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年 12月 28日，上海至昆明高速铁路贵阳至昆明段
开通运营，标志着我国又一条东西向的高铁干线沪昆高铁全
线贯通。沪昆高铁是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四纵四横”客运
专线的重要组成部分，途经上海、浙江、江西、湖南、贵州、云南
六省市，开通后将改善我国西南地区与华南、华东和中南地区
之间的交通条件，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发展。

图为当日从贵阳北站开往昆明南站的G4135次列车进入
安顺西站。 新华社发（卢维摄）

东西向高铁干线沪昆高铁全线开通

中科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经过30多年、三代科研工作
者的努力，立足自主创新，实现了我国甲醇制取低碳烯烃技术
（DMTO）和产业化的重大突破。截至目前，已有 12套工业化
装置建成投产，乙烯、丙烯累计产能已达646万吨/年。

图为2016年12月 28日，位于山东省滕州市的国科控股
旗下企业联泓新材料有限公司的 DMTO 关键生产装置。

新华社记者 金立旺摄

甲醇制烯烃技术与产业获重大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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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报记者 李 禾

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已经整整 15 周年。15 年

前，按照承诺入世后实行农产品贸易自由化，我国

取消对大豆、油菜籽等进口关税壁垒。相比于玉

米、大米和小麦等粮食品种，在我国的入世承诺

中，大豆是贸易保护程度最小、市场开放程度最高

的大宗商品品种。也因此，国外转基因大豆随之潮

水般涌入。

我国是大豆原产地，但随着加入世贸组织，

我 国 逐 渐 成 为 全 世 界 最 大 的 大 豆 进 口 国 ，共 消

费了世界大豆总产量的 1/3 左右，进口量占全世

界 贸 易 量 的 64% 。 随 着 大 豆 进 口 的 逐 年 递 增 ，

引发了人们对于我国大豆产业安全的种种顾虑

与担忧。

2015 年我国大豆产量仅占世界总产量的 5%，

自给率仅 12%左右。2014 年，我国开始取消玉米补

贴政策，转而对大豆种植进行补贴，这是否能成为

我国大豆产业发展的新契机？大豆该走什么样的

中国化道路？在日前举行的“中国·大兴安岭大豆

产业发展战略高峰论坛”上，学者和企业对此进行

了深入探讨。

2016 年 12 月中旬，山西晋中市太谷县。尽

管处于寒冷的冬季，但在山西巨鑫伟业农业科

技开发有限公司 （简称巨鑫伟业） 的蔬菜大棚

里，却是一派春意盎然，嫁接在南瓜苗上的黄瓜

肆意生长。

“比在家种 地 好 多 了 嘛 ， 就 拿 现 在 嫁 接 来

说，干得快的话，一个月能挣到近 6000 块钱。”

一位武大姐一边忙着手里的农活一边说。她家原

来有 6 亩地，之前以最高 1000 块钱一亩流转给巨

鑫伟业，她也就近打起工，现在一年下来能挣差

不多 5 万块钱。

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作为全国 25

个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农业改革与建设试点示

范区之一，三年来，山西太谷打造的产学研一

体化发展、金融撬动、土地托管等模式无疑是

成功的。

另一个大棚里，高高的架子，上面种植着草

莓，每个架子上都通着一根管子，采用滴灌的方

式，水肥一体化。“你们来早了，这些草莓我特意

要让它晚点儿熟，好赶上元旦卖个好价钱，而且

这些草莓完全不用农药。”巨鑫伟业董事长籍福保

说，“想要什么苗一晚上就能给育好，而且我先试

种，觉得好了农户再用。”

