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历史经验与教训
海南岛地处

热带北缘
,

资

源丰富
,

自然

条件复杂
,

是我国发展热带农业理想的基地
。

本岛所处的位置又使其在国防
、

交通上的地

位及其重要
,

开发历史也比较悠久
。

因此
,

海南岛理应成为我国经济比较发达的地 区
。

但是
,

据广东省科技情报所 资 料
,

海 南 岛

19 8 0年的社会总产值折合 1 1
.

59 亿美元
,

19 8 2

年的粮食亩产只 3 21 斤
,

均不如我国第 一 大

岛台湾省 19 5 2年的水平 (分别为 16
.

74 亿 美

元
,

3 70
.

4斤 )
。

在广东省内各 地
、

市 中
,

海南行政区土地面积最大
,

但职工人数
、

工

业总产值
、

粮食总产量
、

社会商品零售额
、

地方财政收入等
,

19 8 2年排序分别为第五
、

八
、

八
、

六
、

七位
。

海南岛地大人较多
,

物

质生产少
,

人民购买力低
,

社会经济还很落

后
,

人民生活也较贫困
。

当然
,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 因很多
。

以下

几个方面的间题是我们应该吸取教训 的
。

开发海南岛的

历史教训

历史上不重视开发

从历史上看
,

开发海南 岛是比较早的
,

但长期来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

后期还受

到了很大的破坏
。

从文昌县凤鸣村出土的新石 器 遗 物 来

看
,

海南岛的居民大都 由大陆移来
.

公元前

1 10 年
,

当时的汉武帝就在海南岛今琼 山 县

和澹县设立 了珠崖
、

澹耳两郡
,

下设16 个县
,

开始了对海南岛北部和西部沿海 地 区 的 开

发
。

隋朝时开发的规模达南部沿海各地
。

唐

代
,

形成汉族在环 岛外 围
,

黎族在岛中心区

域的开发情势
‘

由于运输的发展
,

海南岛的

许多港口
,

已成为当时我国远洋航线上的中

继站
。

在某些海拔 3 00 一5 00 米的低山上
,

至

今还发现有不少百年 以上老茶树或老茶 园的

遗迹
。

当地老百姓称这些茶树为
“

明茶
” 。

这说明
,

明朝时
,

开发的地区已从平原到台

地
,

从台地到丘陵
,

甚至迫近低山地区
。

成松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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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
,

海南岛长期来并没有大力经营
,

经济也没有得到较大的发展
。

随军队进入海

岛的汉族人民
,

为了生活的需要
,

只在他们

聚居的地区
,

进行了某些开发
。

唐朝时
,

我

国中原地 区已得展为鼎盛的唐朝文化
,

汉族

人才刚散布到岛四周的沿海地区
。

历史上
,

不少悖于朝廷 的名臣将士被贬到海南
,

在这

里 留下的一些古迹
,

又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

时的统治者
,

对开发海南岛并不感到兴趣
。

即使如此
,

在历代劳动人民辛勤劳动之

下
,

海南岛的经济还得到了较大发展
。

据明

洪武二十六年 (公元 1 39 3年) 统计
,

本岛人

口 已近 30 万
,

耕地约2 00 万亩
,

万历四 十 三

年 (公元 161 5年)
,

耕地增加到 38 3 万 亩
。

地方性商业中心和沿海港口也逐 渐 多 了 起

来
。

但在清代 以后
,

在帝国主义压迫下
,

本

岛经济遭到了极大的破坏
。

特别是在日本侵

略者占领期间
,

占领者大肆掠夺本岛木材和

矿产资源
,

破坏原始森林
。

仅在尖锋岭
、

马

鞍山和吊罗山三处的所谓 日本
“

开发 中心
” ,

每年采伐木材达 l 万立方米以上
。

据宋朝苏

轼写道
: “

山中多雨 多雾
,

林木阴黯
,

燥湿

之气
,

郁不能达
” 。

有个估计
,

当时全 岛基

本上被原始森林所覆盖
,

经过长期破坏
,

到

解放前夕
,

全岛森林面积仅 18 0 0 万亩
,

覆盖

率为35 肠
。

以上这些情况带来的一个显著结果
,

是

海南岛人民生活长期处于贫困之 中
。

为了解

决自己的经济来源和生 活物质资料
,

他们不

得不进山乱砍木材
,

从事无节制的副业生产
;

烧山开垦
,

实行刀耕火种
。

从而引起旱情严

重
,

水土流失
,

使生态环境恶化
;
粮食减产

,



再刀耕火种
,

形成恶性循环
.

