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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花卉苗木产业发展现状与对策 

张艳   倪国平  周丽霞   章一鸣 

（湖州职业技术学院 艺术设计学院，浙江 湖州 ３１３０００） 

【摘 要】浙江省花卉苗木产业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前后迎来了一段快速发展时期，形成了一定的规模。但存在

着行业管理机制不健全、生产技术和经营管理粗放、产销信息不畅、服务体系落后、产量过剩和盲目引进国外新品

种而忽视乡土品种开发利用等诸多问题，应强化政府职能、树立品牌效应、加强创新和产权保护、培育产业龙头企

业、带动结构调整并不断提高产量和品质，才能使浙江省花卉苗木产业持续、健康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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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卉苗木产业是当今社会的一项重要的" 朝阳产业" ，在现代社会高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今天，花卉苗木产

业的发展对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成为国内农业发展的主导产业之一。浙江省具有天然的地理优势，

植物资源丰富，素有“花木仓库”的美称，花卉苗木栽培和应用历史也较为悠久。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浙江省花卉苗木产

业发展迅猛，生产规模不断扩大，专业化水平不断提高，使得该产业成为浙江省十大农业主导产业之一，创造了国内排行前列

的农业产业经济效应，促进了农民增收和产业的进一步发展。本文通过分析浙江省花卉苗木产业的发展现状和存在问题，并借

鉴国内外花卉产业的发展经验，提出符合浙江省实际情况的建议，希望为浙江省花卉苗木的持续、健康发展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一、国内外花卉苗木产业发展现状 

（一）国外花卉苗木产业发展现状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之前，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的花卉苗木产业处于较为先进的水平，是优质花卉苗木的主要来源地。现

今，发展中国家由于自然资源丰富、劳动力成本低等因素，花木产业发展迅速，使得很多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输出先进品种

与技术，在发展中国家进行花卉苗木的生产与销售。 

据统计数据显示，２００１年以来的十几年是世界花卉苗木产业发展速度最快的时期，年销售额以１０ ％至１３ ％的速

度递增。荷兰的花木种植面积与出口量均位列全球首位，占全球花木总出口额的６０ ％。此外，哥伦比亚、以色列、美国、日

本、印度等国的花木产业也较为发达，形成了欧洲、美洲、亚洲三大花木生产区域
①
。目前，全球主要的花木强国都建立了强大

的品牌效应，在栽培技术、新品种研发和销售等方面都具有较高的水平，能够生产和提供在国际市场具有较高竞争力的优质花

木产品。相对而言，发展中国家花木资源丰富，劳动力成本低廉，所提供的花木产品具有更强的价格竞争优势。 

（二）国内花卉苗木产业发展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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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多年发展，中国花木生产面积以稳定的态势发展，２００１年至２００９年的８年时间内，栽培面积增加了７１．１

万公顷。由于中国地域广阔、气候类型多样，具有丰富的植物种质资源，花木应用传统悠久，加之劳动力成本方面的优势，促

进中国花木生产和消费的快速发展。虽然中国花木生产面积和产量仅次于荷兰、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但由于品种、技术等

方面相对落后导致产品质量的差异，花木产品的出口产值仍不乐观。 

二、浙江省花卉苗木产业发展现状 

浙江位于长三角地区，地理位置优越，植物种质资源丰富，栽培历史悠久，是传统的花木生产和消费大省，花卉苗木产业

发展迅速，前景广阔，但从区域分布、品种结构、产业结构、经营主体以及贸易情况等方面进行分析，浙江省花卉苗木产业的

发展现状不容忽视。 

（一）区域分布 

浙江省花卉苗木主产区是浙北地区，杭州、湖州、嘉兴、宁波、绍兴、金华等地的种植总面积占全省种植面积的９１ ％，

而温州、台州、丽水、衢州等浙南地区花木生产规模相对较小，但由于植物资源丰富，具有较大的产品开发和市场发展潜力
②
。

各地的主栽品种各有特色，具体地方品牌产品详见表１。 

 

（二）品种结构 

随着近年来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越来越重视公共环境质量的提升，也更加关注工作空间及家居空间的绿化装饰。由此，

