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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介绍了椰子地区合作组织各项工作的开展情况 ,提出了存在的问题 ,并且探讨了应对方案 ,分析了这项工作的发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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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民参与式研究是20 世纪70 年代末逐渐发展起来的研

究方法[ 1] 。参与式技术发展是参与式方法在农村技术发展

中的应用, 是以农民为中心的技术发展方法[ 2 - 3] 。该方法是

指在科研人员的指导下 , 鼓励农民选择参与试验, 诊断和评

价试验结果, 提高农民的知识体系 , 增加农民的收入。中国

热带农业科学院热带作物品种资源研究所开展了“参与式方

法在热带牧草推广中的应用及实践”及“农民参与式”木薯研

究与推广[ 4 - 5] 的研究项目, 认为“农民参与式”具有较为广阔

的前景。在20 世纪80 年代后期, 国际组织积极向中国推荐

各种“参与式”的扶贫方法。国际农业发展基金委( IFAD) 对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椰子研究所开放扶贫资助项目。该项

目旨在通过科研人员的指导示范以及IFAD 发放的小额贷款

扶持椰区农民早日摆脱目前的贫困状态。该文所论述的椰

区农民参与式研究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的。

椰子( Cocos nucifera L .) 分布于我国海南、广东、广西、云

南、福建、台湾等省, 主产区在海南, 种植面积达4 .67 万hm2 。

目前, 国家出台了很多益农政策以加快农村经济发展, 农村

经济发展势头良好 , 生活水平有了明显提高。然而, 以单纯

种植椰子、出售椰果为主的椰园经济收入低, 椰农生活贫困 ,

影响了农民种植椰子的积极性, 不利于椰子产业的发展。为

了扶持热区椰业的快速发展, 椰子研究所以促进椰农增收为

目的, 以文昌为试验点, 组织椰农成立了椰子地区合作组织 ,

通过该平台引导农民参与式研究构建技术体系、制度体系及

信息体系。通过3 个体系的有机结合构建高效的地区合作

组织模式, 继而在琼海、万宁等地进行多点示范, 最后辐射到

海南整个椰子种植区。同时, 可结合国际椰子遗传资源网

( COGENT) 的椰子扶贫项目, 借鉴其他椰子种植国家的经验 ,

形成提高椰农群体生活水平的高效模式。

1  工作内容及进展情况

1 .1  组织成立地区合作组织 椰区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由中

国热带农业科学院椰子研究所牵头于2005 年12 月28 日在

文昌市清澜镇成立 , 由清澜和东郊两镇的131 个农民成员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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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在文昌市扶贫办注册, 同时选举产生了该组织的领导成

员。组织成立的宗旨是通过合作研究、技术培训、形成提高

椰农群体生活水平的高效模式, 达到椰子种植区域扶贫的目

的。同时, 该组织得到了国际农业发展基金的资助。在国际

生物多样性中心和国际椰子遗传资源网的协助下 , 该组织在

“消除椰子种植区贫困”项目中取得一系列成绩。

1 .2  合作研究椰农致富之路 近年来椰子研究所分批派出

科研人员到世界各主要椰子生产国考察学习, 主要了解印尼

椰子种质资源管理及应用技术、马来西亚种植园高效管理技

术、印度鲜椰果加工技术及越南椰纤加工技术等, 现已对世

界各地椰农增收新技术有了较全面的了解。以椰子研究所

具有的科研力量为基础, 与合作组织成员合作研究基于椰子

种植业的高收入技术。研究椰肉、椰壳、椰衣纤维、椰子水等

材料制成高价值的椰子产品的技术工艺, 并且通过间种、套

种、混养等模式探讨提高椰农收入的栽培模式 , 还通过帮扶

体系带动椰农的大规模种养模式。研究结果表明 , 这些技术

的实施可以提高椰子种植收入的8 ～10 倍。农民参与式合

作研究找到了一条适合提高椰农收入和生活水平的道路。

1 .3  开展技术培训 在 COGENT 扶贫项目的帮助下, 引进

一批加工椰肉、椰衣纤维的简单设备, 进行现场技术指导、分

发技术资料等, 让椰农掌握技术要点, 组成家庭作坊式的加

工场所。该扶贫项目发放500 美元的小额贷款给13 个农民

投资椰子工艺品的制作。经过不懈的努力 , 他们获得了近

2 000 美元的纯利润。通过基地示范, 召集椰农学习椰园间种

栽培模式、养殖经营模式, 形成种养结合的技术模式。在早

期初植椰子的前6～7 年, 可间作1 年生作物或短期作物, 如

间种大豆、花生、菠萝、番薯等;8～25 年椰园的隐蔽度较高 ,

进行椰园养殖较好;25 年以上的椰园可考虑采用多层栽培形

式, 选用一些喜阴或耐阴的间种作物。椰园复合经营因生产

集约程度提高, 可充分利用行间空地实行间作、套种或养殖。

首先, 以短养长不但可以取得早期经济效益, 而且可以增加

长期收入, 充分调动椰农的生产积极性 ; 其次 , 利用椰树与其

他作物或养殖物间的互生互利关系减少施肥量, 总体上减少

经济投入。最为成功的一个案例就是椰园养鸡。据研究人

员介绍, 在椰林间养鸡不仅可以帮助农民致富 , 而且可以使

低产椰园的椰子产量增加2～4 倍。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椰

子研究所从2001 年底开始尝试推广这种椰园养鸡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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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4 利用椰子优良种质资源  各国专家一致认为, 椰子种

