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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 全球农业生产条件日益恶化, 粮食和食用油价格

不断上涨, 人类正面临着农产品短缺或供不应求的严重问

题。在世界经济一体化和区域经济协作化的形势下, 世界热

带区域国家有进一步联合发展的愿望, 尤其是合作发展热带

农业, 以求互惠互利[ 1] 。但中国的热带地区面积稀少, 仅占

国土总面积的5 % [ 2] 。因此, 中国热带农业要与国际化接轨 ,

就必须加强与其他各国热带农业的合作, 科学开发和合理利

用稀少的热带资源, 发展热区经济。笔者介绍了加强中国热

带农业国际化合作的必要性, 在阐述中国与世界热带农业的

发展现状, 以及分析中国热带农业国际化合作的发展现状的

基础上, 提出了加强中国热带农业国际化合作的策略, 以期

为提高中国热带农业的国际地位与竞争力提供参考依据。

1  中国热带农业概况

热带农业是在热带地区发展的农业。我国的热带、南亚

热带地区( 以下简称热区) 主要分布在海南、广东、广西、云

南、福建、湖南( 区) 南部、四川、贵州南端的河谷地带和台湾

省。热区土地总面积48 万km2( 不含台湾省) , 占8 省区土地

总面积的26 .1 % [ 3] 。这些省份农业自然资源十分丰富 , 适宜

发展多种热带、南亚热带作物, 目前我国已种植的热带、南亚

热带作物有200 多种, 其中大面积种植的有橡胶、剑麻、槟

榔、椰子、胡椒、咖啡、香蕉、芒果、菠萝、荔枝、龙眼、木薯等。

2  加强中国热带农业国际化合作的必要性

中国与世界热带农业的发展, 仍存在一些问题与不足。

因此, 加强中国热带农业的国际化合作 , 发挥优势互补作用 ,

互惠互利, 迫在眉睫。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 我国在

加入 WTO 后, 热区农业受到了较大冲击, 尤其是热带农产品

出口, 由于绿色壁垒限制和严格的技术标准以及复杂的质量

认证, 出口严重受创。在世界经济一体化和区域经济协作化

的形式下, 世界热带区域国家有进一步合作发展的愿望, 尤

其是合作发展热带农业, 以求互惠互利。但中国热带农业走

向国际化的发展, 仅凭零碎的技术交流和贸易合作是无法实

现的, 必须整体科学推进, 使各国热区资源真正发挥优势互

补的作用, 从战略的高度研究合作途经。

3  中国热带农业的发展现状

我国热带地区拥有丰富的热带农业资源, 发展热带高效

农业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近年来, 热带植物种植面积不断

扩大, 总产量维持较快的增长, 总产值大幅度提升。2007 年 ,

全国热带、南亚热带作物总产值1 641 .63 亿元, 同比增加了

23 .2 个百分点, 占当年农业总产值的5 .7 % [ 4] 。

3 .1 中国热带农业产品种类繁多, 名牌产品稀少, 出口产品

结构极不合理 中国的热带农产品种类繁多, 其中有部分优

质品种, 如荔枝、龙眼、芒果等, 但在长期的生产加工过程中