花卉苗木产业的产品除了绿化观赏苗木以外，盆栽花卉、鲜切花等产品在品种、产量及质量上都有很大的提升。如中国云南省

是鲜切花种植强省，种植面积占全省总产业面积的１９．５１ ％，广东省以盆栽花卉为主要产品，种植比例为２４．１３ ％。

而浙江省的花卉苗木产业的主要产品是绿化观赏苗木，占全省总种植面积的８７ ％，面积已达１２．０３万ｈｍ２。鲜切花类

生产面积占总面积的３ ％，盆栽类占３ ％，剩余的７ ％左右主要是药用和食用花卉类以及草坪类。浙江省绿化观赏苗木种植

面积比远高于全国５６．９３ ％的平均水平，类别分部集中，生产面积过大，品种较为单一，总体上突显出种植结构不合理的

问题。 

（三）产业结构 

２０１２年，浙江省花卉苗木产业总产值５６３．１亿元，位于全国首位。其中，园林绿化工程产值占５９ ％，种植业产

值占３１％，而花卉及资材批发零售产值仅占１０％。由于房地产业的发展和城市、乡村基础设施的改善需要大量绿化苗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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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绿化苗木产业起到了很好的带动作用。然而，花木种植业产值并不高，主要原因是省内花木品种单一，同质化现象严重，造

成了大量苗木的滞销，也影响着农户经济收入和生产积极性。此外，鲜切花和观赏盆栽零售产值相对较低，也体现出浙江省花

木产业结构上的不合理问题。从省内种植区域分布看，浙南地区面积较小，产值较低，而浙北地区的种植业产值相对较高，尤

以杭州地区的花卉苗木产值最高，占全省总产值的５５．８２ ％，园林绿化工程产值也较高，是省内花木主要生产和销售市场。 

（四）经营主体 

浙江省林业种苗管理总站２０１２年的数据显示，宁波花卉苗木相关企业１５ ３９４家，是从业企业的主要集中地，杭

州２６７３家，绍兴２３７０家，金华２０４１家。杭州地区从业人员最多，达２２．１８万人，其次是宁波、绍兴等地。由

此可见，浙江省花卉苗木产业规模庞大，吸引越来越多的人员从事相关岗位工作和企业投资，但整体上组织化程度较低，不利

于发挥产业的规模优势。 

（五）贸易现状 

浙江省林业种苗管理总站２０１２年的数据显示，浙江省花卉苗木产业出口贸易有了迅速的增长，全年总出口额达４９５

７万美元，仅次于云南省，出口产品主要是绍兴、杭州、宁波地区生产的杨桐和柃木，而鲜切花、盆栽花卉及种子种苗的出口

量较少。与发达国家相比，花卉产品的品种单一，缺乏创新，生产技术水平较低，产品质量参差不齐，检疫手续繁琐，加之相

关政府在进出口贸易方面的政策和服务的滞后，导致出口贸易水平低，较之发达国家还有很大的差距
③
。 

三、浙江省花卉苗木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一）行业管理机制不健全 

浙江省花卉苗木行业存在行业管理机制不健全的问题，各级管理单位和部门及行业企业间沟通协调不畅，对行业发展的指

导和调控缺乏，从而影响着生产和销售的方方面面。如很多花卉苗木生产还仅仅处于农户个体小规模生产的状态，生产规模小，

没有系统的生产和销售计划，时常出现哪种产品销路好、价格高就一味大面积种植的跟风现象，扰乱市场秩序，造成经济损失
④
。 

（二）生产技术和经营管理粗放 

相对于发达国家的行业现状，目前浙江的花卉苗木生产设施落后，设施栽培面积较低，生产技术和管理水平相对低下，产

品质量受自然气候影响较大，无法按时按质按量生产出符合市场要求的花卉苗木产品，严重影响着产业销售额的增长速度。 

（三）产销信息不畅，服务体系落后 

浙江省还未建成发达的花卉苗木信息中心，企业由于得不到及时准确的市场信息反馈，通常根据往年的经验和市场情况制

定生产计划。与产品相配套的销售方案、运输设备及种植技术等的落后，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产品质量，同时增加了成本，从

而降低了花卉苗木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四）产量过剩，市场前景堪忧 

浙江省花卉苗木业发展速度快，无论是产量还是质量都位于全国前列，但存在种植结构不合理、生产者盲目跟风等现象，

造成品种落后，产量大大超过市场需求，对很多花木生产企业和花农造成很大的经济损失，严重影响浙江省花卉苗木产业的健

康、稳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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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盲目引进国外新品种，忽视乡土品种的开发利用 

