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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海南宝路水产
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
200万尾罗非鱼苗，在椰
城海关办完相关手续后，
发往越南。该公司每年
出口罗非鱼苗10亿尾，
越南是其在东南亚的主
要出口目的地。

数千年前，一个椰子
顺着洋流从马来群岛或
中南半岛漂流至海南岛
东部海岸，然后在海南扎
下根来。一个椰子漂来
海南，一尾鱼苗“游”向海
外，仿佛跨越时空完成了
一次循环。

海南岛四面环海，从
古至今，这片海对海南人
来说，是横亘眼前的天然
阻隔，也是连通世界的经
济走廊。从古代的槟榔、
布匹、砂糖，到新中国成
立后的红碎茶、香茅油、
菠萝罐头，再到建省办经
济特区后的鲜果、汽车、
药品、机电产品等，产自
海南的老品牌、新尖货，
一次次刷新世界对“海南
造”的认知。

西汉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汉武帝在
海南岛设置珠崖、儋耳两郡。对于“珠崖”之名，
《汉书》的解释是：“郡在大海中，崖岸之边出真
珠（珍珠），故曰珠崖。”当时，海南的珍稀物产已
闻名中原，珠玑、玳瑁、广幅布是其中代表。

至唐代，“广州通海夷道”形成，海南岛是
中外船舶中途补给、校正航向、避风的必经之
地。有专家认为，这一时期，海南已有部分土
特产转口输出。

宋元时期，海上丝绸之路进一步繁荣，海
口浦、白沙津（今海口白沙门一带）成为中外商
船停泊和开展进出口贸易的重要商埠。《海南
经济史》一书介绍，宋代外国商船运来海南的
为金、银、琉璃、象牙及各种香料等，大陆商船
行至海南补给，再由海南向海外输出陶瓷、丝
绸、书籍、铜钱等。

除了大陆货物，也有一些海南特产“出
海”。《宋史·占城传》记载了占城国王到

海南买马的故事，占城与真腊交战，
占城国王从海南买了几十匹马回

去参战，打败了真腊。第二
年，占城人又想来买马，遭

海南官员拒绝。宋人
赵汝适在《诸蕃志》

中提到“鲜槟榔、盐槟榔皆出海南……商舶兴
贩，泉、广税务收数万缗”，海南“物货多与诸蕃
同，惟槟榔、吉贝独盛，泉商兴贩大率仰此”。当
时有不少广州、泉州的商人贩运海南槟榔，这
些品质优良的槟榔很可能部分销往了“诸蕃”。

元代，海南输往海外的物品增多，朝廷设
海北海南博易提举司，专司外贸事务。有个江
西南昌籍的旅行家汪大渊，他先后两次出游各
国，写了一本《岛夷志略》，在书中列举了所到
之地的“贸易之货”。从书中记载可知，当时东
南亚不少地方与海南有货物贸易往来，“海南
布”“海南占城布”等均来自海南。

明清时期，朝廷一度实行“锁海”政策，但海
南对外商贸往来并未真正中断。据《海南岛史》
记载，1624年至1674年间，先后有十多艘被称
为“海南运货”的商船到长崎（日本）通商。有清
一代，粤海关海口总口、琼海关先后设立，客观上
促进了海南对外贸易的发展。《海南省志·对外
经济贸易志》列出的清单显示，清末海南出口
的商品主要有糖、生猪、槟榔、芝麻、土布、花生
饼、兽皮等。清初岭南著名学者屈大均在《广
东新语》中说，海南槟榔“岁售于东西两粤者十
之三，于交趾、扶南十之七”，即海南槟榔产量的
十分之七要销往交趾（今越南）、扶南（今柬埔
寨）等地。综上可以看出，在古代海南的对外贸
易中，槟榔、布匹长期是重要的商品类型。

20世纪初，尤其是辛亥革命后，一大批华
侨回琼投资兴办实业。他们成立火柴厂、织
造厂、制糖厂、造纸厂等小型工业企业，并引进
橡胶、油棕、香茅、剑麻、咖啡、胡椒等热带作物
种苗，但海南外贸的品类变化不大，仍以土特
产为主。

1950年，海南解放，岛内经济逐步
恢复。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海
南相继成立了畜产、食品、茶叶、土产
等出口公司。此外，国家扶持海南兴
建了茶叶、咖啡、胡椒、早瓜菜、腰果、
菠萝罐头、海水养殖对虾等出口生产
基地，海南还自办了油棕、香茅、菜牛
等出口商品基地。海南外贸规模扩
大，出口创汇从20世纪50年代的年均
140万美元，增长至1977年的1033.02
万美元，突破1000万美元大关。

