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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分析了我国园艺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制约因素和产业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认为我国园艺产业是市场化程度高、

关系国计民生、保障城乡居民营养健康和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农业支柱产业；文章提出了通过实施布局优化战略、深化市场化

发展战略、走出去战略、提质增效战略和产业链延伸战略来实现我国园艺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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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aper analyzes the constraint factors and main problems of Chinese horticultural industry.  The horticultural industry 
is a major agricultural pillar industry in China which is highly market-oriented. It is important for national economy and the people’s 
livelihood and can guarantee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nutrition health and increase peaeants’ income. The study proposes that the gov-
ernment should carry out five strategies, i.e., layout optimization, deepening market-oriented development, going out, improving quality 
and effectiveness and extending industrial chain, to ensur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horticultural industry. 
Key words: horticultural industry;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constraint factors; strategy visions

一、前言

园艺产业是我国最重要的农业产业之一，包

括蔬菜、水果、花卉、茶叶、干坚果等产业。我国

园艺产品种植面积在我国种植业总面积中名列第

二，产值名列第一，其可持续发展是保障我国国民

健康的基础，带动农民致富的手段、平衡农产品

进出口贸易的工具和社会进步的标志 [1,2]。据《中

国农村统计年鉴》(2014 年) 数据，2013 年我国蔬

菜（鲜菜）播种面积为 2.035 26×107 hm2，产量

为 7.351 2×108 t；果园面积为 1.237 14×107 hm2,
产量为 1.577 13×108 t；茶叶种植面积达 2.468 8× 
106 hm2，产量达到 1.924 5×106 t。中华人民共和

国海关总署数据显示：我国园艺产品的贸易顺差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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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 年的 26.16 亿美元，扩大到 2000 年的 32.60 亿

