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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西瓜甜瓜产业发展现状与对策建议 

孙兴祥 马江黎
1
 

（盐城市蔬菜研究所，江苏 盐城 224002） 

【摘 要】：西瓜是江苏省重要的经济作物，在农业结构调整和促进农民增收方面具有重要作用。笔者于

2015—2017年通过实地调研、问卷调查、电话咨询、查阅资料等形式，调查江苏省西瓜甜瓜种植面积、产量、品种、

施肥、生产成本及效益情况，分析了目前产业发展中的主要问题。结果表明，江苏省西瓜甜瓜种植效益较高，但生

产投入、用工成本加大等问题突出，种植效益提升难度加大。提出了推广优新品种、推广适应新技术、加强科技培

训、提高产业化经营水平、培大育强品牌的发展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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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西瓜是世界上重要的园艺作物之一，种植面积占全世界蔬菜总面积的 7%，产量居世界第五位，中国西瓜的面积和总产量均

居世界第一[1,2]。江苏是中国西瓜甜瓜重要产区之一，西瓜甜瓜种植面积达 15.85万 hm2，在江苏省农业结构调整，促进农业增效、

农民增收和推进现代农业发展中占有的地位越来越重要[3,4]。在 2012年，孙兴祥等[5]已对江苏省西瓜甜瓜产业发展现状及问题作

了全面的分析和总结，并提出了促进发展的意见和建议。近年来，随着西瓜甜瓜研究的不断深入，江苏省不断引进、推广新品

种、新技术、新模式，西瓜甜瓜产量和品质明显提高，栽培技术、机械化水平也有大幅提升，如今，激烈的市场竞争以及城市

居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西瓜甜瓜作为人们日常消费的果品，其品质和安全越来越受到关注和重视，优新品种、适应新技术、

产业化、品牌效应等是新形势下西瓜甜瓜产业可持续发展的迫切需求。本研究主要总结江苏省西瓜甜瓜种植面积及产量、品种

结构、种植技术等现状，综合分析当前产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提出相应的对策及建议，以期为进一步促进江苏省西瓜

甜瓜产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基础和决策依据。 

1 资料与方法 

1.1资料来源 

本研究涉及的相关数据来源主要有 3 个渠道：一是通过依托“国家现代农业西甜瓜产业技术体系”数据库平台以及盐城综

合试验站多年调查研究获取的数据；二是通过政府相关部门获取的统计数据；三是西瓜甜瓜生产地区实地调研、问卷调查以及

电话咨询相关市（县、区）农技推广人员、种植户所获取的数据。 

1.2研究方法 

                                                        
1
基金项目：国家现代农业西甜瓜产业技术体系(CARS-25)。 

第一作者简介：孙兴祥，男，1963 年出生，江苏东台人，推广研究员，本科，主要从事西甜瓜栽培技术研究推广。通信地址：

224002 江苏省盐城市文港中路 106 号盐城市蔬菜所，Tel：0515-88269403，E-mail：ycsxx@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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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询政府相关部门获取统计数据，查阅相关文献和资料。2015—2017 年采用实地调研、问卷调查、电话咨询等形式，调查

各个市西瓜甜瓜生产县（市、区）的蔬菜（园艺）站或相关农技推广人员，结合盐城综合试验站多年试验调查研究，进行数据

整理和分析。 

2 江苏省西瓜甜瓜产业发展现状 

2.1种植面积 

2015—2017 年，江苏省西瓜、甜瓜种植面积略有下降，分别减少了 15.20%、18.69%,2017 年下降比例较大，但设施西瓜栽

培面积有逐年增加的趋势，优势越来越明显，占西瓜栽培面积的 71.18%，增长了 4.95个百分点，以中大棚设施栽培为主，少数

使用中棚或小拱棚，沿海城市西瓜甜瓜种植面积比重逐年加大（见图 1）。2017 年西瓜甜瓜种植总面积达 15.85 万 hm2，其中，

沿海城市西瓜甜瓜种植面积占 56.91%。 

 

图 1 2015—2017年江苏省西瓜甜瓜种植面积情况 

2.2总产量和单产量 

2015—2017年，江苏省西瓜、甜瓜总产量均呈现下降的趋势，2017 年西瓜、甜瓜总产量分别为 686.04 万 t、87.11万 t，

分别下降了 11.31%、39.65%，甜瓜总产量下降幅度较大（见图 2）。西瓜单产量呈现上升趋势，年平均增长速度为 2.27%，而甜

瓜单产量以 13.85%年平均速度下降，2016年下降幅度较大（见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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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2015—2017年江苏省西瓜甜瓜总产量 

