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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高科技农业的考察报告
傅国蓉 胡乃方 夏福堂 (萧 山市科委等 )

萧山市科委
、

萧山市湘湖农场
、

萧山现代农业开发区管委会 3位同志参加由国家科委科技交流中心组

织的高科技农业考察团
,

赴 日本进行为期 14 天的考察
,

先后考察了东京
、

长野县
、

横滨
、

大阪等地的部分

农业和农工商企业和农户
,

现将考察情况汇报如下 :

(1) 茨城昭和产业株式会社 (鹿岛事务所 )

整个鹿岛工业己逐步发展建成制面粉工厂
、

葡萄糖工厂
、

食用油工厂和混合饲料工厂
,

总投资 1 22 多

亿 日元
,

年销售 1 330 多亿日元
.

有 32 6 00 0 吨粮仑
,

运量 18 0 0 吨 /小时
。

原材料消耗量 : 3条小麦 1 00 0 吨

/日生产线 ; 1 条大豆 13 50 吨 / 日生产线 ; 1 条菜籽 7 0D 吨 /日生产线 ; 玉米 9 00 吨 / 日
,

糖化 540 吨 / 日
,

耗水 6 5 0。 吨 / 日
。

形成以面粉
、

食用油
、

葡萄糖三大支柱产业的系列产品
。

用麦鼓皮
、

玉米胚芽及皮
、

大

豆废物制混合饲料
,

并利用各种余热及加工过程中废物发电
,

7%5 的用电是自发 ; 污水由各工厂作简单处

理后
,

到污水综合处理厂处理达标后人海
。

事务所设有综合研究所
、

食品开发中心
,

并在神户等地有食品

工场
。

面粉销售量是日本的第三位
,

占 8%
,

面包占 1%5
,

有部分面粉出口香港
、

东南亚
。

(2) 狭山琦玉种畜牧场

有 3个牧场旧高牧场
、

九坞山牧场
、

东北牧场)
,

1个牧场占地 1 07 公顷
,

有种猪 2 0 00 头
,

肉猪 39 0 00

头
,

日本牛 1 00 0 头
。

20 0 0 头种猪 2 个女工管理
,

3 万头猪由 4 人管理
,

1 00 0 头牛 1 人管理
,

月产 2 0 00

吨饲料工厂由 1 个女工管理
。

根据猪的大小
,

不同生长期所需饲料配方全部由计算机控制
,

场内设有研究

室
,

用生物方法培养遗传因子繁育仔猪
,

繁育后仔猪养殖一定时间
,

杀后品尝肉质 口味是否达到预定要求
,

一般 1 7 0 天达 1 10 斤
,

猪肉根据不同部位进行分割包装
,

一部分加工成鲜熟香肠
,

不加防腐剂
,

当天进人

隔壁超级市场
,

全年销售额为 68 00 0 万 日元
。

猪粪和尿是分开加石灰进行处理
,

粪在不断搅拌和移动中经 3 个月处理
,

以 20 公斤 /袋包装
,

分别供

26 户菜农作肥料使用
,

日耗 8 00 袋
,

菜农种植的各种蔬菜和花卉在超级市场旁边商店和花店出售; 尿是分

隔 5 个池
,

到第 4 个池可供养鱼
,

第 5 个池水更清了
,

达到无公害
。

(3) 横河电机绿色农场

该场是电子计算机控制农业搞温室的试验基地
。

总投资 5 亿日元
,

5幢温室 45 0 0 平方米
,

年销售额 2

亿日元
,

净利 10 %
,

主要是无土栽培蝴蝶兰
,

4 个操作工
,

10 个计时工
.

由一台电脑控制
,

把肥料
、

PH

值
、

温度
、

湿度的数据输人软件
,

由计算机操作控制这些生长条件
,

而且可随计算机屏幕观察各个温室各

个生长期的变化情况
。

1 台计算机可控制 1 一
36 个温室

,

一台计算机包括软件的控制设备需 3 一 3 千万 日

元
,

1 平方米温室造价 7 万 日元
。

(4 ) 长野市果树试验场

该场设有 3 个部
,

栽培部 (研究员 8 名
、

农林技师 2 名 )
,

育种部 (研究员 5 名
、

农林技师 2 名 )
,

农业

大学营农学部果树研究科
。

主要是一边研究
,

一边生产
。

其所在的长野县苹果产量占全 日本第 2 位
,

主要

品种富士 50
一

55 %
,

津轻 2 0 一 2%4
,

玉林 5
一

7%
,

巨峰葡萄全日本第 1 位
,

桃子第 4 位
,

梨第 5 位
,

还

有洋李
、

杏子
、

果桃等
,

水果总产量为日本第 3位
.