解放后
,

情况

虽有好转
,

但某些地 区还很严重
。

例如
,

坝

王岭林区七差 乡过去水源充足
,

粮食生产稳

定
,
每年还有余粮百万多斤

‘ 1 9 5 7年以后
,

由

于社会经济等原因
,

滥砍乱伐森林
,

1 9 7 7一
19 8 0年后

,

形势急剧变化
。

早造水稻 田面积

由 8 2 1 7亩
,

减少列 3 4 5 4亩
,
每人每年平均 口

粮降低了50 余斤
;
每人每年平均减少了23 元

;

同期砍 山栏却从8 56 亩增加到5 2 6 2亩
.

海南 岛解放 后人 口增长的速度
,

超过了

粮食增加的速度
。

1 9 80 年全岛人 口 比 19 5 2年

增加 1
.

13 倍
,

年平均增长率为 2
.

74 畅
.

同期
,

粮食产量增长率 只有2
.

56 肠
。

口粮不足
,

这

是海南岛长期以来存在的间题
。

在没有别的

出路下
,

对周 围 (特别是森林) 的破坏也更

加激烈
。

海南 岛最大的破坏是热带原始森林

的被毁
,

全 岛森林覆盖率从解放初的35 肠
,

到 1肠 6年的25
.

7 肠
,

到八十年代初的 9
.

7肠
。

l打此可见
,

要开发海南岛首先要从提高

海南岛人民的生活水平着手
,

这样才谈得上

保护海南岛的生态环境
,

从而使当地人民富

裕起来
。

以胶为主的问题

卞世纪初
,

旅居南洋的华侨
,

于定安县

河沟地方
,

开地 2 50 亩种植三叶橡胶生长 良

好
。

试卖时
,

市价竟比南洋所产的还要高
.

于

是人们相继投资经营
。

至解放前
,

全岛胶园

4 万亩
,

产干胶6 00 吨
。

目前
,

橡胶 种植 面

积约42 。万亩
,

历年累计给国家提供干 胶 片

98 万吨以上
,

海南岛已成为我国最大的橡胶

产地
。

海南岛南部气温高些
,

属于典型的热带

区域
,

橡胶等热带作物基本上不受冬季低温

冻害威胁
.

北部气温稍低
,

属于热带北缘区

域
。

冬季偶有强大的寒潮侵入
,

使岛的北部
、

中部和西部一些地区的橡胶受到不同程度的

寒害
。

在品系
、

管理等条件相同的情况下
,

受寒潮影响北部橡胶产量一般只及南部的三

分之二
。

海南岛东部降水量多
,

西部降水量

少
,

一年中有明显的千湿季之分
。

特别是西

南部的干热风
,

对橡胶生长有极大的威胁
.

每年夏秋季节的台风更是橡胶树的主要灾害

性天气
。

超过12 级的强台风可使开割的橡胶

树断倒4 0一60 帕
,

而海南岛 12 级以上的强台

风平均三年一次
,

其中东部和东北部风害最

为严重
.

目前在海南岛种植的巴西橡胶
,

原

是赤道带多年生热带经济作物
.

它要求在全

年和各月平均气温为26 一27 ℃
、

年降水量在

2 0 0 0毫米以上
,

各月分配均匀
,

月平均湿度

达 90 肠
、

静风的条件下生长
。

海南岛寒
、

旱
、

风三害俱全
。

即使基本不受寒害和风害的乐

东
、

崖县
、

保亭和陵水等岛的南部四县
,

橡

胶也会受到影响
。

例如
,

保亭县新星农场
,

近 10 年来每年11 月都有寒露风吹来
,

引起胶

树落叶
,

影响产胶量
。

又如
,

崖县的南 田农

场
,

在 1 9 81 年8月13 日一场台风 下
,

90 帕的

橡胶树被吹断
。

农垦部门把橡胶种植到海南岛以北的更

高纬度地 区获得成功
,

成为国际上特别引人

注 目的一项科研成果
。

但从经济学考虑
,

在海

南岛北部发展橡胶
,

其经济效益在目前远不

如南部地区
。

据报道
,

我国胶园管理水平和

割胶技术都具有国际先进水平
,

但橡胶产量

却低于世界先进水平
.

究其原因
,

主要受自

然条件制约
。

因此
,

一方面即使今后再下更

大的力量把技术水平再提高一步
,

其产量也

未必有大幅度的增加
,

相反会因投资多而降

低经济效益 , 另一方面
,

即使在数十年气候

良好的环境中
,

一旦遇到一次强台风或寒潮

或干旱等影响
,

就算橡胶品系再好
,

也会造

成严重的损失
,

这 已为 30 多年以来的历史经

验所证实
。

有人估计
,

目前全国所能生产的天然橡

胶量
,

只能满足所需的一半
,

其中海南岛只

能满足这一半中的一半
。

随着国家经济建设

的飞速发展
,

对橡胶的需求量将 日益增加
,

而海南岛在今后几十年里
,

仅靠扩大胶园
,



要使产量翻一番
,

将是十分艰难的
.