美元，到 2012 年达到 131.57 亿美元，平衡了约五

分之一的农产品贸易逆差。但是，我国园艺产业的

可持续发展还面临许多问题和挑战，从战略层面理

清未来我国园艺产业发展的总体思路至关重要。本

文旨在通过探讨和分析我国园艺产业发展中的问题

和制约因素，提出未来 10~20 年我国园艺产业可持

续发展的战略思考和政策建议。

二、我国园艺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制约因素

（一）资源条件的制约

劳动力资源、土地资源和水资源是园艺产业可

持续发展的基础。目前我国园艺产品种植业中劳动

力年龄偏大，受教育程度不高。随着工业化与城镇

化进程的加快，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尤其是受教育程

度相对较高的青壮年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留在农村

的多为妇女、儿童以及老人等劳动能力较弱的群体，

严重影响园艺产业的发展。从土地资源看，虽然我

国耕地面积总量大，但人均量小，质量不高。人均

占有耕地面积已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 [3]，耕地

资源还面临着沙漠化、水土流失侵蚀和社会发展需

求的影响。现有的耕地资源既要解决 13 亿人口吃饭

穿衣的问题，又要发展园艺产业，统筹难度很大 [4]。

从淡水资源看，我国人均淡水资源占有量仅为世界

人均的 1/4 左右，且时空分布不均衡，西部地广人

稀但淡水资源相对缺乏，东部耕地面积较少但淡水

资源却相对丰富。同时，农业生产过程中水资源浪

费现象严重，按照国家农业部下发的《关于打好农

业面源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意见》，农业灌溉用

水有效利用系数到 2020 年达到 0.55[5]，仍然远远低

于发达国家的水平。此外，水环境不断恶化，水资

源质量持续下降，也增加了生产优质园艺产品的难

度和成本。

（二）产品保鲜加工能力的制约

大部分园艺产品属于鲜活农产品，收获后必须

迅速消费或保鲜加工处理，否则就会腐败变质。因

此产品加工是园艺产业的蓄水池，对产业的健康发

展起着重要的调节作用。但是我国园艺产品加工业

发展严重滞后，加工能力严重不足。根据联合国粮

农组织数据库数据测算，我国蔬菜食品消费中加工

蔬菜消费约占 10 %，水果加工率在 5 %~10 %，远

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相关学者的研究也显示我国

果品商品化处理量约为 20 %，果品加工转化能力

约为 15 %；蔬菜加工转化能力约为 10 %[6]。

（三）环境压力的制约

塑料制品、农药和化肥的使用提高了我国的

农业生产率和经济效益，但也带来了严重的环境问

题。我国每年约有 5×105 t 农膜残留在土壤中，残

膜率达到 40 %[7]。据报道，在部分长期使用地膜的

土地中，地膜残留量一般在每亩（1 亩≈ 666.67 m2）

4 kg 以上，最高的达 11 kg[8]。蔬菜、果树都是使用

农药较多的作物，相关调研显示 , 部分地区农民对

蔬菜的施肥过量可达到 50 % 甚至更高，蔬菜种植

区地下水的硝酸盐污染明显增加 [9]。

（四）经济效益的制约

相对于粮、棉、油等大宗农产品而言，园艺产

品生产效益相对较高，但近 10 年来，生产成本和

流通成本增长较快地挤压了园艺产品生产的利润空

间。2004—2014 年，我国大中城市蔬菜生产每亩

平均成本增加 134.5 %；亩均苹果、柑、橘生产成

本分别增长 305.2 %、38.4 % 和 100.2 %（见图 1）。
与流通成本息息相关的柴油价格指数从 2001 年 
1 月到 2012 年 1 月上涨了 163.31 %，推高了园艺

产品生产与流通的成本。

图 1  蔬菜与三种水果生产成本的变化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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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生产与流通成本的增加，园艺产品生产者

的相对经济效益有下降的趋势 [11]，2001—2005 年，

蔬菜种植亩均产值分别是粮食、棉花、油料亩均产

值的 6.24 倍、3.01 倍、6.59 倍，亩均净利润分别是

粮食、棉花、油料的 17.78 倍、5.53 倍、16.69 倍 ,
而到2006—2010年蔬菜种植亩均产值为粮食、棉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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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料亩均产值的 5.86 倍、2.96 倍、5.42 倍，亩均净

利润为粮食、棉花、油料的倍数分别降为 11.06 倍、

5.24 倍、7.39 倍（见表 1）。

（五）生产装备条件的制约

目前我国园艺生产机械化水平和生产装备水平

还比较差。全国蔬菜生产综合机械化率约为 20 %，

仅是同期大田作物的 1/4~1/3[12]。在耕整地、直播、

育苗、移栽、田间管理和收获等蔬菜生产过程中，

耕整地环节机械化率最高，但多采用常规大田耕

作机具，作业效率和作业质量还不高 [11]。因受种

子丸粒化、排种精度等关键技术的制约，蔬菜精

量直播机械化还处于起步阶段。采用全套装备进

行蔬菜育苗的尚少见，蔬菜移栽仍以半自动移栽

机为主，取苗需人工操作。蔬菜田间管理中，灌

水和施药基本实现了机械化，也发展一些水肥一

体化灌溉与施肥设备，但植株调整机械化水平很

低，除一些加工果菜和根菜类蔬菜部分实行机械

收获外，大部分尚未实现机械化。此外，设施园

艺生产中的设施简陋、环境调控装备差也严重制

约了园艺作物的生产。

三、当前园艺产业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生产组织化程度低

与现代园艺产业规模化经营相适应的生产主

体主要有家庭农场、园艺产品农民专业合作社和园

艺产品生产企业三种类型，但是当前我国园艺生产

仍然以小规模的农户生产为主，年龄偏大、受教育

程度不高、经营规模狭小、兼业化现象普遍。根

据 2012 年国家大宗蔬菜产业技术体系分布于全国

各省区实验站的调查显示：菜农平均年龄为 46 岁； 
40 岁以上农户占被调查样本的 73.7 %（见图 2）；
小学及以下学历和初中学历占到了菜农总人数的

70 %（见图 3）；种植规模 10 亩以下的占被调查样

本的 71 %（见图 4）；农户兼业率高达 90.02 %。园

艺产品合作社规模小、实力弱、技术服务程度低 [13]， 
合作社小的仅有几十名成员，大的也不过联系

200~300 家农户，“五统一”远远没有实现。 具有

一定规模和效益的现代园艺产品生产企业数量不

多，部分企业以占有土地、套取补贴等为经营目的，

没有真正地发挥龙头企业应有的作用。

( 二 ) 生产布局不尽合理

我国园艺产业布局正逐步优化，但仍然存在着

表 1  我国蔬菜生产与粮、棉、油生产的亩均收益比较 [14]

