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榕台农业合作现状与发展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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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当前，海峡两岸农业交流合作日益深入，逐 渐 进 入 到 提 升 发 展 阶 段。福 州 在 两 岸 交 流 合 作 中 具 有 显 著

的区位优势，对构建范围更广、规模更大、层次 更 高 的 两 岸 交 流 合 作 前 沿 平 台 具 有 “先 行 先 试”的 重 要 意 义。

该文总结了榕台农业合作发展的成效以及当前榕台 农 业 合 作 的 现 状 和 问 题，就 推 进 榕 台 农 业 合 作 提 出 了 三 点 对

策：优势产业对接、科技合作交流、特色产业发展，四点建 议：积 极 营 造 良 好 投 资 环 境；强 化 政 策 措 施 配 套 服

务；加大财政扶持投入力度；做好台商投资跟踪服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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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州是国家 “两部一办”于１９９７年７月批准

设立的全国首批 “海峡两岸农业合作试验区”。１０
多年来，在省市党委、政府的领导下，福州市立足

区位优势，构建发展平台，不断推进试验区建设和

榕台农业合作，实现榕台农业优势互补。目前，福

州已成为海峡两岸农业合作极具活力，富有成效的

地区之一。

１　榕台农业合作发展与成效

１１　榕台农业合作现状

榕台农业合作主要经历三个发展阶段：一是初

始发展阶段。早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福州市就开

始通过民间渠道，引进台商在农业领域进行试探性

投资，进入９０年代，台湾农业 资 金、技 术、优 良

品种、先进设施逐步向榕转移，榕台农业合作与交

流进入了一个全面合作领域。二是快速发展阶段。

１９９７年７月 经 农 业 部 等 国 家 部 委 批 准，福 州、漳

州设立全国首家 “海峡两岸农业合作实验区”为鼓

励台商到试验区投资，福州市出台了台商从事农业

的税收、用地、科技引进等方面的优惠政策，启动

了建设８大示范园区和３０个重点示范企业，台商

投资涵盖农、林、牧、副等行业，一大批台资企业

成为全省 乃 至 全 国 的 领 军 企 业。三 是 提 升 发 展 阶

段。近年来，榕台农业合作从种养等第一产业，向

产品加工、运销以及旅游休闲等农村二、三产业发

展；从单纯 的 生 产 合 作，逐 步 向 资 金、品 种、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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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市场、经 营 管 理、科 技 人 才 等 多 领 城、全 方

位、多层次合作。２００９年５月６日，《国务院关于

支持福建省加快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的若干意见》
后，２００９年８月６日，福 州 市 也 出 台 了 《福 州 市

