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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花卉产业调研报告 

瞿辉 

江苏省农业技术推广总站 

为贯彻执行《江苏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建设方案》精神，加强产业交流，掌握省内花卉生产及销售情况，日

前，江苏省农业技术推广总站、省现代农业（花卉）产业技术体系促控栽培创新团队组织南农大、省农科院技术专

家、基地主任及相关人员赴常州进行产业调研，重点对江苏国色天香油用牡丹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常州祝庄园艺有

限公司、江苏绿朗生态园艺科技有限公司、常州市夏溪花木市场、常州田妈妈农业生态有限公司、常州春海园艺有

限公司、海上花园艺有限公司、江苏裕华杜鹃种植有限公司等 8家重点企业进行考察调研。 

常州市是江苏省花木重点产区，目前全市花木面积达 40 多万亩，设施栽培面积 5.6 万亩，其中温室面积 1182 亩，花木产

值达 29 亿元。拥有花卉企业 2500 多个，大中型花木生产企业 334 个，花木从业人员 16.68 万人。建有规模较大的花卉市场 3

个，其中夏溪花木交易市场 2018年交易额达 197亿元，是全国花卉交易规模最大的综合性花卉交易中心。全市有花农 4.3万人，

花木经纪人 1.4 万人，花木专业合作经济组织 310 个。常州市政府高度重视现代花卉业发展，通过产业规划、政策引导、项目

扶持等给予大力支持，推进花卉产业由粗放经营的数量型增长向集约高效的质量型方式转变，培育一批省市级花卉重点龙头企

业，打造国家级综合花卉交易市场，设施花卉生产水平居全省前列。 

通过调研，团队专家对常州花卉产业发展现状有进一步的了解，认为随着花卉产业不断发展壮大，科技创新对产业绿色高

质量发展起到重要支撑作用。技术创新示范要与产业发展需求相结合，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相结合，要围绕推

进产业现代化发展目标任务，加强协同创新，采取多种形式开展技术指导服务，切实帮助基层、企业解决实际问题，以创新驱

动助推产业发展迈上新台阶，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作出应有的努力。 

本次考察的花卉企业，如常州市祝庄园艺有限公司、江苏绿朗生态园艺科技有限公司、常州春海园艺有限公司、江苏裕华

杜鹃种植有限公司等涉足设施花卉生产起步较早，在产品开发方面能紧跟市场需求，引进国内外先进设施设备，不断提升产品

质量，注重树立品牌形象，在推动企业转型发展方面发挥了良好的示范引领作用。调研的部分企业是近几年投资发展起来的，

有的还处于建设初期阶段，存在设施设备配套简陋、设施生产水平不高、专业技术人才缺乏、技术支撑能力不强等突出问题。 

针对生产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团队专家提出相关建议。一是重视基地的规划。在投资开发基地方面要有科学规划，功能

区划要合理，有明确的建设目标与发展定位，避免因盲目投资造成经济损失。二是重视产品创新。加快产品结构调整，大力培

育有市场潜力的优势产品，积极引进抗逆性强、花色丰富、观赏性好、易于养护的花卉新品种，面向大众消费开发新型、个性

化产品，通过产品创新赢得市场、赢得消费者。三是重视科技投入。要学习借鉴先进的生产管理新理念、新模式，引进先进的

设施装备，加大对智能化、自动化、信息化、精准化的研发投入，培养自己的专业人才队伍，以技术创新促进企业转型升级，

更好地适应新时代花卉产业高质量发展要求。四是重视品牌培育。要树立品牌发展理念，依托地域区位优势，挖掘地方花卉文

化，进行品牌定位、形象打造和品牌宣传，创新品牌营销模式，提高产品市场影响力和竞争力。五是重视“互联网+”营销。要

大力拓展电商销售新领域，积极利用电子商务交易平台，加快发展网店、微店、电商等网络营销，加快互联网与花卉交易的深

度融合，实现生产销售无缝对接。 

花卉业是现代农业的高效产业，是传播农耕文明的文化产业，是建设美丽家园的幸福产业。江苏花卉紧紧围绕促进产业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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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发展目标任务，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推动产业发展由数量扩张向效益提升转型升级，产业富民取得显著成效。全省花卉产

品结构不断优化，呈现观赏苗木、盆栽花卉、盆景、花坛植物、鲜切花、观赏草坪同步发展的良好态势。花卉种质创新、新品

种规模化繁育、水肥一体化灌溉、栽培环境智能调控、设施花卉高效促控栽培、物联网技术应用等成果显著。全省加快打造各

类特色花卉乡镇，花卉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发展，为推动乡村振兴发挥了重要作用。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提供丰富的优质花卉产品，让花卉走进千家万户，为提高人民生活质量作出新贡献，在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攻坚战中发挥

重要作用，是新时代对花卉产业提出的新要求。全省花卉要按照农业现代化建设的要求，坚持以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

突出质量优先、生态优先、效益优先，深入推进产业结构调整。以市场为导向，以科技为支撑，以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为

目标，优化产业布局，强化基地建设，加快科技创新，提升质量效益，培育壮大新型主体，打造先进示范样板，实施品牌发展

战略，促进花卉产业升级转型，推进产业绿色高效优质发展。一是优化产业布局，要立足资源禀赋，加快优势产区建设，推动

示范园区提档升级，着力形成地方特色。二是调整产品结构。以品种创新为抓手，重视自主知识产权品种开发，因地制宜调优

品种，加快发展新优精品花卉，大力培育抗逆性强、花色丰富、观赏性好的设施花卉产品。三是强化技术支撑。依托全省花卉

产业技术力量，加快新技术集成、高效模式推广与新装备应用示范，着力提高花卉科技创新与推广转化能力，大力提升生产设

施装备水平，促进传统花木生产向集约型、科技型现代花卉苗木生产转变。四是打造示范样板。以创建国家级花卉种质资源库、

优秀花卉企业、重点花文化示范基地、重点花卉市场为抓手，推荐一批技术先进、管理规范、效益突出的行业标杆，树立一批

产业结构调整示范样板。五是培育优势品牌。突出新品种创新、地理标志品牌、区域公用品牌、企业知名品牌，鼓励企业积极

开展品牌创建、商标注册、质量体系认证，提高“苏花”品牌市场认知度和扩张力。 

（本调研成果获江苏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建设专项资金资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