2001—2005 年平均 2006—2010 年平均 后五年增长率

产值/元 净利润/元 成本利润率/% 产值/元 净利润/元 成本利润率/% 产值/元 净利润/元 成本利润率/%
蔬菜 2 892.27 1 414.26 96.43 4 356.92 2 096.63 92.12 50.64 48.25 – 4.47
粮食 463.22 79.52 20.03 741.50 189.21 34.45 62.88 137.94 71.99
棉花 961.31 255.72 35.85 1 474.13 399.90 35.76 53.33 56.38 – 0.25
油料 439.59 84.75 23.27 804.46 283.60 55.62 83.00 234.63 139.02

0.2 %

3.5 %

5.7 %

44.6 %

23.4 %

22.6 %

20岁以下； 20~30岁； 30~40岁；

40~50岁； 50~60岁； 60岁以上

图 2  蔬菜种植户年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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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菜农受教育程度分布图



037

中国工程科学 2016 年 第 18 卷 第 1 期

生产集中度较高、大中城市供给保障能力下降等问

题。根据《中国农村统计年鉴》(2012 年) 数据计算，

2011 年蔬菜播种面积位列全国前十位的省区共计播

种 1.242 95×107 hm2，占全国播种面积的 63.3 %；

总产量位列全国前十的省区产量共计 4.606 13 × 
108 t，占全国总产量的 67.8 %。随着工业化和城镇

化建设步伐加快，我国大多城市近郊地区的蔬菜生

产基地迅速消失，中心城区市场所销售的蔬菜大量

依靠外调和农区供应，加剧了蔬菜价格波动的风险。

北方设施蔬菜在发展中不可避免的在上市时间和品

种上与南方出现了部分交叉，导致南北蔬菜之间呈

现出竞争的新态势；同时南方蔬菜各产区间未能形

成合理分工，产业结构趋同。

（三）冷链建设滞后，流通成本高

我国蔬菜流通损耗率高达 20 %~30 %，而目前

美国、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由于普遍采用现代冷链

物流，蔬菜损耗率在 5 % 以下 [12]。园艺产品从田

间生产到消费者餐桌的整个流通过程中依次需要经

过中间商或经纪人的田间（地头）收购、产地批发、

长途运输、销地批发、销地零售等多个环节，各个

环节层层加价，导致流通成本高，零售价格居高不

下。根据园艺作物产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组

的跟踪调查：从海口到北京，每公斤青椒成本价格

将上涨 1.32 元，从长阳到广州，每公斤萝卜成本价

格将上涨约 0.78 元；脐橙从江西赣州产地运至北京

新发地市场，每千克的运销成本约为 0.25~0.30 元， 
而脐橙的产地批发价格为 3 元 · kg–1，仅运输成本

一项即造成脐橙批发市场价格上涨约 10 %。零售

环节在园艺产品流通各个环节中加价幅度最大。根

据中国蔬菜流通协会在北京的调查，农贸市场经

营户每天的销售额在 700~1 000 元，其中包含零

售商工资、摊位费、市内运费、商品损耗及削价

处理等费用共计 350 元左右，加价幅度一般都超 
过 40 %[13]。

（四）质量安全隐患仍存

由于质量安全监管体系不健全和农户缺乏“绿

色、安全、健康”的生产理念，我国园艺产品生产

过程中，不当使用农药、化肥的情况比较普遍 [14]。

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 (2015 年) 数据显示：

2014 年，我国大中城市蔬菜生产每亩投入的化肥、

农药成本分别为 264.51 元和 106.78 元，二者之和

占到蔬菜生产每亩投入物质与服务费用中直接费用

的 26.45 %。苹果生产每亩投入的化肥、农药成本

分别为 508.56 元和 268.12 元；橘子生产每亩投入

的化肥、农药成本分别为 412.45 元和 282.36 元。

因质量安全问题，园艺产品出口频遭退货。海关信

息网（www.haiguan.info）资料显示：2013 年我国

对美国蔬菜出口遭受扣留和拒绝进口达到239批次，

比 2012 年增加 36 批次。其中因产品含有化学杀虫

剂而遭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扣留的批

次达到 71 批，占被扣留总批次的 29.71 %，相比

2008 年的 7.08 % 有迅速的上升。

（五）科技支撑力量不足

种子是园艺产业核心竞争力的根源所在，但

我国蔬菜种子市场正遭遇国外种子的挑战。有专

家研究表明 [15]：2012 年我国蔬菜种子年用量为

4×104~5×104 t，洋种子消费量为（含进口种子和外

资公司在国内繁育销售部分）1×104 t 左右，占蔬菜

种子市场总量的 20 %~25 %，部分高端蔬菜洋种子

甚至占到 40 %~50 % 的市场份额。由于洋种子主要

控制着高端蔬菜种子市场，所以外资企业以 20 % 左

右的市场份额占据着 50 % 左右的厂商环节利润。在

我国蔬菜最重要的产区寿光，国外品种在寿光种子

市场占有率较高，其中长茄的市场份额占 90 % 以上，

番茄的市场份额占 60 % 以上，辣椒的市场份额占

60 % 以上，彩椒的市场份额近 100 %，大葱、胡萝

卜、苦瓜、菠菜品种的市场占有率也呈快速上升势头。

国产蔬菜种子在密刺黄瓜、芸豆、苦瓜等种植规模

较小的品种占有一定的市场份额 [16]。

39 %

32 %
15 %

4 %

1 %
2 %7 %

5亩以下； 5~10亩； 10~20亩； 20~30亩；
30~40亩； 40~50亩； 50亩以上

图 4  蔬菜种植户规模结构
注：图 2~图 4 资料来源于国家大宗蔬菜产业技术体系各实验站调查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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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我国园艺产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构想

