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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农业专家卢良恕教授谈访台之行

今年 6月 8日至 1 6日
,

卢良恕教授夫妇及其他五位教授和夫人应台
.

湾物理学家

吴大献教授的邀请访问了台湾
,

受到了台湾以学术界为主
,

各界人士的热情
、

友好
、

亲切 的接待
。

访 问获得 圆满成功
。

这次访问拉开 了海峡两岸双 向交流的序幕
,

为大

陆和 台湾学者间进一步的合作交流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

6 月 19 日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

委员会召开工作人员全体会议
,

特别邀请我国著名农业专家卢良恕教授介绍了他们

首批科学家的访台之行
。

下面是卢 良恕教授 的谈话纪 要
:

一
、

观感
:

印象最深的几个问题

这次访问引起了台湾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我们一到台北机场
,

就受到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
,

每个人都被记者所包围
。

气氛之热烈
,

无法用语言描述
。

同是炎黄子孙
,

同一种语言
,

多年未见的故交老友
,

如今相见
,

真感到分

外亲切
。

在整个参观访问过程中
,

主人做了比较精细的安排
,

访问内容十分丰富
。

台湾方面

的新闻报道大部分比较友好
。

台湾最大的两家报纸
: 《中国时报 》

、

《联合报 》 都派出了科技组

的全部人马
,

并配备了专车
,

跟踪采访
。

记者们都说以前从来没有享受过这种待遇
。

台湾重视培养人才
,

包括引进
、

延请人才

台湾有四个农学院
:

台湾大学农学院
;
中兴大学农李院

;
东海大学农学院

;
中文大学农

学院
。

我参观了台湾大学农学院
,

另外与几个大学农学院院长进行了座谈
。

台湾大学农学院历史悠久
。

共设有 11 个系
,

每个系都办有研究所
。

该校有学生 2 6 0 0名
,

教师 20 0 名
,

兼职教师 1 00 名
。

教师与学生的比例将近 ] :
9

,

而大陆的农业大学的这个比例

大多为 1 : 1
.

5一 1 : 2
。

由此可以看出他们的工作效率是很高的
。

该校每年的经费为 6 亿台币

(约 1 亿多人民币 )
,

其中有一半是研究所承担各方面的课题得来的
。

其课题的来源主要是由
“

国科会
” 、

环境保护署
、

农业委员会
、

卫生署等等委托
。

我们参观
一

r 四个系
。

园艺系
:

现在

台湾的稻米过剩
,

但品质不错
,

所以他们重点发展园艺
,

例如瓜果
、

蔬菜
、

花卉
、

室内绿化

和庭院建设等高 附加值的农产品
。

农艺系
:

我是搞农艺的
,

和他们座谈了一下
,

发现他们的

基础课和常规训练搞得较好
,

但联系实际有些不够
。

大部分研究人员愿意从事农业生物技术

方面的研究
。

事实上
,

台湾中研院植物研究所
、

分子生物研究所的基础研究搞得不错
,

所以

农艺系或农业研究所应该重点解决一些农业生产上的实际问题
。

比如
:

稻米的不断改良
;
饲

料生产问题 (台湾每年要进 口饲料 6 00 万吨 ) ; 土壤改 良和旱作农业问题 (台湾有 48 %的耕地

是旱地 ) ;
农产品结构的调整问题等等

。

我当时提醒他们
:

现在台湾农业正面临新的情况
。

高

新技术要搞
,

但基础产业也不能放松
。

台湾农业现正处在停滞状态
,

这与台湾最近农业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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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间题是分不开的
。

台湾农村中务农的劳动力过去占 % 52
,

而现在只占 17 %
。

农村兼业农户

占 9。%
。

大批青年涌入城市
,

农村的劳动力呈现老龄化
、

妇女化
。

台湾的农业教育分为三个层次
: 1

.

农业职业教育
。

台湾现在实行 9 年制的义务教育
,

农村

基本上没有文盲
,

但 12 年制教育怎么搞
,

初中毕业生的继续教育问题
,

是进入高中还是职业学

校
,

尚有争议
。

也许是四六开
:

30 一 40 %可进入高中
,

大多数进人职业学校
。

西方国家对这个间

题很重视
,

记得前几年我访问德国时
,

他们就开办了许多种类的职业学校
,

对于广大青年进入

社会和大力发展第三产业是大有好处的
。

这个问题也值得我们注意
。

能够进入高等学校的人

毕竟有限
,

而进入社会的居多
,

没有一技之长是不行的
。

2
.

