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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园艺产业作为现代农业的典型，对农业资
源优化利用的促进作用越来越受到重视，并逐渐成
为我国农业现代化进程中的热点行业之一。

近日，中国优质农产品开发服务协会设施园艺
分会成立大会暨设施园艺产业链与品牌建设研讨
会在北京召开，分会挂靠在农业部规划设计研究
院。院长朱明表示，随着农业现代化进程的不断加
快，我国设施园艺产业将迎来一个新的发展高潮，
在我国现代农业发展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设施园艺产业作为利用现代农业技术装备手
段改造传统农业的标杆，也面临着结构性调整的转
变要求。”农业部规划设计研究院党委副书记、设施
园艺分会会长李玉荣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
访时表示，通过分会的平台，组织社会力量进行协
同创新，通过调结构、保供给、促增收、拓功能，最终
实现产业的提质增效。

“菜篮子”工程的主力军

冬吃夏菜、夏吃冬菜、中吃西菜、北吃南菜……
如今，消费者“菜篮子”里的品种更加丰富，这更多
源于设施园艺产业的发展。

据了解，设施园艺作为专业术语源于日本，欧
美称为温室栽培。设施园艺指温室、塑料大棚，以及
后来发展的工程技术集成度和智能调控水平更高
的植物工厂等大型保护设施栽培方式。

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设施园艺产业起步
晚。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我国设施园艺产业发
展迅速。数据显示，截至 2012 年，我国设施园艺规
模已达 386 万公顷。

农业部规划设计研究院设施农业所副所长、农
业部农业设施结构工程重点实验室副主任丁小明
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就技术装备
而言，目前的面积是 208 万公顷，不含小拱棚、阳畦
等小型简易保护地栽培。

据调查分析，目前设施栽培的蔬菜作物包括几十
类上百种，冬春之交和夏秋之交两个淡季也能保证市
场有十余类数十个品种的蔬菜供应，丰富的品种，对
改善市场供应和丰富人民生活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随着规模的不断扩大，设施园艺作为技术装备
水平高、集约化程度高、科技含量高、比较效益高的
产业，在提高产品的质量安全水平、带动相关产业
发展和促进农民增收致富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鉴于设施园艺产业的特殊作用，丁小明向记者
介绍，2008 年农业部发布了《农业部关于促进设施农
业的发展意见》，2009 年底召开了设施农业工作座谈
会，2010 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明确提出“提高现
代农业装备水平、促进农业发展方式转变”。

“特别是近两年来，关于现代农业的发展与改
革，都明确把设施园艺产业列入重要位置。”朱明表
示，可以说，设施园艺是农业工程领域的后起之秀，
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的建立和拓展发挥着举足轻
重的作用。

机遇与挑战并存

据了解，世界设施园艺产
业主要分布在亚欧美三大洲，
目前我国大型园艺设施面积占
亚欧美三大洲 90%以上，居世
界第一位。

但有学者表示，虽然我国
在数量上称为设施园艺第一大
国，但中国设施园艺由国外引
进带动发起，主要是在前期政
府投入拉动和后期市场经济推
动作用下成长起来的，具有明
显的自发性和无序性，积累和
遗留的问题较多。

在农业部规划设计研究院
设施农业所副总工齐飞看来，
我国设施园艺产业的发展机遇
与挑战同时存在。

河南省鄢陵县是传统花木
大县，但苗木多、花卉少，苗木
种植品种集中，产业相对过剩，
市场压力大，病虫害综合防治困难。

在多元化发展的时代，尝试由房地产商向新
型生活方式服务商转变的河南省建业住宅集团

（中国）有限公司进入鄢陵县，从事花卉生产，引
导苗木种植者向高档盆花、鲜切花种植转型。据
河南鄢陵建业绿色基地建设有限公司总经理张
晖介绍，目前鄢陵建业绿色基地形成了花卉新品
种的引进、育种、种苗组培工厂化生产、种苗养
护、成品花生产、包装、销售整套体系。