（一） 战略定位

无粮不稳，无蔬不康、无肉不富，无棉不贵。

园艺产品中的果蔬产品富含丰富的矿物质和维生

素。而园艺产品中的花卉是美化环境的重要产品，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园艺

产业是关系国计民生、城乡居民健康和农民增收的

高度市场化的农业支柱产业。在未来 10~20 年，我

国园艺产业发展的重点任务是完成由传统产业向现

代产业的过渡。

（二）战略目标

1. 总量基本平衡，产品自给有余

园艺产业关系国计民生，具有需求量大、产品

季节性强和不耐储运的特点，决定了我国主要园艺

产品的供应必须依靠国内生产。园艺产品供给不仅

要保障城乡居民的日常消费，还要保证为国家工业

化提供充足的原料以及满足国际出口贸易的需求。

同时，园艺生产受自然条件影响，自然风险较大，

年际产量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因此产量应该保持

比需求略高的水平。

2. 市场相对稳定，品种丰富多样

要通过合理搭配早、中、晚熟品种和利用各种

设施建立园艺作物周年种植模式，采用最佳保鲜贮

藏技术措施，延长园艺产品的上市期；通过发展园

艺加工产品生产，发展流通等相关服务业，保证园

艺产品市场的稳定，避免园艺产品供求市场的大起

大落，满足人们对园艺产品多样化的需求，保障城

乡居民在任何时段、任何地点都能在市场上购买到

各种各样的园艺产品。

3. 人与自然和谐，产业发展持续

园艺产品生产要求能够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

处，不破坏产地的土壤、水资源、植被等自然条件，

菜农、收购商、零售商等各个产业链主体都能获得

合理、稳定的利润。保持自然生态、资源条件和产

业链生产与经营的可持续发展。

4. 生产布局合理，流通畅通高效

在确保大中城市周边具备一定的供应保障能

力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产区生产的比较优势，进

一步提高优势产区的产业集中度；建立以批发市

场为主体的比较完善的园艺产品市场体系，市场

交易条件、交易方式、交易主体的素质都有较大

幅度的提升，市场信息网络完整高效，农超对接、

农校对接、农批对接、农企对接、电子商务等先

进的交易模式和流通业态成为主流，流通环节少、

成本低、效率高。

5. 科技支撑雄厚，产品质量安全

提高单产、提升品质、增加效益、确保安全，

科技要在未来的园艺产业发展中起到更大的支撑作

用。园艺产业的科技贡献率进一步提升：国产种业

缩小与国外先进种业的差距，在占据绝大部分国内

市场的基础上努力提高国际竞争力；园艺生产机械

化程度有较大的提高；先进的育种技术、科学的植

保和肥水管理技术、适宜的环境调控技术、合理的

栽培模式在园艺生产中被广泛应用；用标准化生产

技术全面提高园艺产品的品质指标、质量安全水平

和商品档次，杜绝重大园艺产品质量安全事件的发

生，争取在 2020 年前实现园艺产品的监测合格率 
达 100 %。

（三）战略设想

1. 实施“布局优化”战略

因地制宜地制订全国和本地区主要产品优势区

域发展规划，突出优势区域的资源特色，明确主导

产业，促进要素资源向园艺产品最适产区集聚，促

进产业集群，打造优势产业带。水果产业的总体思

路为“强化基础、壮大产业、因地制宜、突出优势”，

坚持向最适产区集聚，果园发展提倡“上山”“下滩”，

不与粮争地。蔬菜产业应充分发挥南方水资源丰富

和冬季气候温暖的自然资源优势，积极发展南方冬

春蔬菜的种植；针对北方地区光照资源丰富和水资

源不足的特点，在北方地区重点发展以日光温室为

代表的设施蔬菜；在人口密集的大中城市，适度发

展郊区设施蔬菜，保持一定的城市蔬菜自给率，种

植不适合长距离运输的叶菜类蔬菜；在高山高台夏

季冷凉地区重点发展夏季蔬菜种植，满足夏季蔬菜

供应。

2. 实施“深化市场化发展”战略

园艺产业既是高度市场化的产业，又是关乎国

计民生的产业。目前在园艺产业发展中尊重市场和

遵循市场规律不够，政府直接行政干预较多，利用

政策引导不足，往往导致市场供求关系扭曲，加剧

价格波动。市场在产业发展中应在三个方面发挥决

定的作用：一是市场配置资源，二是市场调节产量，

三是市场决定价格。政府在产业发展中的调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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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应退出。但是政府对园艺产业的调控行为应该规

