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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忌閉門造車
多了解社會實況

●張建華認為，科研不能閉門
造車，應積極參與外部交流，
以農業為例，需要了解農民的
種植方式。圖為張建華親身下
田。 受訪者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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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9 國慶國慶 周年周年 之之促進港科研促進港科研

在迎接國慶75周年之際，張建華近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專訪，娓娓道來國
家農業科技發展的重大意義。他表示，作為14億人口的大國，讓人民能吃
飽吃好一直是首要大事。我國一直強調糧食安全的重要性，就是不希望再

發生歷史上鬧饑荒的悲劇。「許多年前有人曾提出，國家大力發展農
業，可能會面臨水資源和土資源的短缺問題，但通過幾十年的實

踐，我國科學家們利用科技攻克了這些難題，證明了國家在
糧食安全方面擁有巨大的農業潛力。現在我們所有人不僅吃
飽了，還吃得很好！我國農業科技的強大，從國家發展歷
程中可見一斑。」

年產量維持6.5億噸 生產穩定
在 2023 年，我國農業科技進步貢獻率達 63.2%，
比 2012年提高8.7個百分點，說明我國農業科研已
位居世界前列，農產品更實現了連續20年豐收，
全年糧食產量長期保持在 6.5 億噸以上，生產穩
定。
張建華說：「我們擁有強大的化肥工業，技術
儲備堅強，幾十年來不斷積累了豐富的農業技術
經驗，擁有現代農業所需的各種提高生產效率的
技術。我國的農業發展前景廣闊，可以滿足國民
的糧食需求。」
他進一步提到，去年國家糧食進口量達1.4億

噸，其中主要用於生產畜牧飼料的大豆、玉米
等。他認為，進口糧食不代表面臨糧食不足危
機，實際上國家有能力生產更多糧食，進口糧食
其實是出於戰略考量。
首先，進口可節省土地和水資源，避免環境過度

消耗，影響生態平衡。其次，進口可豐富國民飲食
種類，提升人民生活水平。第三，糧食儲存費時費
力，過度生產和存儲會造成浪費，像中國這樣的大
國，保持半年的糧食儲備已相當充足。第四，國家在工
業領域具有強大的出口能力，賺取大量外匯，促進資金流
通，推動國家經濟發展。

國家廣研新技術增產量
對於進一步保障國家糧食安全，張建華認為，我國具備先進的

機械化生產模式、農業栽培技術，以及各種現代化的灌溉技術等技術基
礎，擁有強大的糧食增產潛力。國家已投入大量資金發展農業水利和灌溉技

術，以增加糧食產量。未來，國家的農業將遵循高效高產、環保、可持續發展方
向發展，加大對農業科技投入，作為農業領域的科學家，最重要是確保育種行業的更

新，提高作物抗病蟲害能力和抗災能力，以及因應科技發展培育出適合機械化收割的品種，
並減少化肥的使用，實現低碳環保。
此外，農業也需要資本的投入，透過市場機制鼓勵資金投入，允許糧食價格在政府的監管下適當提

高，讓農民有利可圖，保障基本生活，從而激勵他們種植糧食，以維護糧食安全和農業發展的良性循
環。
張建華說：「農民花時間花工夫去種田，他也要有效益。如果在家裏種幾畝地，小規模種不賺錢，

他們會想不如到城裏打工了。因此政府的政策性扶持和市場的維護至關重要，農民有錢賺，才有繼續
耕作的動力。」

兩地科研緊密合作 確保成果「落地」

●張建華接受香港文匯報專
訪。 香港文匯報

記者曾興偉 攝

張建華的農業科研於學術界深具影響力，早在2008
年，他便獲著名科學期刊《自然》評為五位「可改變
世界的農作物研究者」之一，並曾兩次獲得國家自然
科學獎二等獎，以及國家科技進步獎項；而在2024年
Research.com的「頂級植物科學和農學科學家」排名
中，他位列全國第四、全球第二十七。

農民家庭出身 視袁隆平為榜樣
出身於農民家庭的張建華，年輕時曾代表村裏生產
隊參與雜交水稻試驗計劃，一直視袁隆平教授為榜
樣。在炎炎夏日，他每天工作20個小時，忙着收割和
插秧，十隻手指頭都破爛不堪，一有機會坐下便要睡
着，因此他自小便深知農民耕作的艱辛，立下讓農民
不再受苦的決心。帶着這個樸實的願望，自從考入農
學院上大學時起，他便圍繞着農作物節水增產展開至
今大半生的研究探索。
他指，中國最大的糧食產地位於淮河以北、燕山以
南、太行山以東，這些地區地勢平坦，溫度雨量非常
適合種植水稻、小麥等，不過對西北乾旱地區來說，
如何有效利用水資源和節水成為最大挑戰。
他解釋，當降雨不足、水資源短缺，耕種就需要仰
賴地下水補充，惟長期過度抽取地下水亦會造成水位
下降導致地陷，土地缺水更會造成綠洲消失及沙漠化
等問題。
張建華早年的研究發現，當植物根部處於乾旱土壤
時，會釋出酵素傳達訊息控制葉的刺孔關閉，減少水分
流失，因此他認為只要找出對應方法，所有農作物都有
節水的潛力。他的這些發現隨後應用於節水灌溉技術，
引入了「分根區灌溉法」，可使西北乾旱地區的農民將
灌溉水量減半。
他又分享：「種植水稻需要的水量最多，因此節水效
果最明顯。我們更發現，水稻在灌漿期進行節水，會產
生一種『垂死的危機感』，將所有營養都輸送到稻穗，
以求『傳宗接代』。種子吸收充足養分便會合上穀殼，
變為成熟的稻米，反而有利於提高產量，同時有效防治
病蟲害，還能減少甲烷排放，保護環境。」
事實上，這套水稻節水栽培方法，得到了內地相關
單位的大力支持和投入，由鄉鎮到縣級再到省市級的
農業技術推廣機構，都有積極參與其中，在全國各地
組織培訓活動，指導農民如何有效管理水資源。張建
華表示：「透過這個農業推廣體系，我們將新技術進
行試驗，然後進行示範，並邀請體系的專業人員協助
我們向內地農民傳達這些信息。」這些農業技術推廣
人員也會在田間試驗田中協助進行實驗、收集數據，
並向研究團隊反饋信息，以評估技術的成效。這位從
農田走來的科學家，終於成功將手裏的小種子，培育
成造福廣大農民的科學成果。

