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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三农

据天然橡胶生产国协会统计，我国植胶
面积居世界第 3 位，产胶量列世界第 6 位。
但是我国的产胶量依然远远不能满足消费
需求。简单测算，假设我国所有橡胶树全部
开割，且平均单产达到世界最高水平，我国
天然橡胶产量也只有 190 万吨，与 400 万吨
的年消费量仍有很大差距。这不利于我国
橡胶产业的稳定发展，也是影响橡胶市场波
动的因素之一。

审时度势，我国天然橡胶产业提出了
一手抓技术提升，一手实施“走出去”的
发展思路。广东省农垦集团拥有亚洲橡胶
育苗设施最先进、育苗技术最前沿、生产
规模最大的育苗基地，年育苗能力超过
200万株。

广东农垦立足垦区实际，引进国内外优

良橡胶新品种 30 多个，创新研发集成推广
橡胶树工厂化育苗技术，使橡胶育苗土地利
用率提高 5 倍以上，劳动生产率提高 2 倍以
上。另外，自主创新研发成功多种育苗技
术，获国家发明专利 3 项，其中橡胶树组培
自根苗新技术突破了木本植物组织培养育
苗难这一世界性难题。

云南省天然橡胶产业发展坚持了产学
研、农科教结合，增强了与省内外科研、
教学单位的协同攻关合作，并加强了以云
南省热作所为主体的天然橡胶科技创新中
心的建设。通过科学种养，云南省平均亩
产连续 17 年超 100 公斤，居全国领先,已
成为我国最大最优质的天然橡胶生产基
地。全省 6 个州市 31 个县市种植橡胶，从
事橡胶种植和加工的人员超过 100 万人。

主要植胶区农民人均纯收入的 45%来源于
天然橡胶产业。

为了扶持橡胶产业，国家加大良种补
贴。2012 年，天然橡胶良种补贴资金规模
4000 万元，补贴面积共计 41.62 万亩，补贴
良种苗木 1373.46 万株，全面覆盖了优势植
胶区。通过政策推广，各省新种植的橡胶树
良种率达到 100%，成活率达到 96%以上。
全国共有近 9000 个民营植胶户直接享受到
中央财政补贴，平均每户减少因种植橡胶开
支 2400多元。

国内宜胶面积有限，农垦各公司主动
“走出去”，积极加强国际合作，提高天然
橡胶供给能力。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橡胶
研究所所长黄华孙介绍，我国的橡胶树没
有东南亚那样适宜的生长环境，每年遭遇
台风、寒害等影响，2008 年和 2010 年的
霜冻造成了成片胶林死亡。为此，“走出
去”成为我国橡胶产业持续发展的重要路
径。目前，海南、云南、广东农垦正逐渐
加快海外植胶加工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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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天然橡胶的市场价格一直在坐“过山车”。2008 年天然橡胶价格暴跌，从每吨 28490 元的阶

段高点下降到近每吨 8000 元的历史低位，经过 2 年多的震荡上扬，到 2011 年 3 月，突破历史最高纪录，达

到每吨 43000元，涨幅为 438%。之后，天然橡胶价格大幅回落，今年 6月跌至每吨 15800元。

橡胶树非生产期 7 至 8 年，价格剧烈频繁波动直接影响橡胶的生产投入、加工、流通效率和产销对

接。在这样的波动中，我国橡胶产业如何发展呢？
在我国，橡胶生产主要集中在海南、

云南和广东等热带地区。由于历史和自
然原因，橡胶生产主要依靠“两把刀”，一
把握在农垦的胶工手上，一把握在农民
手里。

农垦的胶刀开辟了我国的橡胶产
业，截至 2012 年，农垦累计生产天然橡
胶超过 1000 万吨，占全国生产总量的
三分之二以上，对国家橡胶安全和国民
经济的贡献不言而喻。

我国农民大规模植胶始于改革开
放，但发展迅速，目前植胶面积和产量分
别占到 60.96%、58.76%，胶农的贡献也
不可小觑。郑建军是海南橡胶集团龙江
分公司的割胶工，承包了公司 1200多株
胶树。“刚来的第一年，割胶收入 1 万元，
现在随着割胶技术提高和产胶量增加，
这些胶树一年能为我带来四五万元的收
入。”郑建军说。

今年虽然胶价下降，但海南橡胶集
团的割胶工还是干劲十足。海南橡胶集
团对开割胶园管理实行职工家庭长期承
包模式，即“完成上缴、剩余归己、统一收
购、市价结算”，胶工只要完成“工作量”，
剩余的收入都归自己。在这一管理体制
下，低价并未影响胶工的积极性。