贯彻落实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加快建设海峡西岸

经济区决策部署的实施意见》，把两岸合作提升到

国家的战略高度，积极调整发展思路，进一步拓宽

合作领域，提升合作层次。市委、市政府把榕台农

业合作作为加快农业发展的重大举措，列入重要议

事日程，采 取 了 一 系 列 政 策 措 施 鼓 励 台 商 投 资 兴

业，激发了台商的农业投资热情。随着榕台农业合

作的深入，合作范围从沿海向内陆山区加速推进，
合作格局由福清、连江沿海一线向闽侯、永泰山区

拓展。据统计，截至２０１０年底，福 州 现 存 农 业 台

资项目１２３项，按产业分类：种植３６项、养殖１２
项、加工６６项、其他 （包含观光休闲农业）９项。
项目分布主要在福清、闽侯、罗源、连江等地，其

中福清约占将近一半。从合作形式上看，独资企业

和合资企业 占 将 近８０％。一 大 批 台 资 项 目 健 康 成

长、做强做大，取得了良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成

为省市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如全国最大集高山茶

叶生产、加 工、销 售 连 锁 一 体 化 企 业 福 州 雪 峰 农

场，全国最大食用菌秀针菇生产线企业福建益升食

品有限公司，全国首家在台北设立办事处、挂牌开

业开展水产及其加工制品贸易活动的企业福清市贸

旺水产发展有限公司，全省最大农产品加工企业福

建龙和食品实业有限公司，以及全国首个以台湾农

民个体工商户林茂盛先生登记注册的罗源县茂盛农

场等等。

１２　榕台农业合作取得的成效

１２１　农业产业合作不断提升　①良种引进成果

显著。榕台 农 业 合 作 着 眼 于 品 种 优 化 和 质 量 的 提

高，重点 引 进 台 湾 动 植 物 优 良 品 种，组 织 实 施 水

产、畜牧、果蔬、花卉和食用菌等优势产业种苗工

程，累计８大 类７００多 种，推 广 面 积 达２万ｈｍ２

以上，大面积推广或建立种养基地的有１００多种。
台湾良种引进优化了福州农业品种结构，提高了农

产品质量，大大增强农产品国际竞争力，优化了农

业区域布局，有力推动农业产业化进程。②技术引

进内涵丰富。先后引进种养和加工技术２０００多项、
设备１０００多台套。包括植物组织培养，农 产 品 安

全监测技术，台湾鲍鱼电解分苗技术等等，其中机

械化育秧、食用菌栽培加工、鲍鱼育苗、烤鳗加工

等一大批先进技术已广泛推广应用，很大程度提高

了我市现代农业生产科技水平，福州正成为引进台

湾良种技术最主要的试验示范基地。③农产品加工

业呈现规模。近年来，由于台商投资向农产品加工

业倾斜，来自台湾的增量资金、先进的加工技术和

生产设备，为榕农产品加工业发展注入了强劲的生

机和活力，有力推动福州农业产业结构深加工化的

进程。以水产业为例，仅福清市水产品加工业就有

８２家，有７家 水 产 加 工 企 业 还 被 评 为 全 省 农 业 产

业化龙头企业，位居全省第一。④台资农业项目充

满生机。据统计，截至目前，福州试验区累计落地

农业台资项目４８３项，总投资８１亿美元，合同台

资６０１亿美元，实际利用台资３９亿 美 元。累 计

开发山地、荒地、滩涂和改造中低产果茶园近１３
万ｈｍ２。项目分布从沿海向山区延伸扩展，不少台

资项目已落户于福州市永泰、闽清、闽侯、罗源等

地。涉及种植业、养殖业、加工业和农产品营销等

各领域，涵盖了农林牧副渔等行业。

１２２　人才交流不断深化　福州发挥对台 “地缘、
人缘”优势，积极开展榕台人才交流各项活动。每

年引进台湾农业专家学者１００多人次，举办农业交

流、研讨、讲学、培训、咨 询 活 动３０多 场 次。充

分利用 “５·１８”海交会、 “６·１８”项 目 对 接 会、
“９·８”贸洽会、 “１１·１８”花博会等招商 专 场 活

动，邀请台湾有实力有影响的企业前来参展参会，
突出福州市对台合作交流的优势和特色，以 “海峡

两岸农业合作论坛”为平台，探讨榕台农业合作新

方式、新 途 径，促 进 榕 台 农 业 合 作 交 流 取 得 新 成

效。赴台农 业 考 察 逐 年 增 多，２０１０年５月，福 州

市经贸文化交流团农业考察交分团赴台交流活动，
开展农业 专 项 对 接 洽 谈 考 察 交 流，围 绕 福 州 市 水

产、果蔬、食用菌与茶叶、花卉和林木等优势主导

产业，加强观光休闲农业产业对接与合作。

１２３　农产品贸易不断扩大　海峡试验区建立以

来，两岸民间贸易日趋活跃，全市先后开辟了８个

台轮停靠点、６个台胞接待站，每年福州各台轮停

靠点停泊进出台湾客轮、渔船１０００多艘 次，对 台

小额贸易 逐 年 扩 大。据 统 计：２００８年 对 台 小 额 贸

易额２７１０万 美 元，２００９年 对 台 小 额 贸 易 额４１２８
万美元，２０１０年对台小额贸易额７１４３万美元。榕

台两地 农 产 品 贸 易 更 有 着 得 天 独 厚 的 成 本 优 势，

２００５年国家又 率 先 在 福 州 开 放 台 湾 部 分 农 产 品 零

关税入境，福州成为台湾农产品入境的中转站，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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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 贸 易 逐 年 增 加。２００８年 对 台 农 产 品 贸 易 额