范。政府的主要职责：一是保障基础设施建设；二

是提供市场信息；三是监控质量安全；四是制定园

艺产业发展引导政策。

3. 实施“走出去”战略

园艺产业的发展要充分利用国内和国际两种资

源，努力开拓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一方面在提升

产品质量的基础上，巩固现有的优势市场，大力开

拓新型市场，逐步实现出口市场和出口产品的多元

化，减少国际市场波动对园艺产品市场的冲击；另

一方面要实施“走出去”战略，针对俄罗斯及独联

体国家、亚洲发展中国家、非洲国家园艺产品种质

资源丰富、技术总体滞后、以及市场开发潜力大等

特点，设置涵盖科学研究、技术及产品创新、商业

模式创新在内的园艺国际发展项目，鼓励相关生产

主体到资源相对丰富的国家建立园艺产品生产基

地，利用当地的资源生产园艺产品，破除资源条件

对产业发展的制约。

4. 实施“提质增效”战略

转变“以量取胜”的传统园艺产业发展模式，

树立“以质取胜”的新理念；加大对园艺产业研发

的投入，提高园艺产品生产的技术水平和科技贡献

率；研发并推广与现有生产模式相适应的园艺产品

轻简化生产技术，提高产业的物质装备水平；推进

园艺产品标准化生产体系的建设，确保园艺产品的

质量安全；打造园艺产品品牌，提高园艺产品的市

场竞争力，提高园艺产品生产经营的效率。

5. 实施“产业链延伸”战略

培育与现代园艺产业发展相适应的生产流通主

体；提高产地商品化处理能力和水平，在叶菜收获

同时进行分级、包装；在根茎菜、果菜、水果规模

产区合理布局商品化处理场所，并配备分级、清洗、

包装设备；推行园艺产品采后商品化处理，提高商

品化处理能力 [17] 及精深加工能力和加工原料资源

利用率，促进产品多样化和产业链延伸，增加产品

的附加值；建设园艺产品的绿色保鲜、安全储藏和

冷链物流体系，构建流畅的流通体系，提高全国园

艺产品运输“绿色通道”的覆盖率，保障新鲜安全

的园艺产品及时、畅通地供给。

（四）战略措施

1. 稳定种植面积，强化内涵发展

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我国主要园艺产品供给基本

能够满足国内需求，因此未来园艺产品需求的增长

主要依靠人口的增加来拉动，依靠单产增长基本能

满足园艺产品需求增长的需要，现有种植面积在正

常年份（无大灾）基本能够满足国内需求；过多增

加种植面积将导致园艺产品季节性、区域性过剩，

价格下跌的风险增加，容易造成市场价格大起大落。

此外，考虑到在 1.8×109 亩耕地红线下园艺产品与

粮、棉、油耕地的竞争问题，园艺产品的发展应以

稳定面积，提高单产及品质为主。争取到 2030 年，

果园总面积稳定在 2×108 亩左右；蔬菜播种面积

稳定在 3.15×108 亩左右。

2. 加强质量监管，力争安全优质

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的要

求规范园艺产品产业链，完善园艺产品质量安全责

任体系，落实园艺产品质量安全的责任，并逐步建

立园艺产品质量安全监管长效机制。尽快制订和完

善园艺产品产地环境、生产技术规范和产品质量安

全标准，建立适合我国的园艺产品综合生产制度。

在生产优质、安全园艺产品的同时，有效地保护环

境和劳动者自身安全。以园艺产品主产区所在地县

区为切入点，加大宣传，注重保护主产区的生态环

境，大力推行标准化建设，加强对标准园生产者生

产行为的引导和规范，提高园艺产品数量和质量。

加强乡镇等基层单位园艺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服务的

能力，增加园艺产品质量检测的频率和力度。

3. 优化区域布局，合理利用资源

倡导果树上山下滩，不与粮、棉、油争地，在

适宜区内选择集中成片的荒山、荒丘、盐碱沙滩，

发展果树生产，坚决压缩非适宜区种植面积。蔬菜

要进一步优化和调整蔬菜种植优势区域的主栽品种

结构和产品上市期，一方面要发挥优势产区的比较

优势，主要生产一些相对耐储运的蔬菜品种，通过

大流通解决大中城市人们对蔬菜消费存在的常年性

需求与季节性生产的矛盾问题以及消费的品种多样

化问题；另一方面是大中城市周边要具备一定的蔬

