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湾的土壤科学研究与农业发展概况

— 访问台湾省的才良告

赵 其 国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镶研究所 )

9 19 2年 1 2月 1 2日至 3 1日
,

我应台湾土壤肥料学会的邀请
,

对台湾省进行了为 期 10 天 的

访问
。

在此期间
,

共参观访间了 2 所大学的土壤系 (台湾大学农化系
、

中兴大学土壤系 )
,

2

个农业试验所 (台湾农业试验所
、

台南农业改良分场 )
, 2 个茶叶改良场 (扬梅茶改场

、

鱼池

茶改场 )
, 2 个国际农业组织 (亚太粮肥中心

、

亚洲蔬菜中心 )
,

以及台湾糖业研究所
、

惠荪林

场及苗栗县大湖草毒区等 11 个单位 , 游览了故宫博物院
、

中山纪念馆
、

日月潭等名胜与风景

区
。

为了增进海峡两岸的学术交流
,

应主人之邀
,

我在大学
、

农试所及台糖所等单位
,

先后

作了 5 次学术报告 (中国的生态环境间题
、

中国土壤学的发展
、

土壤圈与全球变化
、

中国农业

发展及中国的土地资源等内容 )
,

受到台湾土壤及农学界同仁的欢迎
,

并给予了高度评价
。

所

到之处
,

都受到了台湾同仁无微不至的关切与盛情接待
,

特别是台湾土壤肥料学会的领导与

同仁们
,

为我这次访问作出了巨大努力和精心安排
,

使我在这短短 10 天中
,

倍感亲切
、

温暖

与舒适
,

真有回家乡走亲戚之感 ! 正如台湾土壤肥料学会理事长王银波教授所说
: “

我们对您

的热情接待
,

是我们台湾土壤学界对大陆广大土壤学界同仁的衷心敬意与何候的一种表示
” 。

这种情感真正表现出
“

海峡两岸携手共进
”

的深厚情谊
。

下面我就这次访间的情况作一汇报
,

供大陆土壤学界及有关方面参考
。

一
、

台湾省自然条件与土壤分布概况

台湾位于祖国大陆架东南缘的海上
,

地处东径 1 1 9
0

1 5` 0 3 ,’ 至 12 4
0

3 4 3 0 ,, ,

北纬 2 1
0 4 5 1 2 5

,I

至 25
产 3 0,, 之间

。

东临太平洋
,

南界 巴士海峡
,

西隔台湾海峡与福建相望
。

台湾 省总 面 积

3 6。。0
.

0 6平方公里
,

共有大小岛屿 86 个
,

被称为
“
多岛之省

” 。

台湾主岛南北长 3 77 公里
,

东西

最宽处 146 公里
,

海岸线长 1 5 6 6 公里
,

中央山脉纵贯南北
, 2 / 3土地在海拔 10 0 米以上

;
海

拔 3 5 0 0米以上的山峰有22 座
,

海拔 3 0 0 0 米以上的有 62 座
,

玉山为最高
,

顶峰达 3 9 9 7 米 ,

平原约占全岛 1 / 3
,

多在西部沿海
,

包括台南
、

屏东
、

宜兰及台东纵谷 4 大平原
;
盆地主要包

括台北
、

台中及埔里盆地 3处
。

全岛有河流 10 1条
,

大都流程短
,

落差大
,

其中较大的 有 19

条
,

长度在10 0公里以上的有
:
浊水溪

、

高屏溪
、

淡水河
、

曾文溪
、

大甲溪及大肚溪等 6 条
,

台湾岛内湖泊较少
,

多为人工湖
,

有蓄水
、

灌溉
、

发电
、

公共给水等多种效能
。

台湾地跨北

回归线
,

北部属亚热带
,

南部属热带气候
,

年均温 22 ℃
,

年降雨量 2 9 1。毫米
,

北部全年多雨
,

是我国少见的冬雨 区
,

全岛夏季雨量占全年雨量 80 %
,

每年夏季至秋季为台风季节
,

台风暴

雨 日降雨量一般达 2 00 毫米
,

常造成严重灾害
。

台湾的土壤发育受地势影响
,

其分布大体可分为 山地与平地土壤两大类
。

山地土壤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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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种
:

一是山地灰化土
,

分布于海拔 3 0 0 0米以上的山地
。

年雨量 3 0 0 0毫米
,

年均温
一 3℃ ,

土

层浅薄
,

呈灰黄棕色
,

有明显的灰化层 ( A 2) 与淀积层 ( B )
,

土壤强酸性
,

植被以针叶林为主
;

