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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短短十几年内,寿光蔬菜产业的发展打造了一个经济强市,创造了产业发展上的一个奇迹。本文从技术和政策角度回

顾了寿光蔬菜产业的发展历程, 总结了寿光发展设施蔬菜产业带动地方经济发展的成功经验, 并对产业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

问题提出了对策。

寿光蔬菜产业发展的
     经验、启示和对策

苗锦山  刘文波  沈火林

  山东省寿光市是著名的 /中国蔬菜之乡 0, 是

全国最大的设施蔬菜生产基地, 也是全国蔬菜种

子重要集散地和日光温室推广应用较早的地区之

一, 拥有一流的蔬菜栽培技术、先进的蔬菜经营管

理经验和全国最大的蔬菜批发市场, 是我国重要

的蔬菜价格形成中心和信息交流中心。目前, 寿

光市蔬菜常年种植面积逾 4万 hm
2
, 其中设施栽

培蔬菜, 包括日光温室和部分塑料拱棚共约 3万

hm
2
,温室栽培品种超过 400个。蔬菜年产量达

400万 t, 总收入 43亿元, 全市农民人均纯收入的

70 %以上来自蔬菜产业。蔬菜产业的蓬勃发展

带动和促进了地方经济的发展。 2006年 , 全市完

成生产总值 265. 1亿元, 财政总收入 24. 6亿元,

其中地方财政收入 12. 7亿元, 农民人均纯收入

5 936元。 2007年, 全市生产总值为 333亿元 , 财

政总收入 33亿元, 其中地方财政收入 17亿元 , 地

方财政收入在山东省县域经济 30强中列第 6位,

农民人均纯收入 6 619元。

在短短十几年内, 寿光蔬菜产业的发展打造了

一个经济强市, 创造了产业发展上的一个奇迹。本

文从技术和政策角度回顾了寿光蔬菜产业的发展

历程, 总结了寿光发展设施蔬菜产业带动地方经济

发展的成功经验, 并对产业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问

题提出了对策。

1 寿光蔬菜产业发展的成功经验分析

寿光设施蔬菜种植始于 20世纪 80年代, 生

产上最早采用的是单坡面春用型塑料大棚, 这种

棚型较拱圆棚型有许多优点, 因其经济效益、社会

效益显著而在山东省得到了迅速推广, 但这种大

棚冬季不能进行喜温蔬菜的生产。 1989年节能

型日光温室的引进、改良并在生产上的大面积推

广带动了寿光温室蔬菜的大发展, 新型日光温室

在寿光至今已发展了 5代, 并在北方广大地区进

行了推广。设施和技术的革新奠定了蔬菜产业发

展的基础, 政府适时把蔬菜产业作为促进地方经

济发展的支柱产业和重要的经济增长点, 从政策、

环境建设等诸多方面大力推动。蔬菜种植也大大

增加了农民收入, 为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作

出了重要贡献。

1. 1  政府把发展设施蔬菜作为促进地方经济发展

的经济增长点 ,促进了寿光蔬菜产业的快速起步

寿光人多地少的资源现状决定了发展现代农

业必须走高投入高产出的集约型农业之路。政府

适时抓住时机,在农村产业结构调整中逐渐确立了

重点发展蔬菜产业的生产布局, 优质高效农业得到

了迅猛发展。在发展蔬菜种植的过程中, 政府围绕

产前、产中、产后做好引导和服务, 如进行广泛宣

传,政府出资建设示范温室免费或出租给农民种

菜,组织农业技术部门通过多种途径为农民提供技

术服务, 为农民蔬菜销售铺路搭桥等, 上述措施在

客观上大大促进了寿光蔬菜产业的起步。

1. 2  区域化、规模化、专业化设施蔬菜生产模式奠

定了寿光蔬菜生产迅速发展的基础

寿光市很好地贯彻实行了 /一乡一品0、/一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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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品0的种植格局, 出现了一大批如甜瓜之乡田马