３４８３万美元，２００９年对台农产品贸易额６３０１万美

元，２０１０年对 台 农 产 品 贸 易 额１６６０８万 美 元。随

着 《海峡两岸经济合 作 框 架 协 议》 （ＥＣＦＡ）生 效

后，对台农产品贸易和对台小额贸易成为榕台扩大

经贸合作的重要领域。

２　榕台农业合作面临的困难与问题

榕台农业合作是提升福州市农业合作水平的有

效载体，台商从最初的试探性投资、自发性交流逐

步走向有序和理性的选择。从近年来的榕台农业合

作情况看，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效，加快了农业产业

结构调整，推动了农业科技进步，加速了农业发展

步伐，但随着形势发展，榕台农业合作也面临一些

困难与问题。

２１　规模小、领域窄、效益低

在合作项目上，由于台方限制，作为台湾经济

龙头的财团、法人和经济支柱的中小企业，未能公

开组团直接赴大陆投资，制约了台商投资我市农业

的热情，目前福州的台商农业投资项目多为零散的

台湾企业和个人，主要是为了利用福州相对低廉的

农业要素资源价格，种养台湾优良农业品种，导致

大型台资农业项目少，台资名牌企业、拳头产品不

多。在合作规模上，台湾中小投资者尤其是台湾农

民来大陆投资创业的，大多本身实力相对较弱，主

要从 事 种 植 业 和 养 殖 业，两 者 相 加 比 例 约 达 近

４０％，且大 多 数 种 养 业 投 资 都 相 对 较 小，效 益 偏

低。特别是有的台资企业生产的产品不适宜国内市

场需求，以至于投产不久，就转向或停产。

２２　农业投资环境的制约

农业投资环境对台商农业投资项目的落地具有

决定性的影响作用。道路、交通、农业基础设施等

公共服务，各级政府与部门服务质量，榕台农业合

作过程中的交易成本、机会成本等，都是福州农业

投资环境的重要构成部分。福州农村基础设施还比

较薄弱、相关配套服务不够完善、办事效率不够高

始终是制约榕台农业深化合作的重要因素。

２３　良种引进机制不健全

台湾动植物良种的引进、创新、示范，是福州

试验区最具特色的功能，但台湾当局担心种质资源

外流，进而产生农产品回销，直接冲击台湾农业，
制定了一系列限制种质资源外流的政策措施制约了

岛内品种 的 输 出，由 于 两 岸 引 种 正 式 管 道 尚 未 开

通，且通关政策滞后于现实发展的需要，在合作渠

道上不够畅通。尤其是品种引进困难，目前主要以

民间引种管道为主，存在随意性、盲目性、风险性

大等问题，造成防疫和检疫防治的困难，制约了良

种引进和推广步伐。在合作机制上不完善，一个品

种或项目的引进，需要检疫、试 验、筛 选、吸 收、
创新、鉴定、繁殖、示范、推广等有关部门通力合

作，目前由于各环节的主管部门分割、脱节，缺乏

宏观指导和统筹协调，导致引进项目后续工作无法

开展，造成消化创新能力不足。

２４　利益分配机制有待进一步完善

台企在和农户在土地利益和农产品销售利益的

冲突，是影响榕台农业合作深化的制约因素。榕台

农业合作项目经营中存在着征地租地难的问题，即

便是政府扶持、规划，当地农民为谋求更大的利益

常常不愿配合、拖延时间，甚至在生产过程中人为

的制造麻烦。台企和农户的合作缺乏完善的合约制

度，特别是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为了更好的保护

自身的 利 益，违 约 的 道 德 风 险 逐 渐 加 大，生 产 成

本、交易成本和机会成本也越来越大，对榕台农业

合作项目的发展壮大造成不利影响。

２５　对台农业招商引资优势已渐弱化

随着全国大开放格局的形成，台商投资不再局

限于传统的沿海地区，特别是一些内陆地区利用资

源优势出台了更加优惠政策和招商引资服务力度，
使台资 “北上西进”的步伐进一步加快，也制约了

试验区优势及其 “试验示范”功能的发挥，土地升

值、流转困难和劳动力成本提高，增加了台资企业

的生产成本，使榕对台农业合作除了拥有自然条件

的优势以外，其他方面已渐渐弱化了。从全省地理

位置和气候条件分析，福州农业种植与漳州、厦门

闽南一带比较差异较大，其优势也不存在。

３　推进榕台农业合作的对策建议

海峡两岸 （福州）农业合作试验区历经十几年

发展，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今后一个时期，我们要

在吸引台资和促进榕台农业合作中，注重从劳动密

集型产业向资金、技术密集型转化；从一般化的农

业投资向高产、优质、高效农业转化；从简单的农

产品加工向农产品精、深、细加工转化；从单向技

术引进向高层次的农业科技合作转化；从单纯的引

资、引技的项目引进方式向项目和经营、销售模式

并重的引进方式转化。坚持科学发展观，充分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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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农业资源和区位优势，把福州建设为台湾农业