然而，就设施园艺整个产业链而言，与发达国
家相比，我国存在明显的重生产、轻物流，重栽培、
轻育种的缺陷。“品种对外依存度高，配套物流的发
展也比较简单低下。”齐飞说。

丁小明也认同这个观点。“设施园艺品种国外
垄断比较严重，国内的科研力度有待加强。”丁小明
告诉记者，近几年来，仅在物流方面发展比较快。以
寿光蔬菜为例，各地蔬菜以寿光作为集散地，统一
调配，可以通过满洲里到达俄罗斯。

“引进来”与“走出去”互动

目前，世界设施农业比较发达的国家有荷兰、
以色列、日本、美国等。以荷兰为例，作为世界农产
品第二大出口国，农业人均耕地在欧盟中最少，仅
0.126 公顷（约合 1.89 亩）。荷兰农业协会驻北京办
事处主任李安海向《中国科学报》记者介绍，在农业
的构成中，园艺产业占 40%左右。

荷兰如何一步步发展到今天，并取得这样的成
就？又如何将其成功的经验引进来？这也是丁小明考
虑的。丁小明告诉记者，目前我国引进国外的先进技
术主要有水肥技术、自动化智能化生产设备等。

丁小明认为，荷兰设施园艺产业发展变化经历
了从小规模到大规模、从低产到高产、从简单工业
化自动化到智能化等，其发展是有迹可循的，那就
是充分利用科学技术，通过不断创新，最大限度地
提高土地产出率、资源利用率和劳动生产率。“我国
在这方面已经在努力，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如今，我国设施园艺经过了 20 多年的发展，具
备了产业和技术基础。目前，我国正处在农业战略
型结构调整期，在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
全”的前提下，不断优化产业结构，推进农业转型升
级，其中农业“走出去”就是方法之一。

据统计，目前国内在境外从事设施园艺的企
业不足 20 家，分散在赞比亚、印度、韩国、美国、新
西兰、荷兰。如吉林省海外农业投资开发集团有限
公司在赞比亚从事食用菌培育和加工，河北晨光
集团有限公司在印度从事辣椒及万寿菊的种植和
加工，山东寿光蔬菜产业控股集团在荷兰建立了
寿光蔬菜荷兰农场等。

丁小明介绍，周边国家对我国设施园艺非常感
兴趣，需求也非常强烈，但目前国内企业“走出去”
主要有语言不畅、不熟悉当地政策和环境等障碍。

“农业生产具有地域性，要加强对不同国家自
然条件和社会环境条件下的设施园艺产业适应性
和技术适应性的研究。”丁小明表示，利用国内设施
园艺产业战略联盟，扶持并推动与其合作国家的交
流合作，构建技术交流与贸易平台。

“分会作为政府、会员、产业之间的纽带和信息
沟通的桥梁，将及时反馈产业现状与问题，反映产
业发展诉求，积极推动行业和管理部门以及产业内
外交流，协助会员在技术和产品方面‘引进来’‘走
出去’。”李玉荣告诉记者。

设施园艺：农业工程后起之秀
姻本报记者 秦志伟

国产粮进仓库，进口粮进市场———这
已成为当前我国农业领域最突出的矛盾。
其中，玉米的市场形势尤为严峻。

日前，全国政协民族和宗教委员会副主
任、国务院参事杜鹰在“清华三农论坛 2016”
上表示，自 2008 年我国玉米临储政策实施以
来，玉米临储价格提高了 60%，产量则提高了
40%，“增产玉米基本全部被国家粮库吃尽”，
形成了所谓的“政策市”。

改革完善玉米收储制度势在必行。
2015 年 9 月，国家发改委、粮食局、财政部、
农发行等部门联合发出《关于 2015 年东北
地区国家临时存储玉米收购有关问题的通
知》，将玉米产区的玉米收储挂牌价定为每
市斤 1 元 （国家三等质量标准），成为自
2008 年国家推出玉米临储收购价格以来首
度下调。