中国加入 ＷＴＯ 以后，国内外花卉苗木行业的交流增多，绝大多数花木企业忽视适应性较强的乡土品种的开发与应用，

而倾向于引进国外新的花卉品种和新奇的彩叶树种，往往因为国外品种很难适应国内环境或容易退化等问题造成引种和应用失

败。 

四、促进浙江省花卉苗木产业发展的对策 

浙江省花卉苗木产业的产量、产值及出口额都不小，但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较大的差距。 

（一）强化政府职能 

从政府层面上，可以通过出台相关政策引导花木企业与省林业厅等相关部门加强沟通合作，为企业和生产农户提供花木产

品和市场信息等服务。政府也可以充分发挥省林业厅和花卉协会等部门的协调和服务功能，通过组织产品研讨会，鼓励和扶持

企业开拓国家花卉市场，积极引进国外优势品种和先进栽培管理经验，协调各地区产品的同质化生产和同类产品的竞争矛盾，

为浙江省花卉苗木产业营造健康、有序、公平的发展环境。 

（二）树立品牌效应 

随着现代花卉苗木产业的快速发展，花木产量高、质量好，要想提高产品市场竞争力，稳定市场份额，就需要打造具有区

域特色的品牌效应，提高地区产品的整体竞争力。同时也要注意对乡土树种的关注与开发，尽量选择对本地区气候条件较为适

应的本地品种，有利于保证产品质量，有助于打造地方特色品牌。浙江省具有显著的区位优势和资源优势，是国内花木生产和

销售强省，具有地区特色的花卉品种很多，如安吉观赏竹、宁波北仑杜鹃、杭州桂花、桐乡杭白菊、萧山黄杨、金华佛手和茶

花、绍兴兰花等，具有较高的知名度和品牌效应，要在此基础上，继续保持优良传统，并利用多种途径，保持较高的创新力，

以促进产业的健康、稳定发展
⑤
。 

（三）加强创新和产权保护 

在世界花卉苗木产业迅速发展和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较高的自主研发和创新实力是保持市场竞争力的有效途径之一。

长期性依赖国外新品种引进，将大大增加成本，削弱产业创新能力。浙江省应该珍惜优越的气候条件和地理优势，利用原产的

丰富种质资源，增强创新意识，加大新品种研发力度，为提高地区乃至全国花卉苗木产业的市场竞争力奠定良好的基石。目前，

中国人民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意识较为薄弱，还没有明确地认识到花木产品知识产权保护对于新品种、新技术研发积极性和品种

市场竞争力的保障作用。建议强化和完善知识产权保护法的制定和修改，增强花木新品种新技术的保护力度，促进品种和技术

的研发与更新，提高浙江省花木产业的国内及国际市场竞争力。 

（四）培育产业龙头企业，带动结构调整 

浙江省花卉苗木产业整体形式位于全国首列，但产业结构存在着不合理现象。如花木生产散户常根据经验判断，盲目扩大

单个产品的生产量，对市场应变能力差。试想如果能将大量散户的土地资源、品种资源及技术进行集中化，再借助政府政策和

资金扶持，发展地区产业龙头企业，形成更加专业化和规模化的花木生产，对地区的花木产业具有良好的辐射和带动作用。同

时，在产业化发展过程中，既要注重传统优势品种的开发和应用，又要根据市场需求动态，积极开展新优品种的开发和引进，

提供符合市场需求的适应性好、抗逆性强、新颖、高效益的花卉苗木品种，进一步增强地区产业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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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改善设施，提高产量和品质 

从瑞典、丹麦、日本等发达国家２００８年设施栽培面积和单位面积的产值数据分析可知，花卉苗木设施栽培面积越大，

单位面积的产量越高，品质有保证，产值也就越高。浙江省是中国经济较为发达的省份之一，土地资源紧缺，人力成本较高，

只有通过加大设施投入，扩大设施栽培面积，加强设施栽培技术研发，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和品质，增强产品市场竞争力，稳定

产品市场份额，才能保证花卉苗木产业的稳定发展。 

五、结语 

浙江省的花卉苗木产业是农业发展的导产业之一，但发展与问题并存，花木产业在发展中存在着多方面的问题。在解决问

题的过程中，国内外花木产业的发展实例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在促进浙江省花卉苗木产业的发展所提出的各项建议中，所要

强调的是，政府部门的宏观调控需要加强，要积极开展政府部分对花木生产企业、农户的沟通与合作，加强行业管理，促进产

业化、规范化发展，加强新品种新技术开发和保护，营造公平、有序、合理的竞争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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