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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寿光蔬菜高科技示范园是一个集农业高新
技术引进、开发与生产、加工及出口为一体的外向型

高新农业科技园。寿光市蔬菜高新技术示范园区位

于寿光市洛城镇,距市区 5 公里。1999 年 1 月开始

筹划, 5 月 2 日奠基, 6 月 14 日全面动工, 截止目前

已投资 11 6亿元, 建成了核心区 1 万亩, 示范区 21 5
万亩, 辐射区 35万亩的发展规模, 初步形成了生物

工程种苗开发、蔬菜标准化生产、蔬菜加工销售、科

技培训及会展信息服务等综合功能的农业科技园

区,并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被批准成为国家农业科技

园区试点单位、山东省农业科技示范园区建设单位、

山东省蔬菜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山东省蔬菜工厂化

育苗中心、山东农业大学博士生实践基地、山东省无

农药残毒放心菜生产基地。

一、示范园区建设的功能定位
建设寿光蔬菜高科技示范园, 通过引进推广蔬

菜优良品种,综合组装运用国内外农业高新技术, 围

绕名优蔬菜和无公害蔬菜生产技术、无土栽培技术、

节水灌溉技术、工厂化育苗技术、标准化生产技术、

现代高效持续农业模式开发、农业现代化管理信息

系统等进行示范,建成集产品生产、技术开发、试验

示范、培训交流、推广销售于一体的现代化高科技无

公害蔬菜生产示范基地 ) ) ) 即/万国菜园0。

二、园区建设的总体成效
该园区成立三年多来,以推行蔬菜标准化生产、

改善农业生态环境为基础, 以建立无公害蔬菜生产

基地为依托,以生产过程和源头控制为切入点, 以机

制创新和科技创新为动力, 以加强配套法规建设和

依法监督为手段, 加大工作力度, 加快园区发展步

伐。示范园区从规划建设初期就坚持高点定位, 注

意综合配套技术集成,搞好基础设施建设, 并始终强

调通过增强园区的自身发展能力, 来产生强大的社

会带动作用 ,建立完整而能够纵向延伸的蔬菜产业

链条。具体工作中, 在生物工程方面,注重进行新技

术和优良设备的引进。目前正在建设 4400 平方米

的生物工程中心, 其灭菌、接种、组培及制片、生化试

验等关键设备均采用日本、美国进口的先进仪器, 不

仅能够生产优良的组培脱毒种苗, 而且为生物工程

技术研究开发奠定了基础。同时, 该中心已经签约

引进两项国际专利, 项目建成后, 可形成年产 5000

万株种苗的组培生产能力, 可以组培生产一些名贵

苗木和优质蔬菜种苗, 具有很高的附加值。在工厂

化育苗方面, 已建成的 15000 平方米的现代化工厂

化育苗室, 采用从德国、英国进口吸气式全自动播种

机, 催芽室为光温湿可微控的密闭式构造,育苗温室

融合了日、美、法、以色列、荷兰等七个国家的先进技

术, 保温、降温系统先进齐全,可以在极端温度上完

全电脑自控, 实现四季皆可生产,种苗供不应求。在

新品种试验示范方面, 园区注重引进一些名优稀特

品种, 如在 1999 年引进示范的五彩甜椒创下了每亩

31 5 万元的收益,带来巨大的经济、社会效益。在基

地建设方面, 一是按照优势互补、联合创办、镇村为

主的方针和/ 五统一0 (统一环境质量、统一关键技

术、统一产品标准、统一监测方法、统一产品标识)的

要求, 创建无公害蔬菜生产基地; 发展了 4000 个体

现现代化农业水平的日光温室, 全部采用钢支架、无

立柱、自动卷帘、微控滴灌等技术设备, 生产绿色食

品蔬菜; 同时,建设了 10000 平方米的绿色蔬菜交易

市场, 为绿色蔬菜的交易创造了条件。二是强化技

术推广。在示范基地内, 先行探索从生产环境、生产

过程到产品品质、加工包装等环节的系列规范标准,

把种、养、加、销等环节提前纳入标准化管理范围, 重

点加强农药和化肥标准化、规范化使用管理。广泛

采取物理、生物、化学等防治措施, 推广防虫网、高温

闷棚、灯光诱杀害虫等 20 多项无公害蔬菜病虫害综

合防治技术。试验推广了大棚滴灌无土栽培、二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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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碳气肥工厂化育苗等 106 项新技术 ,提高了蔬菜