走进定安县香世界·香草田园共
享农庄，你可以看到一片约一米高的
香茅。它们其貌不扬，却是制作精油
等芳香剂的重要原料。

60年前，香茅在海南农业领域可
谓风光无限。1956年前后，海南外贸
部门引进高压蒸煮法，将香茅草的产油
率提高至每100斤生产1.5斤到1.8斤
香茅油，种植效益大幅提升。此后短短
几年时间内，海南香茅的种植面积从不
足1万亩，扩大至20万亩，香茅油加工
点由原来的五六个，增加至30多个。
海南外贸企业香茅油收购量从1957年
的686吨，增至1966年的2071吨。

“当时琼北随处可见成片的爪哇
香茅，产于海南的香茅油广销海外，产
量一度占全世界总产量的70%。不过
后来，受各种因素影响，海南香茅种植
面积逐年萎缩。”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
品种资源研究所研究员王祝年此前接
受海南日报记者采访时说。

和海南香茅油一样名动一时的，
还有海南腰果。20世纪70年代到80
年代，高峰时期海南曾种植腰果19.49
万亩，占全国腰果种植面积的98%。

当时，全岛建有 8 个腰果场（乐东 5
个），乐东、海口各建有一个腰果加工
厂。海南的“牡丹牌”腰果仁畅销日
本、韩国及中国香港、台湾等地，是当
之无愧的明星产品。

“当时乐东是全国知名的腰果产
区，被称为‘腰果之乡’。”今年70岁的
陈广文20世纪80年代曾在海南黎族
苗族自治州政府工作，对昔日海南腰
果产业的辉煌记忆犹新。他说，乐东
腰果品质上乘，卖得很好，当年许多人
想去腰果加工厂工作。

要说海南历史上出口的名优产
品，海南农垦系统的红碎茶绝对算得
上一个。1958年，在国家的支持下，海
南创办了通什、岭头、白马岭三个以种
茶为主的国营（茶）场，后来又扶持白
沙、东兴、东泰、中坤、岭脚等40多个农
场兼种茶叶。20世纪60年代至80年
代，海南茶树面积迅速增加，至1993
年达12万亩，干茶年产量达8000多
吨。其中，CTC（压碎 撕裂 揉卷）红
碎茶、传统红碎茶约96%供应出口。
南海农场生产的远洋牌CTC红碎茶，
先后8次被国家部委评为名优产品，岭
头茶场生产的环球牌、通什茶场生产
的金鼎牌传统红碎茶也多次被国家部
委评为名优产品。这些茶产品远销美
国、法国、加拿大、新西兰、俄罗斯、日
本、新加坡等18个国家和地区。

“当时国家需要创汇，外国人有喝
下午茶的习惯，我们就结合国际市场
的需求生产红碎茶。”今年55岁的王丹
青是海南省农垦五指山茶叶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的顾问，她于1986年进入岭
头茶场工作，目睹了当年茶场繁忙的
生产景象，“我们的红碎茶非常畅销，
岭头茶场茶叶加工厂当时有 200多
人，生产车间彻夜灯火通明，工人们

‘三班倒’，茶场一年的茶叶出口额超
100万美元”。

在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内，海南出
口的商品以土特产和农副产品为主，农
副产品又以干货为主。改革开放后，尤
其是建省办经济特区后，海南积极引进
先进技术、设备、资金，发展新型工业，
出口商品结构出现了明显变化。

海口橡胶五厂生产的气垫床1983
年开始出口，1987年出口量达38.87万
张；1987年，海口轮胎厂出口轮胎1.5
万余条，创汇近百万美元；海南省电子
工业总公司生产的南宝电视，登陆国际
市场获好评……统计数据显示，1987
年，海南工业产品出口值占外贸出口总
值的比重已上升至55.6%，首次超过农
副产品。与此同时，海南出口商品种类
数从1985年的60多种，迅速增加到
1990年的619种。

今年1月底，20辆海马智能纯电
动汽车7X-E缓缓驶上板车，经由洋
浦港搭乘货轮运往越南海防港。这是
海马汽车出口越南的首批新能源汽
车，也是海南本土车企生产的新能源
汽车首次批量出口海外市场。