可以预见的是，今年玉米临储价格将
继续下调。杜鹰认为，该价格调整至每市斤
8 角钱左右较为合适，补贴可考虑为每市
斤 2 角钱左右。

让市场恢复活力

杜鹰透露，2015 年 11 月底，东北四省
的玉米库存达历史最高水平，“够全国一年
的玉米消费量”。其中 80%以上是按照国家
临储价格收购的。

由于玉米大部分进了国库，国家又要
求顺价销售，导致临储玉米出库价格远远
高于下游加工企业收储平衡点，整个玉米
产业链岌岌可危。此外，顺价销售导致拍卖
成交率极低，2015 年 7 月甚至出现了辽宁
的 30 万吨玉米和内蒙古的 70 多万吨玉米
全部流拍、吉林 160 万吨玉米成交率仅为
4.8%的现象。大量玉米无法出库，由此产生
的利息和保管费用支出巨大，财政面临亏
损风险。

新粮难进、老粮难出，杜鹰表示，目前
有三分之一的老粮存放于临时仓库中，“陈
化、变质几率、安全隐患很大。”

与此同时，国外的低价玉米大量进口，
严重冲击了国内市场。

我国自 2008 年起连续六年提高玉米
临储价格，提价累计 60%，但同期国际玉米
市场价格却在一路下滑，从 2002 年的 1746
美元每吨降至 2015 年的 933 美元每吨。

“2015 年，玉米国内外价差每吨又扩大了
270 元，至 660 元，即每斤相差 3 毛 3 分
钱。”杜鹰说。

粮食价格较之于“分”，这一价差可谓
巨差。

2015 年，我国粮食实现“十二连增”，
粮食总产量达到 12429 亿斤。进口创新高
的同时，国产粮很多只能进国库。杜鹰认
为，这体现了国产粮食供给和市场需求的
不匹配，“现有国产供给中，有 1000 亿斤是
无效供给。”

“玉米现在的困局就是典型的市场失
灵案例。改革方向非常清楚，让市场恢复活
力”。杜鹰表示。

玉米不必搞
目标价格

尽管各部门还
未就具体改革方案
达成共识，但杜鹰强
调，下调玉米临时收
储价格有两个基准，
一是下调后的价格
应尽量接近市场；二
是要给农民补贴。

“价格必须贴近
市场，这样库里粮食
才出得去，外面才进
不来，才能把整个产
业链搞活。”杜鹰认
为 ，2015 年 国 家 下
调玉米临储价格，但
由于降价没有到位，
未能形成玉米价格
长效机制，因此只是
改革的第一步。

下调多少才算
到位？杜鹰给出了自
己的建议。他认为，
玉米配额内的完税
成本就是最低参考
值，这一数字是每市
斤 0.76 元。此外，考
虑到全球玉米市场
价格已跌至近年来
最低点，有望回升，
因此每市斤 0.76 元
至 0.8 元可以视作
合理的价格区间。

补贴方面，杜鹰
建议“至少要弥补种
粮成本”。据他估算，
目前国内每斤玉米生
产成本在 1 元钱左右，如果临储价格下调至 8
角钱，那么补贴应在每斤 2角钱左右。

“现在东北地区的规模经营发展非常
快，土地流转率至少在 40%至 50%，合作社
的地是租的、钱是贷的、劳工是雇的，所以
我们一定要算农民的完全成本，也就是算
上土地成本和劳动力成本。”杜鹰强调，补
贴如果不到位，就可能影响农业规模经营
的大局。

此外，杜鹰不赞成在玉米上推行目标价
格政策，即政府不收储，将所定目标价格与市
场价格之间的差价补贴给农民，这要求核算
每户玉米种植面积或产量。

“如果玉米也搞目标价格，会把地方政
府累死。”杜鹰建议，迈过受 WTO 规则限
制扭曲市场的黄箱补贴政策，直接向绿箱、
蓝箱政策迈进。比如，可以考虑设定旱地综
合补贴，将对玉米和大豆的补贴统筹考虑。

同时，杜鹰认为要从尽快卸库、控制
进口和调整东部种植结构三个方面进行
配套改革，并以消费为导向进行农业结
构性调整。

设施蔬菜大棚 图片来源：百度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