 

图 3 2015—2017年江苏省西瓜甜瓜单产量 

2.3栽培品种 

如图 4 所示，江苏省西瓜栽培品种以早中熟品种为主，有‘早佳’(8424)、‘京欣’、‘美都’、‘全美 4K’、‘早春红

玉’、‘小兰’等，中果型以‘早佳’(8424)、‘京欣’系列为主，分别占栽培面积的 64.42%、9.92%，小果型栽培面积占 1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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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小兰’、‘早春红玉’为主。 

如图 5 所示，江苏省甜瓜栽培品种种类繁多，有‘玉菇’、‘伊丽莎白’、‘日本甜宝’、‘东方蜜’、‘海蜜’系列、

‘金玉红 2 号’、‘古拉巴’、‘金香玉’、‘景甜 5 号’等，其中‘玉菇’种植比例最大，占栽培总面积的 21.96%，主要在

盐城地区种植，其次为‘金玉红 2号’、‘景甜 5号’，分别占栽培总面积的 18.76%、9.38%，在宿迁地区种植比较多。‘日本

甜宝’、‘东方蜜’、‘海蜜’系列种植比例分别为 5.26%、4.78%、2.80%，南通地区种植面积较大。 

 

图 4 江苏省西瓜栽培品种及比例 

2.4种植情况 

江苏地区西瓜甜瓜栽培茬口均为春夏茬，多为中大棚栽培。育苗早期一般在上年 12月中下旬—翌年 1月上旬，中期一般在

1—2 月，晚期一般在 3—4月。早期上市时间在 4 月底—5月上中旬，晚期上市时间在 6 月—7 月上中旬，部分露地瓜最迟上市

时间在 8 月中下旬。沿海地区早春西瓜栽培都采用多层大棚覆盖栽培，双大棚或 3 层大棚覆盖栽培已逐渐推广，育苗最早可提

前至上年 11月至翌年 1月，大户一般分 2～3批育苗，每批间隔 10～15天，春节前后进行移栽，春节前移栽大都采用三棚五膜

覆盖栽培。4 月底—5 月初开始上市，6 月中下旬逐步减少，7 月中下旬基本结束。8—9 月高温时市场上销售的西瓜主要来自河

南、宁夏等地。 

2.5施肥现状 

以盐城地区为例，2015—2017 年，通过实地调研、问卷调查、电话咨询、查阅资料等形式，对全市西瓜甜瓜施肥情况进行

了调查分析。 

2.5.1肥料种类 

调查结果表明，盐城市西瓜甜瓜施肥以有机肥、复合肥相结合为主，有机肥采取一次性基施，化肥采取基施与膨大期二次

施用，目前也有一次性基施，后期不再追肥，节省用工。施用肥料种类比较多，基肥主要有农家肥（猪粪、鸡粪等）、商品有机

肥、饼肥（菜籽、豆饼）、尿素、二胺、三元复合肥、硫酸钾肥等；追肥主要有尿素、、复合肥、冲施肥（水溶肥、高钙高钾）、

叶面肥（大量元素、氨基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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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2肥料用量情况 

根据 2017年西瓜甜瓜种植户施肥情况调查分析，西瓜甜瓜肥料施用水平普遍较高，有机肥平均用量为 16374kg/hm
2
，较 2016

年用量减少 4.98%，化肥平均用量为 1615.35kg/hm2，较 2016年用量减少 9.24%，其中 80%用于基施，20%用于追肥。调查结果显

示，68.75%的农户基肥采取有机肥+化肥形式，基肥一般施农家肥 23478.75kg/hm2，或商品有机肥 8500.5kg/hm2，或饼肥

2344.5kg/hm2，硫基复合肥(N-P-K:15-15-15)715.5kg/hm2，尿素 353.25kg/hm2、钾肥 198kg/hm2。31.25%农户基肥仅施用化肥，

平均基施硫基复合肥(N-P-K:15-15-15)1413kg/hm2，尿素 353.25kg/hm2，钾肥 524.25kg/hm2。有 10.44%的种植另外增施磷肥，

平均施肥量为 578.25kg/hm2。 

 