胶产量与割胶技术有直接关系。全
国第一届割胶工技能大赛冠军刘金凤现
在是海南橡胶集团龙江分公司割胶总辅
导员。她说，海南橡胶集团胶工 3天或 4
天割一刀，刀深要求 0.16 厘米，太深伤
树，太浅不出胶，通常一棵树一年割面达
20 公分。同样的胶树，在胶农刀下产量
却不太一样。割胶技术水平高的一刀割
出 1 斤左右的胶水，而水平差的只能出
四五两。

海南省白沙县通术村农民叶明正种
了 500 株胶树，已经开割两年。虽然 4
月到 12 月都是割胶期，但是叶明正准备
只割 6 个月。“一是为了养树，如果过度
开割，树容易死皮；二是为了空出时间出
去打工。”他说，去年胶价 1 公斤 18 元，
今年才 12 元，价格高多割胶赚钱，价格
低就多出去打工。

“比起瓜果蔬菜，橡胶市场还是相对
稳定，风险小些。”海南省白沙县农业局
副局长王光庆告诉记者，这些年当地胶
树面积平均每年增加 1 万亩，去年民营
橡胶树面积 41 万亩，产干胶 3 万吨左
右，全县 96%的农户都种植橡胶，70%的
家庭收入来源于橡胶，橡胶已成为当地
农村的首要支柱产业。

“两把刀”开辟

一个产业

海南省白沙树森橡胶有限公司是当地
比 较 大 的 一 家 民 营 橡 胶 收 购 企 业 ，覆 盖
6000 多农户。公司负责人莫庆达坦言今年
的橡胶收购量偏少。“胶价低，农民不愿意卖
胶，割得比较少。”

莫庆达将胶水卖给海南橡胶集团。“如
果不是本地有海南橡胶这样的上市企业支
撑，橡胶产业不会发展得这么快。”莫庆达
说，受胶价的影响，树森公司今年以来一直
在亏本，春节前收购的 300 吨胶春节后出手
就亏了 100 多万。在他的眼里，橡胶市场风
云变幻，而农垦出资的海南橡胶集团有能力
和实力引领橡胶产业。

海南橡胶集团党委书记刘大卫说：“我
国的橡胶企业特别是龙头企业要长远发展，
赢得竞争，需要积极转型，从资源拥有型向
资源控制型转变，从生产型向经营型转变，

产品要从低端化向高端差异化转变。”
按照这一思路，2009 年起，“大营销”战

略在海南橡胶集团全面实施，建成以上海龙
橡公司为龙头，以海口、上海、青岛、天津、温
州五大办事处为销售前沿的全国营销网络
体系，基本建立了国内及东南亚天然橡胶主
产区的资源采购渠道。

“直接面对终端客户，可以按需求加工
产品，不但能取得良好经济效益，还增加了
品牌价值。去年与一个轮胎企业签订单
16000 吨，每吨比市场价高出 1000 元，今年
签订了 22000 吨，尽管胶价下跌，但半年报
显示还有利润。”刘大卫说。

为了扩大市场，今年海南橡胶集团采取
各种措施增加胶工收入，拓展自营胶收购，
并争取民营胶市场，凭借大企业的良好口碑
以及免费为农民提供技术培训和橡胶种苗

等方式提高自身在原料市场的竞争力。海
南橡胶集团龙江分公司副总经理周全说：

“今年截至 8 月干胶产量达 7200 吨，比去年
同期增加 900 吨。公司自产的胶水基本都
能收回，同时也在扩大民营胶收购，今年龙
江分公司的任务是生产 11000 多吨国有胶，
收购 3000多吨民营胶。”

目前，农垦各集团公司营销业务逐步
完善，初加工领域各加工厂提高产品附加
值，延伸产品产业链。海南橡胶集团引进
战略投资者，先后建设了经纬乳胶丝、安
顺达橡胶制品、知知乳胶手套等 3 个公
司，有效地破解海南农垦长期以来从事橡
胶种植和初加工的单一产业结构，产业链
条向高端延伸。

在云南，农垦集团通过引进先进技术和
设备，逐步改造工艺流程，优化品种结构，生
产适销对路、市场需求的产品。“公司调整结
构，大力发展子午线轮胎胶的生产并努力研
制开发多样性的天然橡胶产品，逐步扩大特
种专用胶，以适应橡胶制品行业多样化的需
求。”云南农垦集团负责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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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橡胶在我国具有特殊性。这种特