镇、胡萝卜之乡华龙镇、茄子之乡纪台镇等蔬菜专

业种植村镇。温室蔬菜的区域化、规模化、专业化

生产不仅促进了当地市场和流通环节的发展, 而且

有利于蔬菜生产的标准化、菜品生产关键环节的安

全控制以及最新农业科研成果的推广应用。

1. 3  市场体系培育和产品信息平台建设是产业发

展的根本

寿光市政府高度重视市场体系培育和产品信

息平台建设, 通过多年的建设和完善, 寿光建成了

长江以北最大的蔬菜批发市场、先进的电子拍卖市

场、全国首家网上蔬菜交易市场以及遍布城乡的蔬

菜代购销售网络, 其市场信息对全国蔬菜生产、销

售都产生了一定影响。发达的流通环节不仅便捷

了蔬菜的运输、销售, 而且市场信息可在较短时间

内反馈至公司、农户、科研部门等, 对蔬菜生产具有

重要的引导作用。

1. 4  蔬菜科技博览会打造了寿光蔬菜的品牌

20世纪 90年代, 蔬菜的大发展使寿光有了一

定的知名度, 但如何进一步宣传寿光蔬菜、宣传寿

光,使寿光蔬菜的生产、销售有更大的发展空间成

为一项崭新的课题。寿光市政府的破题思路就是

斥巨资成功举办了寿光蔬菜科技博览会。目前, 一

年一度的 /中国 (寿光 )国际蔬菜科技博览会 0已经

成为寿光一张亮丽的名片。博览会以 /绿色、科技、

希望0为主题, 以发展现代农业, 促进合作交流为宗

旨,集中展示蔬菜产业发展成就、前沿技术和最新

成果, 促进农业和相关领域的交流与合作, 对区域

经济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年度盛会从 2000年举办以来规模不断扩大, 影

响不断增加,第九届博览会和 /首届中国 (潍坊 )国际

现代农业成果博览会0参会人员达到了创纪录的 152

万人次,来自全国 30个省市和 50多个国家或地区。

博览会组织开展了多种形式的项目推介、贸易洽谈

和项目签约等活动, 与 20多个国家开展了合资合

作, 第九届菜博览会和首届农博会共签约项目 131

个, 签约额达 138. 7亿元。同时, 依托蔬菜品牌以蔬

菜科技博览会为核心辐射发展观光农业和旅游农业

已经成为寿光县域经济发展的另一个重要经济增长

点。因此,蔬菜科技博览会的成功举办大大宣传了

寿光和寿光蔬菜品牌,使寿光走向了世界。

1. 5  采用性能优良的设施和蔬菜良种是设施蔬菜

生产迅速发展的关键

寿光日光温室的采光、蓄热、保温性能以及机

械化程度和各种温室附属设施改良都有了很大提

高。通过开闭通风口或前窗可对温室内环境进行

有效调控, 如换气、排湿、降温及调节二氧化碳浓度

等。从而为蔬菜作物正常生长发育, 实现高产、稳

产、优质提供了良好的设施环境条件。

寿光蔬菜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各种蔬菜品种的

更新换代速度较快。寿光蔬菜种子市场常见蔬菜

品种 1 400多个, 其中温室栽培品种 400多个。国

外园艺发达国家如荷兰、以色列等把寿光作为进军

我国蔬菜种子市场的桥头堡, 新选育品种首先在寿

光进行示范和推广。近年来, 国内从事蔬菜种子研

发的科研院所和企业也以其新品种、新技术进驻寿

光进行示范推广。国内外设施蔬菜良种在寿光同

一种植环境下进行激烈竞争, 菜农则可根据高产、

优质、商品性好、适应市场需求等原则从中选择适

于不同茬口的蔬菜良种。优良新品种为生产优质

蔬菜打下了坚实基础。

寿光设施蔬菜栽培技术先进,最新的科技产品

和技术在寿光可以最快速度推广, 如提倡施用有机

肥,结合测土配方施肥技术, 冲施肥等速效肥施用

技术, 穴盘育苗技术, 嫁接育苗技术, 高垄覆膜、膜

下暗灌技术, 追施二氧化碳气肥技术, 土壤秸秆还

田以及农膜地表全覆盖技术, 通过生物方法克服土

壤连作障碍, 依据市场、产出效益调整品种、茬口

等。而政府推动蔬菜生产标准化、无公害蔬菜产品

追溯制度、蔬菜无公害生产关键技术研发及应用则

促进了蔬菜产业的健康发展。

1. 6  以蔬菜产业为主线 ,大力发展次生产业链, 有

效带动地方经济发展

设施蔬菜生产属高效、集约型现代农业范畴,

可以作为一条大产业链的核心, 有效带动种苗业、

农资、温室建造和建材生产、物流运输以及加工保

鲜等相关产业的发展,对拉动县域经济和现代农业

的可持续发展作用明显。如近年来寿光建设并完

善了规模较大的蔬菜种业市场, 为农民提供种苗的

大小育苗公司有上百家之多, 农资建材、蔬菜配送

加工、物流运输等企业以及各类农村专业合作社如

雨后春笋纷纷成立, 蔬菜产业专业化生产环节日趋

完善, 在大大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的同时, 对增加社

会就业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2 产业发展过程中须着力解决的问题及

对策

2. 1 育种工作滞后,影响产业发展

寿光蔬菜产业以生产及菜品流通见长, 但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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蔬菜种子研发相对滞后。从全国范围看,我国设施

