 家 

(地区 )的种猪进口检疫标准，同意台湾种 

猪的直接输入，减少台湾养猪业者来我省投 

资在种猪引进方面的麻烦。 

2．局部弓l进和穆擅台{I先进的善I猪生产、瞥理 

技术。 

台湾现代化养猪生产与管理技术，尤其 

优良种猪选育推广方法，值得学习和借鉴。 

建议我省天马种猪场、东湖种猪场参考台湾 

种猪改 良的经验，采取 “引进、选育、选拔、 

推广 相结合的方法，培育出适合我省环境 

条件，具有优良生长性能、肉质好的优 良品 

种组合，并在全省范围内建立和完善优 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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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的推广体系，逐步普及优良猪品种，以改 

变我省目前品种混乱和种猪性能 日益退化的 

局面，从根本上提高养猪水平。此外，建议 

在我省福清、莆田、仙游、同安、龙海、大 

田等6个全国瘦肉型商品猪生产基地 县 的大 

养猪场， 直 接引进台湾优良的LD、LDY 

(L-蓝德瑞斯、D一杜洛克、Y一约克夏)等二 

元、三元杂交肉猪品种，并在饲养管理、疾 

病防治等方面借鉴台湾的先进技术，生产出 

品质好，卫生状况佳的猪 肉，既提高出口供 

港猪的质量标准，争取打入 日本市场，又为 

全省肉猪生产与刨汇提供示范。 

(责任编辑 王 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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