殊性主要基于两点，一是它在我国的规模性

生产始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当时作为重要的

战略资源、战备物资，是在党中央“一定要发

展我国的天然橡胶”的指示下披荆斩棘发展

起来的；二是我国属于非传统植胶区，从纬

度位置来看并不适合种植橡胶，但偏偏我们

推翻了世界上关于北纬 15 度以北不能种植

橡胶树的传统论断，在北纬 18 至 24 度地区

大面积成功种植橡胶树。

这两个特点，又决定了我国天然橡胶

生产的基本路径，即在生产上主要由农垦

主导，实行集中统一管理；在发展上主要

靠技术主导，因为在不适宜植胶的地区植

胶，技术支撑显然更重要。随着改革开放

的不断推进，这一路径特征开始出现变

化。变化主要表现在橡胶种植区逐步由垦

区向农区扩展，以橡胶主产地海南省为

例，目前农区橡胶面积已超过垦区。另一

变化是技术支撑力量出现起伏，随着经济

体制改革的深化，三大植胶垦区经营体制

发生重大变化，由行政管理向企业化转

变，农垦原承担的科技研发、品种培育等

力量相对弱化。

我 国 天 然 橡 胶 年 消 费 量 接 近 400 万

吨，占世界年产量的三分之一，是目前世

界上最大的天然橡胶产品消费国和进口

国，且这一数字还在以 5%以上的速度增

长，我国天然橡胶仅海南、云南、广东、

广西和福建的部分地区能种植，而优势植

胶区集中在海南、云南、广东三省。目前

全国植胶面积已达 1695.88 万亩，国内用于

新植橡胶树的土地资源极其有限。同时天

然橡胶是 4 大工业原料之一，目前在某些

领域没有可以完全替代的产品。这些特点

表明，国际天然橡胶市场一旦出现诸如产

量下降、价格振荡，甚至主要产胶国联盟

控制市场和出口等，都将对我国橡胶生产

和消费带来极大影响。

这就需要我们以大战略、大思维眼光来

看待天然橡胶生产，找准关键环节，找到更

有力的抓手。关键环节和抓手在哪里？就

在种植源头。天然橡胶割胶期长达 30 年甚

至更长，但从栽种到开割平均需要 7 至 8

年。这么长的周期，对市场反应很滞后，会

出现许多变数。比如价格变化，种植头 3 年

可能价格好，后 3 年价格可能差，胶农就可

能砍胶。而砍倒了再去种植，又得花费几年

工夫。同时，橡胶生长期长达数年，数年间

胶农地里没有收入，靠什么生活？再比如，

我国植胶区冬春常有低温干旱危害，夏秋又

常遇台风破坏，自然灾害较多，很可能胶树

还没有开割或者刚开割就遭遇灾害，这种损

失怎么办？

抓住种植源头，就需要采取更有针对性

的方案措施和更全面的支持扶持手段。从技

术上看，高抗高产品种培育、胶树抚管、割胶

技术是决定橡胶产量的关键因素。目前垦区

已经形成较为完善的培训体系，农村地区由

于农技推广、专业协会等组织还不完善，无法

成为培训主体。因此，如何促进农村地区胶

农提高技术、加快标准化园区建设、提高病虫

害防控能力等成为一道现实难题。

从市场上看，胶价振荡对胶工胶农影响

最大。胶价太低胶农可能少割胶、不割胶甚

至砍伐胶树，这又会影响国内橡胶供应，并

对后期市场造成不良影响。因此，专家建议

国家完善收储机制，除每年国家进行正常数

量的战略储备外，建立保护收储机制，天然

橡胶市场价格低于生产成本时，启动临时收

储及建立相应补偿机制，同时给予天然橡胶

生产企业一定数量的贴息贷款，支持其商业

储备，以稳定市场和胶农预期。天然橡胶是

小宗产品，政策措施实施起来效果更明显。

抓种植源头的另一方面，在于鼓励垦植企业

“走出去”。目前海南、广东垦区已经加快了

“走出去”步伐，并取得了明显成效。但种植

业“走出去”投入大、周期长，从投入到收获

动辄五六年，风险相对较大，因此在财政信

贷等方面更需要有关部门拿出具体措施，以

切实减轻企业负担。

从种植源头抓起
瞿长福

今年 8 月份的强台风和暴雨袭击，共造成广东 17
个市 100个县（市、区）1020个乡镇共计 842.83万人受
灾。进入 9 月，广东迎来了灾后复产重建高潮。9 月
17 日，记者在肇庆市怀集县马宁镇寨村蔬菜基地看
到，大批菜农正忙着翻地种菜。基地负责人赵永祥告
诉记者，洪灾造成基地近 500亩蔬菜被淹，基地种植的
苦瓜、毛瓜、茄瓜和苋菜经洪水浸泡后基本已绝收，现
在趁着天气晴好，正组织菜农抓紧对菜田进行翻耕，然
后改种叶菜，争取挽回损失。