农业专科教育
。

指高中毕业后的两

年到三年的专科教育
。

直接培养进入农业技术推广
、

生产第一线的技术人员
。

3
.

农业高等教育
。

除了本科生以外
,

他们也十分重视硕士生
、

博士生的培养
。

另外对于国外的人才
,

尽可能地争取

他们回来
。

关于重视人才方面给我印象最深的地方是台湾清华大学和新竹工业园区
。

台湾清华大学

有 5 0 0 0 多名学生 (其中研究生要占到朽以上 )
,

4 00 余名教师
。

教职员工加在一起只有 80 0 人
。

教师的平均年龄只有三十几岁
。

校长刘兆玄教授年仅 49 岁 ( 45 岁时就当了校长 )
,

很能干
,

不

仅具有一定学问
,

.

而且还具有较强的组织能力
。

他讲了个例子
,

我们觉得很有意思
。

他说中

青年教师都要亲 自搞科研
,

所以他们大部分人晚上需要工作
。

而中青年教师大多住得很远
,

而

有很多晚上不工作 的老先生却住在校园内
。

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 ? 该校长采取了两个措施
:

在

附近风景优美的地 区买一块地
,

建了一批质量较高的宿舍
; 并且买房可以采取分期付款办法

。

这样
,

就把住在校内的老先生一下子都搬走了
。

当然他们钱比较多
,

但是也说明了这个校长

还是千方百计地解决问题
,

为中青年教师晚上加班创造条件
。

新竹工业园区的局长薛香川
,

很年轻
,

并且雄心勃勃
。

他向我们介绍说
,

现在全世界这

祥的园区大约有 38 0 个
,

而他们决心要走在世界前列
,

要将新竹工业 园建成科学城
,

称雄东

亚
。

他讲到工业园环境要优美
,

要有好的条件
、

设备
,

但这些东西都是次要的
,

最关键的是

人
。

最后的结论是一个很大的
“

人
”

字
。

如何爱护人才
,

保护人才
,

培养人才成长的问题也

值得我们注意
。

台湾的农业生产有了很大的发展

几十年来台湾农业总产值增长了几十倍
。

其中 60 %是依靠科技进步得来的
。

在这个世纪

的初叶
,

全世界的农业生产发展中有 20 %是依靠科技进步取得的
。

目前发达 国家是 70 %到

80 %
,

我国
“

七五
”

期间是 30 %到 40 %
。

我们的发展 目标是到本世纪末达到 50 %
。

从这个数

字可以看出
,

他们很重视依靠科技进步
。

访 台期间
,

我们每个人都做了一个报告
,

介绍大陆的情况
。

我的报告是
: “

我 国农业现代

化建设展望
” 。

为什么用这个题 目 ? 因为我知道 台湾有很多人对大陆并不了解
,

认为他们很先

进
,

而大陆很落后
。

我对他们说
,

你们有不少是先进的
,

而大陆也并不很落后
。

特别是我们

11 亿人解决了温饱问题
,

而台湾只有 2 0 0 0万人口
。

这个问题在全世界都引起了重视
。

改革开

放的十多年来
,

大陆的珠江三角洲
,

长江三角洲
,

北京
、

上海郊区
,

比台湾也不一定差多少
。

另外举个例子
,

在访间期间
,

我被邀请参观国际性的亚洲蔬菜研究发展中心
。

当时接待我的

是研究中心的一位年轻女秘书
。

她是台湾大学农学院毕业
,

去年在美 国获得博士学位
。

她问

我最近是否很忙
,

我说我是搞农业工作的
,

最近要完成两个计划
。

现在全国各地我大多去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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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

就只有台湾和西藏没有去
。

我这次到了台湾
,

下个月要到西藏去
。

她问我
,

西藏是什么

地方 ? 你们看
,

一位有相当学问的年轻人连西藏在哪里都不知道
。

所以大陆与台湾要增加接

触
,

增进相互了解
,

这很重要
。

这次访问中负责接待我们的是台湾中研院常务副院长李崇道

先生
,

是学农的
,

所以我做报告时
,

他也来了
,

而且很关心
.

报告后
,

他们提了几个间题
: 1

.

他们肯定我们的联产承包责任制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
。

但是存在的规模效益的间题如何

解决 ? 台湾现在就碰到这个问题
。

台湾最初是施行
“

耕者有其田
”

的政策 (这是孙中山先生

倡导的 )
,

将土地一块块地分给了农民
。

现在这种分配格局已经不适应机械化
、

现代化的要求
。

所以现在台湾正采取措施
,

将土地重划
;
还建立了一些合作社

,

象鳗鱼合作社
、

果品合作社
、

蚕桑合作社等等
; 另外搞专业区

,

这个区专门种菠萝
,

那个区专门搞蚕桑
。

我们现在的办法

是实行双层经营体制加社会服务体系
。

2
.