外移登陆最佳的首选地和集中地、台湾农民投资创

业最主要的聚集地和聚居地、台湾良种技术引进推

广最重要的试验地和示范地、台湾农产品入境最大

的首发地和集散地。推进榕台农业合作交流向更深

层次、更高水平、更大规模方向发展。

３１　推进榕台农业合作的对策

３１１　优势产业对接是榕台农业合作发展新的着

力点　产业对接是推进海峡两岸 （福州）农业合作

实验区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拓展榕台农业合作领

域的重要着力点。
一是加 强 产 业 对 接，促 进 优 势 产 业 体 系 的 形

成。要围绕福州市水产、食用菌、茶叶、花卉和林

木等优势主导产业，引进台资和优良品种，推广运

用技术和设备，借鉴先进管理方法，扶持发展一批

名优特水产育苗育种养殖基地，工厂化、集约化畜

牧养殖 基 地，特 色 水 果、无 公 害 蔬 菜 生 产 示 范 基

地，珍稀食用菌、优势茶叶生产基地，
引进台湾茶叶加工技术，提升福州市茶叶加工

水平和附加效益。建立榕台乌龙茶发展合作区域，
以闽侯雪峰为中心，在闽清、永泰、晋安等县区建

立榕台乌龙茶发展合作区域，发展种植乌龙茶品种

茶园，建立３３３３３ｈｍ２ 有机乌龙茶生产基地，将

绿乌产量比例调整到１∶１以下，产值比例调整到１∶
１０以上。建立 福 州 优 势 茶 原 种 保 护 区，引 进 台 湾

先进的茶园管理模式和经验，做好方山露芽、鼓山

半岩茶、罗源七境绿茶和茉莉花茶等福州传统优势

茶产品恢复和开发，品种种质资源的挖掘保护，巩

固发展名优茶历史品种。建立台湾茶叶加工技术基

地，加强茶叶种植与加工对接，形成合理的茶产业

链。
福州市 是 全 国 主 要 食 用 菌 出 口、生 产 基 地 之

一。全市年产香菇、蘑菇、木耳、金针菇等食用菌

干鲜品 近９１万 吨，产 值９亿 多 元，出 口 近５亿

元。罗源县是全国最大的秀珍菇生产县；连江、长

乐、福清、闽 侯 等 沿 海 县 （市）以 种 植 蘑 菇、草

菇、褐色蘑菇等草栽品种，成为龙头企业及出口企

业的原料基地；闽清、永泰、罗源等山区县以种植

香菇、秀珍菇、金针菇等木腐生菌，反季 节 香 菇、
高质量花菇比例不断增加。福州市引进台湾食用菌

新品种、新技术，提升了食用菌质量和效益；建立

新品种生产示范基地，引进并示范台湾珍稀食用菌

及药用菌新品种，如樟芝、绣球菌、杏鲍菇、真姬

菇、鲍鱼 菇、姬 松 茸、长 根 菇、柳 松 菇、灰 树 花

等；引进技术，重点是台湾食用菌保鲜、加工、营

销技术，从 菌 种、原 辅 材 料、水 质、生 产 栽 培 环

境，以及病虫防治、加工保鲜、包装、运输全流程