图 5 江苏省甜瓜栽培品种及比例 

农户施肥的种类多，施肥量跨度大，在调查的 80 户农户中，有 70 户施用复合肥，23 户施用氮肥，8 户施用磷肥，15户施

用钾肥，12 户施用叶面肥。氮磷钾化肥的平均施肥量为 N306kg/hm2、P2O5211.5kg/hm
2、K2O263.25kg/hm

2。调查结果表明，盐城

地区农户普遍重视有机肥、复合肥的施用，叶面肥施用不足，微量元素更是极少施用，而有研究表明，追施叶面肥、硼锌肥等

微量元素肥料有助于提高西瓜产量[6]，建议西瓜甜瓜施肥应该在有机无机相结合的基础上，适量追施微量元素肥料，提高产量。 

2.6生产成本 

西瓜甜瓜生产成本的增加直接影响瓜农的收入状况，降低了瓜农对于种植西瓜甜瓜的未来投资预期收益，并将最终在一定

程度上影响瓜农的生产积极性。 

2.6.1西瓜甜瓜生产成本构成及比例 

西瓜甜瓜生产成本包括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 2个部分，直接生产成本包括生产资料投入、人工成本、土地成本、机械作业、

排灌以及燃烧动力等，间接成本主要包括固定资产折旧、保险费等。 

生产资料（如种苗、肥料、农药、农膜等）投入中，农膜是设施栽培的常规农资，所占比重较高，占生产总成本的 15.60%，

由于使用过程中其保温、透光性能会有所下降，加上破损等原因，需每年更换，成为固定投入；其次是肥料成本和种苗费用，

分别占生产总成本 5.13%、3.92%。西瓜甜瓜种植技术要求高、机械化程度低、劳动力消耗量大，种植过程中季节性雇佣劳动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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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情况普遍存在，尤其是定植期、授粉、收获期等环节时间紧、气温高、劳动强度大，加之近几年劳动力工价逐年上涨，人

工成本往往占生产总成本 32.54%，成为了总成本增加的主要影响因素之一。第三，江苏平均土地租金成本 12000 元/hm2左右，

占西瓜甜瓜生产总成本 21.56%。第四，燃烧动力和机械作业单位面积投入所占比重不高，但随着小型机械和加温设施的推进，

在一定程度上推动成本上升。 

西瓜甜瓜生产的间接成本包括固定资产折旧、保险等费用，占生产总成本 10.11%，主要是钢架大棚、小型机械和小农具的

折旧，其中生产过程中使用的铁锹、小锹、喷雾器等小农具，价格较低，其折旧费较少，对成本影响甚微，主要是钢架大棚的

折旧费用[7]。 

2.6.2生产总成本分析 

2015—2017年，江苏省西瓜甜瓜生产总成本逐年增加，2017 年西瓜每 hm2总成本同比增加 2.47%,2016 年同比增加 5.77%，

年平均速度为 4.08%，其中生产资料成本同比增加 1.50%、5.77%，人工成本同比增加 4.51%、1.21%;2017年甜瓜每 hm2总成本同

比增加 5.49%,2016 年同比增加 0.04%，年平均速度为 2.73%，其中生产资料成本同比增加 4.38%、0.38%，人工成本同比增加

7.057.04%、0.26%。分析原因，一方面是生产资料主要在市场上购买，随着近年来物价上涨，推动了生产成本直接上升，另一

方面，西瓜甜瓜是技术要求高、劳动密集型产业，机械化程度低，移栽、施肥、整枝、授粉等主要还是依靠人工作业，季节性

雇工作业的情况非常普遍，由于中国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大量农村青年劳动力转移到城镇就业，农村劳动力严重缺乏，

雇工工价逐年上升，导致生产成本随之上升[8,9]。 

2.7种植效益 

种植效益是影响瓜农生产积极性的关键因素，农业生产净利润和农业生产成本利润率是衡量瓜农种植西瓜甜瓜的效益高低

的 2个指标。通过对 2015—2017年江苏省西瓜甜瓜生产调研数据分析，计算结果显示（见图 6～7），总体来看，2015—2017年

江苏省西瓜甜瓜生产平均净利润和成本利润率成上升趋势，西瓜平均生产净利润由 47321.78元/hm2增加到 64895.78元/hm2，增

长 37.14%，年平均增长速度 17.10%，生产成本利润率由 90.22%增加到 114.15%，增长 23.93个百分点；甜瓜平均生产净利润由

67242.35元/hm2增加到 119443.01元/hm2，增长 77.63%，年平均增长速度 33.27%，生产成本利润率由 112.58%增加到 206.32%，

