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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0-300 字） 

 河南省是中國大陸的糧倉，小麥生產量佔全國六分之一。河南同時是中華民

族文化的發源地，中國歷代建都所在。此行旨在瞭解河南工業大學的校務與研究

發展狀況，大學對當地農業的支援項目，評估中興大學與河南學術交流與產學合

作的可能性。並藉此機會參訪河南各農業園區及參與豫台農業項目合作懇談會。

河南工業大學是河南省人民政府與國家糧食局共建高校，至今已有 54 年辦學歷

史，為河南省重點建設高校，該校現已成為中國糧油食品產業重要的教學科研基

地。該校坐落在鄭州高新技術開發區，占地 2855 畝。學校現有 51 個本科專業和

108 個碩士點，本科專業涵蓋工學、農學等 6 大學科門類，下設 18 個學院，全

日制在校生達 2.5 萬人，其中碩士班學生 2000 人；學校現有 15 個國家及省部級

科研平台，25 個省級重點學科；2009 年被河南省政府列為服務國家特殊需求的

博士授權規劃建設單位。河南工業大學為一所在糧油食品、超硬材料學科及相關

領域有特色鮮明的學校，學校在糧食儲藏、農產品加工、磨料磨具技術應用及理

論研究方面具有良好的基礎，在全國乃至世界具有較大影響，食品科學更排名全

國第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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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目的 

因河南工業大學是河南省政府和國家糧食局共建高校，對國家農業發展有極

深遠影響，希望藉由參訪河南工業大學瞭解河南工業大學的校務與研究發展狀

況，瞭解大學對當地農業的支援項目與合作關係，如何提供專業知識、技術作為

河南農業發展之後盾，以及在國家糧食發展扮演的角色，未來本校希望透過學術

交流活動，學習思考如何建構世界糧倉。另本行將參觀河南焦作修武台灣農民創

業園區，其是河南省唯一一家國家級台灣農民創業園，藉由本次參訪瞭解園區規

劃與發展，期望透過產學合作將臺灣優良農業技術與農業發展經驗帶入，並透過

豫台農業項目合作懇談會，將臺灣有機農業和現在農業經驗、養殖業方面等與河

南省分享，進一步增加兩地交流或動。 

 

貳、過程 

  

此行原定 4月 7 日出發，由於決定倉促，機位不易安排，拜訪河南工業

大學的時間安排幾經變更。延至 4 月 11 日上午十時台中出發，下午 13:00

搭乘華信航空直飛鄭州，原定飛行時間 2小時 45 分，由於航班延誤，到達鄭

州已近下午 17:00，旋即短暫拜會河南省王鉄副省長及農業廳，晚間入住鄭州

中州賓館。4 月 12 日上午適逢黃帝故里拜祖大典，下午參加豫臺農業項目合

作懇談會，4 月 13 日參觀焦作市修武臺灣農民創業園， 4 月 14 日參觀洛寧

縣現代化農業示範園， 4 月 15 日拜訪河南工業大學，下午 17:00 搭乘華信航

空由鄭州直飛桃園，晚間 8時抵達臺灣。 

第一天拜會了河南省副省長王鐵，其介紹河南近年在農業發展概況，希

望藉由本次機會，讓河南與臺灣的農業合作得到全面的提升。他說，河南是

農業大省，是全國最大的夏天糧食主產主要省份，傳統農業佔有很大比重，

臺灣有機農業和現代農業較為發達，在種植業、養殖業方面富有特色，希望

臺灣能和河南分享現代農業發展成果，進一步增強兩地農業交流，實現合作

共贏。 

第二天適逢皇帝故里拜祖大典，一行人前往參與觀禮。主辦單位是：河

南省人民政府，政協河南省委員會，國務院臺灣事務辦公室，國務院僑務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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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室中華全國歸國華僑聯合會，中華全國臺灣同胞聯誼會，中華炎黃文化研