进行质量全面控制；建立标准化示范区，建立长乐

蘑菇、连江金针菇、罗源秀珍菇、闽侯蘑菇、永泰

金针菇、闽清香菇６个市级标准化示范区；开展代

用料推广，在晋安区、永泰、闽侯、罗源建立菌草

栽培灵 芝、金 针 菇、香 菇、秀 珍 菇 代 用 料 示 范 基

地，以及在 福 清 建 立 利 用 猪 粪 种 植 蘑 菇 示 范 基 地

等。
二是加快水产品基地对接，打造新型海洋经济

强市。发挥连江县水产资源和海的优势，突出全国

渔业第二大县资源优势，加快水产品加工基地建设

步伐，提升水产加工业位置。突出黄岐半岛近台邻

马的优势，加快连江黄岐中心渔港建设步伐，发挥

对台小额贸易的优势，搭建台湾水产品进入连江水

产品交易市场，以海峡西岸连江水产品加工基地，
打造水产品加工投资平台，高起点规划建设水产交

易城、水产品展示中心、大库容水产品冷藏中心、
集中 供 热 系 统、海 水 供 给 系 统、污 水 集 中 处 理、

３０００吨客货码 头 等 专 业 配 套 设 施。利 用 台 湾 丰 富

的水产品原料和先进的水产加工技术，促进福州市

水产加工在质和量上有大的提升，设立榕台水产合

作试验区，范围涉及马尾、福清、连江，并依托拟

建的榕台远洋渔业合作技术合作公司，实施优惠待

遇和扶持措施，加快榕台水产合作步伐。建设榕台

远洋渔业基地，利用马尾港已形成全国远洋渔货物

集散中心地位的优势，加快在两地建设榕台远洋渔

业基地，便利台湾远洋渔船到基地卸货、仓储、补

给等。建立榕台水产加工创业园，利用福清龙田、
连江道澳水产品资源、加工、贸易和流通一体化优

势，引进台资和台湾水产品保鲜、冷冻、加工技术

与设备，进 行 水 产 精 深 加 工。大 力 发 展 水 产 品 保

鲜、冷冻和鱼糜、藻类等系列加工，提高水产品附

加值，形成对台水产品加工产业集群，打造成为两

岸产业对接中的又一新亮点。
三是培育台湾农民再创业，推动国家级创业园

建设工作。鼓励和支持台胞尤其是中南部农民带进

资金、品种、技术和管理，来榕投资创业，与福州

市的优势资源结合，开辟新的生产领域，拓展新的

市场空间，把 福 州 建 成 为 台 湾 农 民 在 大 陆 投 资 兴

业、施展才干的重要舞台，突出发展技术密集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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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致高优型、绿色环保型的农产品加工业和立体观

