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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花卉苗木产业发展现状及趋势研究 

骆文坚      孔伟丽 

（浙江林业种苗管理总站，浙江   杭州   310020） 

【摘 要】浙江花卉产业自 2004 年进入结构调整期，目前，其规模、效益、科技水平、出口额等处于全国前茅，

生产格局稳定，设施水平提升，新增长点正在形成，产业发展潜力大。但同时也存在结构不合理、自主创新能力弱、

生产方式落后、消费拉动不足、物流成本增加、组织化程度低等问题。建议从新品种新技术研发和推广、现代花卉

发展、国内外市场拓展、花文化建设、组织化程度提高 5个方面入手，推动花卉苗木产业持续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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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年以来，浙江花卉苗木产业，在经济腾飞中发展，在结构调整中提升，在金融危机中转型。而今，绿化苗木引领潮流，

科技兴花走在前列，外向发展稳步推进，农民增收贡献卓著，规模效益全国领先，成为了浙江省十大农业主导产业之一。  

1   产业基本情况  

1.1   基本特点  

1.1.1   规模效益全国前茅    

2008 年浙江省花卉苗木种植面积为 104  368  hm2，居全国第一，产值 77.7 亿元，全国第三。  

1.1.2   绿化苗木行销全国    

2008 年全省绿化苗木栽培面积 95 700 hm2，占花卉苗木总面积的 91.8%，产苗量 25.8亿株，市场占有率全国第一。 

1.1.3   科技兴花走在前列    

近年来，全省选育并审（认）定苗木优新品种 37个，居全国第一。绿化苗木容器育苗技术基本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苗木产

品竞争力不断增强。  

1.1.4   农民增收贡献卓著   全省花卉苗木种植业从业人员 34.6 万人，平均产值 79 695 元/hm2，居全省种植业第一位。  

1.2   发展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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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生产格局基本稳定    

受金融危机影响，经济效益有所下降。2008 年浙江省花卉苗木种植面积同比增长 2%，产值同比下降 4.6%，（见图 1）。种

植面积和产值占农业种植业同比基本持平，分别为 4.0%和 10.6%。区域布局与产品结构基本保持稳定（见图 2、图 3），浙江花

卉苗木业主体仍然是观赏苗木，种植面积占总种植面积的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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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花卉业仍是朝阳产业    

花卉苗木企业与从业人员继续增加。2008 年浙江省花卉苗木企业发展到 4 876家，同比增加 5.77%；大中型企业 1 019 家，

同比增加 6.26%；花农 13.5 万户，同比增加 1.5%；花卉苗木种植业从业人员达 34.6 万人，同比增加 2.67%。单位面积产值

继续领跑全省种植业（图 4）。  

 

1.2.3   设施水平有所提升   2008 年花卉苗木设施栽培面积 3  300  hm2，占总面积的 3.2%；产值 12.9 亿元，占总产

值的 16.6%，平均产值 38.70 万元/hm2，是花卉苗木平均产值的 5倍。温室大棚面积达 2 974 万 m2，同比增长 36%，其中现



 

 4 

代化温室面积 139 万 m2，同比增长 21%。容器育苗 3.51 亿株，同比增长 85%。自动灌溉、机械耕作等设施设备也逐步推广应

用。虽然设施栽培面积和容器育苗面积增长很快，但占总面积的比重仍偏小。  

1.2.4   花卉苗木出口恢复增长    

2007 年浙江省花卉苗木出口 3 450 万美元，比上一年下降 10.85%，2008 年出口额达 4 016 万美元，同比增长 16.41%。

主要出口产品为杨桐、柃木等切枝切叶，康乃馨、菊花等鲜切花，蝴蝶兰、大花惠兰等组培苗，常春藤等小盆栽，冬青、金钱

松等盆景以及少量资材。 

1.2.5   产业新增长点正在形成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消费观念的改变，家庭园艺产品将成为新的增长点，食用和功能花卉开发也前景广阔。此外，

