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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文城12月12日电（记者陈
彬 刘梦晓）椰子是海南的主要经济树
种之一，也是海南的一张特色名片。
在 12月 12日举行的 2023 中国（海
南）国际椰子产业论坛上，省农业农村
厅、文昌市、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分别
向国内外嘉宾推介海南椰子产业特色
和资源优势。

本次论坛以“加强全球椰子产业
科技协同创新，提升全球椰子产业价
值链”为主题。科技创新如何促进产
业提质增效，是与会嘉宾关注的焦点。

在椰子产业的科技支撑方面，中
国热带农业科学院、海南大学、海南省

农业科学院等一批从事椰子研究的科
研力量，让海南椰子产业拥有坚实的
支撑，“科技底气”十足！

“中国热科院拥有全国唯一的椰
子研究所，在椰子基因组学、优良品种
培育、高产栽培、重要病虫害防治和椰
子精深加工等领域具有深厚的研究基
础和丰富的研究成果。”会上，中国热
带农业科学院党组书记崔鹏伟说。

据了解，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椰
子研究所首次发布了椰子基因组精细
图谱，通过全基因组关联分析初步揭
示了椰子株高差异的遗传基础；培育
了8个椰子新品种，构建了优良种苗

标准化繁育技术体系，创建了“椰子全
根苗培育法”，缩短育苗时间约120
天。特别是对椰子重要害虫椰心叶甲
的防治取得重大突破，形成了年产3
亿头天敌寄生蜂的规模。

海南椰子产业还有扎实的政策加
持。省农业农村厅厅长何琼妹在会上
介绍，海南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椰子
产业发展，将其列为海南自由贸易港鼓
励类发展产业，成立了推进椰子产业发
展联席会制度，出台了《海南省椰子产
业高质量发展“十四五”规划》。

“乘着海南自贸港可以降低进口环
节关税、增值税，可从国外零关税进口

农业自用生产设备，可享受企业和个人
所得税优惠的东风，椰子产业正迎来前
所未有的发展黄金期。”何琼妹表示。

在科技和政策的“双赋能”下，海
南椰子产业蓬勃发展。据了解，海南
现有椰子种植面积3.79万公顷，年产
椰子2.2亿个，椰子加工企业300余
家，实现了椰子、椰衣、椰壳、椰肉、椰
子水等全产业链开发利用，年产值约
200亿元。

而作为中国“椰子之乡”的文昌市，
椰子种植面积22.88万亩，占全省种植
面积的40.25%。“中国进口椰子原料约
80%的初加工在文昌。在深加工方面，

我们着力打造了以东郊镇为中心，龙楼
镇、东路镇为重点的椰子产业发展布
局，建立了三个农副产品加工基地。”文
昌市市长刘冲介绍，预计2023年文昌
椰子相关产业产值将突破40亿元。

“目前，全世界有超过100个国家
种植椰子，其中就包含了90多个共建

‘一带一路’国家。海南愿与这些国家
深入开展合作，互惠共赢。”何琼妹表
示。这份来自海南椰子的诚挚邀请，
也获得了积极回应，当天会上举行了
一批椰子产业国际签约合作，涉及椰
子原材料购销、椰子国际交易中心建
设、招商投资等多个方面。

我省在国际椰子产业论坛上推介椰子产业特色优势

科技+政策，这份海南“椰子邀约”有底气

椰子国际大宗商品
交易中心落地海南
推动产业链信息整合与价值提升

本报文城12月12日电（记者刘梦晓 陈彬）
12月12日，在2023中国（海南）国际椰子产业论
坛现场，海南航天城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中国热带
农业科学院椰子研究所、水发上善集团有限公司、
海南爱也文旅发展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共同打造椰子国际大宗商品交易中心（以下简称
椰子交易中心）。该中心将推动椰子产业链的信
息整合与价值提升，依托海南独特的地理位置和
丰富的椰子资源，成为国际椰子产业交易平台。

据了解，椰子交易中心具有信息整合、数据交
易贸易技术支撑、推动椰子产品标准化进程、集中
展示推广全球先进椰子产业技术和管理经验、促
进国际合作与交流、促进行业发展等功能。

具体来说，椰子交易中心将依托成熟团队，通
过现代化信息收集整理椰子产业信息，提供供需
情况、价格走势、市场趋势等信息，为行业各方提
供全面信息支持；通过机器学习和人工智能技术，
对市场进行深度挖掘分析，预测市场趋势，为参与
者提供有价值的投资建议；用好行业科研资源，参
与制定椰子产业标准和行业规范，提高椰子产品
的市场竞争力。

同时，椰子交易中心将搭建国际性交流平台，
建立全球椰子产业国家地区的椰子成果展示特色
区，促进全球椰子产业相关企业与研究机构的合作，
共享资源，实现共赢，共同应对全球椰子发展挑战。

论坛现场，海南春光食品有限公司与菲律宾
佳利南亿隆食品有限公司、印度尼西亚贸易公司签
署合作协议，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椰子研究所与巴
布亚新几内亚椰子管理局签署合作备忘录，中国热
带农业科学院椰子研究所与瓦努阿图农业合作社、
北京聚隆农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北京科明德种植专
业合作社、瓦努阿图棕榈油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
协议，文昌市人民政府与海南星光活性炭有限公
司、海南菲诺食品有限公司签署招商投资协议。