二是山地灰棕壤
,

分布于海拔 1 5 0 0一 3 0 0 0米之间
,

年降雨 3 0 0 0毫米
,

年均温 10 ℃ ,

表层浅薄

呈灰棕色
,

有机质含量高
,

酸性反应
,

植被为针阔混交林
,

生长密茂 , 三是山地黄壤
,

海拔
5 0 0一 1 5 0 0米

,

雨量 1 5 0 0一 2 5 0 0毫米
,

土层浅薄
,

黄棕色
,

为针阔混交林
。

平地土壤也可分为 3种
:

一是红壤
,

分布于海拔 10 0一 50 0米之间的台地与丘陵地
。

年降

雨2 0 0 0毫米
,

年均温 20 ℃左右
,

土层深厚
,

富含有机质及氧化铁
,

呈酸性反应
,

以人工植被

为主 , 二是冲积土
,

主要位于近山及沿河地带
,

土层厚薄不一
,

粘质冲积土的质地粘重
,

多

呈酸性
,

肥力不高
,

大多为旱地及水田
,

利用强度大 , 三是水稻土
、

盐渍土等
,

水稻土大多

辟为稻田
、

蔗田
。

至于沿海盐渍土
,

大多用作盐田及渔场
,

开发潜力甚大
。

二
、

台湾的土壤科学研究概况

台湾土壤研究工作开展甚早
, 1 9 2 8年台湾大学 (当时称台北帝国大学 )农学部的农业化学

科
, 19 4 5年台中农业专科学校 ( 1 9 4 6年改为 台湾中兴农学院

, 1 9 6 1年改为台湾中兴大学 )的土

壤系
,

就已开始从事台湾全省的土壤研究工作
。

19 5 2年
,

台湾土壤学界正式成立 了台湾土壤

肥料学会 ( 1 9 8 9年改名为中华土壤肥料学会 )
,

该组织现有会员 34 9人
,

成为当前台湾土壤肥

料学术研究及活动的中心组织
。

台湾土壤研究机构主要设在台大及中兴大学的农业化学系及土壤系内
,

分别建立了土壤

肥料及土壤资源研究所
。

台大农业化学系设有土壤与植物营养
、

农业环境科学
、

农产品制造
、

生物化学
、

营养化学和微生物 6 个教研组
,

专业教师 34 人 (教授 23 人
,

副教授 10 人
,

教师 1

人 )
。 1 9 4 8年至今共有毕业生 2 7 7 3人

,

硕士生 42 5人
,

博士生 58 人
。

中兴大学土壤系设有土壤
、

农业
、

环境
、

工程
、

生物技术及地理信息等教研组
,

共有教授 7 人
,

副教授10 人
,

讲师 3 人
。

台湾土壤肥料学会主要通过大学的教师队伍
,

动员及组织全省各地农业试验及农业改良场所

的土壤技术人员
,

共同开展全省的土壤肥料工作
。

据台湾中华土壤肥料学会的报道
,

近几年来
,

台湾土壤肥料工作的研究项目有以下 7 方

面
。

(一 )土翻物理

主要开展的项 目有
:

农田早作生产力分级的应用 , 土壤排水因子分析 , 地下管道灌溉设

施 , 盐分淋洗等
。

(二 )土旅化学

主要开展的项 目有
:

金属离子交换选择性对按的固定作用
;土壤溶液中无机铝分析方法 ,

钾与钙
、

镁活性比与土壤有效性关系等
。

(三 )土坟微生物与生化

主要研究项目有
.
土壤微生物筛选及应用 , 土壤有机肥 , 有机质对土壤脱氮的影响 , 菌

根在锌
、

铝
、

镍等重金属污染土壤中的分布
、

数量及耐重金属性质
;
猪粪固态发酵制造堆肥

,

内生菌根对柑桔健康苗木的改进 , 固定于几丁聚醋与蒙脱石的酸性磷酸脂酶在土壤中的行为

等
。

(四 )土旅肥力与植物营养

开展的项目有
:

有机质肥料对作物肥效及氮矿化的研究 , 坡地果园管理研究 , 水旱轮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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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生深耕效果试验 ;不同耕作制及作物残株长期循坏利用对土壤肥力及作物产量的影响
, 叶

