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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蔬菜产业现状与发展对策研究 

金昌林   潘慧锋   杨新琴   陈能阜   胡美华 

( 1． 浙江省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浙江 杭州 310020; 2． 浙江省种植业管理局，

浙江 杭州 310020) 

【摘 要】通过对浙江省 2011 年蔬菜产业相关数据的收集整理，分析产业发展现状、优势和存在问题，提出今

后几年浙江省蔬菜产业发展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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蔬菜产业是浙江 10 大农业主导产业之一，是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支柱产业。“十一五”期间，围绕发展高效生态农

业，积极打造长三角蔬菜区域性主产区，浙江省蔬菜产业呈现面积产量稳定，产值快速增长的良好发展态势，基本实现了从保

障城镇居民“菜篮子”供应向增加菜农收入、解决农村劳动力就业、发展大产业方式和从注重量的扩张向更加注重质量效益提

高的战略性转变，在增加从业人员收入、保障蔬菜有效供给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 现状 

1. 1 蔬菜生产基本情况 

2011 年浙江省蔬菜播种面积 66. 155 万 hm2，总产量 1 940. 29 万 t，其中宁波、杭州、嘉兴、台州、绍兴等 5 个市

蔬菜播种面积超 6. 67 万 hm2，总产量超 200 万 t ( 图 1 和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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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现有常年蔬菜基地 12. 869 万 hm2，其中杭州市 2. 543 万 hm2，居首位; 常年蔬菜基地蔬菜播种面积 33. 279 万 

hm2，占蔬菜总播种面积 51. 0% ，复种 指 数 约 2. 6。 山 地 蔬 菜 播 种 面 积 8. 621 万 hm2，占蔬菜总播种面积 13. 0% ，

除嘉图 2 浙江省各市 2011 年蔬菜总产量的比例兴、舟山市外，其余 9 个市都有规模种植，其中丽水市 2. 407 万 hm2，占

全省的 27. 9% 。设施蔬菜面积 8. 379 万 hm2，年播种面积 16. 013 万 hm2，占全省总播种面积的 24. 2% ，其中标准钢架

大棚 2. 437万 hm2，占全省设施蔬菜面积 29. 1% ，设施蔬菜面积和标准钢架大棚面积以嘉兴市居首，达 1. 575 万和 0. 607 

万 hm2( 表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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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人口与蔬菜供应 

2010 年全国第 6 次人口普查，浙江省常住人口 5 442. 7 万人，其中外省流入人口 1 182. 4 万人，占总人口的 21. 7% 。

温州市是第 1 人口大市，常住人口达 912. 21 万人，占全省人口总数的 16. 8%( 图 3) ，流入人口达 284. 22 万人，占全

省外来人口的 24. 0% ，为该市人口的 31. 2% ( 图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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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全年蔬菜消费总量 1 261. 91 万 t，人均 232kg，其中当地自产 718. 60 万 t，占总消费量的 57. 0% ，省内各市

互相之间调剂量 261. 80 万 t，占 20. 8%，省外调入量 281. 51 万 t，占 22. 3%。在全省生产的蔬菜中，有 821. 56 万 t 

流出各市，占生产总量的 42. 3%，其中 355. 02 万 t 在省内市场调剂，302. 94 万 t 销往外省市场，163. 6 万 t 用于出

口加工。 

1. 3 蔬菜物流形式 

浙江省共有各类蔬菜批发市场 154 个，年批发量 1 510. 22 万 t，年销售额 358. 41 亿元。批发蔬菜中，本地菜 585. 39 

万 t，135. 30 亿元; 外地菜( 指来自本辖区外的菜) 924. 83 万 t，223. 11 亿元。各类贩销组织 12 642 个，年销售量 580. 