增长 83.74个百分点。 

3 存在问题 

3.1品种结构单一，缺乏专用特色品种 

江苏省西瓜甜瓜品种结构比较单一，西瓜优质主栽品种以‘早佳’(8424)、‘京欣’为代表，占西瓜栽培总面积的 70%以上，

无籽西瓜、耐贮运、加工型等专用特色品种较少。甜瓜栽培品种较多，但优质的主栽品种较少，目前生产上仅有‘玉菇’、‘东

方蜜’等主栽品种。近年来，随着品种改革创新，引进推广许多新品种，但消费者认可度有待提高，新品种进入市场难度大。

另外，西瓜甜瓜品种市场较乱，同种异名或异名同种现象普遍[10]，而瓜农在选择种子时有很大的盲目性，每年由于品种质量问

题导致减产、绝产的事故时有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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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2015—2017年江苏省西瓜甜瓜生产平均净利润 

3.2移栽期提早，风险较大 

江苏省西瓜甜瓜规模化程度高，早春大棚栽培比例大，为了抢早上市，移栽期不断提早，联产承包时育苗一般 3月中上旬，

1990s2月中旬（春节后），目前一般 1月上旬或上年底（春节前），采用双大棚或 3层大棚覆盖栽培，上市期提前至 4—6月。但

早春时期光照不足，且容易遭受“倒春寒”、冷空气等低温天气影响，生产管理要求高，而目前江苏地区西瓜甜瓜生产管理技

术水平参差不齐，如若管理不当，造成减产甚至绝收，损失严重。6月正值梅雨季节，如遇到连续低温阴雨天，西瓜消费量锐减，

对西瓜销售价格影响较大，市场风险大。 

3.3种植人员老龄化严重，新生代农民比例少 

对全省西瓜甜瓜种植户进行了随机调查，结果表明（见图 8），种植户年龄主要集中在 41～50 岁，占比达 45.89%，其次为

51～60 岁，占比达 30.30%,60 岁以上占比为 6.49%,40 岁以下青壮年种植户占比较少，仅占 17.32%。综上所述，从事西瓜甜瓜

种植的人员构成中，中老年占 80%以上，而接收新技术最快的 40 岁以下青壮年种植户占比不到 20%，从业人员学历普遍在高中

及以下，新生代农民比例少，实用技术服务困难，技术应用到位率不高，严重影响西瓜甜瓜生产新技术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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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2015—2017年江苏省西瓜甜瓜生产成本利润率 

 

图 8 江苏省西瓜甜瓜种植户年龄段调查表 

3.4西瓜甜瓜生产经营分散，组织化程度不高 

西瓜甜瓜生产经营的主体仍然是个人或家庭承包种植，而主要销售市场是人口高度集中的大城市，种植分散性和销售集中

性很不对称。瓜农往往只懂种植技术，不懂营销策略，而懂营销的人才又缺乏实践生产经验，在生产和销售之间缺少必要的桥

梁。为追求高产，瓜农大多采用粗放式的田间管理，生产标准化程度普遍不高，致使市场经济效益较低。目前虽然江苏省围绕

西瓜产销，从事生产资料供应、创立品牌、技术信息等服务的农民经纪合作组织日趋完善，但大部分产销合作组织还处于初级

发展阶段，家庭农场的经营收入偏低，规模效益还没有充分体现[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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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大众品牌较多，高档品牌不足 

目前江苏省已有不少产区深刻认识到品牌效益的重要性，在江苏省农委的精心组织下，江苏省农产品的品牌建设得到了加

强和提升，培育出了一些政府大力扶持的知名品牌，如“东台西瓜”[12]、“阜宁西瓜”等区域公众品牌，也形成了“逍遥农夫”