容器苗、整形苗继续稳步增长，日本莽草有望成为出口新热点。  

1.3   产销分析  

1.3.1   绿化苗木    

2008 年销量稳中有升、价格下滑明显、产值出现负增长。如 2008 年上半年金华苗木销售量增加 10% ~ 20%，但销售价格

却下降 20% ~ 30%。萧山上半年苗木销量增加 13%，销售额仅增加 9%，下半年出现 15 年来销售量首次同比下降，价格也明显

下滑，如：红叶石楠、小丑火棘等价格下降 60%以上。嵊州上半年玉兰出圃量增加，但销售额并未增加，下半年反而下降。  

2009 年一季度苗木销售止跌回升。一季度花卉苗木业完成产值 25.1 亿元，同比增长 13%，出口额增长 3.35%。市场销售

回升的主要动力为：防护林工程建设、新农村建设和中西部地区城市化等中央扩大内需措施。  

当前花卉苗木市场出现 4 个转移，即：发达地区向其他地区转移、东部地区向内陆地区转移、大中城市向乡镇农村转移、

公共绿化向居家园艺转移。  

1.3.2   盆花    

上半年面积和产量同比略有增长，销售额基本持平。凤梨、大花蕙兰等价格下降 5% ~ 6%，杜鹃盆景等价格保持稳定，花

坛花价格上涨 8%（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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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   鲜切花    

海宁和嘉善鲜切花生产占全省的 80%。2009 年上半年面积和销售额同比都有明显增长。销售额增长主要源自非洲菊，2009 

年非洲菊产量同比下降 30%，价格却涨了两倍（见表 2）。 

 

2   产业发展潜力  

2.1   发展机遇  

2.1.1   中央促进经济发展政策    

扩大内需系列政策措施的进一步落实，将扩大绿化苗木市场总需求。  

2.1.2   内陆地区城市建设    

如重庆森林城市建设、昆明“见缝插绿”城市绿化工程等，促进了浙江省绿化苗木的销售。  

2.1.3   新农村建设    

如浙江省的“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江西的“一大四小”工程，福建的“种植珍贵树、建设新农村”活动，江苏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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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村庄绿化达标工程（苏北、苏中、苏南村庄绿化率分别要达到 50%、30%、30%）等，成为绿化苗木市场扩容的一大动力。  

2.1.4   林业重点工程建设    

浙江省开展的重点防护林建设、阔叶林发展、生物防火林带建设、珍贵树木和油茶产业发展等林业工程建设，也成为了浙

江省苗木业的新增长点。  

2.1.5   家庭园艺消费增长    

家庭园艺产品消费是一个巨大的市场。近几年庭院植物、“三台”园艺、中高档盆花、鲜切花等产品的消费量稳步增长。花

卉产品从礼品消费为主逐步向个人自主消费方向发展，将给浙江省花卉苗木产业发展带来新的机会。  

2.2   发展优势与客观制约  

2.2.1   发展优势  

2.2.1.1   先发优势    

经过多年发展，浙江省积累了丰富的品种资源、成熟的种植技术和管理经验，绿化苗木品种丰富、规格齐全化、品质优良，

市场竞争优势明显。  

2.2.1.2   科技优势    

初步形成了多层次、多种所有制的花卉苗木研发体系和多渠道的研发投入机制，科技创新能力不断提升，为浙江省花卉苗

木产业持续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技术支撑。品种新颖、技术领先、设计先进成为业界公认的浙江花木产品主要特征。  

2.2.1.3   自然优势    

浙江气候优越，地理环境适合多种花木生长。浙江培育的苗木，南北兼容、东西适应，市场空间大。另外，浙江本土花卉

资源丰富，开发利用潜力大。 

2.2.1.4   营销优势    

浙江花卉苗木企业在全国兴办了一大批苗木基地，构建起了覆盖全国的苗木营销网络；全省苗木专业经纪人已超过万人，

他们遍布全国，成为了浙江省花卉苗木市场拓展的中间力量；花卉苗木出口近年来也渐成规模。  

2.2.2   客观制约    

一是气候夏热、冬寒，发展中高档盆花、鲜切花受到客观制约；二是土地资源紧张；三是劳动力成本高。  

3   存在问题  

虽然浙江花卉苗木产业近年来得到了长足发展，但产业整体依然处于初级发展阶段，存在的问题也十分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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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产业结构不合理  