菜供应保障能力，主要生产一些供应大中城市的速

生菜，实现即使因极端的气候导致物流困难也能保

障大中城市的基本供应。

4. 完善市场体系，做到流通顺畅

一是要通过公司化、规模化、品牌化经营加

强经纪人、运销户、经销商的队伍建设、制定政策

鼓励流通企业和组织涉足生产领域等手段培育园艺

产品的流通主体。二是要继续发展新的产销对接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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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将产业链上下游之间简单的买卖关系变为合作

关系，使产销之间、产业链不同主体之间真正成为

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利益共同体，实现生产与

市场的良性互动，提高产业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 
三是大力培育园艺产品拍卖、电子商务等新型流通业

态，推动园艺产品的 B2B 交易，促进园艺产品流通

业态的创新与发展。四是加强冷链系统建设，在园艺

产品优势产区加强预冷设施建设，提高优势产区商品

化处理能力；积极发展保温、冷藏运输，减少园艺

产品的运输损耗；提高主销区园艺产品冷链配送能

力，培育具有一定规模的专业化冷链物流服务企业。

5. 培育新型生产主体，实现主体突破

未来园艺产业的发展必然要走规模化经营的道

路，因此培育与规模化经营相适应的园艺产业新型

生产主体是园艺产业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环节。

通过落实九年义务教育、鼓励受过一定种植技术培

训的年轻人前往园艺产品主产区创业、抓好乡村干

部、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农技人员以及广大经纪人、

种植大户的教育培训等手段提高菜农、果农的素质。

通过积极引导、逐步规范农民专业合作社、培育培

训合作社带头人等手段促进农民专业合作社经营能

力的整体提升。通过各种政策措施，积极扶持园艺

家庭农场的发展。在采取措施对社会资本流向园艺

产业加以引导和规范的基础上，制定优惠政策鼓励

社会资本流向园艺产业。

6. 发展产后加工，实现产业升级

走“市场主导、政府引导、科技引领”协同发

展之路，突出科技在振兴我国园艺产业中的位置，

推行以市场为导向，企业为主体，产、学、研无缝

对接的可持续发展新模式，全力打造园艺产业发展

的 2.0 版，实现产业全面转型升级。要以基地建设

为着力点，促进品种结构调整，全面推进标准化建

设；以产业技术需求为导向，加强科技研发，促进

集成简化技术的推广与应用；以增强竞争力为中

心，加强产业链各环节的基础设施建设，夯实产业

发展的基础；以品牌建设为重点，加快体制机制创

新，构建新型园艺产业经营体系。

五、结语

本文在占有大量资料的基础上，分析了我国园

艺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制约因素和当前我国园艺

产业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明确提出我国园

艺产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定位为市场化程度较高、

关系国计民生、保障城乡居民营养健康和增加农民

收入的重要农业支柱产业，产业发展应以总量基本

平衡，产品自给有余；市场相对稳定，品种丰富多

样；人与自然和谐，产业发展持续；生产布局合理，

流通畅通高效；科技支撑雄厚，产品质量安全为

目标。提出了实施布局优化战略，实现以产区生

产为主向优势产区与大中城市周边生产并存转变

等五大战略设想和稳定种植面积，强化内涵发展

等六大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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