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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封锁，其中也包括橡胶。朝鲜战

争爆发后，这一封锁更加严密。

在这种情况下，唯一的出路是

自己种植天然橡胶，而我国南方少

数地区与种植天然橡胶的要求相

近，其中以海南岛（位于北纬 18°

10′ —20°18′）为最佳。据有关材

料，我国在20世纪初开始种植橡胶

树，大都是华侨从海外购买胶苗或

胶种回国种植。到新中国成立前，

经过 40 多年的经营，先后种植约

4.2万亩，种植地大多在海南岛，年

产干胶约200吨。海南岛的地理位

置、历史政治因素，以及国家经济

发展的需要，使发展天然橡胶成为

新中国海南经济开发战略的重心。

海南岛刚刚解放，老一辈党和

国家领导人就着手推动海南天然

橡胶的生产。1950年7月14日，中

南财委华南分会就致电中南财委

并政务院财委，报告海南橡胶业状

况，说：现在约有橡胶树60万棵，但

近3/4胶园荒芜。该岛土地大部可

种植橡胶树，前途很大，极宜恢复

和发展。电报并就橡胶园的产权、

资金、经营管理、植树计划以及收

购价格等问题提出建议。7 月 28

日，中央就此复电中南局等，明确

指出：“海南岛为我国橡胶唯一产

地，据专家估计将来可达发展至年

产橡胶五万吨，对于这一重要工业

原料的生产应予以十分注意奖励

种植，调聘专门人员研究发展计

划，拟定较长期的（如四年或五年）

发展计划，逐步进行。”当时正值全

国开展新区土改，为扶持发展橡胶

生产，电报除规定了有关奖励政

策，如提供贷款、适当提高橡胶价

格等之外，还专门指示说：“私人经

营的树胶园，应按照土地改革法第

十九条的规定‘由原经营者继续经

营，不得分散’。地权照土地改革

法应收归国有，由国家交原经营者

无期限使用……除土地税外，国家

可以不收或少收地租。”这份电报

是目前我们掌握的关于新中国橡

胶事业的最早文献。随后，华南分

局提出了把海南岛变成“橡皮岛”

的号召。在这一号召下，海南区党

委布置了大量培育胶苗的计划。9

月 24 日，海南行署农林处发出通

知，号召为600万株橡胶苗而努力。

由于当时社会主义阵营国家

大都不能种植橡胶树，1951年6月，

斯大林向中国政府提出在海南岛

和雷州半岛建立天然橡胶生产基

地的建议。斯大林提出建议的当

月，毛泽东转告陈云要种植橡胶树

等事宜。陈云立即致信毛泽东，报

告了我国当时种植橡胶树的情况。

两个月后的8月31日，政务院作出

《关于扩大培植橡胶树的决定》，指

出：“橡胶为主要战略物资，美帝国

主义对我进行经济封锁，为保证国

防及工业建设的需要，必须争取橡

胶自给”，并要求自1952年起，用5

年的时间在大陆的广东、广西、云

南、福建和四川五地种植橡胶树

770万亩，争取10年后达到在大陆

上年产胶10万吨的目标。决定明

文规定海南岛种植橡胶树的任务

量另定。9月6日，中央批准了华南

分局关于种植橡胶树的计划。

同年底，苏联派专家组来中国

考察橡胶树垦殖事宜，并提出书面

建议。次年八九月间，周恩来率中

国政府代表团访问苏联，其中一项

重要内容是签订《关于橡胶技术合

作协定》。该协定内容包括：苏联

政府贷款给中国政府7000万卢布，

并向中国派出有关专家，帮助中国

发展橡胶业；中国在生产出橡胶时

将一定数量出售给苏联。这个协

定客观上对中国橡胶业的发展起

了积极的推进作用。

在老一辈党和国家领导人的

关怀领导下，海南经济开发战略得

以实施。

组织机构和科研技术方面。

1951年11月，中央批准成立华南垦

殖局，由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叶剑英

兼任局长。1962年在海南行政区

设立“五料作物管理局”，为海南独

有的管理机构。1952年特种林业

研究所（即天然橡胶研究所）经中

央批准成立。1956年，该所改名为

华南亚热带作物科学研究所，于

1958年从广州迁往海南那大县（今

儋州市），1965年扩建为热带作物科

学研究院（后改名为华南热带作物

科学研究院），1994年更名为中国热

带农业科学院。1958年，华南农学

院海南分院成立，一年后根据中央

关于开发海南、发展橡胶等热带作

物的指示精神，该院改名为华南热

带作物学院。后来，当地习惯将这

两个科研、教学机构称之为“热作两

院”，它们在热带作物，特别是橡胶

领域的研究已经享誉世界。

人力安排方面。为了建立一

支橡胶垦殖队伍，党中央从1951年

12月开始用八九个月的时间，从全

国各地征调了四五十万人赴雷州

半岛和海南岛，包括林、农学科的

专家、技术人员、大专院校在校学

生，以及各类干部、社会青年、土改

后的翻身农民和归国华侨。

经叶剑英的提议，朱德于1952

海南经济开发战略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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