与会专家热议椰子产品未来商机——

椰子产品整体附加值
还有很大提升空间

本报文城12月12日电（记者陈彬 刘梦晓）
都说椰子浑身都是宝，随着现代科技水平的提升，
椰子的各个部位均已实现综合利用，基本被“吃干
榨尽”了。即便如此，业内人士认为，椰子的整体
附加值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打个比方，如果说一个椰子的附加值已从5
毛提升到了10块，那么通过高质化循环利用，它
的价值还可以提高到20块钱甚至50块钱。”中国
热带农业科学院椰子研究所产品加工研究室主任
张玉锋说。

通过技术创新，椰子产品还将迎来哪些商
机？在12月12日举行的2023中国（海南）国际
椰子产业论坛上，各国专家学者也十分关心这个
问题。国际椰子共同体市场统计部官员阿利特·
皮尔曼萨认为，椰子是一个重要的植物油来源，但
据统计，椰子油仅占全球植物油消费量的2%，因
此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据了解，椰子油是一种中链脂肪酸组成的油
脂，容易被人体消化和吸收，有助于增强身体的新陈
代谢，同时还能够减少胆固醇和糖尿病的风险。此
外，通过二次提取椰子油里的营养成分，还可以开发
出更多高端医药和符合婴幼儿食品标准的产品。

马来西亚食品健康与技术研究中心首席研究
员许秀平认为，椰子产品在食药领域的开发还有
很大的提升空间，同时也正迎来一些重要的驱动
因素，“一是人口老龄化，随着老年病的逐渐增多，
对于优质营养品、保健品的需求随之增大；二是年
轻群体的健康消费观念越来越强。椰子在食品和
功能性保健品领域的开发利用前景无限。”许秀平
表示，通过对椰子产品进行多元化开发，可以带来
更多商业机遇，也可以激励农民加大生产，进一步
壮大椰子产业。

除了具有极高的食用和药用价值，椰子还可
以成为很好的高新科技材料。国机海南发展有限
公司董事长蔡济波介绍，椰壳是目前产业化最快
的硬碳材料，应用于钠离子电池材料性能理想，随
着中国钠离子电池技术的飞速发展，椰壳碳需求
将急剧增加。

位于文昌龙楼椰子产业园的海南华净新能
源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以生物质气化供蒸汽联产
炭为主的企业。该公司研发的生物质气化技术，可
以将椰子壳、叶、根等剩余物“吃干榨尽”，“这些农
业剩余物进入气化炉后，可以产生大量的可燃气，
为后端的锅炉提供能源，每吨椰壳产2.5吨蒸汽同
时还可以获得25%的炭用来生产活性炭。”海南华
净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张鹏远介绍，公司预
计2024年正式投产，未来将在文昌开展活性炭深
加工，新型碳材料、炭制氢和生物质炭储能等方面
的研发及制造。

■ 刘梦晓 陈彬

还记得生椰拿铁爆火的那个夏天
吗？如今两年过去了，椰子仍然牢牢
占据国内热门水果的TOP榜，只不过
流行口味从“生椰拿铁”变成了今冬新
品“烤椰拿铁”。

椰子的热度如何持续，这条“产椰
链”还能怎么连？12月12日，一场以
海南椰子为主角的论坛——2023 中
国（海南）国际椰子产业论坛在海南文
昌举办，政府部门、学术界、企业界代
表共同为椰子产业发展献策。

透过这场论坛，我们能深入了解
海南椰子的“前世今生”，也能集思广
益共谋海南椰子的未来发展。

走出去
谋求多元合作

海南椰子种植历史悠久，是我国
唯一能够规模化种植椰子的省份。一
棵椰子树，既是促进海南群众增收的
经济树、致富树，又是大美海南的生态
树、形象树，更是海南一张富有地方特
色的靓丽名片。

同时，我省拥有中国热带农业科
学院椰子研究所等从事椰子产业研究
的一批强大的科研机构，为椰子发展
提供了坚实的科技支撑力。

随着海南在椰子植保防控方面的
经验技术日益丰富，海南椰子开始“走
出去”。2019年5月，中国热带农业科
学院椰子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张照华带
着椰子植保防控技术走出国门，抵达
密克罗尼西亚的波纳佩州。

彼时，波纳佩州当地椰子面临的
最大问题是病虫害的防治，张照华和
团队带着技术过去，帮助建立椰子种
植技术示范园。凭借我国在椰子研究
领域的经验，不仅有效解决了当地需
求，还在那里建立了高效节水节肥的
种植模式，助力当地提高椰子生产加
工过程中的智能装备水平。

此外，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椰子
研究所还先后与阿联酋、密克罗尼西
亚、尼日利亚等20多个国家及国际组
织建立了合作关系，面向南太平洋、东
南亚、非洲等举办国际培训班 20 余
期，承担了国际农业发展基金（IFAD）
等40多项国际合作科研项目。

