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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业大学国家农业科技战略研究院

国家农业科技发展战略智库联盟 2021 年 8 月 15 日

关于加快建设国际热带农业科学中心的建议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海南农业发展，强调指出要“做强做优

热带特色高效农业”，明确指示“要加强国家南繁科研育种基地（海

南）建设，打造国际热带农业科学中心，支持海南建设全球动植物

种质资源引进中转基地”。为进一步加快推进海南国际热带农业科

学中心建设，中国农业大学国家农业科技战略研究院组织专家开展

了海南热带农业科技创新专题调研和国际对比分析，形成此建议报

告。

一、国际热带农业科技发展趋势

（一）全球热带农业研究呈快速增长趋势。热带农作物、园艺

水果、林业、渔业、畜牧业、中草药以及育种 7大主题的研究都在

稳步增长，热带林业增速最快，反映出林业在热带受到更多的重视。

全球热带农业研究的主要方向集中在园艺水果、畜牧业和林业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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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领域。

（二）热带作物研究主要聚焦于热带大宗作物。在全球关于热

带农业科学的研究中，其研究主要聚焦热带经济作物、经济林木与

热带水果，少量为热带药用植物。研究作物达 50余种，大宗作物

明显聚焦，主要研究的前十种作物分别为甘蔗、咖啡、木薯、香蕉、

椰子、可可、芒果、油棕、番木瓜、菠萝。

（三）不同国家热带农业研究能力差异明显。热带农业的研究

成果主要来自美国、巴西、印度、马来西亚和尼日利亚。从国家合

作之间的角度看，形成了以美国和巴西，以德国、中国和澳大利亚，

以英国、法国和荷兰为核心的三类国际研究共同体。发达国家（美

国、澳大利亚、法国、英国）的国际合作以及机构间的合作都明显

优于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的研究更多限定在本国之内。

二、我国热带农业科技发展态势

（一）我国是热带农产品生产大国和进口大国。以热带作物为

例，2019年，种植总面积 453.33 hm2，总产量 3203.8万吨，总产

值 1828.1 亿元（未包含甘蔗）。天然橡胶种植面积世界排名第 3，

产量世界排名第 4；荔枝、八角、龙眼等种植面积和产量世界排名

均为第 1；香蕉种植面积世界排名第 6，产量世界排名第 2；芒果

种植面积和产量世界排名均为第 3；澳洲坚果种植面积世界排名第

1，产量世界排名第 3。我国热区也是国家林木、畜禽和水产的重

要供给区域， 据不完全统计，2019年，我国热区木材产量、畜禽

肉类总产量分别占全国总量的 60%和 20%以上。2019年，我国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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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热带作物产品进出口贸易量为 2521.3 万吨，其中，进口量为

2442.5 万吨，出口量为 78.8 万吨。市场需求量大的天然橡胶、油

棕、木薯等产品生产能力严重不足，保供给仍是发展的重要任务。

（二）我国热带农业科技发展基础良好。我国收集保存热带作

物种质资源 4.7万份，保存量位居世界第一位。南繁育种、热带特

色作物基因组学等基础研究，高性能天然橡胶加工、高效采胶、精

准施肥与绿色防控、动物疫病防控、渔业资源保护与利用、水域生

态环境修复等重大技术研究方向处于国际领先行列。热带作物选育

种、橡胶产排胶机理、加工与分子改性理论等研究领域处于世界先

进水平。海南热带农业方面的科研单位和高校有 10多家，其中，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是我国乃至全球热带农业科学的著名研究机

构。此外，海南大学、海南农垦科学院也有一批热带农业的专家、

科技人员、实验室、专利等资源。同时，海南与东盟国家建立定期

交流机制，不断推出合作项目。

（三）我国热带农业科技创新引领能力不足。一是研究学科领

域偏少，中国除在热带中草药和热带园艺水果有较多研究外，其他

领域研究偏少，尤其是热带林业、热带农作物和热带渔业的研究力

量非常薄弱。二是研究机构数量较少。仅有中国科学院、中国热带

农业科学院和华南农业大学进入世界前列，表明中国从事热带农业

研究的机构数量较少，有全球影响力的机构更少。三是研发投入程

度不高。海南科技 R&D投入占比 2020年仅 0.56%，仅为全国平均

水平的 26%，农业科技投入水平更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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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设国际热带农业科学中心势在必行

