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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年在大陸，我感
受到了這裏的發展前景和市場

機遇，這麼廣闊的天地讓我發揮，這是很興奮和
刺激的事情。」在福建省廈門市從事養鹿產業的台農戴
連春，這些年事業發展風生水起。去年九月，《中共中央國務院
關於支持福建探索海峽兩岸融合發展新路建設兩岸融合發展示範
區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將促進台灣農漁業在閩發展列為重要議
程，凸顯了農業合作在兩岸融合發展中的基礎性地位。《意見》鼓勵台灣農漁
民參與福建農村的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在用地、融資、開拓內銷市場等方面提
供更多便利。而掌握創新養鹿技術的戴連春，受惠大陸惠台政策，並在大陸營銷團隊
的協助下，不僅連年收入翻番，公司還登上兩岸股權交易中心「台資板」。戴連春說，
台灣精緻農業的前途在大陸。

戴連春經營的 「廈門鹿博士」 農牧公司在廈門集美
區後溪鎮的一處山谷中。初春的山谷，鳥兒鳴唱，草長
鶯飛，空氣清甜，一頭小梅花鹿親昵地把頭探出籠子，
靜靜地享受着戴連春的撫摸。 「只有辣甜，沒有酸
苦。」 戴連春用這八個字總結自己在大陸創業經歷，
「這也是祖國大陸給我們台灣農民的底氣。」

戴氏家族養鹿逾百年
在金門，戴連春被稱作 「鹿王」 ，其家族已有超百

年的梅花鹿養殖歷史，傳到他已是第五代。1996年，戴
連春從台北返回金門，接手家族的養鹿事業。 「我喜歡
小動物，尤其是鹿，鹿在中國人的傳統觀念裏很吉祥，
也很漂亮。」 身材高大的戴連春聊起對小動物的喜愛，
臉上泛起一絲的羞澀。但即便是金門 「鹿王」 ，戴連春
家養的梅花鹿最高峰也僅300頭左右。在台灣，養殖鹿
的數量在2萬多頭，養殖戶有618戶；而大陸僅養殖的梅
花鹿就有約120萬頭。這讓身為金門養鹿發展協會理事
長的戴連春一直嘗試拓展養鹿事業版圖。

站在金門海邊，看着對岸的廈門，戴連春期盼着有
朝一日能到大陸，站在廈門海邊回望金門。2000年，戴
連春第一次經香港中轉至廈門。 「太興奮了。」 即便過
去20多年，他對當時第一次踏上大陸的心情仍記憶猶
新。2001年，廈金兩地 「小三通」 開啟，戴連春便頻繁
往來兩岸。

隨着對大陸各方面深入了解，戴連春在廈門置業，
並規劃將養鹿事業延伸至大陸。2015年，經過多方考
察，戴連春最終將自己的休閒農業項目落地在廈門集美
後溪。 「這裏環境好，人們也很友善。」 他說，特別是
2016年項目剛建成就遭遇颱風，附近村民都來農場幫忙
清理，讓他深受感動。

登陸廈門「台資版」擴充資本
根據大陸梅花鹿養殖行業的相關數據，一頭梅花鹿

純利約1000元至3000元（人幣，下同），而戴連春養
殖的每頭鹿純利能高達10萬元，這讓他頗為得意。 「一
碗陽春麵什麼都沒有，卻能傳承幾代人，靠的不是體
量，而是品質和技藝。」 由於掌握創新養殖核心技
術，戴連春可以做到梅花鹿一年四季均有新
鮮鹿茸採收，這成了他制勝法寶。
2020年5月，

國家農業農村部公布《國家畜禽遺傳資源目錄》，首次明確
了33種家養畜禽種類。其中，梅花鹿、馬鹿、馴鹿被列為特種
畜禽。這讓戴連春對在大陸發展養鹿事業更有信心。

2020年新冠疫情發生後，很多行業都受到衝擊，但戴連春
養鹿的業績不降反升，讓他喜出望外。他說， 「疫情強化了公眾
的健康和養生意識，我們迎來發展新機遇。」 經過多年的潛心
研發，戴連春的與梅花鹿相關的養生產品種類豐富。疫情期
間，不少大陸消費者或直接聯繫戴連春，或親自跑到他的養殖
基地購買產品，使他的業績連續翻番，他的公司也獲得資本的
青睞，順利登陸廈門兩岸股權交易中心 「台資版」 。