究會，承辦單位是：鄭州市人民政府，區文協鄭州市委員會，新鄭市人民政

府。大典期間，還將舉辦第七屆黃帝文化國際論壇和中國鄭州科技成果交易

既高科技人才交流會，豫台電子資訊產業對接推介會，豫台農業專案合作洽

談會等活動。 

下午參加預台農業項目合作懇談會，大陸和臺灣的發展密不可分，大陸

的發展會影響到臺灣，臺灣的發展也會影響到大陸，很多大陸人都想去臺灣

看一看，不少台商也參與了河南經濟的發展。相信河南和臺灣的交流合作會

越來越廣泛。在簽約儀式上，未來將投資 2億元的海峽兩岸科技合作中心專

案、投資 20 億元的臺灣養生食品項目、投資 5.5 億元的臺灣精緻農業示範

園項目等 10 個項目在會上進行了現場集中簽約，共計簽約金額 38.85 億元。 

第三天參訪焦作市修武臺灣農民創業園，河南焦作修武台灣農民創業園

是河南省唯一一家國家級台灣農民創業園，於 2011 年 6 月 8 日正式由國家

農業部、國務院台灣事務辦公室聯合發文批復。根據規劃，創業園擬建八個

產業功能區。即台灣農民創業園核心區、休閒觀光帶、生態養殖區、特色農

產品種植區、有機蔬菜種植區、創意農業區、糧食飼料作物輪作區和農產品

加工物流區。確立以高科技引領、市場化運作、品牌化經營為主的指導思想，

通過引進台灣農業的先進科技和先進理念，發揮三大優勢，打造四個基地，

即發揮修武得天獨厚的旅遊資源優勢、交通區位優勢和糧食高產優勢，打造

農業高科技示範基地、農業高產高效示範基地、休閒觀光農業示範基地和農

產品加工示範基地，將園區建設成為集中展示河南旅遊農業、產業農業、民

生農業、高科技農業和台灣農民在中原經濟區創業的新亮點。規劃實施後，

創業園將建設成為融有台灣特徵、彰顯修武特色的農業—生態—旅遊三位一

體共同發展的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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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天參訪洛寧縣現代化農業示範園。洛寧縣近年來堅持將生態作為發

展的最大優勢和潛力所在，全縣現有林地面積 211.3 萬畝，森林覆蓋率

49.6%，林木覆蓋率達 59.76%，造林面積連續四年全省第一。該縣積極發展

生態文化旅遊產業，其積極推動『一鄉一品、一鎮一色、相互補充、遍地開

花』之計畫，預計在 3至 5年內，在全縣建設 100 個特色生態觀光園，使全

縣林木覆蓋率達 65%以上。 

第五天參訪河南工業大學，河南工業大學是河南省政府和國家糧食局共

建高校，其積極開發產學研合作人才培養模式，與當地業界合作。另該校也

拓展海外交流，2007 年開始招收外生。該校在產學合作上績效良好，值得

本校交流學習，另分享本校農業技術、精緻農業、有機農業等成功經驗，作

為河南工業大學未來發展之參考。 

 

參、心得及建議 

 

  河南工業大學 

 1．歷史沿革  

        河南工業大學（ He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位於河南省

會鄭州市，是河南省重點建設高校，於 2004 年 5 月成立，是由鄭州工程學

院和鄭州工業高等專科學校合併組建。鄭州工程學院和鄭州工業高等專科學

校均創建於 1956 年。鄭州工程學院的前身是中央糧食幹部學校和北京糧食

專科學校，1959 年遷至鄭州，組建鄭州糧食學院，開辦普通本科教育，是

原國家糧食部所屬第一所本科院校，也是河南省較早創建的工科院校之一。

學校先後隸屬於糧食部、商業部和國內貿易部，1998 年實行中央與河南省

共建、以河南省管理為主的管理體制，2000 年 6 月更名為鄭州工程學院，

2010 年河南省人民政府和國家糧食局簽约共建河南工業大學。 

2 ．師資與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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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有教職工 2176 人。其中，專任教師 1500 餘人，副高级職稱以