大陆农民生活改善的情况
。

我用了两个数字来说明

这个问题
。

一是 40 多年前
,

我们大陆的人均寿命是 40 岁
,

现在是 70 岁
,

女同胞还要高一点
。

二是现在农 民住房有了比较大的改善
。

人均住房面积为 17 平方米
,

比城市还要高
。

农 民的生

活的确有了很大改善
。

3
.

关于大陆现在东西部发展不平衡的间题
。

我说这个间题是历史形成

的客观情况
,

要逐步加以解决
。

目前国家正在采取措施
,

象沿江
、

沿湖
、

沿边
、

沿海等地 区

正在得到发展
。

4
、

我们能够进行合作交流的方面有哪些
。

我讲
,

如果有兴趣和诚意
,

合作的

范围是十分广泛的
。

5
.

问我个人对建设三峡的看法
。

我回答说
,

我个人持赞成态度
。

建设三

峡对航运
、

防洪
、

发电等都有好处
。

当然有所得必有所失
,

不利的方面要设法解决
。

由这些

问题可以看出
,

他们也很关 心大陆的发展
,

并且一些科学家还做过一些研究
。

所以
,
海峡两

岸的农业科学家应该团结起来
,

共同为中国的农业发展服务
。

二
、

台湾农业
、

农业科学技术
、

农业生物科学方面的情况

台湾的面积为 3
.

6 万平方公里
,

其 中有 2/ 3 是丘陵
。

台湾有 160 0 公里的海岸线
,

耕地面积

为 88
.

8 万公倾 ( 1 3 2 0 万亩 )
。

降雨量为 3 0 0 0m m
,

平均温度在 20 ℃以上
,

热量
、

雨水资源十分丰

富
。

台湾的农业发展可以分成四个到五个时期
:

四十年代到五十年代 (日本投降以后
,

他们称之

为光复以后 )
,

是对传统农业的改造时期
。

日本占领时期
,

台湾作为日本的农业基地
,

农业上有

一定基础
。

但农业现代化离不开水利设施
,

离不开道路和桥梁
,

离不开电讯
、

电力供应和交通等

等
。

所以这段时期是对这些基础进行改造的时期
。

六十年代
,

重点抓集约化经营
。

台湾地少人

多
,

所以要提高土地单位面积的产量
。

另外他们将农产品出口
,

赚取外汇
,

来加强内部建设
。

台

湾出口 除米
、

糖外
,

主要有三大名产
:

芦笋
、

香菇和凤梨 (菠萝 )
。

七十年代
,

畜牧业
、

渔业
、

园艺等

附加值高的产业有了较大的发展
。

八十年代
,

台湾基本实现了农业机械化和现代化
。

目前每个

农户的年平均收入约为 25 万台币 (5 万人民币) 石基本达到富裕水平
,

当然他们的物价也很高
。

19 8 5 年以后
,

台湾农业面临很多困难
。

一是劳动力很贵
,

使得成本增高
,

竞争力降低
,

同时规模

效益也很差
。

另外欧洲
,

特别是美国和加拿大等国产品也向台湾大量倾销
。

所以台湾的农产品

基本上是以内销为主
,

内外结合
。

在农 民的收入中
,

非农业收入占 70 %
,

农民务农的积极性大

大阳氏
。

另外人 口膨胀
、

资源紧缺 ( 比我们还甚 )
、

环境污染包括工业污染
、

水质污染
、

土壤污染

等十分严重
。

关于这方面
,

他们也提醒我们注意
。

比如养猪的粪便污染问题
。

香港现在不养猪
,

因为粪便无法处理
。

畜牧业发达的国家
,

牛粪
、

猪粪无法处理而形成公害
。

我对他们说你们可

以大量进 口猪肉
。

他们说
,

大陆的猪的传染病检验不严
,

加上饲料中农药残 留重
,

大量超标
,

所

以进不来
。

这句话提醒我们
,

如果我们的产品要参与国际竞争
,

那么农药和其他化学制品的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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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