产业结构方面，种植业比较发达，但配套资材、花卉零售、花艺制作、物流业落后；产品结构方面，苗多花少，适销对路、

特色产品少，“大路货”多，产品同质化比较严重，结构性过剩仍较突出。  

当前浙江省绿化苗木仍然存在结构性过剩，从品种上看，乔木苗苗圃存量过大，特别是木兰科、山杜英、马褂木等仍过剩；

从产品类型上看，低品质苗销售困难；从分布区域和经营主体上看，新发展区域、新企业、新农户苗木积压较为普遍。  

3.2   自主创新能力弱  

种质资源研究与开发滞后，浙江省花卉种质资源丰富，但研究开发少，重要花卉种质资源库构建工作亟待加强；花卉种子

种球主要依赖进口，苗木新品种依赖引进；品种创新的机制亟待健全，现在的科研项目多要求三年结题，结题后往往不再继续

支持，品种研发缺乏长期扶持；植物新品种的侵权事件时有发生，育种者的权益、知识产权等得不到有效保护，企业不愿投入，

品种创新积极性不高。  

3.3   生产方式落后  

机械化程度低，起苗机、耕作机、喷滴灌等设备应用少，苗圃作业主要依赖人力。设施化程度低，发达国家设施栽培面积

达 70% ~ 80%，广州为 29%，浙江省仅占 3.2%，且以荫棚、塑料棚等为主，环境可控程度低，抗御自然灾害能力差。  

3.4   消费拉动力不足 

花卉消费还未成为习惯。居家消费、节日消费、活动消费、礼品消费等市场仍有待开发和培育。花卉零售点分布偏少，购

买不便利等因素也制约了花卉消费量的增长。花文化建设有待加强。  

3.5   物流成本增加  

市场外延后，运输半径扩大，成本增加。物流落后，物流还停滞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水平，运输过程中对苗木质量损害

较大。如 2009 年春龙泉一批乐昌含笑苗木销到昆明，一车苗价仅为 7 000 ~ 8 000 元，运费却要 15 000元。  

3.6   组织化程度低  

浙江省花卉苗木以千家万户生产经营为主，生产经营组织化程度低，产业风险预警机制亟待建立。行业协会资源有限，协

会的指导、协调、服务等能力有待提升。  

4   结论与政策建议  

当前浙江省花卉苗木产业呈现的特征，既有国际国内经济环境的影响，更是产业自身发展周期的必然结果。今后花卉苗木

业的发展重点应放在产业提升上面，制定相关政策，加大种子种苗业、设施栽培、标准化技术推广、市场拓展、社会化服务等

政策扶持，推动浙江省花卉苗木产业持续健康发展。  

4.1   加强新品种新技术研发和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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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花卉种质资源库，构建品种创新平台。加强新品种选育与推广，加快国外新品种及其配套技术的引进、消化吸收和再

创新。提高标准化生产水平，加快新技术的推广应用。加快家庭园艺产品开发，拉动家庭用花消费需求。 

4.2   大力发展现代花卉  

一是做大做强种子种苗，提升产业发展核心竞争力；二是大力发展设施栽培，提高花卉苗木生产的机械化、设施化和标准

化水平；三是努力培育精品花卉，提升产品质量，提高经济效益；四是不断拓展出口市场，培养具增长潜力的出口产品，加快

国际市场开拓。  

4.3   加强国内外市场拓展  

加强与国外展览公司合作，引进高水平的花卉园艺展，进一步拓展国内外市场。建设花园中心，扩大花卉零售网点，方便

居民花卉消费。完善物流体系，降低交易成本，提高浙江花卉苗木的竞争力。  

4.4   加强花文化建设  

普及花卉知识，加强养花知识、插花花艺等培训，提高养花、花艺等技能。弘扬花卉文化，提升普通居民花文化素养，培

育花卉消费兴趣。发展花卉休闲、花卉饮食，延伸花卉产业链，促进就业和花卉消费。  

4.5   提高组织化程度  

加大对行业协会和花卉专业合作组织的支持，强化行业的组织、引导、协调、服务功能。加强花卉协会自身建设，着力提

升协会服务行业、服务企业的能力。组织开展产业预警、标准制定、品牌创建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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