另外
,

3。多年里
,

毁 了那么多原始森林
,

发展的胶

园也并没有改变海南岛人民贫困 落 后 的 面

貌
。

当然
,

为了国家的根本利益
,

海南岛的

橡胶业要根据具体情况
,

在偏南部的丘陵盆

地上发展
.

东部
、

北部和东北部等地区
,

不

宜再扩大橡胶栽培面积
。

在海南岛今后如何

发展农业的问题上
,

实在再不宜提倡
“

以胶

为 主
”

了
.

农垦问题

解放以来
,

海南岛经济建设以农业为主
。

1 9 5 2一 1 98 0年
,

在国家的投资总额中农业投

资约 占 65 肠
,

农 业 投 资 巾 农 垦 投 资 占

77
·

35 肠
。

海南岛目前农业经济结构是 单 一

经营
:

地方以经营粮食为主
,

农垦可经营橡

胶为主
。

这种重农垦
、

轻地方
,

强调发展国

营橡胶
,

忽视民营橡胶的现象长期没有解决
,

为此带来的恶果也是很明显的
。

海南岛热带环境中地表物质 运 动 很 剧

烈
,

生物的生命过程很活跃
、

物种多
、

群结

性小
、

空间组合复杂
。

这个规律对于农业经

营上的制约作用很值得研究
。

海南岛单位面

积内植物种类的数量很大
,

但优势种却不 明

显
。

在群落结构上
,

由于组成种类和生活型

复杂
,

表现出层次多
,

单位面积内植株的多

度很大
。

所 以
,

海南岛单位面积的生物总产

量大
,

而单一品种产量并不多
,

这是热带区

域物质运动规律的具体表现
。

农业上搞单一

经营是违背这一规律的
。

实践证 明
,

以水稻

为主
,

粮食上不去 ; 以橡胶为主
,

农业也上

不去
.

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
,

海南岛又曾在

地方社 队中大力发展国外已被淘汰的劣种油

棕
,

遭到了失败
,

浪费极大
。

这样
,

海南岛

地方经济长期得不到发展
,

也是人民生活贫

困的重要原因之一
。

国家投资很大的农垦系统
,

其经济效益

却低于地方
。

据 19 80 年统计
,

农垦系统每个

劳动力所创造的财富
,

虽然比地方系统要高

得多
。

但是
,

农垦和地方两大系统在资金利

用的效果上
,

差别很大
。

地方系统每百元物

资费用的总产值
、

净产值比农垦 多 l 倍还多
,

纯利润高近 2 倍
。

地方系统各部 门各作物的

生产经济效果也比农垦好
,

尽管农垦有些作

物的产量较高
,

但由于成本很高
,

结果纯利

润少
,

甚至还亏本 (见下表 )
。

另外
,

由于忽视发展地方系统
,

致使农

垦和地方矛盾尖锐
。

海南岛各地林场
、

社队

土地纷争
,

部分社队农民偷割
、

强割
,

甚至

强 占或破坏国家农场的胶园和保护林
,

发生

殴斗
,

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严重损失的现象
,

1 9 8 0年海南岛农业各作物生产经济效果

每亩产量 (斤 /亩) 每亩产值(元 /亩) 每亩成本 (元 /亩) 每亩纯利润(元 /亩)

作物

地方 一农垦 地方 农垦 地方 农垦 地方 农垦

稻谷

橡胶

油棕

国营林地

猪
.

禽

淡水养殖

集体副业

3 0 6
.

0 0 2 6 5
.

39 4 8
_

67 4 2
.

4 2 44
。

20 6 4
.

5 1 一 2 4 7 5

7 0
.

6 0 9 6
.

00 2〕9 5 7 3 4 5
.

7 5 3 5
.

3 3 1 5 5
.

10 16 8
。

2 3 1 8 0
.

7 3

3 1 4
.

2 5 2 6
.

40 5 6
.

56 3 9
.

2 8 1 5
。

7 1 30
.

0 5 4 0
。

8 5

12
.

2 5 1 9
.

8 5

9 2 3

1 6
.

0 4

5 4
.

4 4 7 7
.

8 1 1 1 5
.

7 3 4 9
.

7 3 一 3 9
.

3 5

1 1
.

9 0 3 4
.

6 1 1 4
.

6 0 2 4 5
.

0 0 5 9
.

3 9 一 4 4
.

7 9

4 3 8
.

0 2 3 3 3 6
.

9 2 3 93
,

0 0 1 0 00
_

OQ 4 5
.

0 2 2 3 3 6
.