的抗病能力。在蔬菜加工销售方面, 立足搞蔬菜精

深加工。配备了现代化加工包装车间 ,采用最先进

的气调保鲜设备, 配套国外先进的蔬菜分选机, 大、

中、小果蔬包装机和精细真空包装材料, 创出的/ 欧
亚特0品牌蔬菜自上市以来一直供不应求。在此基
础上, 以蔬菜深层加工开发为目的的二期工程所用

设备正在考察中。所有这些项目的建设因其具有产

业链条完整、设备先进、技术领先、区域带动性强、回

报率高等特点,得到各级及有关部门的肯定与支持。

目前园区投资已达 11 6 亿元, 其中地方政府扶持

1800 万元, 其余资金全部是通过科技部门、金融部

门支持和社会融资实现的。2002 年, 园区实现年销

售收入 552万元, 园区实现总产值 580 万元, 年净利

润 301万元。

三、寿光园区蔬菜产业生态系统的运作

模式
/ 产业生态0是一种观察企业与企业及企业与环

境间互动关系,并且探索其发展轨迹的方法; 而/ 高
科技产业0则是我们探索、观察、验证的对象。

11 根据产业生态理论,产业内企业之间

的此消彼长是推动产业生态变化的活水源

头
通常,高新科技企业初创后, 其首要目标就是建

立附加价值的能力, 即把/ 概念产品0迅速转化为实
际商品,尽快获得利润并快速成长。高新科技企业

的快速成长能力,既依赖于它在顾客需求市场上的

竞争优质, 也有赖于它在生产要素市场上的竞争优

势。唯有在这两方面都取得优势, 它才能比竞争者

更快地成长。园区的成立, 为生态系统中的创新主

体 ) ) ) 企业提供了广阔的成长空间。寿光蔬菜高科
技示范园实行企业化运作, 从建园开始就以寿光蔬

菜产业集团、寿光建筑公司、寿光国有资产运行公司

共同作为发起人,注册成立了山东寿光欧亚特菜有

限公司作为示范园区的经营主体, 下设生物工程种

苗公司、特菜生产基地公司、会展信息公司、加工销

售公司 4 个分公司和 7 个以村为单位的紧密型蔬菜

生产合作经营组织。寿光欧亚特菜有限公司实行

/ 公司+ 基地+ 农户0的产业运作机制,在新品种、新

技术、新产品引进等方面形成横向发展, 纵向带动,

已遍及周边 14 个乡镇、56 个村, 以优质产品赢得了

市场信誉。2001 年实现销售收入 1300 万元, 利润

500 万元。欧亚特菜有限公司经营土地的面积是 1

万亩,按 1 亩地吸纳 2 个劳动力、年收益 5000 元计

算,可吸纳 2 万名劳动力就业, 每个劳动力年回报率

2500 元。公司经营范围是生产、加工、批发、零售、

蔬菜、花卉,销售网络主要分布在东北、华北、华东及

港、澳、台地区。

21园区的成立,为催生人力资源提供了

适宜的环境
人力既是推动产业生态成长的主要因素, 也是

促成产业生态变化的最重要变量。特别是创业家群

体,他们是推动一个地区高新科技产业生态进化的

最主要力量。寿光蔬菜高科技示范园区通过设立博

士创业园, 为其提供土地、配套资金, 招引国内外博

士和高级技术人员入园创业发展, 独立开展研究、开

发、经营,利用生物技术等高新技术选育蔬菜、花卉、

苗木新品种, 进行农业高新技术开发性研究。

31 园区为技术支撑产业发挥提供了操
作平台

蔬菜高科技示范园的技术支撑主要从蔬菜标准

化生产、蔬菜新品种试验和蔬菜现代化设施试验及

智能化信息管理、高新技术培训、现代化生物组培和

蔬菜保鲜加工等方面来体现。

41 园区的出现拉动了蔬菜产业的进一
步发展

建立高科技产业生态是由上游往下游推动, 还

是由下游产业往上游拉动? 什么样的构建方式是比

较自然和有效的? 从台湾地区发展高科技产业生态

的经验看, 先发展下游产业, 再逐渐往中上游发展,

先在价值增值链的末端嵌入,然后逐渐再往附加价

值链的前端位移, 这是比较自然的方式。寿光蔬菜

产业的发展历程也证明了这一点。先从产品的销路

着手, 依靠寿光蔬菜的无形资产优势,成立了大型的

蔬菜批发市场, 找到符合寿光蔬菜产业品牌生态位,

并建立起有较强市场竞争力的蔬菜加工和销售企

业。当市场占有率达到一定规模后, 创建蔬菜优质

种苗示范基地和科技示范园,培育或引进具有高科

技含量和高生态经济效益的优良蔬菜品种, 如在蔬

菜高科技示范园内就设立了蔬菜新品种试验示范区

和现代化生物工程种苗中心等机构。

51园区的发展以多形式、多渠道的投资
为生命线

高新科技产业是高成长的产业。产业的高成长

不仅需要人才、技术等的支持,更需要大量资本的支

持。因此, 资本市场的完善程度,资本市场的运作效

率,对于高科技产业生态的形成和发展具有至关重

要的作用。寿光蔬菜高科技示范园建立以政府投入

为引导, 多种形式并存的投资机制。市财政每年投

入示范园区建设专项资金不少于 1000 万元,农业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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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基金、农业综合开发、科技三项经费等向示范园区

