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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版撰文 本报记者 陶海青

编者按：随着 2015 年中央“一号文件”即将出台，农

业现代化、农业科技、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农业等主题备

受瞩目。如何“全面”、“进一步”解决好目前农业、农村、

农民遇到的问题，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建立农业可

持续发展长效机制？我们在立足改革的同时，也要用开

放的视野，学习国外农业发展的成功经验。

谈及农业，就不得不提沙漠上的农业强国以色列。

一直把科技兴农作为国策的以色列经过多年努力，不仅

达到了自给自足，而且实现了农业生产及其技术的全面

国际化、产业化和商品化。1 月 15 日，在北京召开的 2015

国际视野下的创新与资本论坛上，《中国贸易报》记者采

访了以色列驻华大使马腾·维勒奈。在他看来，加强和

拓展中以两国更多的农业合作，是他的使命。

中以合作让农业焕发活力
在以色列，水利是农业的命脉，这一真谛不

在于挖沟渠，而在于科学灌溉和高效用水。滴

灌技术使以色列的每寸土地都融入了高科技，

电脑控制的水、肥、农药滴喷灌系统成为以色列

现代农业的基础。

目前，以色列 90%以上的农业都采用了滴

灌技术，由电脑自动把掺入肥料的水通过塑料

管道渗入植株根部，使沙漠城市绿荫浓浓。

“以色列国土面积狭小，常年干旱，倒逼农

业走上节水创新和智能工厂的发展道路。”1 月

15 日，2015 国际视野下的创新与资本论坛在京

召开，《中国贸易报》记者在论坛期间采访了以

色列驻华大使马腾·维勒奈（Matan Vilnai）。在

他看来，加强和拓展中以两国更多的农业合作，

是他的一项使命。

类似的话，以色列经济部长纳夫塔利·贝内

特 (Naftali Bennett)在去年访华时也说过。贝内

特认为，促进中以经贸合作取得更大发展，是他

的一项使命。在中以贸易关系中，农业和食物

是最大的增长引擎。

滴灌技术引发革命

“以色列 60%的国土都是沙漠，极度缺水。

第 一 次 到 以 色 列 时，还 以 为 会 看 到 连 绵 的 荒

漠，但恰恰相反，处处是绿意盎然。”中关村股

权投资协会会长王少杰说，在以色列，公路两

旁开满鲜花，远处是绿油油的农田，一派生机

勃勃的景象。

以色列以沙漠之国打造农业强国的奇迹闻名

于世，发展滴灌技术是其主要措施之一。以色列

对水资源的利用率相当高，他们的水主要来自小

小的约旦河。随着农业的规模越来越大，约旦河

的流量连年减少，迫使以色列改进用水技术。

据说，在 1962 年，一位农民偶然发现水管漏

水处的庄稼长得格外好。水在同一点上渗入土

壤是减少蒸发、高效灌溉及控制水、肥、农药最

有效的办法。这一发现立即得到了政府的大力

支持，闻名世界的耐特菲姆（NETAFIM）滴灌公

司于 1964 年应运而生。

发明滴灌技术以后，以色列农业用水总量30年

来一直稳定在13亿立方米，而农业产出却翻了5番。

“以色列非常重视农业发展，滴灌技术改变了

当地传统的耕作方式。在以色列，随时都能看到

管道，这些蓝白色输水干管连接着无数的滴灌系

统。在山丘、在农田、在花坛、在路边……纵横交

织、随处可见的形形色色的输水管线，布满了这

