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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时明确提出，要“完善天

然橡胶产业扶持政策”。2023年

中央一号文件也明确指出要“完善

天然橡胶产业扶持政策”。积极发

展热区农业，解决“三农”问题，助

力乡村振兴，是夯实海南高质量发

展基石的重要举措。天然橡胶产

业是海南的特色产业，更是本地胶

农主要收入来源。近年来，全球产

能过剩、胶价长期低迷，特别是中

国加入RCEP后，东南亚廉价橡胶

产品的涌入，必然对海南橡胶产业

产生巨大冲击。种种因素叠加，导

致海南本地胶农从业积极性不高，

出现胶园弃割、弃管等现象。如何

促进海南天然橡胶产业多元化、可

持续，保障作为重要战略物资的天

然橡胶安全有效供给，是海南橡胶

产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课题。

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国

作为世界天然橡胶最大消费国的

地位不会改变，而海南是我国第一

大橡胶生产基地和重要加工基地，

地位极其重要。但目前，海南橡胶

实际种植面积与中央划定的 840

万亩生产保护区面积的要求相比

仍有一定差距，产量保障面临较大

压力，在生产效率、品种资源、产业

模式等方面存在问题，对天然橡胶

产业可持续发展构成巨大挑战。

橡胶产业整体生产效率不高。

当前，海南橡胶产业主要依赖人工

作业，但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逐渐

加重及就业选择多元化，选择从事

橡胶生产劳动的人力资源减少，劳

动力价格不断攀升，加之劳动力专

业素养匮乏，这些问题极大地限制

了产业发展。

橡胶品种资源单一化。目前，

以高产胶量为主要评价的选育指

标导致其他非目标性优良性状被

忽略，随着选杂交世代不断选择，

提高橡胶树杂交改良的成效逐渐

减弱。未来市场对天然橡胶种质

的要求除了高产胶量外，还将更注

重培育生产分子量大、胶乳性能好

的优良种质，抗寒、抗风、抗旱、抗

病虫害等优良性状也是重要的选

择指标。

橡胶产业模式单一、附加值较

低。海南天然橡胶加工业发展深

度不够，主要集中在种植端进行原

料输出，橡胶产品以初加工为主，

橡胶资源潜力尚未得到充分发挥，

深加工产值所占比重小，下游产品

少且缺乏新的利润增长点。

大力推进机械智能化生产，提

升生产效率。不断精细胶园机械

化，如加速普及在胶园安装使用生

态遥感监控，在作业中全面普及机

械化防治病虫害；利用钩机、推土

机等开垦；田管工作大面积使用割

草机、微耕机等；使用自动温室监

控技术育苗。大力推广机械化、智

能化割胶技术，推广应用智能化、

自动化割胶机，联合企业和研发团

队开展智能割胶技术试验示范，举

办智能割胶技术的理论培训和割

胶现场观摩教学。实现大型化、规

模化流水线加工作业，引入自动化

生产线，促进橡胶业生产能力不断

增强。

坚持以橡胶树为核心，其他产

胶植物共同发展，促进产业可持续

发展。在橡胶树种质资源收集和

保存方面，坚持本土培育与优良种

质引进并重策略，借自贸港建设的

政策利好，利用三亚“全球动植物

种质资源引进中转基地”平台，引

进国外优良种质，以丰富种质资

源，加快对高产、抗逆性强及其他

优良性状的种质培育。此外，大力

培育橡胶草、银胶菊和杜仲等产胶

替代植物，改变天然橡胶来源单一

的局面，实现橡胶产业“多条腿走

路”。

强化科技创新，提高产品质量

和竞争力。继续鼓励科技创新，全

推动海南橡胶产业转型与高质量发展推动海南橡胶产业转型与高质量发展
的若干建议的若干建议
文文 ||李世杰李世杰 陈卿佳陈卿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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