上教師 800 餘人，博士學位教師 480 人。双聘、特聘院士 10 人，長江學

者 1 人，省级特聘教授 3 人。     

            現有在校生 27000 餘人。其中，全日制本專科生 25100 餘人，

碩士研究生 2000 餘人，外籍生近百人。另有繼續教育學生 12000 餘人。 

        3 ．辦學條件  

         學校占地面積 2855 畝，建築面積 89 萬平方米，体育運動場地

面積 8.7 萬平方米，教學科研儀器設備總值近 3 億元，館藏圖書 362 萬

册。現有小麥和玉米深加工國家工程實驗室、糧食儲運國家工程實驗室和教

育部重點實驗室、國家糧食局工程研究中心、省重點實驗室等省部级以上實

驗室、工程（技術）中心 25 個，有各類校级教學、科研、實習、實訓平台

近百個，教學科研設施齊全，功能完善。 

4 ．學科專業與科學研究 

        學校具備包括學士、碩士、博士在内的完整人才培育體系，是教育

部“中西部高校基礎能力建設工程＂、“卓越工程師教育培養計劃＂入選高

校。學校辦學特色鲜明，學科優势突出，擁有全國最完整的糧油食品學科群

和實力雄厚的超硬材料學科群。現有教學單位 20 個；博士人才培養項目 1 

個，碩士一级學科 18 個（含碩士二级學科 108 個）；工程碩士、 MBA 、

農業推廣等專業碩士學位授權點 3 個，工程碩士領域 9 個；省级重點一级

學科 18 個，本科專業 59 個（含一本招生專業 9 個）；國家级特色專業 5 

個，省级名牌或特色專業 10 個。 

    學校科學研究成果豐碩，在中國氣調儲糧理論及技術、儲糧昆蟲分類

學、磷脂粉末化技術及理論、糧食散體物料壓力理論、筒倉防爆技術、低溫

陶瓷結合劑超硬磨俱、高溫樹脂結合劑超硬磨俱、柔軟耐水砂布等研究方

面，研究成果具世界水準。    該校是中國國家火炬計劃河南超硬材料產業

基地主要成員單位，是河南省國家大學科技園主體單位之一。近四年，獲得

國家科技進步獎 7 項，其中一等獎 1 項、二等獎 6 項；承擔國家自然科學

基金、國家哲學社會科學基金、國家 863 計劃、國家科技攻關計劃、國家

科技支撐計劃等國家級科研項目 123 項，承擔省部級科技項目 454 項；主

持或參與製（修）訂國際、國家標準 39 項，授權發明專利 106 項； SCI 、 

EI 等收錄論文 1596 篇；出版學術著作、教材 245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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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社會服務 

        該校在糧食精深加工與綜合利用、糧食機械、糧食儲運、倉廠建設、

糧食經濟與物流管理、超硬材料及磨料磨俱等方面成果優秀，推動了產業技

術進步，社會經濟效益顯著。目前，全國約 70% 的大中型小麥加工企業、 50% 

的植物油加工企業、 90% 的大豆磷脂加工企業採用該校提供的技術。該校

作為“利用世界銀行貸款改善中國糧食流通＂項目中堅力量，完成大部分核

心技術和工程設計，為構建現代中國糧食流通體係作出了突出貢獻。國家投

資 337 億元的國家儲備糧庫建設及糧食物流設施建設重大項目，全部採用

該校研發的儲藏工藝，同時，該校還承擔了 1/3 工程設計，使國家儲備糧

庫的技術與設施達到了國際先進水平。該校負責編制的國家糧食倉庫建設標

準和設計規範，為中國糧食重大工程建設提供了強有力的技術支撐。 

6 ．交流合作 

        學校積極探索產學研合作人才培養模式，與國家糧食局科學研究

院、河南省科學院、鄭州機械研究所、鄭州磨料磨俱磨削研究所等開展校研

合作；與鄭州市、周口市、鶴壁市人民政府和省商務廳、工業和信息化廳等

開展校地合作；與中國儲備糧管理總公司、中糧集團、上海良友集團、雙匯

集團、三全集團、思念集團、許繼集團、鄭州現代物流有限公司（香港）等

開展校企合作。 

        該校充分利用國際優質教育資源，積極開展中外合作辦學，與英國

威爾斯大學、瑞丁大學聯辦 5 個本科專業；與美國堪薩斯州立大學、意大

利都靈理工大學等開展在校生交流。 2007 年開始招收外國留學生。 

        該校與聯合國糧農組織、國際穀物科技協會等國際組織保持著良好

合作關係；與美國小麥協會、加拿大小麥局、法國小麥協會、澳大利亞國際

農業發展中心等進行合作交流；舉辦了“聯合國糧食物流國際區域研討

會＂、“國際小麥品質及麵粉改良研討會＂等國際學術會議； 2008 年被批

准為國家援外人力資源開發合作項目承辦單位，迄今已培訓來自 70 多個發

展中國家的糧食行政與技術官員 400 餘名。 

 