走出去，不仅结出了互帮互助的
果实，也种下了加强合作的种子。

回到论坛，在现场进行的 4 批签
约中，就包含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椰
子研究所与巴布亚新几内亚椰子管理
局签署合作备忘录，海南春光食品有
限公司与菲律宾佳利南亿隆食品有限
公司、印度尼西亚贸易公司签署合作
协议等国际合作的内容。

接下来海南椰子该往哪走？从萨
摩亚驻华大使阿尔伯特·爱德华·雷诺
德·马里纳的一番话中，可看出其中一
个大概方向。

以萨摩亚为例，当地现有的种植园
已经过了丰产期，70%的树木已经衰老，
面临着没有生产能力、椰子病虫害严重

等问题。这次论坛给萨摩亚创造了机
会——通过探索合作机遇，当地希望能
够寻求创新的解决方案来应对上述挑
战，并探索研究抗病虫害的新品种。

引进来
完善自身提品质

中国，是椰子原材料需求大国，国
内平均年消费数量达25亿个，但海南
的供应量仅占10%左右，因此形成了
长期依赖进口的现状。

数据显示：从2015年我国椰子年
进口量不足30万吨，到今年这一进口
数据有可能突破 60 万吨。由此可见
其市场需求之大，以及海南椰子发展
空间之大。

不难看出，引进进口椰子成品这
种“引进来”是填补这一空间的有效一
招，而提升自身的生产能力和产品品
质，才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方式。

比如，当前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
椰子研究所推出了一系列椰子优良品
种，文椰二号、三号、四号等受到了市
场高度认可，这就是海南引进优质品
种进行培育研发的成果。

但更长远来看，“引进来”又不应
只是某些品种，更应该是探索自身长
远发展、提升品种品质的理念和技术。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我们应该
拥有核心竞争力，从种质资源及生产
端发力，根本性地解决问题。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椰子研究所
党委书记叶剑秋披露，中国热带农业
科学院椰子研究所聚焦产业发展需
求，以种业为科技创新重点，先后建立
国家热带棕榈种质资源圃、农业农村

部椰子种质资源圃，收集保存椰子种
质 214 份，资源保存量位居世界第
五。并且培育出8个具有早结、高产、
矮化的“文椰”系列新品种，实现了椰
子结果提前3年、产量提升3倍、树体
大幅度矮化等。

与此同时，我省还建立了新品种
配套的优良种苗标准化繁育、绿色高
效栽培、重大病虫害防控等技术体
系。截至目前，新品种累计推广约10
万亩，占我国椰子种植面积的20%，为
推动全国椰子种植品种优化提供了有
力支撑。

求发展
如何多举发力促融合？

在12月12日的论坛中，海南椰子
如何与国际产业链接轨融合，是一个热
点话题。在海南自贸港建设如火如荼
推进的当下，政策优势是其亮眼之处。

首先来看，开展椰子产业国际合
作是海南自贸港建设的现实需要。多
年来，海南省委、省政府一直高度重视
椰子产业的发展，在加快推进中国特
色自由贸易港建设进程当中，充分发
挥自贸港的区位、政策、经济、人才、科
研等优势。

比如，我省已经制定出台一系列配
套扶持政策，大力推动椰子产业融合发
展。通过积极打造国际化的椰子交易中
心，进一步促进以海南自贸港为中心的
全球椰子生产国际科技合作和经贸交
流，促进全球椰子产业持续健康发展。

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我们也一
直注重政策和市场的结合，倾听专家、
学者、企业等多方声音。正因如此，这

次论坛的举办，才更有必要。
——发挥自贸港政策优势，组织

吸引更多的国际组织或者机构落地海
南，促进海南椰子积极融入国际椰子
产业链。

——加强海南椰子品牌建设，通过
发掘本地特色的椰子文化，融入美丽乡
村建设，积极拓展宣传平台，丰富宣传
方式，提升海南椰子的知名度、美誉度。

中国科学院院士朱作言提出，要
加强共建共享和协同创新，加大企业、
科研院所等创新主体交流与合作，提
高椰子产业基础研究水平和技术创新
能力。要加强研发投入和人才培养，
引导社会资本进入椰子科技创新领
域，建立政府、企业、科研院所的人才
培养和投入机制，加大培育高层次科
技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建设，提升承
担重大科研项目的能力。

此外，以市场为导向也是诸多与会
嘉宾的共同心声。他们认为，要以需求
为导向，推动企业、高校、科研院所以及
金融投资机构等参与成果转化，形成科
技成果从研发到转化的有效渠道。

论坛上的声音，带给我们思考，也
带给我们启示。期待这条“产椰链”更
长更稳，让海南的椰子产业走向更大
的国际舞台。

这条“产椰链”，海南能跟国际擦出怎样的火花？

12月12日，2023中国（海南）国际椰子产业
论坛在文昌举行，国内外嘉宾云集。

12月12日，文昌举行2023中国（海南）国际椰
子产业论坛，展示了来自国内外的椰子产品，涵盖食
品、工艺制品等多个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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