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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云南主要特色经济作物的发展与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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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图书馆 发展研究室，云南 昆明 ６５００３１）

摘要：以农业开发史的视角，审视民国时期，国民政府经济部和云南省政府首次采取大量措施对高原特色农产资

源进行深度开发，江浙实业界巨头也对此进行投资开发，还得到中国农民银行、交通银行、富滇银行等金融机构

的信贷支持．在一系列措施的推行下，云南省形成了覆盖全省的特色经济作物三大中心建设—茶业、蚕桑事业和
以木棉为代表的植棉事业，并开创了云南省热带作物的试验、研究和推广的先河，取得了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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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省大力发展高原特色农业的背景下，如何
加快云南高原特色农业的发展，大力开发特色农产

资源．回顾历史，民国时期，国民政府经济部、本省政
府对此进行了积极的尝试，较为全面地调查了资源

情况，设立推广机构，并采取行之有效的推广措施，

包括给予技术、人员、资金等各方面的支持，调动农

民的积极性，发展取得了实效，形成了覆盖全省的特

色经济作物三大中心建设，开创了本省热带经济作

物的研究与利用的先河．但是，透过历史，也能发现
其中有不足之处．总之，考其得失，以史为鉴，可为我
省高原特色农业的发展提供参考和有益的启示．

１　茶叶改进机构的设置和公司化经营促进滇茶发
展推广

　　普洱茶，李石《续博物志》云：“茶生银生诸山，
采无时，杂椒、姜烹而饮之．”银生府为唐南诏蒙氏
置，地辖今思茅地区的镇沅县、景东及澜沧县．可见
唐宋时，普洱茶已经作为著名茶饮．清代，普洱贡茶，
享誉海内，六大茶山为主产区，年产量为５０００ｔ以
上．民国以后，滇茶产量高达４万 ｔ．产茶县份，占全
省１／４．滇茶不仅产量可观，品种亦非常丰富．以产

地论，著名滇茶品种有凤山茶（顺宁今凤庆产）、猛

库茶（双江、缅宁今临沧县产）、景谷茶（景东、景谷

县产）、三宋茶（车里今景洪县产）、大山茶（镇越今

勐腊、江城等县产）、坝子茶（佛海南峤等县产）、十

里茶（昆明属之十里铺产）、感通茶（大理产）、太和

茶（保山产）、宝洪茶（宜良、路南等县产）．以销路
论，有销四川之沱茶、销西藏之砖茶、紧茶（心脏

形），有销泰国、南洋、香港之饼茶（饼形、直径

２１～２４ｃｍ，每筒七饼，亦称“七子圆”）．销少数民族
地区的有蛮庄茶，销本省的统称散茶．以采摘时间
论，则有春芽（在公历３月底 ～４月初所采的茶，亦
称为春尖、毛尖、白尖），有夏茶及９月初所采之谷
花茶（因时值稻谷开花，故名）．

当时，滇茶的产销既有优势也有不足．其优势
有，地邻茶叶消费旺盛的康藏地区和世界著名茶产

区—印度，又位于国际交通线之要冲，由滇越铁路可

将滇茶输往海防、香港、南洋，经滇缅公路输往仰光，

其区位优势远胜东南各省．云南还是世界茶叶发源
地之一，千年古茶树至今犹存，树高６～７ｍ，叶大至
６～９ｃｍ，味醇质厚、品质优良，在国内茶产区中占有
重要地位，完全具备占据世界市场的优异特性．但



是，滇茶的生产也有不足之处．云南省由于地处边
陲，交通阻塞，农民墨守陈规，茶叶加工、包装皆采用

土法，故成品粗陋，不能引起人们的关注．
为发展本省茶业，云南省建设厅遂于１９３９年２

月成立了“云南省建设厅茶叶改进所”，设所长 １
人，副所长２人，协理全所事务，一位副所长负责行
政、另一位负责技术．下设４课，为总务课、推广课、
技术课、运输课．该所经费来源由省府经济委员会及
国府经济部各拨发６００万元，并向银行借贷 １８万
元，专作种茶经费．茶叶改进所成立之初，所长由建
设厅厅长张西林兼任，副所长为林业处处长黄日光．
１９４０年，茶叶改进所正式运作，其基本职责为：整理
各区原有茶场，改良现时出产品种，筹划增设新茶

场，并积极调查本省沿边一带产茶各县的详细情况，

培训专门人才等．其经费分配方式为一次性预拨付
经费国币３０万元，后分期陆续支付．其中事业费占
８５％，约２０５万元，行政费１５％，约４５万元．茶叶
改进所下设事业部门，即茶叶试验场，试验场种植计