说这话的籍福保充满了底气，而他的底气主

要来自他背后的团队。

在他的园区，一块“山西省园艺植物脱毒快

繁工程研究中心”的牌子尤为醒目，那是单独的

一栋楼，进门要刷门禁，外来人员要消毒才能进

去。中心由巨鑫伟业、山西省农业科学院果树研

究所、山西农业大学共同打造，主要开展园艺植

物的脱毒、快繁、病毒检测。

在农业生产过程中，果树、蔬菜栽培 90%以

上的植株携带病毒，70%以上的植株造成不同程度

的减产或品质下降，而且病毒病情随着栽培年限

的延续会逐渐加重，给生产带来巨大损失。

目前，人们还没有找到有效治疗病毒病的药

物，对园艺植物而言唯一的解决方法就是从源头

治理，通过现代生物技术手段培育无病毒种苗，

无病毒化栽培可提高产量 30%—60%。“这个中心

主要就是干这个的，至今已收集保存了 3000 多优

良种质资源和 60 多个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品

种，脱毒、快繁技术体系居国内领先，可以服务

几万农民，连河北、内蒙古的一些农户都会来用

我们的苗。”籍福保说。

“这就是我着力打造的‘三产’模式，即产前

与农大、果树所合作培育新品种，将技术、成果

从这个平台转化给老百姓；产中定期培训农民，

提供系统化的理论知识；产后对产品进行收购，

再集中走向市场。”籍福保说，很多人说他干了政

府都不一定能干的事儿，但他却乐在其中，他说

他对农业有着一种特殊的情怀，扎进去就不想出

来了。

的确，在太谷，这个传统农业大县，像籍福

保这样对农业有着深刻感情的人还有很多。山西

农大，全国唯一一所校址在县城的大学，由此也

能从另一角度看见太古的“农业情深”。

“太谷可谓近水楼台先得月，很多养殖户明白

什么问题该找哪个教授，连他们的电话都知道，

有问题会直接打过去。”山西农大三农服务中心主

任王秦俊说，作为农业高校，解决农民、农业问

题是我们的传统，也是义不容辞的职责。

红枣一 直 以 来 都 是 山 西 主 要 的 特 产 之 一 ，

但由于裂果问题，枣民的收入一直不高，严重

的时候甚至会绝收。看到这种情况，山西农大

的高培芳老师一直在琢磨。2011 年，由他研制

的“枣丰宝”——以营养类物质为主要原料的防

红枣裂果新技术产品问世。“与之前的套袋、搭

棚等防裂方法相比，枣丰宝省时省力，操作方

便，枣农只需在红枣生长的关键时期喷施一种

调 控 剂 2—3 次 即 可 见 效 ， 关 键 还 是 绿 色 无 公

害。”高培芳说。

“三年的试点探索，我们深刻体会到：科技是

加快现代农业发展的第一动力。只有坚持用科技

化的手段改造农业，用信息化的技术支撑农业，

才能为农业插上科技的翅膀，形成现代农业发展

新动力。”太谷县副县长石俊杰说。

山西太谷：县城有农大 科技撑底气
文·本报记者 付丽丽

■简 讯

科技日报讯（记者宦建新）记者从2016年12月22日举行

的“潮起钱塘全球跨境电商峰会——全球化视野下的跨境电商

人才高峰论坛”上获悉，中国首个跨境电商人才标准发布。

该《标准》的建立旨在搭建普通教育、继续教育和职业培

训之间衔接和沟通的桥梁，形成终身教育体系。是国内首

个分层次、分领域实现资历架构的人才标准。《标准》将利用

大数据、矢量关联、深度学习等技术，有效解决人才标准的

快速发展、企业应用、动态跟踪、区域匹配的需求，实现资历

架构、课程资源共享、实训标准化。据介绍，《标准》包含产业

人才白皮书、跨境电商人才标准、跨境电商产业人才大数据平

台三部分。

会上，中国（杭州）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建设领导小

组办公室等单位共同发布了《杭州市 2016—2017 年度跨境电

商产业紧缺人才需求目录》。

中国首个跨境电商人才标准发布

科技日报讯 （记者俞慧友 实习生伍晨晨）2016 年 12 月

20 日，在海南省三亚市召开的首届国际海水稻学术论坛期

间，由中国工程院院士袁隆平倡议、青岛水稻研究发展中心牵

头，包括国际水稻所在内的 28 家农业口科研单位，共同签订

“海水杂交稻战略合作协议”，成立中国海水杂交稻产业联盟，

协同推进海水杂交稻技术研究与产业化发展。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我国有 3500 多万亩沿海滩涂，15 亿