重点倾斜;采取优惠政策, 鼓励农民和大中型企业进

入示范园区投资开发;园区创建了外商投资园, 鼓励

国外蔬菜种业、加工、园艺设施企业独资建设和经营

管理。

61 企业群聚构成了园区的特有景观
同类企业聚集在某些特定区域形成企业群落,

这种现象在很多产业中是很常见的。蔬菜高科技示

范园吸纳国际知名的蔬菜种业集团进入园区, 创办

良种示范基地。目前瑞士先正达种子公司、荷兰瑞

克斯旺种业集团、以色列海泽拉种子公司、中国种业

集团等公司分别在园区建立起自己的示范基地, 同

时荷兰德奥特种子公司、美国 BHN 种子公司、美国

美农公司和爱莎公司、以色列泽文公司、香港力昌公

司、国家蔬菜技术研究中心等种子生产单位都在园

区内设立了办事处或代理机构, 为园区良种开发提

供了有利条件。一般而言, 聚集在同一地区的企业

很容易形成相互依从关系。由于企业群集, 彼此竞

争的企业相互支援性也高,对外界的回应也快, 企业

之间互相学习的效率高, 加速了彼此能力的成长。

这就形成了所谓的/绿洲效应0。

四、发展专业特色型高新农业科技园的

启示与对策

11 现代高新技术改造是发展农业科技
园的重要途径

发展专业特色型高新农业科技园是运用现代高

新技术改造我国传统农业的一个重要途径, 并且对

发展我国特色型高科技农业, 提高农业技术进步贡

献率和农产品科技含量以及尽快实现我国农业与国

际接轨等均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特别是在加

入WTO 后,蔬菜、花卉等作为劳动密集型农产品对

有效提高国内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具有不可忽视的

作用。

21 企业文化和分配制度变革对农业科
技园建设有重要意义

以寿光蔬菜园区为主要代表的农业科技园区的

专业型高科技发展模式 ,其企业化管理和分配制度

的变革以及基地建设等经验,对我国许多(特别是沿

海)地区农业科技园区的建设具有一定的示范、指导

意义。其园区及基地建设在运行中面向国际市场,

发展高科技农业的指导思想也代表了我国农业产业

化、现代化的重要发展方向。但是, 对于部分地区,

特别是经济欠发达的内地而言, 如何将农业高新技

术与传统技术相互嫁接 ,促进现代高新技术向传统

农业渗透和扩散,则是今后我国农业发展所需要解

决的关键问题。以农业科技园为载体,大力引进、转

化并辐射科学技术, 应是将高新技术嫁接和渗透到

传统农业经营体系中提高农业生产力水平的一种有

效手段。同时, 这对增加农产品的品质、附加值和在

国内外市场上的竞争力等均是十分有利的。

31 专业特色型高新农业科技园的发展
必须制度创新

从寿光蔬菜高科技示范园发展的主要经验来

看, 农业科技园区制度创新无疑是其关键所在。园

区在发展规模化生产时, 采取了新的制度模式。积

极推进土地流转制度改革, 打破过去过于零散的土

地承包经营方式, 对基地蔬菜实行连片大面积经营

开发, 有计划的建立蔬菜生产专业基地。注重一乡

一业、一村一品,发展规模生产, 形成蔬菜专业乡镇、

专业村, 并且逐步改变传统的由政府直接管理农业

科技园的运行模式, 大胆引入现代企业管理体制和

经营、分配机制等,从而有效激发大多数农业科研人

员的积极性与创造力, 提高农业科技园的营运效率。

寿光市政府鼓励中介组织和工商企业采取租赁土

地、合同订购、系列服务、价格保护、利润分成、股份

合作等多种方式与基地农民形成利益均沾、风险共

担的利益共同体, 实行专业化经营。示范园成立了

以基地为主体的山东寿光欧亚特菜有限公司, 健全

了公司带基地、基地连农户的经营机制。公司对农

户进行技术指导, 对产品进行统一检测、统一收购、

统一包装、统一销售, 实现一体化经营。只有这样,

才能将农业科技园办成集高新技术引进、示范、开发

为一体的生产、加工与出口创汇相结合的经济实体,

成为农业产业化、现代化发展的龙头。寿光蔬菜高

科技示范园的运行模式及成功经验的启示也正在于

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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