质资源在减轻贫困方面的可持续利用非常重要。椰子新品

种的有效利用可提高产量2 ～3 倍, 高附加值产品的开发可

提高产值3 ～5 倍, 而高效复合种植体系的运用可进一步增

加椰农的收入。

1 .5  构建帮扶体系  采用“科研+ 公司+ 农户”模式, 由加

工企业提供一定的资金, 椰子研究所给农民提供优质的椰子

种苗、经济作物种苗, 椰农的农产品按一定的收购价出售给

提供援助的加工企业, 形成一个良性循环的产供销、科工农

一体化的产业化生产模式; 或者由养鸡公司提供椰农鸡苗 ,

椰农把养大后的鸡按指定的收购价出售给公司, 形成“公司

+ 农户”的生产模式。公司应给椰农提供脱贫致富必要的生

产资料, 供给椰农提高收入、改进生活水平的基础, 同时公司

还可以得到稳定的加工原材料。这是一个双赢、甚至是多赢

的生产方式。通过国际间合作的扶贫项目获取一批简单的

椰子产品加工成套设备, 由地区合作组织组织在家的妇女和

富余劳动力进行作业, 在短期内就可以增加椰农的家庭收

入, 改善椰农的生活水平。

1 .6  改善基础设施  地区合作组织策划, 调动人力、物力、

财力建设农村基础设施, 修建道路, 改建公用厕所, 规划休闲

娱乐场地, 以改善农民的精神生活。

2  运作模式的效果

关心椰子产业的发展, 关注椰农的收入与生活, 研究提

高椰农经济收入的方法 , 积极为椰农脱贫致富创造条件, 联

系相关的公司企业, 形成“科研+ 公司+ 农户”、“公司+ 农

户”等多种合作模式; 经常开展各类专业培训, 努力提高椰子

生产水平, 提高产量; 组织专家队伍下乡指导 , 实地帮助农民

解决生产上的难题, 如施肥管理、病虫害防治方面的现场讲

座和咨询在2003～2006 年开展了30 多场次。2005 年组织成

立的地区合作组织促进椰农之间的合作, 实现资源共享, 提

高有限资源的使用效率 , 增加了农民的经济收入, 特别是给

闲散的劳动力创造了获取经济收入的机会。这种组织模式

很受椰农的欢迎, 在1 年多的时间内已经发展到20 多个合作

组 织 , 发 展势头 很好。这一模式 正在向椰 子种 植地 区

推广。

3  存在的问题与建议

加入 WTO 后 , 我国在农业方面也制定了很多标准。各

种农产品要进入世界大市场进行销售必然要经受各种标准

的检验, 不符合相关的标准就迈不过市场的门槛。我国农业

现行的是小农户经营模式, 不了解相关的标准 , 各家生产的

产品参差不齐, 很难形成产业优势。相关行业组织成立专业

合作社, 以统一的标准进行生产 , 以统一的价格进行销售, 组

合成大的产业参与市场竞争。这是解决小农户与大市场对

接的有效途径。最近, 我国立法通过了《农民专业合作社

法》, 给成立专业合作社提供了指导方向和法律保障。椰子

地区合作组织类似于农民专业合作社, 但还未达到专业的水

准。地区合作组织只在生产劳作上进行协作, 缺乏价格标

准, 出售农产品时易受到加工企业或商人的压价。椰农生产

销售的依然是原料椰果以及极为简单的初产品, 产业链的高

端掌握在大型的公司、加工厂手中, 椰农从椰子产业中获取

的利润很少, 很难靠椰子富裕起来。为解决这个问题, 可以

借鉴其他地区、其他行业专业合作组织的做法 , 比如日本的

农协、台湾的产销班以及欧洲农业发达国家的合作社, 推行

农业资讯普及化、农业产销一体化, 实现农业效益最大化。

按照《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的精神, 椰子专业合作组织还可以

得到国家扶持政策的支持, 获得财政支持、金融扶持、税收优

惠等, 有利于合作组织的进一步发展。

4  展望

椰子地区合作组织经过不断的改进和创新之后向着农

民专业合作社的方向发展, 最终将形成椰子专业协会, 涵盖

生产、销售、加工、金融等领域, 以便把椰子产业的大部分利

润留在椰农手中, 推动椰子产业结构调整, 增强农产品市场

竞争能力, 促进农民增收种椰子产业的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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