28 万 t; 各类直供直销基地 431 个，面积 0. 931 万 hm2，年销售量 37. 72 万 t，销售额 11. 81 亿元。 

1. 4 蔬菜主要品种调剂 

据不完全统计，浙江省各县 ( 市区) 对外调剂的蔬菜主要品种基地自产量为 614. 00 万 t，调出本辖区的为 361. 21 万 

t，占 58. 8% ，其中调往省外的 216. 76 万 t，占调出总量的 60. 0% ，主要调往华 东、东 北 及 北 京、新 疆、两 广、

两 湖 等 省( 市、自治区) 。 

分品种看，调出量最大的为茭白 42. 04 万 t，其次为番茄、萝卜、花椰菜 ( 西兰花) ，分别为 39. 50 万，35. 90 万和 

33. 04 万 t; 调往省外量最大的品种为番茄，达 31. 02 万 t，占番茄调出量的 78. 53% ; 调出率最高的品种为花椰菜，占基

地自产量 的 77. 8% ，其 中 调 往 省 外 的 占 调 出 量 的 80. 6% ; 叶菜类调出比例相对较低，如普通白菜和大白菜的调

出率分别为 18. 6% 和 51. 2% ，其中调往省外的占调出量的 38. 8% 和 58. 3% ，主要调往上海、苏南等邻近区域。 

1. 5 蔬菜规模基地 

浙江省蔬菜连片基地面积 3. 33 hm2以上的有 4 481个，计 8. 268 万 hm2( 表 2) ，其中 3. 33 ～ 6. 67hm2的 1 955 

个，计 2. 799 万 hm2，33. 3 ～66. 7 hm2的 310 个，计 1. 407 万 hm2，66. 7 hm2以上的 197 个，3. 165 万 hm2，占规

模基地总面积的 38. 3%。分地区看，温州市规模基地面积最高，达 1. 203 万 h，占全省规模基地总面积的 14. 6%，其中 66. 

7 hm2以上基地面积 0. 687 万 hm2，占全省 66. 7 hm2以上规模基地总面积的 21. 7%; 按蔬菜基地不同规模比例看，温州、

嘉兴、绍兴市 66. 7 hm2以上连片基地面积比例较高，分别为 57. 1%，49. 4%和 45. 3%; 舟山 88. 4%的连片面积较小，多集

中在 6. 67 ～33. 3 h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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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6 蔬菜规模生产主体 

浙江省蔬菜 6. 67 hm2( 山地 3. 33 hm2) 以上规模主体 1 733 个，面积 4. 175 万 hm2。其中 6. 67( 山地 3. 33) ～ 

33. 3 hm2的 1 432 个，面积 1. 984万 hm2; 33. 3 ～ 66. 7 hm2的 200 个，面积 0. 860 万 hm2; 66. 7 hm2以上 101 个，

面积 1. 331 万 hm2，占总面积的 31. 9% 。在规模主体中，台州市数量最多，达 368 个，面积 0. 825 万 hm2; 杭州次之，

数量 240 个，面积 0. 741 万 hm2。工商资本投入从事蔬菜生产的基地 318 个，面积 0. 732 万 hm2，投资总额 10. 76 亿

元。据抽样调查统计，全省 55 家工商资本投资蔬菜生产企业基地面积 0. 157 万 hm2，近 3 年固定资产投入 3. 98 亿元、产

值 4. 33亿元、运营成本 3. 48 亿元、盈利 0. 75 亿元 ( 不包括折旧) ，盈利占固定资产投入 18. 7% 。 

1. 7 出口加工蔬菜 

浙江省蔬菜出口与加工量 152. 54 万 t，总产值 17. 04 亿元，其中出口量 54. 04 万 t，出口额 14. 13 亿元，出口企

业 66 家，其中产值 500 万 ～ 1 000 万 23 家，1 000 万 ～ 5 000 万 11 家，5 000 万以上 9家。出口品种主要是花椰菜、

青花菜、刀豆、毛豆、榨菜、盘菜等，以保鲜、速冻为主，辅以脱水和腌渍，主要出口日本、欧美及东南亚等地。 

1. 8 政策扶持 

2011 年浙江省各市、县 ( 市区) 蔬菜产业扶持资金 3. 60 亿元，带动民间自筹资金 8. 36 亿元。重点扶持基础设施、

节水灌溉、安全生产、技术推广及政策性补贴等，改善了基地生产条件，提高了蔬菜质量安全水平，提升了从业人员的技术素

质，降低了生产投入，促进了资源的循环利用，保障了蔬菜的有效供给。 

1. 9 蔬菜产业队伍人员结构 

浙江省县 ( 市区) 及以上从事蔬菜推广的专业技术人员 ( 不含乡镇和科研院校) 363 人。其中高级职称 141 人，占 38. 