个国家的每个角落。田间地头是直径 1 米多的黑

塑料储水罐，电脑自动把掺入肥料、农药的水渗

入植株根部。”王少杰说，在以色列，许多树根部

都藏着一个小秘密，都埋有一根传感器。这些传

感器将各个数据传给电脑控制系统，哪棵树水少

了，或养分供给不足，电脑就会发出指令，管理员

可以及时调整管线装置，完成供水和给养。

从 1948 年建国到现在，以色列农业的收益

率相较其他行业增长速度相当快，其中的关键

因素就是对农业技术的高度重视。数据显示，

1955 年，一个以色列农夫可养活 15 个人；2000

年，一个农夫养活 90 个人；到 2015 年，一个农夫

将要养活 400 个人。

值得一提的是，在以色列，农业是一个焕发

出活力的传统行业。和其他国家不一样的是，以

色列政府并不直接补贴农产品，也不出资帮助农

民建温室大棚和滴灌系统，但政府会免费帮农民

建立研究中心。研究中心将无偿提供知识和高

端技术给农民使用，并且能够在种植上给予农民

实际帮助。农民在耕作上有任何疑问，可随时到

研究中心免费得到他们想要的答案。

马腾说，以色列的技术居世界前十位，特别

是农业技术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我们愿意

与中国直接进行合作，愿意将以色列的经验介

绍给中国。

“一带一路”纳入中以农业合作

去年，中国农业部和以色列农业部签署合

作纪要，两国将进一步加强农业科技合作，交流

发展经验，夯实合作基础，扩展合作领域，鼓励

人员往来，扩大项目合作等。

据悉，两国的农业合作将被纳入中国倡导的

“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

略合作框架，中以农业科技合作将提速。纪要提

出，两国农业部门将及时通报各自国家的农业政

策和农业生产发展情况，并加强在农业发展和粮

食安全等领域的信息沟通和信息共享；双方肯定

了以色列对华农业援助项目和示范项目取得的

成就，并就进一步加强建设科技合作示范基地交

换了意见；以方欢迎中方将中以农业科技合作纳

入“一带一路”战略合作框架的建议，愿同中方一

起努力，推动中以农业科技合作再上新台阶。

纪要认为，中以农业发展互补性强，合作前

景广阔，双方将从以下几个方面加强合作：一是

设立双边农业工作小组并适时建设长远稳定合

作机制，重点加强干旱和半干旱地区农业发展合

作；二是双方将进一步推动 2013 年在北京签署的

“中以农业研究和发展创新协议”的落实；三是双

方同意进一步遴选发展现代农业技术示范活动；

四是双方将支持符合条件的企业加强在农业、渔

业、农机等领域的合作，鼓励两国企业参加双方

举办的农展会、研讨会和商贸洽谈会等。

马腾认为，“一带一路”在未来会给以中两国

带来更多的机会。他说：“中国是以色列的第三

大贸易合作伙伴，我想，在很短的时间内，中国会

成为我们第二大甚至是第一大贸易合作伙伴。”

贝内特也表示，中国“丝路战略”为深化中

以经贸合作带来新机遇，“中国领导人具有长远

眼光及洞察力，‘丝路战略’给以色列带来新机

遇，也为两国长远经贸合作提供了诸多可能。

我想不出比与中国合作更令人激动的事。”

据贝内特介绍，为落实两国元首加强战略

合作共识，以色列内阁已经通过一项对华出口

翻一番的五年计划，希望中国尽快成为以色列

的最大贸易伙伴，为此，以色列政府将每年拨款

1400 万美元落实这一计划。

贝内特认为：“现在的中以经贸合作规模只

是‘沧海一粟’，未来发展潜力巨大，尤其是农业

合作将大有可为。”