焦作修武台創園區 

    修武臺灣農民創業園於 2011 年 6 月 8 日被農業部、國台辦正式批准為國

家級臺灣農民創業園。規劃總面積為 56.7 平方公里，核心區範圍沿雲台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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兩側縱向分佈，占地 5.8 萬畝。該創業園區以與臺灣開展農業生產管理理念、

品種技術交流合作為重點，著力建設台農創業服務中心、生態休閒農業園、

精緻農業園、高效農業園、農產品加工物流區、特色產業示範區等六大功能

區，致力於將園區打造成為集中展示河南旅遊農業、產業農業、民生農業、

高科技農業和臺灣農民在中原經濟區創業的新亮點。 

    截至目前，該園區在建專案共 5 個，分別是焦作市無為農業發展有限公

司 1000 畝供港蔬菜基地專案、焦作市錦秋農產開發有限公司 2000 畝韓國精

品梨生產基地專案、焦作市淼雨生態農林開發有限公司 6000 畝蘋果生產基地

專案、河南雲台農林生態科技有限公司休間觀光農業項目、荷鹿農莊觀光農

業專案。 

 

洛寧縣現代化農業示範園區 

    洛寧地處豫西，洛河中游，人口 46 萬，是河洛文化發祥地。洛寧縣現代

化農業示範園區位於洛寧縣西山底鄉，屬省級農業科技園區，規劃總投資 4.72

億元，總面積 14000 畝，計畫 3 年內建成集洛河景觀帶，生態養殖新品種繁

育、漿果生產、林木經濟、設施園藝、農產品加工倉儲物流交易、現代新型

社區、鮮果生產、乾果生產、丘陵生態養殖、產學研工程中心、生物工程技

術中心，一帶九區二中心為一體的農業科技示範園區。該園區於 2012 年全面

啟動，目前發展各類種植園 2000 餘畝，規劃有肉牛繁殖、屠宰及加工區域，

有機蔬菜及果樹栽種區，觀光竹園等區域。 

 

 

建議 

    河南古有中原、中州之稱，全省總面積 16.7 萬平方公里，佔中國總面積

的 1.73%，人口超過一億，是中國第一農業大省，經濟總量居中國第五位，正

處於工業化、城鎮化加快發展階段，發展的活力和後勁不段增強，開發潛力

很大。大陸農地面積廣闊，大農業的發展策略相較於與臺灣小農精緻農業，

我們的發展經驗不同，因此有必要透過交流參訪，學習思考如何建構世界糧

倉。以台灣農業發展趨勢，促進兩岸優勢合作，應用新技術，新經營模式，

開發新市場，深耕品牌。透過農業園區的規劃，河南計劃引進台灣的精緻農

業、有機農業理念，以增強受訓農民的環境保護意識和生態養生意識，降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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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農業生產過程中化肥、農藥的使用量，減少對環境的污染，同時透過向農

民灌輸生態環保理念和健康養生意識，可以直接引導其在日常生活中隨時注

意對生態環境的保護，從而逐漸形成愛護環境、保護生態的良好氛圍。 

台灣和大陸地區農業技術具有互補優勢，引進台灣農業技術和成功經

驗，提高農業科技、生產技術水平和農產品競爭力，是當前及未來河南農業

發展的重要課題。將農業技術引進後經過消化、吸收，並與本地區產業基礎

相結合，借鑑台灣農業產銷和先進經營管理技術，對目前大陸農業發展而言，

都有很強的適用性，會大大增強農業發展的後發優勢，同時也是兩岸農業發

展的共同需要。 

    糧食倉儲也是國內重要的農業問題，河南工業大學在此領域所累積的學

術理論與技術，值得本校農資學院前往交流學習。其他現代農業、生物科技

的基礎教學、研究落後本校許多，因此該校希望與本校建立學生、教師交流

互動。除了工業大學外，河南農業大學的學院建構與本校較相似，河南農科

院在農業科學的學術研究，例如小麥育種，值得本校交流互動。該三個單位

合作已取得大陸新的農業發展計畫。 

 

 

肆、附錄 

本次參訪過程攜回資料包括 1.河南工業大學簡介、2.河南省農業產業化、

3.鄭州市現代農業重點推介項目，並無其他參考資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