亩内陆盐碱地。其中，有潜力进行农业开发的此类土地约 3

亿亩。如果能把此类资源利用起来，培育和种植海水稻，将滩

涂变良田，粮食增产颇具想象力。

联盟的建立，是为进一步开发和利用好国内外滩涂和盐

碱地土地资源，加快海水稻的研发和产业化进程。据悉，国家

杂交水稻工程技术中心将作为技术支撑单位，为联盟提供海

水杂交稻的技术路线和研发方向的指导，各协作单位根据自

身优势，参与协作研发。28 家单位，将共同开展耐盐碱水稻

种质资源的鉴定、共享和育种联合攻关；耐盐、耐碱或者耐盐

碱杂交水稻的选育和推广；耐盐碱杂交水稻配套技术体系的

研发和应用等。

科研单位协同攻关海水杂交稻

中国海关总署发布的数据显示，2016 年 11 月

我国进口大豆 784万吨，比 10月提高 50.5%，比 2015

年同期提高 6%，创下近一年来的最高点，这主要是

因为压榨厂赶在消费旺季到来前补充库存。1—11

月 份 我 国 累 计 进 口 大 豆 7424 万 吨 ，金 额 达

3006.4364亿美元。

2016 年，我国种植大豆的目标价格为 4800 元/

吨。据国家粮油信息中心公布的信息，2015年收获

大豆的目标价格补贴已下发，其中黑龙江、吉林和辽

宁三省分别补贴 130.87元/亩、139.72元/亩、200元/

亩以上，均高于上年补贴额度。这促进了我国种植

结构调整，增加大豆播种面积。

据农业部统计，2016 年我国大豆播种面积为

715.6 万公顷，总产量为 1250 万吨。播种面积较

2015 年增加 56.6 万公顷，增幅 8.6%，产量提高 89

万吨。其中，东北地区大豆种植面积增加了 53%，

黑龙江省增幅达 64%。但由于今年黑龙江、内蒙

古局地遭受雹灾、旱灾和早霜，南方局地受暴雨灾

害等而减产，这使全国大豆产量增幅不及面积增

长幅度。

不过，国家粮油信息中心预测，2017 年大豆播

种面积继续扩大将是“大概率事件”。

——现状——
补贴政策促大豆种收“双增长”

