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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南地区蔬菜产业发展路径观察 

唐威/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江苏苏南地区紧密围绕建设现代高效农业和都市型现代农业的目标，立足“生态、保供、富民”的发展定位，通过扩大设

施规模强化辐射，依靠科技提质增效，突出培育高效典型，强化推广服务，促进产销对接，蔬菜绿色供给能力进一步夯实，质

量效益和竞争力不断提升。 

发展现状 

基地建设持续推进。以省级“菜篮子”工程建设为抓手，大力改善生产条件。南京市建成 20万亩省级“菜篮子”工程基地，

大力推进市级标准化菜地、蔬菜标准园与优势绿色蔬菜区域的有机结合，完善沟渠路等基础设施；无锡市对划定的市区蔬菜基

地持续加大配套设施建设补贴力度，鼓励各类蔬菜生产主体购置遮阳网、防虫网、无纺布等生产配套设施；苏州市建设近 30万

亩蔬菜基地、近 80个蔬菜标准园和一批蔬菜特色镇村，在省内率先实施规模菜田补贴政策。 

设施比重逐年扩大。各地设施蔬菜建设呈现出积极性强、档次高、大体量单体比例增高、“四新”应用广泛的特点。2018年

上半年，南京市设施农业面积累计己达 74.66万亩，占比 21.1%;苏州市 2015年以来总计投入 1.44亿元用于设施蔬菜基地建设，

新改扩建 22个设施蔬菜基地，面积 4129亩。据面上调查，设施蔬菜亩均纯收入 8000〜10000元，比露地蔬菜高 50%以上。 

综合技术加速集成。重点推广设施蔬菜连作障碍防控、病虫害绿色防控、水肥一体化等蔬菜全程绿色生产综合技术，农药

用量连续两年负增长，重点蔬菜生产基地生物农药使用比例超过 50%，绿色防控产品使用占比提高到 70%以上。南京市累计创建

蔬菜标准园 28 个，平均提高产业效益 15%以上；苏州市启动高标准蔬菜生产示范基地和蔬菜标准园创建，全面拓展农药“零差

价”服务；无锡市惠山区绿色防控示范区累计建设面积 1.5万亩次，2018年全区蔬菜病虫绿色防控示范区成片面积达 5400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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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链条不断融合。通过品牌区域结构优化，培育了一批国内外有影响力的特色蔬菜板块和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增强蔬菜

产品市场竞争力。培育了以六合巴布洛为典型的“休闲观光旅游农业+智慧生态农业+食品深加工与餐饮+农产品电子商务”新业

态，以食行生鲜为代表的电子商务模式，以永鸿集团润康公司“种植基地+加工中心+物流配送+云厨 1站社区店”为代表的直供

模式，以吴江三港和常熟惠健为代表的集中统一配送模式。 

制约因素 

种植面积和生产效益不稳定。随着各地城市化进程加快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的开展，一些蔬菜种植面积面临流失，给

地产蔬菜稳定供应带来难度。蔬菜种植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受农资价格上涨、土地流转成本提高、生产用工费用增加的影响，

生产成本不断上升，比较效益逐渐降低。 

基础设施仍然薄弱。倒春寒、暴雪、冰雹、强降雨等极端天气频繁发生，对蔬菜生产造成严重影响。目前，苏南地区一些

地方的蔬菜基地基础设施条件仍有待完善,特别是水利设施建设，部分地区建设标准低，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弱，蔬菜保险覆盖

面低，菜农遭遇自然灾害后的自救能力弱。 

标准化生产程度有待提高。目前蔬菜生产还是以一家一户生产为主，规模化经营主体不多，农户接受新技术新观念的能力

较弱。基层蔬菜技术推广力量薄弱，蔬菜全程绿色生产技术推广力度不够。蔬菜生产过程中，单环节的技术较多，全程配套的

技术特别是绿色生产技术集成不高，影响优质绿色农产品的有效产出。 

对策建议 

注重布局规划。苏南地区蔬菜产业发展上，要以满足长江经济带及长三角大中城市居民高端消费需要为目标，从传统种植

向高端设施化、产品精品化方向发展，根据资源优势特色，科学筛选特色蔬菜产业，优先发展城郊叶菜、特色高效蔬菜生产，

主抓都市圈蔬菜产区和苏南沿江精细蔬菜产区向高端蔬菜、精致叶菜以及功能性蔬菜等方向调整。结合永久性“菜篮子”基地

建设，调整蔬菜生产区域布局，推动高标准蔬菜塞地建设和蔬菜标准园进行大棚、防虫网等生产设施提档升级。 

加强科技支撑。稳定基层农业技术人员队伍，积极引导基层科技人员，特别是乡村“土专家”深入生产一线开展技术指导

服务。大力推广蔬菜新品种、新技术、新模式及新装备，提高标准化生产水平。加强高效、高产、优质、生态、安全种植技术

的引进吸收和集成开发，全面推广科学的轮作模式。推进化肥减量施用，推广测土配方施肥、有机肥替代部分化肥、水肥一体

化等节肥技术。强化病虫害统防统治和全程绿色防控，突出防虫网、杀虫灯、诱杀等物理防控技术的普及应用。实施新一轮设

施农业提升行动，改造提升现有的蔬菜设施。加强农机与农艺融合，加快蔬菜生产机械、设备的引进、试验、示范和推广。 

强化服务指导。大力扶持和培育生产主体，提升职业菜农生产经营能力。以市场为导向，在做，好本地市场供给的同时，

把眼光方文在外地市场的开拓上，引导农民生产适销对路的优质产品。建立以信息和市场指导蔬菜生产的服务机制，提高对市

场信息的快速反应能力。大力发展产地直供、产销对接、定点配送、电子商务等直供直销模式，减少流通环节，让生产者与市

场有效对接。积极鼓励和发展大型零售商贸企业自建基地，构建以销定产的订单式营销模式，使生产更贴近市场，实现生产与

市场的互促和共赢。 

全产业链提升。积极对接市场需求，加快配置相应的预冷设施、整理分级车间、冷藏库，以及清洗、分级、包装等设备，

引导支持生产基地开展分等分级与包装标识，构建现代化的蔬菜冷链加工配送体系。创新蔬菜产品流通模式，推广中央厨房、

直营直销、电子商务等模式。积极发展蔬菜精深加工，鼓励开发功能产品。依托产业特色和生态环境，在科普教育、休闲观光

和文化传承等方面拓展功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