划首先在于试验示范，以资倡导．其次为自给自足，
以利推进．试验场分别设于宜良、佛海、顺宁，共有土
地６０ｈｍ２，茶叶试验场均附设苗圃．１９４０年２月，茶
叶改进所接收昆明市立茶场，委郭锦芬为场长，加以

整顿，使之成为研究改进种植及制造方法的试验场．
不久，该所引进、改良、出产头水茶４种，有红茶（分
４号）、绿茶（分 ３号）、包装茶（分 ２号）和龙井茶
（分３号）．
１９３８年夏，国民政府经济部为开发农产，增加

资源，建设西南经济起见，饬中国茶叶公司调查云南

茶业．９月下旬，中国茶叶公司派郑鹤春与技师冯绍
裘入滇调查全省茶业．１２月初，中国茶业公司总经
理寿毅成由渝飞滇，与云南经济委员会主席缪云台、

建设厅长张西林商讨计划，组织“云南中国茶业贸

易股份有限公司”，由中国茶业公司与云南省政府

合资开办，投资额为国币８０万元．１９３８年１２月１６
日公司正式办公，拟定第１年营业计划，即于顺宁、
佛海两地各设立５０００千箱机制实验茶茶厂１所，
从事制造外销型红绿茶，并在宜良设立实验茶厂．
１９３９年春，顺宁、宜良两地生产外销型机制茶 ８００
余箱．佛海茶厂研发茶样四五种，大样寄往伦敦、香
港、上海等地，经中外茶师品评，一致认为该成品不

仅具有原生茶固有风味，兼有印度、锡兰茶叶之风

味，但并无印锡所产之辛涩，惊为前所未有，并怀疑

非中国所产．因外国人饮茶偏好添加牛奶，喜欢味质
醇厚的茶叶，特别是滇产红茶，色味醇厚，而东南各

省的茶叶味皆较淡，所以不及滇茶更适合外国人的

消费品味，滇茶的推出，恰好弥补了国茶的这一缺

陷．中国茶业公司总技师吴觉农认为，滇产机制茶的
成功开发，将国茶事业的发展提前推进了２０ａ．

云南中国茶业贸易股份有限公司认为，滇茶有

从事研究，作为改进标准、提倡准绳之必要，遂数次

与云南大学进行协商，订立《茶业载培试验合约》，

从事茶叶与种苗的学理研究．同时，茶界人士郑鹤
春、汤惠荪、蔡无忌、沈士华等人筹设中国茶业学会

滇分会，从事茶叶学术研究，调查全国茶叶产销、茶

业政策之检讨等．
１９４１年春，因藏销紧茶之路经阿敦子入藏一路

阻塞，改由佛海经缅印入藏，运费骤增，利益损失．为
减少损失，云南中国茶叶贸易股份有限公司与“康

藏委员会”首脑格桑泽仁订立合约，各出资 １５万
元，在下关成立康藏茶厂，制造藏销紧茶，以冀恢复

原有路线，维持滇茶固有市场，综计云南中国茶业贸

易股份有限公司有自营茶厂４所、合营茶厂１所．其
中以顺宁、佛海两厂规模最大，其生产规模“就厂房

设备而论，国内罕与伦比也”［１］．

２　中长期发展计划的实施及私人投资助推蚕桑事
业的发展

　　云南蚕丝业的发展，有千年的历史．东汉永平
１２年（公元６９年）云南永昌郡，就出产蚕桑、锦绢．
明代腾冲的五色锦（又称干崖锦）还成为献给朝廷

的贡品．云南蚕桑事业的全省性推广，始于清末巡抚
林绍年所设之蚕桑馆，开始造就蚕桑人才．嗣后，于
光绪二十六（１９００年）、二十七年（１９０１年），通令各
县，遍设蚕桑局．蚕桑事业渐受地方政府重视．之后，
道台郭策勋改蚕桑馆为蚕桑学校，并自兼总办．提学
使叶尔剀创立省会农业专门学堂，设桑科和染织两

科，于是蚕丝的利用取得了显著的发展，滇缎成为闻

名遐迩的产品．云贵总督锡良更加注重本省蚕桑教
育，通令各县设立初级蚕桑学校，由蚕科毕业生前往

兴办，以期蚕桑教育与蚕桑事业相辅而行．不久，辛
亥革命爆发，本省蚕桑事业，遂告停顿．民国 ２年
（１９１３年），省立甲种农业学校，仍设立蚕桑科．民国
８，９年（１９１９，１９２０年），省府实业司司长华封祝，派
员至上海购办缫丝机器，兴办丝厂．全省所产桑丝，
达１００万元的产值．