猪传染病的防治等问题不解决是不行的
。

台湾目前农业生产基本上是零增长
,

但他们正在

进行产品结构的调整
。

下一步他们的提法是农业要向高效化发展
。

我们现在也在注意这个间

题
。

就在今天
,

在广州
,

国家召开了关于高产优质高效的会议
。

我们的目标已经从过去的速度

数量型转入质量效益型
。

台湾现在完全是以优质为主
。

这点对我们的发展来说是一个启示
。

他

们提出的口 号是
:

农业高效化
; 生活现代化

;
自然生态化

。

台湾面积很小
。

而森林的覆盖率达

5 2肠
。

全世界森林覆盖率最高的国家是 日本
,

为 68 %
,

我们大陆只有 13 写
。

森林能起到调节气

候
、

调节雨量和土壤水份的作用
,

所以台湾很注意保护森林植被
。

据主人讲他们现在不砍伐树

木
,

不够的话就进 口
。

他们的农产品结构为
:

种植业 占 拐% ;
畜牧业占 30 % ; 渔业占 23 % ;

林业

占 1
.

5 %
。

我认为保护生态
,

在重视经济效益的同时要从社会效益
、

生态效益出发这个观点很

正确
。

台湾农业方面的科学研究由省农业厅负责
,

并分成
:

农业
、

种植业
、

畜牧业
、

水产业
、

糖业
、

茶业
、

蚕桑业七大类
。

设有各类专业研究所
。

总的印象是他们一方面注意理论联系实际
,

另一

方面也注意常规技术和生物技术的结合
,

注意解决农业生产中的主要间题
。

他们还在不同类型

的地区办分所
。

例如省农业研究所
,

在嘉义办了一个分所
,

另外还在凤山建分所
。

我重点讲讲

食品工业研究所和养猪研究所的情况
。

食品研究所分为五个系
:

食品化学系
;
食品加工系

;
食品

工程系
;
食 品微生物系和卫生安全系

。

该所是马保之老先生主办的
,

他是台湾农业界的元老
,

他

很注意市场信息
,

认为 目前世界食品生产有这么几个发展趋向
:

休闲食 品
; 冷冻食品

; 婴儿食

品 ; 中老年食品
;健康和保健食品

;
大众食品

;配料食品
;学生午餐和方便性加工食品

。

食品工业

正在 向产品多样化
,

销售系统化方向发展
。

他还认为现代的食品业 已经从农产品加工型进入了

工业制造型
。

马老先生跟我们很熟悉
,

很友好
。

原来他打算去美国的
,

因为我们来而推迟了行

期
。

他给我们提了三个很好的建议
: 1

.

现在大陆正在发展商品经济
,

一定要注意市场信息
,

注意

市场导 向
; 2

.

听说大陆乡镇企业发展很快
,

特别是珠江三角洲和太湖流域
。

要注意保护农民利

益 ; 3
.

希望与大陆开展合作
,

至少能把他们食品工业研究所的成套技术设备转让给我们
。

例如

软包装食品
,

卫生条件要求很高
,

这点他们已经过关
,

我们要的话
,

他们可以派人帮助我们
。

另

外讲讲养猪研究所
。

该所人员不多
,

工作完成得不错
。

他们主要研究的问题
:

一是改良品种
,

提

高生产效率
。

目前他们主要的品种有美国的
“

杜洛克
” 、

丹麦的
“

伦得勒斯
”

等
。

我向他们推荐我

们的太湖猪
。

太湖猪成熟早
,

产仔率高 (一胎 15 到 20 个
,

而一般猪为 0[ 个 )且味道鲜美
,

在国

外很受欢迎
。

另外
,

他们还进行从营养
、

饲料管理到环境
、

疫病防治等一系列配套方面的研究
。

比如料 比
,

他们说他们为 l : 2
.

9 (肉 /料的比率 )
,

是 比较高的
。

我们是 一 4
。

现在
,

如何提高猪

的饲料报酬率的间题全世界都很重视
。

猪的胃里没有纤维分解细菌
,

所以它要吃粮食
。

我们人

类也要吃粮食
,

而耕地是有限的
,

所以粮食也是有限的
。

现在英国正在开展这方面的研究
,

设法

将纤维分解细菌移植到猪的胃里面去
,

使得它也能吃一部分草
。

当然人也可以吃牛肉
、

羊肉
、

免

肉
,

这些都是 以草为主转化来的
。

但我们现在的饮食结构中
,

肉食品中猪肉占 80 %
。

而 台湾是

猪肉占 50 肠
,

鸡肉占 30 写
。

台湾养猪研究所的种猪场搞得很好
,

卫生条件很严格
。

下面讲讲台湾农业的发展方向
。

我在参观中看到了台湾十年 ( 1 98 5一 1 9 9 6) 农业发展规

划
,

代表了他们总的想法
。

这几年他们不断提高水稻
、

小麦
、

蔬菜
、

谷物
、

果品和渔
、

肉的

质量
,

取得显著成效
。

但是 由于国民收入的提高
,

人民对食物的需求不断地多样化
。

因而农

业产品结构要全面调整
。

虽然台湾农业的产值在 G N P 里由 13 %降到 6 %
,

但其重要性并没有

改变
。

特别面临环境污染
,

人口增加
,

资源紧缺等日趋严重的局面
,

如何提高农业技术水平
;