仅注重数量的增加而忽视了质量的提高 , 缺少“创建名优品

牌”观念的熏陶, 尚未充分利用好丰富的热带农业资源 , 加上

政府缺乏必要的引导和扶持, 宣传力度不够, 尚未形成真正

的拳头产品, 未真正发挥热带农业的优势。在热带地区农产

品的出口中 , 水产品占了较大比例, 其余特色经济作物的出

口比例较低 , 禽兽产品的出口极小, 目前尚未形成合理的出

口产品结构。这不仅影响了热带农产品的销售, 导致滞销的

局面, 而且影响到中国热带农产品参与国际竞争的能力。

3 .2 中国热带农业生产规模小 ,市场过于集中  目前, 中国

热带农产品的生产经营主体是农民 , 仍处于传统农业阶段 ,

机耕面积小 , 产业化经营水平低, 生产组织松散 , 规模小 , 势

单力薄, 经济实力脆弱, 仍以散户经营的模式为主, 尚未形成

规模化生产 , 也未错开上市时间, 这严重影响了热带产业结

构调整和热带农业现代化进程, 也为热带农业实现标准化带

来较大困难。同时 , 出口渠道不畅通, 大部分农产品在集市

上只作为初级产品出售, 销售价格较低 , 销售模式单一, 农产

品主要流向日本、美国、欧洲等发达国家, 这容易遭到进口国

家技术壁垒的限制, 从而削弱出口量, 影响农民的收入。

3 .3 中国热带农业加工增值程度低, 保鲜包装滞后  中国

热带农产品来自千家万户, 品种、规格和质量参差不齐, 与国

际出口标准相差甚远( 国际标准要求品种相同、规格相同、质

量相同) , 而当地农产品加工企业规模小 , 品种单一; 粗加工

产品多, 精加工产品少; 低附加值多 , 高附加值少; 单项产品

多, 系列品种少。另外, 中国热带农产品受气候影响较大, 保

鲜技术落后, 产品附加值低。而中国仅出口一些能值低的初

级产品, 深加工程度低, 附加值低, 严重影响了热带农业产业

链延伸和产业化发展。

3 .4 中国农产品质量标准不高, 应对国外技术壁垒能力不

足  热区一些热带农产品因技术、生产管理方式、品种老化

等原因 , 许多具有热带特色的果蔬产品由于不符合国际卫生

安徽农业科学,Journal of Anhui Agri . Sci .2009 ,37(3) :1367 - 1369                   责任编辑 陈红红  责任校对  傅真治



检验检测标准而难以打入国际市场。我国现有的农产品质

量检验标准和国际标准也存在一定差距, 许多热带农产品虽

符合我国的检验检测标准, 但不符合国外质量标准, 这严重

影响了产品出口创汇能力的提高以及应对国际技术壁垒的

能力。

4  世界热带农业的发展现状

世界上能够进行热带作物种植的土地面积约5 亿hm2 ,

主要分布在亚洲、南美洲、非洲和大洋洲。世界主要热带作

物有天然橡胶、油棕、椰子、木薯、胡椒、槟榔、香荚兰、咖啡、

可可、椰子、油棕、木薯、香蕉、芒果、菠萝、番木瓜、油梨、腰果

等。据世界粮农组织统计,2006 年世界热带作物初级产品总

量达6 .12 亿t , 投产面积达8 313 万hm2 , 其中99 % 以上分布

在亚洲、非洲、拉美与加勒比海地区等发展中国家。2006 年

世界主要热带经济类作物生产情况见表1。

表1 2006 年世界主要热带经济类作物生产情况[5]