片分析营养诊断应用于葡萄园培肥管理 ; 新鲜猪粪对旱作的效果及肥力影响 , 兰花品质及生

产技术 , 洋香瓜结果期不同氮
、

磷肥施用对品质的影响 ; 磷
、

铝对茶叶生长影响 , 烟草生长

与肥料施用量关系 , 毛豆
、

洋香瓜
、

莲露果等生长与肥力及管理技术 ; 有机质对果园影响
。

(五 )土坡发育与土坡分类

研究项 目有
:
耕地土壤调查与分类 , 阔叶林自然保护区土壤调查 ; 亚热带雨林中地形一

植物一土壤关系 , 火山灰土壤性质研究 , 淡色弱育土壤定量分类研究
。

(六 )土坡环境与保护

研究项 目有
: 土壤中重金属含量与环境中污染源调查研究 ; 铝离子和可溶性有机质鳌合

反应动力学研究
,
垃圾掩埋场土层中重金属特性 , 水泥厂污染对水稻生长影响 , 福污染农田

对花卉种植影响 , 肥料施用与地下水质关系 , 施肥对土壤硝化与菊花生长影响 , 土壤污染分

析技术
。

(七 )耕地资源

主要研究项 目有
:

台湾土壤资源信息系统的建立与应用 , 遥感技术在研究土壤盐分分布

上的应用 , 土壤资源与作物生长的模式与模拟研究等
。

总之
,

台湾土壤肥料的研究范围与领域较广
,

除少数项目偏重基础研究外
,

大多数研究

项 目均侧重于应用
、

开发或推广
,

特别是对作物
、

蔬莱
、

果树
、

花卉等土壤肥力与植物营养

研究较多
,

并注意土壤环境污染与保护的研究
。

使土壤肥料研究与市场经济需求密切结 合
,

例如为适应蔬莱
、

园艺发展
,

研究开发了一系列新肥料品种
: 5一 5一 5一 2( M g o ) 一 1 0 (腐殖酸 ) 及

1 6~ 8~ 1 2一 3( M g0 )等复肥配方
,

使菊花及丽莎截产量提高 1 5一 2 0%
; 1 2一 6一 8含有机质 30 %的复合

肥
,

提高了柑桔的产量与品质
,

高经济果园肥料追踪试验配方施肥
,

使长福梨的产量提高20 %

等
。

在推荐施肥上
,

已完成推荐项 目1 0 3 3件
,

作物种类 75 种
,

使得花卉及蔬菜的品质与产量

明显提高并产生极高的经济效益
。

三
、

台湾的农业发展概况

台湾省的农业主要由农业发展委员会所属农林厅分管
。

农林厅共设有 5 个试验所 (农业

试验所
、

林业试验所
、

畜产试验所
、

家畜卫生试验所等 )及 9 个农业改 良场 (桃园区
、

台中区
、

台南区
、

高雄区
、

花莲区
、

台东区农业改良场
,

.

茶叶改良场
,

桑叶改良场及种植改良场 )
,

它

们在各县
、

乡
、

镇共设有 70 多个分所 (场 )
,

统筹全省的农业工作
。

此外
,

尚有省农会及县
、

市

乡
、

村各级农会
,

主要协助并推动农村的农业开发与推广工作
。

台大及中兴大学农学院等单

位及台湾中研院的有关研究所 (植物所
、

生物所等)也是从事农业研究
,

特别是农业基础研究

的主要单位
。

由于 自然条件优越
,

台湾省的农业一直很发达
,

近几十年来
,

农业总产值增长了儿十倍
。

1 9 5 3年以前
,

处于经济恢复时期
,

提出的政策是
“
以农培工

,

以工发农
” ,

粮食产量很快达到

战前水平
,

人均收入 1 02 美元
。

1 9 5 3一 1 9 6 4年
,

为经济发展时期
,

建立农业一轻工业一重工业

的发展体系
,

12 年全省 国民经济增长 1倍
,

年均增长 7
.

9%
。

1 9 6 4年人均 16 8美元
,

工业产值
, 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由 1 9 52年 17

.

9%上升至 2 7
.

7% ( 1 9 6 3 ) , 而农业相对 下 降
,

由 1 9 5 2 年的
3 5

.

7%降至 2 6
.