目前水果研究方向 : ①适合青年人的口味 ; ②高糖度 ;

③成本低
,

效益好 ; ④能减轻劳动强度
,

如苹果低树栽培技术 ; ⑤安全无农药
。

现场察看温室栽培葡萄
,

他们在刚结果时
,

采取将一串葡萄的上面 2 一 3 节和最下面的摘除
,

留存中间部分
,

这样结果果大且大小

差不多
,

整串成球状
,

而不是倒三角
,

并在适当时侯套上一只防菌纸袋
,

套袋既防农药污染也防病虫害
,

在阳光下套袋可使每颗葡萄受光弱
,

成熟时颜色一致
。

利用温室调节温湿度
,

做到全年均衡上市
。

该所的

研究 目标是年结 2 次果
,

目前 已经达到 2 年结 3次果
.

(5) 长野农村工业研究所

该所是联合组建的民营自发组合
,

总投资 1
.

1亿日元
,

现有 12 人
,

其中农学博士 2名
,

大学本科以上

10 人
。

其中设管理部 5 人
,

研究部 2个计 7 人
.

现由长野农协会负责
,

全年的研究费用为 2 亿 日元
,

其中

1 亿用于工资
,

1 亿搞开发研究
.

研究设施有菌种培育室
、

育种室
、

化验测试室和日本一流的小型成套中

试设备
.

该所主要以长野农政部下达的研究任务及农协委托为主
,

研究开发如菌类
,

包括蘑菇
、

香菇
、

金

丝菇 (白色金针菇 )等种菌
,

各类植物
、

花卉
、

芦笋等的提纯复壮 ; 农产品的深加工开发
,

如苹果饮料
,

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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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咖啡等 ;并负责对长野的蔬菜
、

瓜果
、

农药残毒进行检测
,

包括对农药含量及品种的测定
,

对产品品质

评价
。

(6) 中野萄萄加工厂和葡萄园

加工厂主要是集中农户生产的葡萄进行分级袋装人纸箱
,

运送出售给一级批发市场
。

葡萄园由农户夫

妻经营
.

有 13 00 平方米的温室 4 个
,

有 1 只不锈钢锅炉供蒸气升温用
,

控温白天 2 8 ℃
,

晚上 18 ℃
,

栽培

方法与前述相同
,

整个温室全部是巨峰紫葡萄
,

每串大小色泽几乎一样
,

每串中每颗大小色泽差不多
,

约

18 克 /颗
。

有 5%0 利润
,

5%0 成本 ; 10 00 平方米产 1
.

6 吨
,

这是农协规定
,

多产加工厂不收购
,

也不能自

行销售
,

以保证质量 ; 其它水果也如此
,

合 80 万日元
,

交农协会管理费 %9
.

( 7) 长野农产品批发市场

市场分两部分
,

一是水果和蔬菜
,

二是水产肉食品
。

为公平竞争
,

每部分各有 2 个一级批发市场
,

货

物由一级市场批发给二级市场
,

带红帽子是卖方
,

兰帽子是买方
,

相互竞争叫价
,

卖买双方同意后成交 ;

市场有许多规定
,

如交农协会管理费为销售额的 %8
,

当天货物当天交易完
,

卖不完也不能拿回去等
。

一级

市场很象是国内港口
、

车站的储运室
,

清洁卫生
,

瓜果
、

蔬菜成箱堆放整齐
,

水产品极大部分储存在冷库

内
,

场内有小型集装箱铲车来回运输着
,

井然有序
。

通过考察对 日本的高科技农业有以下几点体会
。

1
.