云南本省蚕桑事业的发展，经实践证明，有其独

有地域优势，即云南省地处高原，气侯寒暧调和平

均，终年空气干爽，特别是迤南一带，气侯干热，病毒

不易滋生，十分有利于蚕的生长，远胜长江流域湿热

的气侯环境，湿热气侯极易使蚕病滋生漫延．晚清时
期，全省蚕桑事业发达之时，云南蚕农每年可饲蚕４
次．春蚕丝质最优，夏蚕及早秋蚕丝质稍逊，秋蚕丝
最劣，但秋蚕病害全无，蚕农无不丰收．

抗战时期，江苏、浙江等蚕业主产区陷入敌手，中

央政府谋划继续发展我国蚕业，决定在云南推广这一

产业，以补江浙蚕丝之损失．１９３８年８月１６日，经济
部派宗常会至滇协助办理蚕桑事业，本省建设厅张西

林厅长多次与其接洽，共同拟定《复兴云南蚕桑初步

计划》．计划分２大部分，第１部份为创设复兴中心，
第２部份为推广复兴工作．创设复兴中心的做法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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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在省城附近觅地１３ｈｍ２，以３ｈｍ２作为模范种
场、原蚕种场、冷库建设等用途，其余１０ｈｍ２于１９３８
年冬栽培各种桑苗，计３０余万株，３ａ之后，逐步扩
充，预计每年产丝可达 ５００ｔ．１０ａ之内，年产丝达
５０００ｔ，市值亿元．其次是在省城附近训练养蚕制丝
人才，并于１９３９年秋季正式招收人员进行培训．对于
推广复兴工作，其内容包括高价收购各县所产的蚕

茧，以培育和稳固蚕农养蚕的信心．将所收之茧设灶
烘干，送至丝厂，进行深加工等．

宗常会与云南建设厅共同拟定《复兴云南蚕桑

初步计划》后，同时还拟定《复兴云南蚕丝方案及计

划书》，计划内容为：１）成立云南省建设厅蚕丝复兴
委员会．２）成立云南省蚕丝改进所．１９３８年冬，云南
省蚕丝改进所作正式成立，作为全省推广蚕桑事业

的中枢机构，负责培苗、载桑、养蚕、制种、推广、改良

及训练人才等工作．该所成立半年后，由四川引起桑
种 ６０多 ｋｇ，分别播种于昆明、河口两地，面积
０４ｈｍ２，可产桑苗２００万株．１９３９年５月，国府中央
生产会议通过“复兴滇省蚕桑，首在培育桑苗”的决

议案，经咨送行政执行．行政院认为此案对于增加后
方生产极为重要，遂立即准予津贴国币３０万元，专
作培苗之用，并先将２０万元汇往云南，以期急用．云
南蚕桑改进所选址开远草坝，设立专业化苗圃．中央
农业实验所又补助桑籽１００ｋｇ至滇，分别播种于草
坝、楚雄、保山、蒙化、河口等县，育成桑苗３５００万
株，成活率达９５％，据统计在江浙地区也很难达到
这样高的成活率，可见云南省非常适宜桑树的繁植．
３）成立蚕桑生产制种农场．１９３９年春，省府通过决
议，成立长坡蚕桑生产制种农场，先由中央及省府各

拨经费３万元（中央部份由经济部中央农业实验所
拨助，省府部份由富滇银行拨付）．其不足之处，由
中国农民银行及农本局以低利长期贷款方式借放，

至１９４２年，已投资３０万元，购地９３ｈｍ２，每年可出
蚕种５０余万张，产丝 ５００ｔ．４）设立 ７大蚕桑推广
区，分别任命区主任和技术指导员．各推广区在所属
县设立指导所．７大推广区为楚雄蚕桑推广区（含楚
雄、姚安、大姚、镇南、广通、牟定）、保山区（含保山、