Table 1 Productionsituationof the world maintropical economiccropsin2006

地区
Area

木薯Cassava

产量
万t

Yield

占世界
产量∥%
Proportion
in world

yield

主产国
Main culti-

vating
country

油棕果Oil pal m

产量
万t

Yield

占世界
产量∥%
Proportion
in world

yield

主产国
Main cultivating

country

椰子Coconut

产量
万t

Yield

占世界
产量∥%
Proportion
in world

yield

主产国
Main cultivating

country

天然橡胶Caoutchouc

产量
万t

Yield

占世界
产量∥%
Proportion
in world

yield

主产国
Main culti-

vating
country

亚洲 6 701 29 .7 泰国、印度尼
西 亚、越 南、
印 度、中 国、
柬埔寨、菲律
宾等

14 700 84 .0 马来西亚、印
度尼西亚、泰
国、中 国、菲
律宾等

4 751  86 印度尼西亚、
菲 律 宾、印
度、泰 国、越
南、斯 里 兰
卡、马 来 西
亚、缅甸等

921 93 泰国、印 度
尼西 亚、马
来西 亚、印
度、越南等

非洲 12 200 53 .0 尼日利亚、刚
果、莫 桑 比
克、加纳等

1 709 9 .7 尼日利亚、加
纳、科 特 迪
瓦、喀 麦 隆、
刚果 共和 国
等

18 000 3
坦桑尼亚、加
纳、莫 桑 比
克、尼 日 利
亚、科特迪瓦
等

47 4.8 尼日 利 亚、
科特 迪 瓦、
利比 里 亚、
喀麦隆等

拉美与
加勒比
海

3 793 17 .3 巴 西、巴 拉
圭、哥 伦 比
亚、秘鲁等

977 5 .5 哥伦比亚、厄
瓜多尔、洪都
拉斯、科特迪
瓦等

440 8 巴 西、牙 买
加、委 内 瑞
拉、哥 伦 比
亚、多米尼亚
等

20 2.0 巴西、危 地
马拉、墨 西
哥、厄 瓜 多
尔、玻 利 维
亚等

  发展中国家种植业在农业中占优势, 供出口的农业原料

和热带农产品所占比重也较大。其中 , 阿根廷、巴西等新垦

区的农业发展较快, 机械化水平较高, 农畜产品出口较多。

南亚稻米产区, 农民虽有精耕细作的传统经验 , 但因人口众

多, 人均占有耕地较少, 现代化生产技术水平较低, 因此劳动

生产率不高。热带地区一些国家拥有规模较大的企业化种

植园, 产品商品率较高, 如马来西亚的天然橡胶, 印度尼西亚

的天然橡胶、甘蔗、金鸡纳霜, 印度和斯里南卡的茶叶, 巴西

的咖啡 , 加纳的可可, 中美诸国的香蕉, 古巴的蔗糖等[ 6] 。但

这些产品的生产和销售受发达国家资本和市场的控制 , 在国

际贸易中仍处于不利地位。此外, 在非洲、南美、太平洋诸岛

的热带雨林地区, 还有少数居民仍从事原始的农业生产。

5  中国热带农业国际化合作的现状

5 .1  合作层次低 我国与世界热带农业的合作仍处于初级

阶段, 存在着合作规模小、数量少、层次低等问题, 合作的形

式单一 , 仅限于双方领导人的互访 , 科研人员的互访。企业

之间的投资合作较少, 缺少可支撑长期合作的大项目。

5 .2 合作技术水平低  热带农业集中于发展中国家, 不论

是核心技术, 还是资金实力方面 , 都远不如发达国家 , 这导致

了农产品加工业不发达 , 热带农产品附加值低 , 在国际竞争

中处于不利地位。

5 .3  合作的体制不够完善 我国与世界热带农业虽存在互

补性, 但在农产品的出口贸易中却存在很多相似性, 如产品

品种相类似 , 均没有自己独特的拳头产品, 销售市场也差不

多。因此, 在现阶段体现为竞争性较强, 这妨碍了双方的合

作, 应本着互利共赢的原则完善合作的体制。

6  加强中国热带农业国际化合作的策略

6 .1 选择合适的合作领域 开展热带农业国际经济合作 ,

其实就是主动地参与热带农业的生产国际化, 充分利用国际

热带农业资源与国际热带农产品市场。一方面, 通过国际经

济合作, 大力引进国外质优的热带农业经济资源, 与我国的

热带农业经济资源相结合, 推进热带农业现代化; 另一方面 ,

通过国际经济合作将我国的热带农业经济资源推向国际热

带农产品市场, 以增强我国热带农业产业中的相对优势, 反

过来又促进我国热带农业现代化资源的培育。迄今为止, 已

开展了中国 - 东盟热带农业合作、中- 菲农业合作、中国 -

台湾热带农业合作、闽- 台热带农业合作等项目。要选择的

领域, 是有比较优势或潜在比较优势的热带农产品生产, 能

够通过培育竞争优势而走出国门。加入 WTO 后, 热带农产

品市场的国际竞争将更加激烈, 现有热带农产品中的有些品

种必定将被挤出市场 , 但必定会有另一些新的品种可以占领

国内市场以至于走向国际市场。挖掘比较优势可从几方面

入手, 具体表现在: 一是深入了解我国热带农业资源的可利

用途径, 热带省区拥有面积广阔、潜能巨大的宜林宜牧山地

与坡地, 可发展畜牧业和经济林 , 另外 , 广阔的水面资源可发

展水产养殖 ; 二是深入了解世界热带农产品市场的需求变

化, 按照市场需求培育优势农产品。

6 .2  确立热带农业国际经济合作的内容  开展国际热带农

业经济合作主要是兴办合资合作热带农业企业, 以实现互惠

互利, 其内容包括 : ①热带农业资源合作开发 , 将适宜的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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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开发成园与场。推广“连片开发”, 在“连片开发”的目标