第 4 期 长剑一杯酒高楼万里心— 著名农业专家卢良恕教授谈访台之行

谋求合理分配农业土地的应用
;改善农产品的品质

;提高产品的附加值
;进一步改善人民生

活等将是台湾农业下一步的发展方向
。

关于生物科学方面
,

我参观了台湾植物研究所
。

该所有研究人员 150 名
,

年经费为 4 00 万

美元
。

正在筹备的分子生物研究所
,

设备比较先进
,

人数还要少
,

年经费为 7 00 万美元
。

这里我

想特别介绍一下台湾生物技术开发中心
。

这个中心的口号是
:

开发生物技术
,

以达到国际水平 ;

推动台湾生物技术
,

以促进工业升级
,

富民强国
。

台湾生物技术开发中心分为生物技术组
、

生物

工程组
、

资源保护组等几个研究组
。

研究内容属于应用技术范畴
。

重点解决农业生物技术
,

作

物品种的育种改 良
;
开发组织培养技术

;
研究新农药配方

;
解决农产品的污染间题

;
开发作物遗

传技术等等
。

总的看起来
,

台湾农业方面的基础研究大部分是在农学院及中研院的植物所里进

行
。

而开发中心是独立的民间资助的机构
,

是一个促进成果转化的中间环节
。

这点与新竹工业

园类似
。

台湾这种地方很多
。

而我们这方面前几年有些忽视
。

我不久前参加了国家科委的工

程实验中心的评估工作
。

这表明我们现在 已开始注意
,

并准备把中间环节充实起来
。

从台湾农

业科学的总体水平来看
,

台湾的稻米改进
,

蔬菜
、

瓜果
、

花卉的育种栽培
,

特别是无土栽培
,

塑料

大棚
,

温室
,

食品工业等方面还是 比较先进的
,

但资源短缺是一个缺陷
。

台湾现在迫切需要野生

资源
,

野生稻和野生大豆
。

因为他们现在的品种抗病虫害的能力较差
。

而野生植物具有很强的

抗病虫能力
。

另外他们希望跟我们联合开发海南岛
,

包括福建南部
、

广东南部地 区
。

这些地 区

与台湾一样都是亚热带气候
。

这些地方有条件
,

可以先行
。

通过对台湾与农业有关的研究部门的访问
,

给我的总的印象是
,

台湾中研院的基础所基

础研究搞得不错
,

农业部门的研究所偏重应用研究
,

大学的研究所也偏重基础研究
。

而农业

要发展
,

应该注意应用基础研究
。

因为
,

遗传学是基础
,

而农业是以生命科学为基础的
; 生

理学属于基础
,

与农业相关的要研究作物遗传育种
,

作物生理
,

作物生态学
,

植物病理学
,

农

业昆虫学等应用基础研究
。

台湾这方面还重视不够
。

我想如果这方面不加强的话
,

下一步就

很难突破
。

我们大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

不仅资助基础研究
.

而且也资助应用基础研

究工作的作法是非常明智的
。

三
、

进一步加强合作交流的重要性

我们这次出访
,

是以讲学和学术交流为主
,

同时我们也做到了一点
,

即
:

增逃了了解
,

扩

大了交流
。

另外我们与台湾的知识界
、

农业科技界交换了一些意见
。

知道他们对中国的繁荣

兴旺很关心
。

特别是很多五十几岁的人
,

迫切希望多开发
,

多了解大陆
。

我有个亲戚是国民

党元老于右任先生的长子于望德
,

是台湾中兴大学的教授
。

他花了两天的时间找出了于右任

老先生临终前的亲笔题诗送给我
, “

长剑一杯酒
,

高楼万里心
” 。

表达了于右任老先生生前期

盼祖国统一的迫切心情
。

今后海峡两岸还要加强交流
,

增进了解
,

发展友谊
,

促进两岸经济

繁荣发展
。

中华 民族一定会以其英姿 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

(彭晓雪整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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