4% ( 1 9 6 3 )
。

1 9 6 5一 1 9 7 3年
,

为经济高速增长期
,

通过
“ 开放经济

” , “

奖励政

策
”

和
“

加工出口
”

政策
,

人均收入至 1 9 7 3年达到49 0美元
,

工业产值所占比例上升到 4 1
.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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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出口额10 年内增加1 2倍
,

农业产值所占比重继续下降
,

由农业品出口转向现代工业品出
口

。

1 9 7 3年以后
,

其经济处于调整时期
,

由于受国际市场影响
,

经济有所波动
,

工业虽不断增

长
,

但农业生产发展缓慢
,

几乎无明显增长
。

尽管如此
,

通过产品结构调整
,

农业收入仍继

续增加
,

当前每户农民年收入达 25 万台币 (折合 5 万人民币 )
。

台湾耕地面积 88 万公顷 ( 1 3 2 0万亩 )
,

占全省总面积 1/ 4
。

40 年来
,

由于人 口增加 (现有人

口近 2 0 0 0万 )
,

占用土地
,

人均耕地减少一半
,

灌溉耕地由 71 %减至 48 %
,

农业已由传统农业

向种植
、

畜牧及渔
、

林业综合发展
,

种植业也由单一水稻
,

向粮食
、

经济
、

园艺作物方向发

展
, 1 9 8 7年农业产值只 占总产值 6 %

,

但农业生产已向专业化
、

企业化的经营方向转化
。

台湾的种植业包括粮食
、

经济及园艺作物 3 大类
。

60 一 70 年代
,

水稻和植面积 75 万公顷
,

产量近 25 0万吨
,

80 年代后受国际市场冲击
,

水稻面积降至 50 万公顷
,

产量 20 0万吨
,

年人均

粮食 140 公斤 , 杂粮 (小麦
、

玉米
、

高粱 )因气候不适种植
,

面积小
,

几乎全部依靠进 口
。

经

济作物包括甘蔗
、

花生
、

大豆
、

香蕉等 20 余种
,

由于国际竞争
,

一般仅维持 60 年代产量水平
。

园艺作物包括茶
、

水果
、

蔬菜
、

菇类
、

花卉等
,

其中茶叶面积 3 万公顷
,
19 8 7年产量 2

.

4万

吨
,

外销近 2 万吨 , 水果以香蕉
、

菠萝
、

柑桔为主
,

种植农户达 12 万户
,

产值占园艺作物产

值的 1 / 4
,

芦笋和洋菇分别年产达 6万吨左右
,

占蔬菜产值 30 %
,

全部外销
。

目前
,

园艺 作

物面积已占种植业的 47 %
,

其产值占农业总产值的 1/ 5以上
,

超过经济作物的收入水平
。

近 10 年来
,

畜牧业发展甚快
,

产值在农业生产中较 60 年代增加 2倍多
,
1 9 8 7年占农业产

值32 %
。

60 年代 以来
,

采用进 口饲料
,

走向专业化
、

企业化饲养方向
,

目前全省的猪和鸡
,

均

由畜收村
、

场和专业户饲料
, 19 8 7年全省猪存栏数为 1 0 5 2万头

,

屠宰量为 1 10 万佘吨
,

出口 20

万吨 , 相反
,

牛
、

羊肉和奶制品大多依靠进 口
。

台湾的渔业增长速度大大超过种植与畜牧业
,
19 8 7年渔获量 45 万吨

,

年产值占农业总产

值26 %以上
,

渔业外销量占农产品 1 / 3
,

从事渔业的达 90 万人
。

综上所述
,

台湾农业发展有以下特点
:

(一 )农业发展与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

台湾 19 5 2一 65 年农业发展较快
,

除粮食自给外
,

还有稻米
、

糖
、

茶
、

香蕉等大宗农产品

及农业加工品出口
,

工业产值尚不到农业的一半
。

19 6 5年工业产值开始超过农业占总出口产

值的55
.

1%
, 19 8 7年达 93 %以上

。

与此 同时
,

由于农业依赖原材料进 口
,

并受加工及出口条

件限制
,

其产值不断下降
, 1 9 8 7年只 占全省国民经济总产值的 6 %

。

但农业的重要性与依赖

性仍不断提高
,

人民对农产品的质量与效益有更高的要求
。

当前正进行农业发展方向调整与

改革
,

以不断满足农业内销的需要
。

(二 )通过农业结构调处
,

促进农业发展

首先是从单一的水稻种植扩展到粮
、

糖
、

茶
、

果
、

蔬
、

花等
,

粮
、

经
、

园 3 大种植业的

互补
、

互调与平衡
。

近 10 年来
,

又在种值业
、

畜牧业与水产化 3 大业中不断进行结构调整与

平衡
,

使农
、

林
、

牧
、

渔各业得到均衡发展 ( 22
.