漾濞、永平、腾冲、云龙）、蒙化区（含蒙化、弥渡、祥

云、凤仪、宾川、大理）、绥江区（含绥江、永善、盐津、

彝良、镇雄）、丽鹤区（含丽江、鹤庆、洱源、邓川、剑

川）、昆明区（含昆明、罗次、安宁、禄丰）、玉溪区（含

玉溪、澄江、峨山、华宁）．各指导所具体工作有登记
桑树、代蚕户办理消毒、代蚕户共同办理催青、代蚕

户共同办理饲育、分发稚蚕及巡回指导、医治病蚕、

介绍售茧等．
１９３８年１０月，江浙丝业巨头周君梅抵昆，经与

富滇银行行长缪云台多次协商后，决定投资１００万
元，成立云南蚕丝公司，公司办公处设在云南省经济

委员会内．在昆明附近设规模较大的收蚕处和制丝
所．最后在昆明“干尾沟”地方，购地２６ｈｍ２，建设

厂房．从上海购进丝车１００台、扬返车８０台、煮茧机
１台及其它附属机械，面向全省收茧制丝．１９４３年
底，公司年产生丝５０ｔ，绢丝４２ｔ，丝袜２０万双．产品
销往印度、南洋、香港及南洋群岛．

３　以木棉种植为代表的植棉事业的发展与推广

云南木棉栽培，历史悠久．从文献记载来看，始
于汉晋，张勃《吴录》云：“交州永昌有木棉树，高过

屋，有十余年不换者，实大如酒杯，有棉有絮，色正

白，破一实得籽五两（约２５０ｇ），可为温絮及毛布．”
唐南诏时期影响较大，南朝沈怀远《南越志》载：“南

诏诸蛮不养蚕，惟收娑罗木子中白絮，纫为丝、织为

幅，名为娑罗龙缎．”宋祝穆撰《方舆志》载：“平缅
（今腾冲）出娑罗树，大者高三五丈（９～１５ｍ），结子
有纫绵，织为白毡，名兜罗锦．”

木棉亦称木本棉（非攀枝花），产于开远、蒙自、

元江、广南、元谋、永善、龙陵，宾川以及车里沿边一

带，为多年生锦葵科植物，树木高大，秋春开花结铃，

春夏收絮，产量丰富，纤维细长、品质尤佳，其不择土

壤，荒山瘠地均可种植．对于云南冬春苦旱，夏秋多
雨的气侯，尤能适应．
１９３６年春，云南全省经济委员会常委缪云台带

木棉花若干斤（ｋｇ）至上海永安棉纱厂试纺，纱质极
佳，可纺２８支以上的细纱．细长柔软的上等花，可纺
４０支以上的纱线．同年，中央农业实验所冯泽芳博
士至滇，缪云台出示永安棉纱厂的纺纱报告，同时冯

亲至开远考察，通过染色体比对，鉴定云南木棉与埃

及长绒棉同种，“这是中国惟一有埃及棉这样的世

界优良品种存在的地方”［２］（有史料考证认为系回

教徒朝圣后由埃及带回云南，其具体来源待考）．奚
元龄（著名棉花遗传学家）、冯泽芳、陈仁共同撰写

的著名论文《云南木棉研究结果提要》［３］，再次论证

并强调了云南木棉与埃及棉同种，并发生变异的

结论．
同年９月，开蒙垦殖局成立，在大庄坝及蒙自坝

开垦木棉场３处，共２万余株．迤南区林务局亦在开
远矿硐坡种植木棉４０００余株，开远县建设局局长
朱瑞东私人亦在开远城外种植木棉１０００余株，木
棉种植开始大力推广．
１９３８年９月，中央农业实验所副所长沈宗瀚至

开远考察云南木棉，见其生长状况良好，大为赞许．
在《新经济》上发表文章，主张建设西南长绒棉区．
当月，中国银行稽核张心一至开远考察，亦认为木棉

为极有希望之事业，立即草拟《木棉贷款办法》，并

商之于缪云台．缪云台对这个办法十分赞同．遂由富
滇、中国、交通、中国农民４家银行共同组织“云南
木棉贷款银团”，缪云台为银团主席，张天放为总干

事，以１００万元为扶持农民种植木棉之用．凡农户种
植木棉１亩（１／１５ｈｍ２），即可贷款国币１２元，第１，２
年无须还款，第３年起开始还款，第５年还清，此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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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成为当时农村贷款的创举．