等一批特色品牌；盐城综合试验站通过连续多年举办西瓜甜瓜争霸赛等活动，旨在提升西瓜甜瓜包装营销水平，扩大品牌知名

度和影响力。但生产者对市场上的品牌效益重视度不够，不注重打造专用特色品牌，发挥专用特色品牌的作用，外销西瓜甜瓜

采用包装、品牌销售比例亟待提高。 

4 对策 

4.1引进推广优新品种，提高商品化健康种苗供应比例 

应用新品种、培育健康壮苗是实现西瓜甜瓜优质高效生产的基础。针对江苏本土情况，调优布局，加强优质高产、多抗、

专用特色品种的引进示范推广，由单一品种向多品种发展，既可以满足市场对西瓜品种多样化的消费需求，又可以有效避免由

于西瓜大量集中上市所导致的瓜农卖瓜难、增产不增效等问题，提高经济效益
[13]
。建立优质种苗繁育体系，推进育苗技术革新，

大力推广穴盘基质育苗和工厂化育苗，提高商品化供苗比例，促进健康种苗产业发展。 

4.2积极推广适用技术，提高生产科技水平 

生产总成本的大幅增加导致西瓜甜瓜种植净收益有所下降，加大了对省力省工、简约化栽培技术的需求，应强化科技成果

的转化，促进新技术推广、新模式应用，减少育苗、生产中的劳动力投入，降低化肥农药的投入等。进一步推广应用穴盘育苗、

多层覆盖、平衡施肥、轮作换茬等关键技术，大力推进绿色防控技术、简约化栽培技术等集成创新和推广应用，提高西瓜甜瓜

生产科技水平。同时开发、引进性能先进、功能实用、价格适中、坚固耐用、适合大棚设施需要的机械化作业中小型机型，如

拖拉机配套旋耕机、起垄机、移栽机等代替人工作业[14]，提高江苏省西瓜甜瓜机械化生产水平。 

4.3加强科技培训，培育新型职业农民 

西瓜甜瓜是劳动与技术密集型产业，需要高素质的青壮劳动力和新技术新知识的指导，因此加大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出台

优惠政策引导青壮劳动力从事农业生产，使其成为“爱农业、有技术、懂经营”的新型职业农民，强化农业现代化的基础[15]。

通过示范推广优良品种、先进技术，举办农户培训，视频资料宣传等多渠道，进一步强化科技培训与新型农民培育，分年龄段

进行侧重点培训，如 30～50岁的农民以新技术、新机械使用培训为主，50岁以上农民以简单操作规范培训为主，提升种植户综

合素质，逐步推行科技指导生产，提升西瓜甜瓜种植效益[16]。对西瓜甜瓜生产经营主体，以科技创新培训、高效种植模式等为

主，着力提高经营者应对市场的能力。 

4.4提高产业化经营水平，积极开拓销售新模式 

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小生产与大市场问题已成为制约中国西瓜甜瓜产业发展的重要因素，产业化经营是西瓜甜

瓜产业发展的必然趋势，因此，今后江苏省必须进一步提高产业化经营水平。加大扶持专业大户成立西瓜甜瓜产销合作社、家

庭农场等地区性农业产业化组织的力度，积极采取“公司+合作组织+基地+农户”的模式，在西瓜甜瓜重点产区积极开展产前、

产中、产后服务[17,18]。不断发展壮大西瓜甜瓜销售加工龙头企业，加快培育和发展一批规模化、标准化、专业化的西瓜甜瓜生产

示范基地，不断提高西瓜甜瓜单位种植效益，充分调动瓜农的积极性。建立起龙头企业与瓜农之间稳定的购销关系和利益联结

机制，有效降低瓜农的生产和市场风险[19]，充分发挥其在产、供、销各个环节中对瓜农的生产指导、产销信息服务、创立品牌

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同时积极启用能人带动发展战略，鼓励有能力的瓜农进入流通领域，减少中间流通环节，加快西瓜甜瓜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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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速度，以销促产，促进效益的提升。鼓励采用休闲观光采摘、网上直销、城市配送等多种经营手段，搭乘互联网快车，多渠

道有效解决瓜农销售难题。 

4.5培大育强西瓜甜瓜品牌，提高产品市场竞争力 

面对市场经济条件下激烈的市场销售竞争，品牌建设对于西瓜甜瓜产业保持优势地位的作用至关重要，要充分发挥优势产

区的资源优势，牢固树立品牌战略意识，不断加大西瓜品牌建设力度，结合“农业品牌推进年”活动，通过举办精品西瓜甜瓜

争霸赛、西瓜节等活动，提升全省西瓜甜瓜包装营销水平，积极拓宽江苏省西瓜甜瓜产品销售范围和价格空间，提高高档优质

精品西瓜甜瓜的销售比例。同时加强优势特色产品生产、加工、贮藏等技术研发，构建具有地方特色的技术体系[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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