10 厘米厚的小土包上长出 3 米多高的西红柿

秧；在家禽饲养区，一座现代化养鸡场已经投入使

用，鸡棚里装有互联网，专家能够远程监控，管理

12000只蛋鸡只要两个人……如此科幻的场景，出

现在福建省农科院的中以智能种植大棚内。

2011 年，福建省农科院与以色列工贸部签

署联合声明，启动中以示范农场建设，总投资

8000 万元人民币，其中以方投资 6200 万元，重点

建设蔬菜智能温室，水产智能工厂、蛋鸡智能工

厂、奶牛智能养殖、水肥一体总控等五大项目。

核心区设福州北郊海峡现代农业示范园，示范

点设在福建延平区、周宁县。这是以色列政府

在国外推动的首个农业综合技术展示农场。

2013 年，福建省农科院和以色列方面正式

签约建设智能大棚，这也是中国首次引进、展示

以色列成套现代农业技术。

目 前 ，这 些 智 能 大 棚 内 早 已 结 出 多 批 果

实，蛋鸡也开始产蛋。鸡产蛋之后，传送带会直

接把蛋输送到操作间，工人可以直接打包、装

箱。而传送带会向反方向传送鸡粪等废弃物，

在大棚尾部有收集容器，汽车可以直接运走。

据从以色列来的专家介绍，鸡舍、蔬菜大棚以及

鱼塘是一个整体，这一系列养殖采用同一个水循环

系统。整体建成之后，就是一个标准的示范农场。

对此，福建省政府相关负责人说，福建重视

中 以 科 技 经 贸 合 作 ，决 定 连 续 5 年 每 年 投 资

1000 万元，支持中以示范农场和海峡现代农业

示范园建设。同时，坚持用工业化理念、先进科

技、现代经营提升农业，出台加快推进现代农业

意见，计划每年安排 3.5 亿元扶持设施农业，每

年 4 亿元建设美丽乡村。

中关村股权投资协会会长王少杰认为，近年

来，大量的农村青年进城，中国农村出现劳动力短

缺，与土地、水、农资的短缺叠加，倒逼中国农业加

快转型。以色列的技术研发与农民的实际应用进

行了直接对接，减少了很多环节，充分说明了他们

对技术与实际相结合的重视程度。但中国在这方

面有些脱节，一个明显的例子是，研究成果的实质

转化率不高，特别是农业技术成果的推广环节薄

弱。从某种意义上讲，国家在科研经费上的很多

投入对农业生产和国家经济发展所起到的作用还

不理想。一言以蔽之，中国的农业水平与世界发

达国家相比还存在巨大差距。而在这方面，以色

列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学习样板。

去年，以色列经济部长纳夫塔利·贝内特来

到中国福建。他表示，以色列先进农业技术和

装备的借鉴与引进相当重要，特别是中以示范

农场的建设，他将力促首个中以综合技术示范

农场建成智能农业样板。

以色列驻华大使马腾·维勒奈也表示，将把

中以示范农场建成智能农业样板，并以此为契

机，深挖双方潜力，发挥互有优势，构筑中以科

技贸易合作快速发展平台，期待两个千年文明

古国的贸易额达到 100 亿美元。

福州以色列版“田园牧歌”成样板

众所周知，以色列土地贫瘠、资源短缺，以

色列 2／3 以上的土地是山丘和沙漠，平均年降

水量只有 300 毫米左右。在这种艰难的环境逼

迫下，以色列依靠科技进步，发展节水型高效农

业。经过多年努力，以色列的农业不仅达到了

自给自足，而且实现了农业生产及其技术的全

面国际化、产业化和商品化。

以色列一直把科技兴农作为国策。农业发

展主要受益于科技，农业投入也主要用于农业

科研。数据显示，以色列政府每年的农业科研

经费达上亿美元，占农业产值的 3％，政府通过

宏观调控和具体指导，鼓励农民采用新技术。

通过种种措施，以色列早已跻身发达国家之列。

以色列农业奇迹得益于正确的发展战略。

建国 50 多年来，以色列农业是推动经济发展的

杠杆，农业和整个经济的发展相辅相成，其农业

发展大致经历了 3 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上世纪 50 年代开始，农业开始

大起步、大发展。建国之初，以色列处于战争环

境，大量移民从国外涌入，经济面临巨大压力，

农业成了当时经济恢复和发展的支柱。以色列

在全国垦荒、兴建定居点，目标是粮食和农副产

品自给自足。当时，以色列军事开支负担沉重，

但仍优先满足农业投资。1952 年以色列引种棉

花，用 10 年时间解决了穿衣问题，棉花单产世界

第一，棉花出口创汇仅次于柑桔。1953 年，以色

列开始建北水南调输水工程，开发沙漠。

第二阶段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滴灌推动农业

革命，建立高效市场机制。上世纪60年代初，以色列

土地开垦饱和，农业单产徘徊，沙漠改造缓慢。以色

列开始探索科技发展农业的出路。上世纪60年代中

期发明滴灌技术后，国家立即大力扶持，农业革命找

到突破口，农产品产量直线上升，沙漠改造突飞猛

进，可耕地持续增加，农业面貌得到根本改观。

第三阶段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农业实现产

业化。根据国际市场和本国自然条件，以色列上

世纪 70 年代开始改变农业生产结构，从以粮食生

产为主，转向发展高质量花卉、畜牧业、蔬菜水果

等出口创汇的农产品和技术，用高科技、现代管

理不断提高农业效益，形成高投入、高科技、高效

益、高产出的特色，建成了一整套符合国情的节

水灌溉、农业科技和工厂化现代管理体系。

以色列：一个沙漠上的农业强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