8% ，中级职称 159 人，占 43. 8% ，初级职称 63 人，占 17. 4% 。硕士及以上学 历 28 人， 占 7. 7% ， 本 科 学 历 202 

人， 占 55. 7% ，专科及以下学历 133 人，占 36. 6% ; 50岁及以上 103 人，占 28. 4% ，35 ～ 49 岁 178 人，占 49. 0% ，

35 岁以下 82 人，占 22. 6% 。 

2 主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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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 平原城郊菜地面积减少，基础设施仍较薄弱，蔬菜保供压力加大 

随着浙江省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城市化进程加速，平原、城郊菜地面积逐年减少，蔬菜播种面积从 2005 年 的 66. 667 万 

hm2下 降 到 2011 年 的 62. 467 万 hm2。鉴 于 用 地 矛 盾 突 出，浙 江 省 于 2002 年出台 《浙江省基本农田保护条例》，

但同时废止了 《浙江省蔬菜基地建设保护条例》，原有的蔬菜基地不能得到有效的保护。2006 年提出了大力发展山地蔬菜的思

路，全省山地蔬菜得到了长足的发展，面积从 2005 年的 3. 333 万 hm2发展到 2011 年的 8. 667 万 hm2，弥补了因工业化、

城镇化推进减少的平原、城郊菜地面积，保证了蔬菜生产能力，特别是夏淡时节蔬菜的供应，但平原和城郊菜地面积逐渐缩小

的趋势不可逆转，蔬菜保供压力逐步加大。 

浙江省地处自然灾害多发区，洪涝、冰雪、台风、干旱成为影响蔬菜生产的主要灾害。近几年来，浙江省加强了蔬菜基地

基础设施改造，2008 －2010 年中央财政支持蔬菜产业提升项目资金近 2 亿元，整合省、地方财政资金 1. 3 亿元，带动实施

主体自筹资金 2. 5 亿元，有效改善了项目核心基地的 生 产 条 件。 全 省 现 有 设 施 蔬 菜 播 种 面 积 15. 92 万 

hm2( 复种指数 1. 9) ，仅占全省总播种面积 24. 2% ，总体上，浙江省蔬菜基地抗御极端天气的能力还不强，部分沿海平原

生产基地沟渠排涝标准不高，山地蔬菜灌溉条件尚未得到根本改变，遇旱涝易灾现象时有发生，蔬菜生产设施化比重不高，冷

链贮藏运输设施短缺。尤其是近来高标准菜地被城市建设征用，而新开发的菜地土壤、灌溉条件等较差，新产区大棚冬季保温

技术措施不尽到位，突出表现为沿海地区的抗台防涝能力、山区的抗旱能力和冬春季的抗雪防冻能力薄弱，影响蔬菜生产与供

应。 

2. 2 规模经营主体效益不容乐观 

近年来，浙江省蔬菜产业规模化进程加速，特别是工商资本投资蔬菜产业，不但为工商资本的出路闯出了一条新路，还可

将他们的工业理念引入到蔬菜产业中，为浙江省蔬菜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注入了新鲜血液，但多数规模经营主体整体效益不容乐

观。究其原因，一是主体素质不高。一些规模经营主体缺少蔬菜生产的专业技术，缺少对产业投资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的