蔬菜大面积种植开始于 20世纪 80年代, 设施蔬

菜育种研究起步较晚, 较国外园艺发达国家差距

较大。寿光是我国设施蔬菜生产较发达的地区之

一, 种业市场兴旺。国外著名种子公司, 如孟山

都、杜邦先锋、先正达、瑞克斯旺、海泽拉、泽文、德

瑞特、纽内姆等为我国巨大的设施蔬菜种子市场

所吸引, 纷纷在寿光市设立了分支机构。在国内

外蔬菜良种的竞争中, 番茄、甜椒、迷你黄瓜以及

西葫芦、茄子等蔬菜, 国外品种占了较大比重, 每

年菜农购买种子的费用即达 3亿元。因此, 争取

在较短时间内实现设施蔬菜良种国产化, 对于降

低生产成本、减轻农民负担、实现产业的可持续发

展意义重大。

2006年 4月中国农业大学与潍坊市政府、寿光

市政府联合成立了中国农业大学寿光蔬菜研究院,

这一开放式共享研发平台的建成正是为解决上述

问题而采取的重要举措, 目前研究院在茄果类、瓜

类设施蔬菜良种研发与品种引进、示范方面均取得

了重要进展。

2. 2  高端产品发展面临机遇和挑战 ,市场培育需要

政府引导

多年来寿光市在无公害、绿色蔬菜生产基地

建设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 但有机蔬菜等高端产

品尚未取得大的突破和形成较大的规模。笔者认

为限制寿光有机蔬菜发展的原因有以下几方面:

一是多年来蔬菜栽培过多地施用化学农药、化肥,

对土壤和环境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导致寿光

发展有机蔬菜在环境恢复或重建上要花费较大成

本; 二是与常规蔬菜相比, 发展有机蔬菜产前、产

中、产后服务措施差距较大, 有机蔬菜市场网络尚

未形成, 因此发展有机蔬菜所需要的政策环境、市

场信息都需要政府加强引导; 三是有机蔬菜生产

在尚未形成规模的情况下, 各种技术支撑和生产

的标准化、规范化措施有待完善。但从长远看 , 寿

光市发展有机蔬菜, 是最大限度提高单位面积产

出, 实现蔬菜产业飞跃的必由之路。这就需要政

府在宏观层面如政策法规、政策导向、市场等软环

境建设以及生态环境保护、修复和重建等诸多方

面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 而且, 来自科技方面的支

撑也是必不可少的。

2. 3 蔬菜深加工水平和规模有待提高

寿光蔬菜产量较高, 并有一定的出口量, 但可

以有效提高产品附加值的蔬菜深加工还处于起步

阶段, 目前虽出现了一批像塞维科技等果蔬加工龙

头企业, 但总体规模不大。限制寿光蔬菜深加工发

展的因素主要有: 一是寿光蔬菜以设施栽培为主,

经常处于冬季严寒或光照缺乏等逆境条件下, 产品

品质在某些方面不如露地蔬菜, 因此冬季大面积生

产的蔬菜未必是蔬菜加工的首选; 二是设施栽培蔬

菜生产成本较高, 如以当地产蔬菜作为加工原料,

则在成本上无太大竞争力; 三是蔬菜加工起步较

晚,在技术水平、市场开拓等方面落后于蔬菜加工

发达地区。

因此, 寿光发展蔬菜加工首先应搞好原料供应

基地建设, 要发挥寿光蔬菜种植技术方面的优势和

辐射带动作用,基地建设瞄准寿光以外地区开发原

料供应基地群,以提高产品品质、降低生产成本; 其

次,加强技术引进、储备和研发, 要在蔬菜加工的起

步阶段就多方考察引进现代蔬菜加工的最新技术、

设备和理念,方能后来居上; 第三, 采取措施充分利

用现有销售网络和品牌,加快加工产品的市场开拓

及市场体系建设。

2. 4  蔬菜标准化、无公害生产标准与技术体系的研
发和推行有助于产品食用安全和生产、生态环境的

健康

政府在大力推行蔬菜标准化生产、无公害生产

的同时, 还应着力整合各种科技资源, 促进蔬菜标

准化、无公害生产技术体系的研发, 加大科技对生

产的支撑力度。在常年设施栽培环境下, 通过现代

生物技术手段, 运用生物方法克服连作障碍, 加强

蔬菜生产和加工废弃物的无害化处理和循环利用

等,有利于实现生产、生态环境的健康和整个产业

的可持续发展。

2. 5  农村科技推广体系的建设是解决上述问题的
重要措施

蔬菜作物优势产区保持优势和可持续发展的

根本是科技推广体系建设和科技成果的推广应用。

因此, 要采取措施大力加强产业优势区科技信息体

系建设及科技推广网络的建设, 加强技术培训和新

技术、新品种示范、推广,充分发挥现代科技在生产

上的支撑作用。

总之, 寿光以蔬菜产业发展作为突破口带动并

促进了县域经济的大发展无疑是成功的, 但任何产

业的发展过程都会遇到各种问题和发展瓶颈, 因此

必须用发展的眼光和方法解决问题。在学习参考

其他地方成功经验的同时, 一定要找准自身优势,

高点定位, 实现超常规发展和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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