走进位于海口的海马汽车海南基
地展示接待中心，仿佛来到了一个汽车
时光博物馆。1990年下线、填补了海
南汽车生产空白的海马HMC6470；
2002年上市被誉为中国车市“新三样”
之一的福美来；2022年上市的海南自
贸港生产的第一款智能纯电动汽车海
马7X-E……“这些车型中，有不少在
海外市场十分畅销。比如2013年上市
的SUV海马S7，出口至俄罗斯、埃及、
菲律宾等国家，累计出口近8万台；
2020年上市的海马7X，目前已出口菲
律宾、缅甸、越南、俄罗斯等国。”海马汽
车一位工作人员介绍。

除了汽车，近年来海南还出口了
一批细分专业领域的尖端产品，比如
机电装备、儿童专用药等。

4月3日下午3点，海南日报记者
来到海南金盘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金盘科技）海口数字化工厂
采访，只见建筑面积约6万平方米的
厂房内，只有为数不多的工人在作业。

“为什么生产车间这么大，工人数
量却不多？”记者问。

“我们的数字化工厂智能化程度
比较高，和大家传统印象中那种工人
干得热火朝天、汗流浃背的场景不太
一样，工人们借助手机及电脑端操控
生产设备，体力劳动强度低。”工作人

员指着参观通道旁的智能仓库告诉记
者，配件入厂后，会被贴上条形码，然
后自动乘坐“电梯”进入智能仓库。生
产过程中，工人在指尖发出指令，相应
的配件会搭乘厂房内的RGV或AGV
无人运输车，很快出现在工位上，生产
效率很高。

成立于1997年的金盘科技，是海南
首家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示范企业。
从干式变压器、储能产品，到数字化工
厂整体解决方案，该公司立足海南开拓
海外市场，成长为全球知名的新能源电
力装备供应商。2023年，公司海外销售
收入达11.77亿元，同比增长79.54%。

“我们从2003年开始出口火电站
汽轮机组变压器，后来又出口风力发
电变压器、光伏发电变压器。目前，已
在国内建成数座数字化工厂，接下来
还会向海外输出数字化工厂整体解决
方案。”金盘科技副总经理栗记涛认
为，持续加大科研投入力度，专注提高
产品质量，长期与国外客户保持良好
合作关系，是公司出口品类不断丰富、
出口业务持续增长的主要原因。此
外，海南的个税优惠政策、入境免签政
策等，也为公司引进高端人才、开展外
贸业务提供了良好的“软环境”。

近年来，受益于海南自贸港的优
惠政策，越来越多企业选择以海南为
支点，开拓全球市场。最近，位于海南
万宁的林兰水产鰤鱼养殖基地迎来丰
收季，该基地今年春季养殖的鰤鱼苗
即将批量出口日本。万宁林兰水产养
殖有限公司总经理吴山健豪介绍，公
司年平均向日本出口鰤鱼苗300万
尾，年产值约8000万元。

今年57岁的吴山健豪曾在日本
工作，发现日本人很爱吃鰤鱼，鰤鱼在
当地是一种高端生食鱼品。而专家们
进行溯源发现，万宁、陵水、三亚海域
是鰤鱼最重要的产卵和孵化区。看准
了其中的商机，他回到海南，先后在三
亚、万宁等地养殖鰤鱼苗，逐步建成海
南最大的鰤鱼养殖基地。

“我们选择春季养，主要是因为从
5月开始海南台风比较多，目前公司已
购进12口抗台风可沉浮式网箱，以具
备全年养殖的能力。”吴山健豪说，成品
鰤鱼塘口价为55元至60元每斤，接下
来他计划在海南养殖鰤鱼成鱼，以进一
步扩大出口规模，提高经济效益。

从土产珍物，到冷链鲜品、科技尖
货，即便在信息高速交换、人工智能潮
涌四海的当下，乘风“出海”的各类精
品好物，仍是海南与世界最真实可感
的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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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3月31日，
定安一家企业的工人在
生产菠萝罐头。这些菠
萝罐头大部分销往海外。
海南日报记者 张杰 摄

崖州布。

兴隆咖啡。

海南槟榔。

南宝电视。

海马HMC6470。海马汽车供图
干式变压器。金盘科技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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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将于4月13日至18
日在海南举办，将有来自59个国家和地区、超过3000个
品牌参展，汇聚全球消费精品。海南岛四面环海，古往
今来一直与海外保持商贸往来，许多产自海南的名优特
产、精品尖货销往东南亚、欧美等地。本期《海南周刊》
封面聚焦出海“琼州造”，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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