认识，更缺乏标准化、品牌化、精品化的意识，对投资的深度把握不够准确。二是软硬件条件不足。基础设施薄弱、用地矛盾

突出、土地租金等生产成本上涨、用工短缺、机械化生产技术缺乏、销售渠道不畅、流通成本增加等制约因素日趋严重。 

2. 3 冬春季抗灾育苗能力薄弱，生产性障碍逐步加重 

一是冬春季抗灾育苗能力薄弱。近年来浙江省穴盘育苗发展迅速，但由于育苗设施不够完善，冬春季育苗时抵御极端天气

能力薄弱。如 2012年春季的持续低温阴雨寡照天气，菜苗长势弱、抵抗力差、成苗率低，育苗户损失较大，种植户缺苗严重，

全省苗床育苗受损 1. 45 亿株。二是随着区域化特色化规模化生产的推进，设施大棚周年生产技术的发展，制约蔬菜产业可持

续发展的生产性障碍逐步加重。如大棚设施连年种植蔬菜，使得土传病原菌大量积累，越冬虫源基数加大，土壤得不 到 雨水

充分淋洗导致盐分在土壤表面聚集; 又如因烟粉虱传播引发的番茄黄化曲叶病毒病、豇豆因连年种植加剧炭疽病与根腐病的发

生。这些制约蔬菜作物健康生长的因素严重影响到蔬菜的质量、产量及效益，影响到局部区域特色优势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成

为影响生产发展和农民增收的突出瓶颈。 

2. 4 从业人员与技术队伍整体素质不高 

一是技术队伍老化，服务手段落后。蔬菜业是生产周期短、劳动强度大、技术要求较高的产业。近年来，浙江省蔬菜技术

队伍整体实力虽有所增长，但 35 岁以下的技术人员只占 22. 6% ，老龄化问题较为突出，363 名推广人员要承担全省蔬菜技

术的指导服务 ( 人均约 0. 2 万 hm2) 精力有限，况且乡镇一线的农技人员严重缺位，力量不足、年龄老化、知识弱化、工作

行政化等问题比较突出，新技术难以及时到田、到户。二是从业人员整体素质偏低。因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大量转移，从事蔬菜

生产的劳动力年龄偏大，大部分在 50 岁以上，且文化程度普遍不高，接受新成果和新技术能力不强，风险意识淡薄，10 年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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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这批老菜农的退出，蔬菜产业将面临后继乏人的局面。 