农业专业化
、

集约化程度高
日本农业的专业化

、

集约化程度很高
,

而且市场体系完备
,

与整个高度工业化的经济保持了一 种平衡
。

日本人多地少
,

其农业以农户个体为主
,

经营规模不同于欧美
,

极大多数规模在十几亩
、

数十亩之间
。

其

经营规模较小
,

但体现了高度的专业分工
,

一般一个农户就生产一
、

二种产品
,

地区的专业化特点也十分

明显
。

由于专业化生产程度高
,

有利于应用先进技术和系统管理
,

故生产管理水平都较高
,

有很好的经济

效益
。

例如长野
、

中野市场年产食用菌 2
.

85 万吨
,

仅 5 10 户农户生产
,

平均每户 5 5
.

88 吨
。

该市 340 公顷

葡萄
,

有 660 个农户种植
,

户均 0
.

52 公顷 (折 7
.

73 亩)
。

专业户则户均有 1
.

2 公顷 (折 18 亩 )
.

有分搞温室

栽培
、

果实均匀上市
,

且重质轻量
,

亩产仅 1 吨左右
,

但可获得每亩 6 万元人民币的收益
,

除去成本
,

净

利在 3 万人民币以上
。

2
.

农业装备先进
,

科学技术普及
日本农业表面给人一种家庭式

,

庄园式的景象
,

经实地深人考究
,

其科技装备十分先进
,

一是农业设

施先进
,

大面积应用钢骨架薄膜温室栽培作物
,

在果树方面的应用也趋广泛
。

据长野县统计
,

全县 34 0 公

顷巨峰葡萄
,

有 1 20 公顷用温室栽培
,

用心调节上市
,

改善品质
。

而蔬菜极大部分采取保护地栽培
,

电脑
、

计算机进入温室的控制调节
,

使温室功能得以全方位发挥
.

盛夏季节
,

各类各季蔬菜应有尽有
,

喷灌技术

广泛应用果园
,

适合小形田块
、

果园
、

菜地的各类农机具使得农业作业变得轻松自如
。

二是农业科技十分

普及
。

日本农业技术着眼于提高品质
,

提高效益
。

既有人才荟萃
,

设施一流的研究机构
,

也有国家与农协

配合密切的推广体系
,

农业科技不论研究水平
,

还是普及程度都体现了较高水平
。

如长野果树研究试验场

已在面对青少年水果消费减少的实际
,

研究糖分更高
、

酸度更少
、

更适合人们口性的果树品种
。

该场还通

过研究
,

不仅确保了巨峰葡萄原有的经济性状
,

还在试验研究葡萄年产两次果的技术
,

并已取得一些突破
.

纵观 日本农产品生产
,

重视品质和追求个性是两大特色
.

不管稻米
、

还是果菜
,

都把品质放在首位
,

有的

甚至牺牲产量换来质量
,

象葡萄栽培
,

控制目标产量仅 10 吨
,

但换来了优质量
,

换来了高效益
.

再是追求

个性化
,

超市上
,

各种农产品琳琅满目
,

逗人喜爱
.

创造这些成果的最重要的原因是 日本农民的素质
。

大

多受过专业教育
,

对本专业生产十分熟悉
,

而且诸多农机具都自行操作
,

有较高的科技文化知识和操作技

能
,

这就是日本农业现代化的一个重要基础
。

3
.

服务社会化
、

产销一体化
日本农协作为政府同农民之间的桥梁

,

作为农民利益的代表
,

作为农民走向市场的纽带
,

作为社会化

生产全程服务的主体
.

从生产计划的指导
,

生产技术的辅导
,

产品的加工销售到资金借贷
、

保险
、

医疗以

至社会文化服务
,

对政府农业政策的影响无所不在
.

不少农产品集中处理点
、

加工厂
、

种苗生产点都是农

协举办
.

包括长野县大型农产品批发市场也属农协
.

农协通过全国联网的信息渠道
,

掌握农产品的需求
,

同农民签订种养计划
、

购销合同
,

进行产中技术指导
,

提供贷款
、

保险
、

配料
、

农药及农机配套服务
,

收

获的农产品进行集中
,

包括分级整理
、

包装运输
、

初步加工
、

贮藏
,

直至委托
,

批发市场拍卖销售
.

农民

基本上无种多种少
、

买难卖难
、

价偏高偏低等我们经常碰到的问题
,

日本的这种组织形式很值得我们借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