5: 1 5
.

5 : 3 2 : 32
.

2)
,

从而使有限的农业资源
,

发挥最大的社会与经济效益
。

(三 )发展特色农产品
,

今与国际竞争

为适应市场竞争
,

在发展名
、

特
、

优产品的基础上
,

着重在产品的优质
、

新鲜与无污染
,

即
`

优
、

鲜
、

净
”

上下功夫
。

培育了台湾的优质稻米 (台梗 2 号
、

台农 67
、

68
、

7 0 )
、

优质大豆

(台农 15 号 )
、

优质玉米 (台农 3 5 1 )
、

优质蔬莱水果 (耐热桃
、

洋番瓜
、

莲露 )
、

优质花卉 (金花

石蒜
、

百合
、

玉替瑚蝶兰 )等
,

新鲜甜玉米
、

鲜果
、

蔬菜都是无污染的 (施用无污染农药
、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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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防治及有机肥
、

液培等 )
。

这些产品不断在市场上更新
,

并在国际竞争上取得优势
。

(四 )通过现代科学技术推动农业进步

台湾省十分重视农业科技的研究与推广
,

并不断引进现代科技武装农业
。

除农业机械化
、

化学化
、

工业化外
,

特别注意遗传选种
、

防治污染技术的应用
。

除农产品在
“
优

、

鲜
、

净
”

上提

高外
,

并注意通过科技不断改造传统农业
,

使其走向精细农业
、

设施农业
、

专业化农业与农

业商品化的发展方向
。

当前台湾依靠科技进步促进农业发展的比例已超过 6 0% (接近发达国

家 70 一 80 %水平 )
,

而大陆当前仅 30 %
,

到本世纪末仅争取达到 50 %
。

(五 )注意调整农业政策
,

重视农业的投入与推广

台湾的农业政策是随着经济发展
、

市场需求而不断调整的
。 1 9 8 2一 8 4年

,

共投入 80 。亿台

币推动农村建设
,

其中用于农业投资占67 %
,

促进生产占15 %
,

加强试验研究
,

扩大经营规

模占n %
。

台湾各县
、

市
、

乡均有农会
,

会员总数达 n o万人 ( 1 9 82 年 )
。

农会除对农民进行

技术指导外
,

还开展信用
、

供销
、

推广
、

家畜保险
、

开发生产等业务
,

是农村中促进农业发

展
,

深受农民欢迎的组织
。

该组织还开展 了
“

八万农建大军培训
”
活动

,

不断提高农民的科技

与农业知识
,

并每年选拔数万优秀农民参加省内先进单位的学习与考察
,

这是一项带战略性

的促进农业发展的措施
。

但是
,

随着农业
、

工业与社会经济发展也带来不少值得引起重视的间题
,

例如
:

环境污

染 (垃圾
、

水质与空气污染 )
,

生态破坏 (如西南沿海地区抽水养殖
,

造成土地塌陷与海水倒

灌等 )
,

土地侵蚀
、

资源紧缺
、

交通阻塞
、

人 口密集
、

生活浪费等
,

尤其是资源
、

环境与人目

之间
,

人与地之间的矛盾
,

还将不断发展与恶化
。

四
、

其他有关问题

(一 )人才培养

台湾省有 4 个农学院
:

台湾大学农学院
、

中兴大学农学院
、

东海大学农学院
、

及中文大

学农学院
。

台大农学院历史悠久
,

共设有 n 个系
,

各系均有研究所
,

该校有学生 2 6 0 0名
,

教

师 20 0名
,

兼任教师 1 00 名
。

中兴大学农学院设有 13 个系
,

14 个研究所
,

学生 2 7 0 0名
,

教师26 8

.

名
,

兼任教师70 人
,

博士生 26 6人
,

硕士生 97 人
,

教师 /学生比为 1 / 9
,

而大陆农业大学脚 / 2,

可见台湾教学效率甚高
。

以上两所学校的年度经费分别为 6一 7亿台币 (折 1亿多人民币 )
,

其

中一半是接受
“
国委会

” 、

环保署
、

农委会及卫生署等委托课题得来的
。

在台湾省
,

农业教育可分 3 个层次
,

一是农村职业教育
,

实行 9 年义务教育
,

农村基本

无文盲 , 二是农业专业教育
,

指高中毕业后的 2一 3年专科教育
,

直接培养进入农业推广第一

线的技术人员 , 三是农业高等教育
,

除大学本科外
,

注意硕士
、

博士生培养
。

大学在人才培

养方面有以下特点
: 1

.