2. 5 缺乏有效调控措施，菜价波动加剧 

一是蔬菜小生产与大市场、大流通的矛盾越来越突出。菜农基本上依据上年度市场行情，凭经验、跟风走，常常造成同类

蔬菜 “一窝蜂”上市，形成结构性过剩。二是产销信息不对称。在生产环节分散、流通方式落后的现状下，蔬菜种植和销售环

节的信息不对称致使 “菜贱伤农”、“菜贵伤民”的现象屡屡出现。三是缺乏保障机制，生产者利益无法保障。目前，蔬菜保险、

补贴、支持性价格等方面政策不完善、不配套。四是流通环节多、成本高、损耗大，时常出现蔬菜产地价格偏低而零售价格居

高不下。五是蔬菜基本依赖市场调控，在突发性因素、灾害性天气等影响蔬菜供应的情况下，政府缺乏有效的调控手段，保障

市场供应的长效机制不足。 

3 对策建议 

浙江省蔬菜产业应以推进现代蔬菜产业建设、实现产业可持续发展为方向，以保障供应、稳定价格、增加收入为核心，加

强产业基础建设，推进区域化、规模化、标准化生产，突破产业发展的制约瓶颈，全面提升产业竞争力，实现蔬菜生产持续发

展、产销基本平衡、市场供应稳定、质量安全可靠，促进产业增效、菜农增收目标的实现。 

加强蔬菜基地建设，提高蔬菜生产供应能力。一是坚持保障型蔬菜生产和农区优势蔬菜生产相结合，要在稳定蔬菜优势区

域布局、稳定基地面积的基础上，重点抓好 1. 8 万 hm2 保障型蔬菜基地建设，着力提升蔬菜生产能力和应急保供能力，特别

要加强城郊设施叶菜基地建设，提高基地的抗灾应急能力，保障不耐运输叶菜类蔬菜的市场供应，确保大中城市本地应季蔬菜

自给率。二是继续整合省、市、县三级资金，筹集民间资金，进一步提高规模化蔬菜生产基地的现代化设施装备比重，全面提

升生产基地的抗灾保收能力，平原地区重点建设高标准抗洪防涝的沟渠路等基础设施、标准化钢管大棚、高效节水的管网式肥

水微灌系统和蔬菜冷链系统，山区重点建设微蓄微灌系统。 

培育产销一体化规模经营主体。一是重点培育一批具有较大生产规模、较高生产水平和较强产业带动力的规模经营主体，

组建企业联盟，走精品、品牌、直销、联合产销一体化道路，联合生产，各自销售。加强企业间的联合，共同搞好作物品种的

布局，产品互相调剂，各自开发市场，强化产销衔接，取长补短，完善 “农超对接”，基地直供配送，减少流通环节成本。二

是加大对生产主体的培训，按照 “鼓励、引导、服务、管理” 的要求正确引导工商资本投资蔬菜产业，抓好从业人员的技术

指导与培训，提升从业人员的科技素质和管理水平，鼓励工商业主招聘引进农业技术人才从事生产经营。三是建立产品质量安

全及生产技术规程标准体系，完善 “五有一追溯” 质量管理制度，加强产地环境、生产过程、质量控制等全过程的技术指导，

推进规模化基地的标准化生产水平。 

加强集约化育苗和生产性障碍治理等关键技术的研究与应用。一是加大蔬菜连作障碍的治理。大力推广 “菜-稻”轮作、

淹水处理、土壤处理、高温闷棚等行之有效的栽培模式与处理。二是推动高等学校、科研院所与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社、农户

合作，进一步开展土壤连作障碍修复技术的研究与示范应用。三是完善蔬菜集约化育苗体系，以西兰花、番茄、黄瓜等品种为

重点突破口，培育一批设施齐全、技术先进、管理规范、苗质健壮、效益良好、服务周到、抗灾性能好的集约化瓜菜商品苗骨

干企业，提高商品苗生产能力、供苗率和应用率，推动蔬菜育苗向专业化、商品化、产业化方向发展。 

提升队伍素质，健全技术推广服务体系。一是加强队伍建设，引进培养年轻人才，优化年龄结构，加强知识培训更新，发

展壮大农技队伍。二是完善服务设施，改进服务手段，以科技推广落实、技术措施到位、标准档次提升、管理服务有力为着力

点，建立健全技术推广服务体系，为农户和规模经营主体提供产前、产中、产后的全程配套服务。三是加强农村劳力培训，提

高农民科技含量、生产水平和风险意识，加大大学生从事现代农业的补助力度，帮助规模经营主体引进专业技术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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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长效保障机制，确保市场供应稳定。一是建立健全 “菜篮子” 市长负责制考核评价体系，将新菜地开发建设基金征

收与使用、常年菜地保有量、蔬菜自给率、调节稳定蔬菜价格的政策措施、蔬菜产品质量合格率等重要指标进行量化，加强蔬

菜生产、流通、质量安全体系等各环节的综合考核。二是建章立法，加强蔬菜基地的建设和保护，重点确保 1. 8 万 hm2 保障

型蔬菜基地的生产供应能力。三是加强信息监测预警，进一步完善全省蔬菜生产监测体系，科学研判发展趋势，适时发出预警

信息，增强调控的主动性和前瞻性以及生产主体的应对能力，促进生产有序发展、市场价格稳定。四是积极推进完善政策性农

业保险，从生产实际和保障蔬菜供应出发，制定较为合理的蔬菜保险政策，保障蔬菜生产者既能减少风险损失，又能较快地恢

复生产。五是落实支持性价格政策，将农产品批发市场、农贸市场、蔬菜冷链设施等建设纳入公共服务范畴，对其用水、用电、

用气实行优惠。规范和降低蔬菜批发市场、农贸市场的摊位费等相关费用，以进一步减少流通费用，稳定菜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