2021年，在廈門相關部門的支持協助下，戴連
春在後溪鎮新徵得300多畝土地，有助於他建立更大
規模的養鹿產業園。

兩岸農業融合創雙贏
「大陸農產業很注重資本操作跟市場運營，確實值得好好

學習。」 面對大陸的廣闊市場，戴連春也積極求新求變。安徽
姑娘胡免是戴連春大陸養鹿事業的重要夥伴。 「我爸爸是戴
連春的鹿倌，從戴連春開始到大陸就跟着他養鹿。」 2016
年，從小體弱多病的胡免被父親帶到戴連春的基地休養，
「幾個月下來，我的體質變好了，也看好養鹿事業，就
跟着爸爸一起在基地幫忙。」 後來，胡免的姐姐也南
下加盟。

「酒香也怕巷子深。」 戴連春說，大陸市場
龐大，營銷模式與台灣完全不同。胡免姐妹發
揮市場營銷的專長，與戴連春配合默契，強
強聯手，拓展了養鹿事業版圖。

在戴連春看來，大陸方面很有誠
意和善意，多年來出台的各種惠台
政策都是真心在幫助台胞。
「台灣高優精緻農業的遠
景在大陸，兩岸農業融
合，完全可以共創
雙贏。」 戴連
春說。

台 資 農 企 享 同 等 待 遇
•2018年2月大陸方面發布《關於促進兩岸經濟文化交流合

作的若干措施》（ 「31條措施」 ），推出台資農業企業
可與大陸農業企業同等享受農機購置補貼、產業化重點

龍頭企業等農業支援政策和優惠措施；支持金融機構
為台農提供信貸服務。

可 申 請 農 業 建 設 項 目
•2019年11月大陸方面公布《關於進一步促進兩岸

經濟文化交流合作的若干措施》（ 「26條措
施」 ），明確台灣同胞可以申請成為農民專業
合作社成員，也可以申請符合條件的農業基本
建設項目和財政項目。

協 助 台 企 應 對 疫 情
•2020年5月大陸方面印發《關於應對疫情統

籌做好支持台資企業發展和推進台資項目有
關工作的通知》（ 「11條措施」 ），進一步
幫助廣大台商台企應對疫情和復工復產，為
台商台企提供更多發展機遇、同等待遇。

向 台 企 提 供 融 資 便 利
•2021年3月出台《關於支持台灣同胞台資

企業在大陸農業林業領域發展的若干措
施》（農林22條措施），支持台胞台企發
展鄉村特色農業、林草生態產業，參與農
村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參與智慧農業、
綠色投入品等方面的研發創新、成果轉
化與技術服務；針對台胞台企在農業林
業領域發展涉及的農地林地使用、融資
便利和資金支持、投資經營、研發創
新、開拓內銷市場等進行全方位支持。

大陸惠台涉農政策

金門 「鹿王」 戴連春攜專業養鹿技藝西進大陸，
與大陸營銷團隊配合 「逐鹿」 大陸；台灣農學博士龔
世明帶 「種」 到大陸選育牛油果；台青張欣頤團隊從
事村居鄉創鄉建，深耕福建鄉野……近年來，台灣農
業專才扎根大陸，兩岸農業交流合作不斷加深，為
「兩岸一家親」 寫下生動註腳。

台灣高優精緻農業有其特長，但受困於土地少以
及僵化的農業政策，農業在台灣發展受限頗多，導致
農民們 「英雄難有用武之地」 。反觀大陸，市場廣
闊，用地成本低，且大陸農業農村領域創業興業的營
商環境持續優化，對台企台農的利好持續疊加。 「31
條措施」 、 「26條措施」 、 「農林22條措施」 等惠台
惠農政策先後出台，吸引了台灣農業專才青睞，有力
地帶動了兩岸農業融合發展。