下引进外资, 形成规模化、专业化、产业化、集约化; ②发展观

光热带农业、旅游热带农业、休闲热带农业、生态热带农业、

绿色热带农业、有机热带农业, 生产高附加值热带农产品, 建

立现代型热带农庄, 这些项目是以热带农业为基础, 带动多

种行业的发展; ③热带农产品加工增殖, 形成一条龙生产体

系。发展农产品加工业, 可大大增加农产品的附加值, 解决

初级农产品保鲜储藏的困难, 扩大销售市场, 调整农产品的

供需矛盾和季节波动, 同时可增加就业。因此, 热带农产品

的加工应加强规模和质量, 使加工企业形成规模。另外, 可

针对热带农业生产中的重大课题和关键技术问题组织联合

攻关, 开展联合教育和培训, 加速人才培育。

6 .3  热带农业工程输出  在国外进行热带农业基础设施建

设, 包括土地开发或农田建设、水利设施、农用交通、能源设

施、必需的加工、储藏设施, 以便为发展有规模的热带农业企

业化经营创造基础条件, 其次才是开展热带农业生产经营。

6 .4 热带农业合资企业搭建  这类输出首先要有资金投

入, 与东道国的热带农业经营组织完全按照合资企业的规范

开展经济合作、共同经营。充分利用东道国热带农业资源 ,

以盈利为原则、市场为导向, 开展多种经营, 农工商一体化 ,

注重各个经营环节的价值增殖, 营造经济效益好的产业链。

6 .5  热带农业核心技术推广 以某项热带农业技术的应用

作为核心, 带动与东道国热带农业经济技术的合作。

6 .6 加大热带农业合作力度 首先, 要降低关税, 相互开放

农产品市场 , 为双方贸易的开展创造公平的和有利的条件 ;

其次, 要提高合作层次, 从贸易、技术、投资等多方面入手, 进

一步拓宽合作渠道。政府应服务于企业, 加强企业间的投资

合作, 为双方开展农产品贸易、相互投资和技术合作等创造

良好环境[ 1] 。

6 .7 针对不同国家, 采取不同措施  对于发达国家, 宜以不

断提高农产品质量为主加强合作 , 努力提高出口产品的附加

值; 对中等收入国家, 应注意以资源合作开发为基础 , 加强技

术合作与交流; 对低收入国家, 应加强技术合作、人才培训和

资源开发方面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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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我国与世界热带农业合作, 可以创造一个双赢的局

面。由发展经济学的理论可知, 自然条件类似而发展阶段不

同的地区, 经济互补性较大 , 中国与世界热带农业各自具有

独特的优势, 双方若在热带农业开发方面开展全方位的紧密

合作, 增加热带农业生产投资, 共享技术资源, 实现优势互

补, 共同打造热带农业强大地区, 将会为双方带来丰厚的利

润。积极参与国际、国内区域经济合作, 创建产业集群, 弥补

当前合作中的欠缺, 在广搭交易平台中促进更多的热带农产

品走向国际市场 , 从而推动中国与世界热带农业的共同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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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那些寄居在庄园主客户变成课税的对象 , 按资产课税, 继

而把此制度上升为国家的律令。独孤及的改革提出了“量分

为赋”的主张, 但同时仍要计算各户人口, 因而这还是一种保

留着租庸调制某些特点的过渡性赋税改革。由此可知,“口

赋法”介于“租庸调制”和“两税法”之间。中唐时期两税法这

一场既牵涉到广大税户又涉及到中央政权的财政利益再分

配的重大改革, 在短期内能够顺利地付诸实施 , 毫无疑问, 这

和独孤及的前期在江南的经济实践是分不开的。朱熹在《跋

独孤及答杨贲处士书》评价独孤及的口赋法是后来两税法的

来源说:“独孤及为舒州刺史, 作口赋法。⋯⋯而所谓口赋法

者则已有两税之渐矣”[ 6] 。由此可见, 独孤及于两税法之前

探索已得到前人的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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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 , 可以得知, 唐朝德宗时期杨炎的两税法是在

地方官吏的经济实践基础之上建立的, 唐代实行的两税法 ,

作为一场赋役制度变革 , 从酝酿到实施历时不过半年左右 ,

却对当时和后世产生了巨大和深远的影响, 而独孤及的“口

赋法”对唐代两税法有试点探索之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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