喜落田與農民交流 了解新技術
還有兩年便達退休年齡的張建華，從未停下他耕耘的

心。他對香港文匯報分享道：「如果我有假期，我喜歡
回村看農民如何種田，了解他們的新技術。現在留下來
種地的農民都是很聰明、很有本事的，他們累積了多年
的經驗，與土地打交道，他們才是最專業的。觀察他們
如何種植，可以為我們的研究提供啟發。」

香港特區政府近年積極投入大量資源並推出多項政策，吸引全
球頂尖學者和科技企業來港，促進香港本土創新科技生態的發
展，締造多元經濟結構。張建華認為，這展現了香港經濟不是只
仰賴金融貿易，同時在創新科技領域上，能夠生產出優質產品和
服務。

讚港科研環境媲美英美
投身香港科研 30 多年的張建華提到，相對歐美等先進地

區，過去香港對創科的投放明顯不及。然而，隨着近年國家
和特區政府支持香港創新科技領域的政策和大力投入資金，
本港優秀學者獲得科研資助的機會增加，經費充裕，社會和
學術環境穩定，干擾相對較少，「大學對我們最大的要求就
是好好教書、好好做研究，給你充足的機會申請經費和帶領
學生做研究。」
他認為，現時香港的科研環境，相較於美國、英國等地的一些
大學甚至更為優越，他對此感到非常幸運。

不過他認為，科研不能閉門造車，應積極參與外部交流，多參
加會議和學術討論，與國際頂尖學者交流，更要保持開放的思想
和態度，聯繫社會，將科研知識轉移至實際應用。
他說：「如果只是呆在實驗室裏關門做研究，你怎麼知道市場
需求的是什麼技術？你怎樣確保你的成果能轉化為實際應用？因
此，不僅要深入研究，還需外出了解社會政策和產業現況。以農
業為例，我需要了解農民的種植方式，同時與研究相關技術的人
交流，了解其產品的生產過程。」

無論是農業科研，以至實際的農產品供應，香港
與國家都有着密不可分的關係。張建華表示，儘管
因為本港的獨特地理位置，大部分的主糧如米麵
能從外國進口，但鮮活農產品始終要依靠內地支
撐，同時香港的糧食採購，也為供港農場帶來重要
收益；至於農業科研應用，香港更需要透過與內地
合作讓成果「落地」，進而推廣至海外，真正造福
大眾。

港鮮活農產品依靠內地支撐
張建華指，以蔬菜為例，港人每天需要數千噸

計，本地蔬菜僅能滿足約3%的需求，其餘絕大部
分來自內地，「香港能獲得源源不斷的蔬菜，正依
賴於在內地農地勤勞耕作的農民。」至於肉畜產
品，由於動物飼養對環境影響巨大，「香港無法有
效處理動物排洩物，也需要依靠內地農場供應，所
以香港人吃的肉畜產品主要進口自內地。」
事實上，特區政府漁農自然護理署及蔬菜統營處

共同推出的信譽農場計劃，藉推廣良好的園藝操作
和環保種植方法，確保農產品的質量和安全，當中
便包括了內地25個總耕地面積2,359公頃的農場。
張建華表示，參與計劃的內地農場嚴格按照香港農
產品標準種植，因此其蔬菜能夠直接運送到港，僅
需進行簡單抽檢即可過關，節省了成本和時間。
他說，透過香港的農產品採購，這些供港農場的

收益也將計入所在內地城市的生產總值，尤其在蔬
菜消費方面龐大，成為了相關地方農業經濟的重要
收入來源。
此外，香港的農業科學家也需要藉着與內地夥伴

緊密合作，才能將成果於農地推廣應用。張建華指
出，除了其團隊經常開展相關協作項目外，本港不
少知名農業學者也取得了卓越成就，例如香港中文
大學林漢明的團隊，成功發現及複製了大豆的耐鹽
基因，並培育出優質耐鹽大豆品種，成果已在內
地、南非、阿根廷、巴基斯坦等地得到推廣。

●張建華經常與農民交流。 受訪者供圖

●在農產品供應上，香港與國家有着密不可分的關
係。圖為活豬運往上水屠房。 資料圖片

中國的農業科學發展之路廣受全球矚目，英國《經濟學人》今年6月發表文章指，中國已經成

為科學超級大國，當中首先提及近年中國科學家於小麥、高粱、小米、玉米等農作物發現能提高

產量基因的多項重要成就，有望為全球糧食危機提供新的解決方案。香港科學家站在巨人

肩膀上，亦努力為促進農業科研、維護國家糧食安全貢獻力量。曾被譽為全球五位

「可改變世界的農作物研究者」之一的香港浸會大學植物生物學講座教授張建

華，致力為國家農業節源增產，專注於植物脅迫生理學和作物節水灌溉

的研究。他從手中一捧水稻講起，回顧國家糧食安全之路，展示

香港科學家如何積極融入國家發展，為科教興國獻

力。 ●香港文匯報記者 莫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