中 国 工 程 院 院 士 、南 京 农 业 大 学 教 授 盖 均

镒 认 为 ，我 国 大 豆 产 业 面 临 的 最 大 挑 战 是 价

格 。 当 前 ，国 际 转 基 因 大 豆 到 岸 价 约 3000 元 /

吨 ，而 国 产 大 豆 售 价 约 3900 元 /吨 ，两 者 价 差

约 20%。

内蒙古大兴安岭垦区地处东北黑土带上，盛产

——挑战——
种植收益低豆种少科技推广难

农业部《关于促进大豆生产发展的指导意见》

要求，扩大面积，力争到 2020年大豆面积达到 1.4亿

亩，比 2015 年增加 4000 万亩。提高单产，力争到

2020年大豆平均亩产达到 135公斤，比 2015年提高

15 公斤。提高品质，力争到 2020 年食用大豆蛋白

质含量提高 2 个百分点，榨油大豆含油率提高 1 个

百分点。提高效益，通过加快科技创新、经营体制

创新、加大政策扶持，实现增产增效、节本增效、提

质增效。

“进 口 转 基 因 大 豆 含 油 高 、价 格 低 ，已 牢 牢

占领了压榨市场，国产大豆很难与之竞争，也没

有必要竞争。国产大豆非转基因、蛋白含量高，

在豆腐、豆浆、豆芽、发酵类大豆、分离蛋白等食

用大豆市场有优势。振兴中国大豆产业，就必须

走食用、特用、专用之路。”孙寰认为，进口和国产

大豆已不是同一个商品，分属于两个不同市场。

保护国产大豆 的 策 略 和 政 策 就 是 利 用 、管 控 好

两个市场。

大豆是最优质蛋白源，我国有几千年食用大豆

的传统和习惯。

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研究员韩

天富建议，控制转基因大豆进入食用豆市场，开

发适于加工不同食用豆制品的专用大豆品种，形

成绝对优势。如豆腐用大豆要求可溶性蛋白比

例高；豆浆用大豆要求蛋白质和水苏糖含量高，

亚麻酸、油酸和亚油酸含量低；菜用大豆应选择

蔗糖、天门冬氨酸与谷氨酸含量高的品种；酱油

用大豆应选择不饱和脂肪酸、糖分、球蛋白及脂

肪含量高的品种。

“大豆不是含油越高越好，蛋白的质量和组分

影响豆产品的质量和风味，选育一对一的食用大豆

品种，是国产大豆振兴的唯一出路。”孙寰等专家均

如此表示。

盖均镒认为，大豆产业的生存决定于效益和科

技。必须创新出平均亩产达 200 公斤、潜力亩产达

300公斤的品种，建立育繁推一体化育种体系，育种

技术、机械和仪器设备研发，实现全程机械化、信息

化的高产技术等。

——建议——
选育专用的食用大豆品种

非转基因优质大豆。呼伦贝尔农垦集团董事长张

福礼说：“多数豆农基本处在亏损边缘。”目前农

垦 区 大 豆 生 产 成 本 已 接 近 进 口 大 豆 销 售 价 格 。

由 于 垦 区 距 离 大 型 加 工 企 业 距 离 较 远 ，运 费 较

高，加工企业还要承担存储费用。从比较效益而

言，许多大豆加工企业无法来垦区采购大豆，导

致垦区大豆销售不畅，种植大豆基本处在亏损或

产出平衡状态。

而且，科技推广应用较难。张福礼说，在市场

经济条件下，豆农都追求效益以维持生产生活，鉴

于当前国产大豆低迷状况，多数豆农在节省成本上

“动起脑筋”，弱化科技投入。耕整土地上减少程

序，生产资料投入上避优选廉，田间管理上简单粗

放；收获后存储上品类不分。“加上今年垦区遭受了

有气象记录以来 50年不遇的严重伏旱，大豆落花严

重，经初步测算，大豆减产约 40%。”

“大豆是土地利用率较低的作物，生产 1吨大豆

所用土地是生产 1 吨玉米的三倍，相对效益低。在

农业现代化过程中，土地资源自然会向效率最高的

作物转移。”吉林省农业科学院大豆育种首席研究

员孙寰研究员说。

2014 年 黑 龙 江 种 植 玉 米 每 亩 净 利 润 为 203

元，而种植油豆 净 利 润 仅 31 元 ，二 者 相 差 将 近

6 倍。山东禹王生态食业有限公司低粕事业部

总 经 理 徐 振 江 说 ，比 较 收 益 低 是 大 豆 种 植 面 积

减 少 的 主 因 ；此 外 是 适 合 第 四 、第 五 积 温 带 种

植的高蛋白豆种少、品质不稳定、农企对接模式

不成熟等。

加入世贸加入世贸1515年年
大豆再次走到大豆再次走到““十字路口十字路口””

当前市场，销售的大豆并没有根据质量分级，

豆产品销售中是“优质不优价”。如大兴安岭垦区

自然条件好、环境无污染、病虫发生轻，其大豆具有

油分、异黄酮、维生素 E、类胡萝卜素含量高，外观品

质好等特点。“但在销售中，这些优点并没有变成实

际的价格优势。”张福礼说。

因此，张福礼表示，国家在实际生产中，不仅应为

豆农提供质量好、抗逆性强、优良特性稳定的优良品

种，还应为豆农购种给予补贴，补贴额度应不低于种

子购买价格的50%，激励育种单位生产好种子，扶持豆

农种植好种子；给予豆农改良土壤补贴，鼓励和扶持

豆农增施生物有机肥，逐步减少化肥施用量，既能改

良土壤，改善土壤板结程度，又能提升农产品品质。

为确保大豆产业健康发展，还必须加大科技应

用和投入。如加强栽培技术改进，提高耕地耕种质

量，加强田间管理，提高技术到位率，创建绿色增产

高效集成模式，简单易懂可操作性强，利于大面积

快速推广等。

增加补贴加大科技应用和投入

■第二看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