兩岸融合，農業不僅是排
頭兵，更是催化劑。除了傳統
種植、養殖業，越來越多台農在
大陸發展農產品深加工、休閒農
業、直播電商等，尤其不少台灣年輕
新農人投身大陸鄉創鄉建，在村居營
造、人居環境改善、農村特色產業培育和
美麗鄉村建設等貢獻了經驗和智慧。

值得一提的是，作為台胞台企登陸第一
家園的福建，閩台農業交流也成了兩岸農業融
合發展的一大亮點。到2035年基本實現農業現代
化，到本世紀中葉建成農業強國的國家發展戰略，
加上大陸龐大的市場，將為兩岸農業人士提供廣闊
舞台。

從 「小眾
水果」 變身 「超

級水果」 ，這是牛油
果過去在中國大陸演繹的

逆襲故事。而從赴大陸旅遊的
觀光客，到扎根福建廈門成為牛油

果果農，這是台胞龔世明的蛻變。
龔世明是台灣嘉義大學的農學博士。

2003年，他和叔叔到廈門旅遊。那一年，廈門的
龍眼一斤賣到12元（人民幣），叔侄兩人嗅到了商機。
他們很快再次去到廈門，租下了廈門同安區的土地，
種植龍眼。

2005年，大陸首次開放進口墨西哥牛油果。
數據顯示，2011年大陸的牛油果進口量僅31.8
噸，但到了2018年則達到4.39萬噸，增長超過
千倍。再次嗅到商機的龔世明，將台灣最好
的12種牛油果引種到了廈門同安，開闢了
300畝牛油果林，開始了他在大陸的牛油
果脫 「洋」 入 「土」 之旅。經過近十年
不斷選種、育種、改良，2022年起龔
世明成功種植出26種個大、品優，
且獨具閩台特色的牛油果品種。

「我們透過育種技術，把比
較甜的牛油果選育出來。去年
推出的牛油果，最大個頭可
以達到2斤，幾乎有成人手
掌 大 ， 甜 度 達 到 10
度。」 去年底，龔世
明選育的2種牛
油 果 ，

顛覆了普通牛油果口感寡淡的不足，
個頭也較進口牛油果大3倍。

「我在廈門的牛油果種植基
地，是目前兩岸品種最齊全
的。」 龔世明自豪地說， 「基
地也在2023年9月成功掛牌
『台灣牛油果研究院廈門
融合基地』 。兩岸在農業
合作有很多成熟的經
驗，大陸去年出台支
持福建探索兩岸融
合發展示範區的
政策將能更大
助力兩岸農
業發展。」

新農人投身大陸鄉村建設

◀▼戴連春正在給梅花
鹿餵食，他的梅花鹿養
殖基地是孩子們親近自
然的好去處。

▲戴連春一邊餵養梅花鹿，一邊講述
自己在大陸的創業經歷。

四川台商林書任：
•台灣在鄉建、鄉創方面有先進經驗，

希望可以帶動更多台
灣青年到大陸逐
夢、圓夢。大陸
的各項發展政
策，美麗的綠
水青山，還有廣
闊的市場機遇，能
夠助力我們每個人

夢想成真。

福建台商宋志平：
•台灣農民在大陸的發展離不開大陸
方面的政策指導和幫扶。把台灣好的

農業生產技術
和管理技術
分享給大陸
的農民，共贏
肯定是最好的
發展模式。

台博士改良品種
牛油果脫洋入土

福建台商李志鴻：
•在大陸發展事業，一定會被當地持
續釋放的善意和相對台灣更加優惠的營
商政策打動，在一個充滿同胞情、手足愛

的環境裏打拚，
是其他地方不
能比的。

台商心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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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連春對梅花鹿非
常愛護，像對待自己
的孩子一樣撫摸牠
們。

◀龔世明扎
根大陸，選
育優質牛油果

助大陸國產替
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