４　首次对热带作物进行试种与研究以利推广

１９２９年，云南省农矿厅（从建设厅分出）林务处
在河口兴建热带作物试验场．试种研究咖啡、肉桂、
槟榔等热带作物，并将研究成果公布，以资民间推广

种植．
河口热带作物试验场种植的咖啡品种有

Ｃ．Ａｒａｉｌｃａ，Ｃ．Ｌｉｂｅｒｉａ，Ｃ．Ｒｏｂｕｓｔａ３种［４］，这是云南首

次大规模种植咖啡，并对其进行研究．试种咖啡后，
该农场发现咖啡由于易受食心虫的危害，生长孱弱．
这在当时来说，也是一个世界性难题，南洋一带咖啡

种植园因此多蒙受巨大损失．农场认为，本省推广种
植咖啡，需要承担很大风险．

肉桂为我省著名特产，是医药上的名贵药品，肉

桂的树皮、枝叶、花果、树根都能制成多种产品，统称

“桂品”，均可入药．河口热带作物试验场所种植的
肉桂种购自越南，培植于试验场后，生长旺盛．曾试
移植于较高之山岗，所种肉桂对环境也能很好地适

应．但是此种植物，生长极缓，收获之期往往在１０ａ
以后．试验场认为，肉桂宜植之于荒山多余之地上．

河口热带作物试验场所种植的槟榔（木材可用

于建筑、隔板，果实是驱虫良药，并能健胃利水），属

椰子科植物，种籽购自越南之上原、海阳等地．品种
最好的为海阳种，海阳种又分为若干品种，有椰子槟

榔、砖柱槟榔、雀嘴槟榔、四季槟榔、脱壳槟榔、无花

果槟榔、醉桃槟榔、紫茎槟榔．其中以四季槟榔味最
美，株杆矮小，仅高于人头．开花结实，采摘管理均感
方便．每年每株产量６００～７００果．槟榔在河口试植
３ａ，育苗无任何困难，移苗后，生长迅速，特别适应
砂粘土壤，在河岸水沟旁栽种，生长益好．于是该农
场不断引进和储备良种，为大规模推广创造了良好

条件．
金丝桃科之胡桐（木材可用于建筑，果榨油，为

重要工业原料），在河口种植始于清末，已有数十年

历史．胡桐树高１５～１８ｍ，枝叶浓密，结实累累，实
大如鸽蛋，含油丰富．每株年产果实２０～２５ｋｇ，榨油
约获５ｋｇ，油质清洁，无臭味．此种植物，存活率极
高，子落地即可发芽，故大树之下往往长满树苗．河
口热带作物试验场采收当地胡桐籽播种，存活率高

达９９％，移植简易，生产迅速，树形美观，可为行道
树．其树质坚硬，呈淡红色，可作为高档木材用于装
饰房屋．因胡桐具有巨大的发展前景，故在红河沿岸
地区被大力推广．

越南盛产番荔枝（番茄科），其果实为热带著名

果品，味道甜美，很受河口当地人的喜爱．农场成立
后，引进试种，其从苗床时至开花结果，只需３ａ时

间，无论山坡平地，皆可种植．因其果实价值较高，大
规模种植后，利润非常可观．

无忠科的荔枝，为水果之王．河口热带作物试验
场引进４个品种进行试种，分别为黑叶荔枝、糯米糍
荔枝、酸荔枝、桂味荔枝４种，均由场长张励辉、职员
张吉亮等到广东自行购进１０余株．至滇定植后，生
长茂盛，约３ａ便可产果．经研究，红河沿岸由河口
直至元江１０°左右倾斜之山坡均可种植．

５　结语

综上所述，民国时期云南特色经济作物的发展

与推广，立足于云南的资源优势、区位优势、环境优

势、传统优势．国民政府经济部、本省政府对优势农
产资源，在推广机构建置，以公司形式组织规模化生

产，制定中长期发展计划，提供技术、资金、人才的支

持与服务方面作了大量工作，取得了实效．但是，本
省全面发展特色经济作物的基础仍较薄弱，特别是

在热带经济作物的推广上，仅停留在试验和研究上，

未能真正进行有效推广，产生效益．
总结历史，云南特色农业的发展有巨大的潜力，

应加大对这一优势产业的扶持力度．民国时期跨区域
推广种植区的建设，从培种育苗到生产管理等诸多环

节入手，整合各种资源为各地农民提供专项技术和人

才等方面的支持和服务，使经济作物的推广走向了更

加集约的形式，具有较强借鉴和启示作用；河口热带

作物试验场对民间发布、开放研究成果，提供信息支

持，鼓励充分利用山地、荒坡种植经济作物，具有一定

的示范作用，增强了民间开发热带作物的信心；善于

利用各种投资，引进先进生产技术，收购初级产品，对

原材料进行深加工，增加产品附加值，并打造优质品

牌，这也是发展高原特色农业的有效途径；发展高原

特色农业，离不开农民的积极性，要帮助他们解决生

产、经营中的实际困难．在广大农民的积极参与和政
府部门的大力扶持下，加大“滇系”农业产品的宣传

力度，打造优质农产品牌，培育和拓展市场规模，走集

约化发展道路，努力使高原特色农业，成为带动本省

经济跨越式发展的“绿色生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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