光休闲农业，发挥海峡农业试验区示范作用、辐射

带动作用和增进合作交流作用。重点以福清台湾农

民创业园为依托，福清洪宽海峡农业试验有限公司

增 资１亿 元，在 阳 下 际 头 洋 开 发 山 坡 地１１９３
ｈｍ２，建立台湾优良果蔬品种引进示范基地。首期

开发４０ｈｍ２，主要引进台湾莲雾、神秘果、柿子、
水蜜 桃、树 葡 萄、红 肉 李、茂 谷、文 旦 柚、牛 奶

枣、释迦、芒果、杨桃、桶柑及棚栽瓜果等优良品

种，进行示范推广，配套建设综合服务中心、２万

ｍ２ 地面库和田间配套喷滴灌等水利措施 等，构 建

台湾农业技术引进培训管理中心，为台湾农民入园

创业提供服务平台、技术咨询、培训服务与成果展

示等配套工作。把创业园建成生产、生态、生活和

谐发展的现代农业示范区，该项目的建成将极大提

升福州市 对 台 农 业 合 作 档 次，鼓 励 和 支 持 台 湾 农

民、中小企业入园投资创业，把福清农民创业园打

造成国家级区域品牌。

３１２　科技合作交流是推动榕台农业合作新的途

径　加强两岸科技合作不仅可以为两岸农业的投资

兴业提供强有力的科技支撑，而且有利于最大程度

地发挥两岸农业资源要素、生产要素的互补优势，
提高产业合作的效率和生命力。可从以下几个方面

加强两岸科技合作：
一要加强 高 新 技 术 合 作。主 要 包 括：生 物 农

药、水稻 花 药 培 养 育 种，作 物 快 繁 脱 毒 的 整 套 技

术，甘薯、马铃薯茎尖培养，花椰菜、白菜、甘蓝

等作物的抗虫、抗冻基因转殖，以及污染物质快速

检测技术，农产品加工技术，包括食品工业无菌包

装技术、食品挤压技术、真空技术、生物 技 术 等，
还有作物生长技术、农业综合开发技术等。

二要加快优良品种引进。主要包括：水稻、红

豆、绿肥用大豆、食用白玉米、杨桃、扁蒲、小果

番茄等农作物新品种，以及热带农畜、兰花及高附

加值的农业高科技品种等。
三要加大农业机械合作开发。主要包括：种苗

生产自动化技术、喷药机械自动化技术、温室控制

自动化技术；多用途有机肥撒播机等。
四要加强经营管理经验学习。台湾的农民产销

班、农会和农业合作社中介组织是促进台湾现代农

业发展的有效手段。有针对性地借鉴台湾农业行之

有效的发展机制、经营模式、管理经验，重点是结

合贯彻 《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组织举办海峡西岸

农民专业经济组织研习班，学习台湾在组织农民生

产方面好的 经 验，通 过 “产 销 班”和 “农 会”组

织，极大地提高了农民组织化生产水平，缓和产销

矛盾，增加农民收入。
五要加深人才交流来往。加强与台湾农业科研

及推广机构建立协作关系，积极推进榕台两地农业

科技人员的定期交流、互访，不定期举办各类农业

研讨活动，邀请台湾专家与农业科技人员，来榕开

展学术交流、传授科技成果，通过举办两岸农业科

技交流与成果展览、各种类型的培训班、农业经贸

洽谈，推动农业科技人员的双向往来，使之真正成

为两岸农业交流与合作的窗口和纽带。

３１３　特色产业发展是培育榕台农业合作新的举

措　目前，两岸关系正处于最好时期，农业交流与

合作领 域 日 益 宽 广，层 次 不 断 提 升，发 展 特 色 农

业，尤其是发展观光休闲农业、设施农业，对促进

健康安全农业产品生产开发，提高农产品在国际市

场竞争能力，优化农业结构，推动农业产业化，提

高农民收入都具有重要作用。
一是发展休闲农业，做大做强观光旅 游 产 业。

我市滨海 旅 游 资 源 丰 富，拥 有 众 多 旅 游 风 景 名 胜

区；森林覆盖率高，水资源丰富，山清水秀，又有

得天独厚的分布广、水量大、水温高、适于疗养特

点的优质温泉；发展观光休闲农业，引进台湾休闲

农业管理机制和运作模式，因地制宜，依托沿海、
山区和平原各自特色，沿海休闲农业旅游区，在福

清、长乐、连江、罗源等沿海县打造海峡西岸最具

影响力的生态休闲农业精品园区。①山区温泉农业

旅游区，结合山区丰富地热资源、树好温泉旅游品

牌的同时，以闽侯休闲观光农业发展规划为重点，
计划沿甘 洪 路、３１６国 道 建 立 以 休 闲 观 光、采 摘、
度假为主的休闲农场 （林场），重点突出闽侯朝阳

休闲农场，总 投 资２５００万 元，面 积 确６６７ｈｍ２，
主营优质橄榄、台湾水果、园林品种种植及温泉开

发与利用，具有上规模、有特色的观光休闲农业基

地，在永泰、闽清等地打造旅游休闲农业 “绿色旅

游”新品牌。②近郊休闲农业旅游区，将在仓山、
马尾以及闽侯近郊乡镇，建设现代观光休闲果园。
通过借鉴 台 湾 模 式 和 经 验，引 进 台 湾 专 家 培 训 指

导，完善 基 础 设 施，拓 展 经 营 思 路，提 高 管 理 水

平，在城郊、沿海、平原等交通便利区域，建成一

批具有鲜明的山海自然风光、浓郁乡土文化气息的

观光休闲农场，促进农村生态旅游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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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发 展 特 色 产 业，提 升 设 施 农 业 规 模 化 水