在怀集县西南边的封开县河儿口镇都尚村，村民
莫庆锋正协助建筑工人建设自家的新房。莫庆锋对记
者说，受强台风“尤特”带来的强降雨影响，他们全家居
住的土木结构房屋倒塌了，在政府帮助下，新房屋于 9
月 7 日动工建设，“省帮扶 10000 元，市、县帮扶 10000
元，列入全省泥砖房改造补助 15000 元，还有财产保
险理赔 6000 元，再自筹一点，预计元旦前可以建成住
进新屋。”

像怀集县寨村菜农和封开县都尚村村民莫庆锋一
样忙着复产重建的群众如今正活跃在广东各灾区。一
方面，广东灾区群众不等不靠，积极主动进行复产重
建。另一方面，广东各级农业部门积极派专家、送农
资、教技术，广泛深入灾区指导农民开展农业复产，广
东各级财政部门也积极筹措资金，大力支持灾区重建
家园。灾区群众不等不靠、各级政府“出钱出力”，灾区
复产重建工作得以如火如荼而有序有效地展开。

截至 9 月 6 日，广东省市县三级财政共拨付支持
灾区复产重建各类资金 11.02 亿元，其中市县财政拨
付 7.16 亿元。截至目前，广东全省已共清园 85.71 万
亩，补种、改种水稻 10.74 万亩、蔬菜 22.77 万亩、玉米
10.70 万亩、其他作物 12.50 万亩；全省无害化处理死
亡家禽 460.76 万只、牲畜 11.56 万头，补栏家禽 150.71
万只、家畜 28.22万头。

为进一步助推灾区复产重建，广东省财政厅、省物
价局日前还联合印发了《关于减免缓征受灾地区行政
事业性收费的通知》，决定对灾区复产重建工作相关
33 项行政事业性收费给予减免缓征，减免缓征期限从
通知印发之日起至 2014年 12月 31日。

广东灾后复产重建忙
本报记者 张建军 通讯员 伍意万

“现在我们这些村支书每天都在琢磨，怎么才能为
群众干点好事。每季度不干几件能写上功德榜的事，
脸上挂不住呀！”河北省徐水县大因镇西小营村支部书
记周继成说。

周继成所说的“功德榜”，是大因镇政府门前的一
排橱窗。全镇 25 个行政村，25 位村支书，姓名、业绩
全部上榜公布，每季度更新一次。记者看到榜上写着：
今年一季度，西小营村支部书记周继成做了三件好事：
在村内种树 700 棵、种花 300 棵；架变压器 2 台，更换
电线 1500米；配合上级完成了护路任务。敬上村支部
书记李宝青也做了三件好事：清理村内河坑井，设置安
全防护栏，解决村内积水问题；建垃圾池 7 处；化解村
民纠纷 11起⋯⋯

“村支书是农村‘领头雁’，一个好支部书记可以带
动一方致富、保一方平安。农村面貌要提升，调动村支
书积极性很关键。”大因镇党委书记姜弘舸说。怎么调
动村支书积极性呢？姜弘舸提出，任职一届，建功三
年，立德一生，鼓励村支书多为乡亲做好事。她将这项
工作概括为村支书“功德工程”。“功”是指创造实实在
在的“功绩”、“业绩”，造福农村和群众。“德”，是指在党
员和群众中树立崇高威望。大因镇编写了详实的实施
方案，下发各村。比如村经济发展方面，方案要求结合
当地不锈钢加工、废旧金属回收、服装加工、奶牛养殖、
苇编、储粮器材加工等特色产业，找准路子，干给群众
看、带着群众干，形成支书带领、党员带头、典型带动的
发展格局，通过科技致富、产业致富，使群众安居乐业、
生活殷实。

“当村支书，每月只有 720 元工资，加上 300 元误
工费，收入还顶不上人家做一星期零工。咱图个啥，不
就是想为乡亲们做点好事吗？”周继成说。42 岁的周
继成以前在山西做买卖，挣了不少钱。他说，像他这样
事业有成后，抱着造福家乡的想法，回来当村支书的
人很多。如今，大因镇村干部们都快乐地忙碌着。

村里有了“功德榜”
本报记者 黄俊毅

天然橡胶产业调研 上

本版编辑 刘 佳

 










海南橡胶集团金隆橡胶加工分公司内，前来送胶水的车等待

过磅。 本报记者 杜 芳摄

海南橡胶集团龙江分公司割胶总

辅导员刘金凤 （右） 对胶工进行技术

指导。 本报记者 杜 芳摄

河北省徐水县大因镇党委书记姜弘舸在介绍“功

德榜”。 本报记者 黄俊毅摄

海南宝星昌达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车间里，橡胶树被加工成装

饰板材，产业链条进一步延伸。 本报记者 杜 芳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