9 2

据邓宏梅
:

海南岛目前农业 生产的经济结构和经济效果



也时有发生
。

据不完全统计
,

1 9了5年以来
,

社队占用农场土地达 50 多万亩
,

全 岛80 个橡

胶农场中
,

就有如个农场的橡胶遭抢割
,

损

失干胶 3 。。。多吨
。

沿海地区还有偷抢海产的
.

例如
,

1 9 3 1年琼海县海水养殖场收获5 。。o担

(干 ) 麒麟菜
,

竟然有3 5 0 0担被偷走 ! 可见
,

片面重视农垦
,

忽视地方系统的农业生产
,

这不仅是个重要的经济 问题
,

而且也是关系

到巩 固工农联盟
、

民族团结的重大政治 间题
。

教育问题

海南岛长期来经济不发达
,

文化教育事

业也得不到发展
。

直至70 年代末
,

全岛只有

中等农校二所
,

高等农校一所
。

学校设备简

陋
,

教师质量差
。

有一所农校创办 5 年
,

连

校舍都无着落
。

农业技术人员十分缺乏
。

解

放初期
,

由于经济事业的需要
,

国家动员了

一部分外省人员
,

来到海南岛从事建设
。

时

间一长
,

为生活所迫
,

很不安心于工作
,

外

地人与本地人之间矛盾也 日益尖锐
。

儿十年

来
,

国家从全国组织 了专家
、

学者
,

对海岛

进行 了调查
, ‘

写出的论文
、

报告
,

篇幅 之多
,

在全国各地区中也是少见的
。

从不少材料来

看
,

外地与本地的科技人员由于所处条件不

同
,

在某些重大间题上常有分岐
.

例如
,

外

地专家说海南岛原始森林被破坏
,

引起生态

平衡失调
,

因此保护森林是当务之急
;
本地专

家却说
,

目前海岛人民要生活
,

迫切要解决的

是粮食和烧柴间题
,

不靠砍伐木材靠什么 ?

过去
,

海南岛虽然是朝廷名臣遭流放的

地区
,

但还是有不少人进京考取了功名的
。

一旦榜上有名
,

大部分人便不再 回岛
。

解放

后这种情况也严重存在着
。

这样
,

由于生活

被迫
,

海南岛的科技人员严重缺乏
。

同样
,

生活贫困
,

文化程度不高
,

运用文化科技知

识去指导 各种生产活动当然也是困难重重
。

因此
,

在开发海南岛
,

振新经济中
,

教育和

培养本地科技人员
,

用更灵活的政策
,

使他

们能安心于改变海南岛穷困面貌的工作
,

这

在今后也是一个重大的问题
。

从日本引进虾夷扇贝育苗和增养殖试验成功
虾夷扇贝主要产于 日本部沿海的水产资源品种

,

是较名贵的海珍品之一
。

为 冷 水 性 贝

类
,

具有生长快
、

个体大
、

经济价值高的特点
,

为世界扇贝产量中的主要品种
。

辽宁省海洋水产研究所
,

在 1 9 8 0一 1 9 8 2年先后四次从 日本引种亲 贝
,

并在 19 8 2年首次获

得人
一

1二育苗成功
。

19 83 年列为辽宁省科委攻关项 目
,

1 98 4年列为农牧渔业部水产局消化吸收

项目
。

经过几年的试验研究
,

己经突破了人工育苗和增养殖的一列系技术关键
。

试验证明
:

虾夷扇贝适宜在我国黄海北部 沿海繁殖生长
,

能够
“

安家落户
” ,

是发展扇贝养殖的一个最

优良:异
.

种
。

很据育苗试验
:

每个方水体可获稚贝 70 万个 (壳高6 00 微米 )
;
养殖试验

:

每台筏 挂 养

90 00 个
,

养殖一年体长可达 9一 10 厘米
,

体重 1 0。一 1 20 克 ; 放流增养殖 15 月后
,

成 活 率 为

7
.

2 肠
,

体长为 4
.

7 8一 ,
.

7 3厘米
,

体重为 1 2 0
.

3克
。

这项试验在 19 8 5年 12 月25 日
,

由辽宁省水产局
,

辽宁省科委共同主持鉴定
:

参加鉴定会

者
、

专家认为
:

虾夷扇贝在试验研究中
,

工艺配套
,

采用的技术比较先进
、

获得的试验数据

完整
,

取得的成果处于全国领先地位
,

试验的技术水平及生长速度
,

都接近 日本水
。

为此
、

建议水产领导部门
,

在当前兴起的海水增养殖事业中
,

要大力发展和推广
.

我们认为
,

辽宁省海洋水产研 究所在海水增养殖试验研究工作中
,

积累了较丰 富 的 经

验
,

今后继续引进好品种
,

挖掘当地的优 良品种
,

深 入研究
,

为我国海洋水产事业多做贡献
.

(马延详 项 福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