平。发展现代农业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统筹城

乡发展的主要内容，是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增

加农民收入的重要途径。发展设施农业，重点发展

大棚蔬菜种植是作为转变农业生产方式、调整产业

结构，有效提升农业产业发展水平和经济效益，提

高土地利用率的重要突破口。
福清要 努 力 打 造 海 西 设 施 农 业 第 一 县，以 绿

叶、圣禾、绿丰为龙头，在沙埔、高山、江镜、海

口、新厝、渔溪、阳下街道进一步发展大 棚 蔬 菜，
同时完善江镜、海口、新厝３个万亩现代农业示范

园区及一批规模种养基地。长乐要以欣禾、丰采园

蔬果专业合作社、神农种植专业合作社为龙头，重

点在古 槐、鹤 上、文 武 砂、玉 田 发 展 大 棚 蔬 果 基

地。闽清 要 以 塔 庄 镇、白 中 为 重 点，闽 侯 要 以 鸿

尾、白沙、竹岐为重点，推动大棚蔬菜的发展。同

时在闽清、闽侯、罗源、永泰等县的山区地带，可

以大力发展结构简单、建造方便小面积单家独户的

钢架大棚，实行梯次发展，随着资本、技术的积累

和市场的开拓，逐步提高设施标准和设施农业的覆

盖范围，在水产、食用菌等产业逐步扩大设施农业

的比重。
全面推广设施农业多样化增效的新产品、新技

术，包括优良品种、设施栽培、节水灌溉、安全生

产、测土配方施肥、病虫害综合防治等。应采取技

术人员挂钩设施农业大户的办法来推进设施农业的

发展，及时把良种良法综合配套技术推广到田、到

户、到人。在主产区建立设施农业生产示范基地，
使之成为新品种引进试验、新技术示范推广、综合

技术的组装配套以及技术培训为一体的核心基地，
发挥典型引路、示范引导、辐射带动的作用，以点

带面、以点促面，推动设施农业建设快速发展。

３２　推进榕台农业合作的几点建议

３２１　积极营造良好投资环境　贯彻胡锦涛总书

记给在闽创业的台商农民兄弟回信重要精神，落实

中央提出的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惠及台湾同胞的政

策措施，积极争取中央惠台惠农政策在福建先行先

试。贯彻落实好全国第一部对台农业合作的地方性

法规 《福建省促进闽台农业合作条例》，依法推动

两岸农业合作与交流，保护台湾同胞正当权益，营

造良好的投资环境。

３２２　强 化 政 策 措 施 配 套 服 务　根 据 中 央 出 台

《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１５项政策措施》、《关于促进

两岸农业合作惠及台湾农民的若干政策措施》（中

台发 ［２００７］１号）等文件，立足全面加强榕台农

业合作，制定出台相关配套政策措施，如解决台资

农业企业融资贷款抵押物、台资农业的种养业企业

享受农业用电收费标准以及加快土地流转速度等方

面采取优惠政策，为促进榕台农业合作与交流提供

强有力的政策支持。

３２３　加大财政扶持投入力度　台商农业中小投

资者尤其是台湾农民来大陆投资创业的，大多本身

实力相对较弱，又从事高风险的种植、养殖项目，
面对自然灾害等等诸多困难，国家有关部门应针对

台湾中小投 资 者 尤 其 是 台 湾 农 民 来 大 陆 投 资 农 业

（特别是种养业）的项目设立专项扶持资金给予扶

持。一是对来榕投资技术含量高、品种优良、资金

投入大、实力强的项目列入国家计划，通过贷款、
贴息扶持，鼓励台资农业企业做强做大。二是加大

对榕台农业合作重点示范项目的扶持的前期调研摸

底工作，确保有限的资金发挥更大作用，打造榕台

农业合作新的亮点。

３２４　做好台商投资跟踪服务工作　开展法律法

规和对台政策宣传咨询活动，为在榕投资的台湾客

商提供法律法规政策咨询和援助服务。帮助解决台

商在审批、生产、经营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
形成关心台商、扶持台商、服务台商，为台资农业

企业和 个 体 工 商 户 落 户 营 造 更 加 安 全、方 便、开

明、诚信的投资软环境，促进项目的落地、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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