（一）全面理解全球科学中心的重要标志特征。综观世界科技

中心发展变迁的历史经验，要成为国际公认的热带农业科学中心，

重要的标志特征主要包括：一是国际科学前沿方向引领和领先技术

策源地；二是国际公认的热带农业产业竞争高地，具有国际化的创

新创业环境，创新成果不断催生新业态，并成为全球行业领先企业

“竞相追逐”的目标；三是国际热带农业产业链供应的主体，围绕

产业链形成完善的创新链、供应链和价值链网络；四是国际农业人

才聚集的高地，尤其是顶尖人才的聚集地。

（二）准确把握海南建设国际热带农业科学中心的独特优势。

从区域优势来看，具有四大独具特色的显著优势：一是全国自贸区

唯一包含农业的自贸区，这对农业是千载难逢的机会，要打造开放

的农业、国际化的农业；二是全球最具特色的天然的种质资源培育

基地，为发展全球农业格局奠定基础；三是全国生态多样性最佳的

地区，为将来营养健康农业新业态提供基础；四是全国农产品自然

品质最好的区域之一，全国农产品综合质量处于前列。

（三）充分认识海南热带农业高质量发展的突出短板。一是传

统的农业产业比重过高，缺乏高层次、高价值的农业产业形态；二

是农业自主创新能力供给不足，投入、人才等不能满足建设全球农

业的需要；三是农业经营方式还是小农为主，现代涉农企业的聚集

度不高，没有形成产业链聚集；四是国际型外向农业发展迟缓，没

有形成外向型的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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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政策措施建议

（一）“三链融合”，全面部署国际热带农业科学中心的重点

建设方向。一是聚力打造国际化热带特色高效农业核心产业链。抓

住“一带一路”以及“自贸区/自贸港”的重大战略机遇，通过科

技创新，在生物种业、热带农业、海洋农业、生态产业、康养产业

和食品产业六大产业领域，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特色鲜

明的热带特色高效农业产业体系，支持农业企业开展跨国经营，建

立热带农业合作示范区、农业对外开放合作试验区和境外生产基地、

加工仓储物流设施等，大幅度提高海南热带农业的国际竞争力。使

海南成为世界热带特色农产品贸易港和世界热带特色农业产业“创

业天堂”。二是聚力建设面向世界的国际热带农业科技关键创新链。

以海南为基地，创新政策改革，搭建创新基地，吸引国内外顶尖研

究机构和优势团队到海南开展科学研究，针对世界热区农业科学前

沿和六大产业体系关键核心技术集中力量开展攻关。重点开展生物

种业、热带农业绿色高效生产、热带生物资源与生态保护利用、热

带动植物特有功能评价与利用、农产品精深加工与生物制品开发、

健康功能性农业产品制造等领域的科技创新，形成与热带农业产业

链协同发展的热带农业科技创新链。三是聚力创建与国际接轨的农

业科技良好生态链。海南省委省政府要专门制定出台关于建设世界

热带农业科学中心的专项政策意见。尤其是扩大对省外、海外高端

人才的引智支持力度。放宽科技创新资源区域限制，加大岛内“柔

性”引进政策，突破现有公共财政限制，允许国外、岛外科学家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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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海南热带农业科研项目，吸引全国优势科研力量联合国际著名机

构“落地”海南，弥补海南本土现有科技力量短板。实现国际通行

的科学家“绿卡”制度，确保科学家便捷交流。海关等部门对科技

创新涉及的动植物资源、科研材料等实行“绿色通道”政策。吸引

聚集一大批国内外顶级科学家、企业家和创新团队，构筑起世界热

带农业科学中心的人才高地。

（二）“六项统筹”，系统设计全球热带农业科学中心发展总

体规划。一是建设国际热带动植物种质资源保护利用中心。面向国

内外收集世界热区主要动植物种质资源，开展种质资源鉴定、整理、

保存、利用，挖掘和保护性状优良的种质资源，形成系统科学的资

源保护与共享利用的平台；在此基础上建设国际热带农业种质资源

大数据。二是全球动植物种质资源引进中转基地。建成集种质资源

收集、保存、监管、繁育、创制、鉴定评价、品种交易、国际交流

合作、科普观光等功能于一体，收集体系、监管体系、研发体系、

繁育体系、创制体系、鉴定评价体系、交易体系与中转体系完备，

服务国内外的全球动植物种源进出境基地，建设国家农业生物安全

“缓冲带”。三是建设国家热带农业科技重大创新基地。以南繁科

技城为核心，积极谋划布局生物种业国家实验室，推进举国体制科

技创新改革，建立规模化、机械化、信息化育种技术体系。同时，

在热带生物多样性、种质资源、热带林业等领域创建国家重点实验

室、野外台站、技术创新中心等创新基地。四是创建国家热带农业

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围绕国际大宗特色热带动植物产业，联合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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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外著名大学、科研院所与企业，联合开展全产业链的技术创新与

成果转化，建设国际化的热带“农高区”，促进热带农业产业升级

换代与高质量发展，建设成为全国国际化程度最高的“农高区”。

五是建立国际热带农业新型研发机构。依托省内外大学、科研院所，

联合世界著名农业大学以及国内外龙头企业，采取联合办学或设立

分校、研究院等灵活机制，在海南以及东南亚等国家建设国际化的

热带农业大学园和新型研发机构，成为国际热带农业科技创新、人

才培育和产业转化高地。六是举办国际热带农业科技峰会。以博鳌

亚洲论坛农业圆桌会议、中非农业合作研讨会等为基础，汇聚全世

界热带农业科学领域研究人员和产业菁英，总结交流热带农业科学

研究前沿进展和行业动向，成为国际化的热带农业创新链与产业链

深度融合的大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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