在学习上严格要求
。

注意学生理论一研究一实验相结合
,

部份学生还

可适当参加研究与实验课题 ; 2
.

平等竞争
。

晋职
、

留学
、

申请基金均采用公开报名答辩
,

按

评分办法进行评议
,

最后由学校批准 , 3
。

队伍稳定
。

无论在住房
、

工资
、

奖励上均对知识分

子有充分照顾
,

教授月工资 7一 8万台币 (近 3 千美金 )
,

在读博士每月 2 万台币 ( 8 0 0美金 )
,

其他福利由社会保险承担 , 4
。

不拘一格吸引人才
。

随着高层次人才的增加
,

目前留学 生 回

. 台湾想找合适工作已不容易
,

晋升教授也较前困难
。

当然
,

台湾当前还存在着需要重视基础
、

德才结合
、

提高质量和用好人才等问题
。

(二 )科技投入与科研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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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科技投入比大陆高得多
。

台湾中研院 ( 2千多人 )年投入经费 40亿台币 (折合 1
.

6亿美

元 )
, 1 9 8 2一 1 9 8 4年全省农业投入 80 0亿台币 (折合 32 亿美元 )

,

台湾农业试验所 27 9人
,

年经费 2

亿台币
。

台湾农业改良场 88 人
,

年经费近 1 亿台币
。

台中大湖区农会为发展草墓投入的试验

费
,

也有 6 千万台币
。

由此可见
,

台湾科研投入费用是很高的
,

一般较大陆地区相应单位高

出 1倍以上
。

在农业科研方向上
,

主要以应用与开发研究为主
,

如无公害无污染农业
,

有机

专用肥
、

生物防治病虫
、

品种培育
、

优质高效农业等
,

与社会经济与农业结构调整的需要紧

密结合
。

(三 )资源利用与经济效益

台湾省耕地资源紧缺
,

人均仅 0
.

66 亩 (0
.

04 公顷 )
,

在解决水稻 自给的基础上
,

70 年代开

始逐渐将 1/ 3以上的稻田改种蔬菜
、

鲜果及花卉等园艺作物
,

并取得很高经济效益
。

台中大湖

区农会将 409 公顷连片的水稻田改种草薄
,

并与甜玉米
、

苦瓜
、

夏季蔬菜间作
。

0
.

1公顷土地

一般可收 2 0 0 0公斤草墓
,

按每公斤 80 元台币计
,

即可收 16 万元
,

除去成本 4 万元
,

净收 12 一

13 万元
,

而相同面积土地种水稻
,

收入不及前者的 1/ 1 0
。

种夏季蔬菜与花卉的收益均超过水

稻的 10 一 15 倍
。

在人地矛盾与农业持续发展中
,

这种资源利用与经济效益的协调
,

的确值得

赞赏
。

台湾森林面积为 1
.

87 万公顷
,

森林储积量 3
.

26 亿立方米
, 1 9 8 7年木材年产量 60 万立方米

,

过去也有砍伐森林的现象 (7 0年代年伐量近 1万公顷 )
,

近 10 年来明令严禁砍伐森林
,

同时每

年进 口木材 50 0万立方米
,

以满足省内需要
,

目前森林覆盖率已达 55 %
,

取得了良好的生态效

益
。

五
、

两岸合作 携手共进

这次访间台湾省时间虽短
,

但受益不小
。

大陆与台湾在经济发展
、

农业生产与科学技术

上都有各自的经验与短长
,

有很多值得互补与互相交流学习的地方
。

大陆的华中与华南沿海地

区与台湾省有着相同的生物与自然资源特点
,

同属热带亚热带气候
。

特别是大陆与台湾同纬

度的地带
,

包括华中东部 7 省
,

尚有 5 午多万亩宜农地及 6 亿亩丘陵地有待综合开发
,

东南

沿海虽已在经济上起步
,

但农业与资源环境间题仍有待解决
。

如何借鉴台湾省的验经
,

加速

大随浦方地区的持续农业建设及经济开发
,

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

我深信
,

只要我们坚持
“

两

岸合作
,

携手共进
”
的原则

,

中华民族必将在21 世纪跻身于世界前列
,

并将为世界作出更大贡

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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