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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实现农业现代化，是党中央作出

的重大决策，是现阶段中国社会发展的重大历史任务，是关

系现代化建设全局的根本性问题。农业生产发展依靠农业政

策、资金投入和解放生产力的驱动，粮食产量实现九连增，

农民收入持续增长，农业发展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好形势。但

随着农村改革的逐步深入，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者出现了老

龄化、女性化，未来农业的持续发展存在劳动力短缺、科技

缺乏的问题，谁来种地、怎样种地已成为制约农业发展的主

要问题。紧紧围绕新农村建设需要，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发

展农业专业合作社和建立健全基层农技推广体系，实施农业

科技创新，提升务农农民的从业技能和综合素质，是保证农

业持续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有效措施。

石家庄农业学校建校以来，立足河北，面向 “三农”，为

石家庄乃至河北培养了大批农业科技和管理人员，近年来为

适应现代农业发展的需要，学校相继开展涉农全日制教育和

农业实用技术培训，推动和促进了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和新

型农技推广体系的建设。

为提高 “送教下乡”、农村 “三员” （农业技术推广员、

农产品质量及农业投入品监督员、农业科技信息传播员）队

伍建设和农业职业技能培训的需要，石家庄农业学校组织相

关教师和农业专家编写 “农业实用技术”丛书，包括 《作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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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蔬菜生产》《果树生产》《畜禽生产》《农业经营管

理》共五本。本书在内容上紧密结合生产实际，突出针对性、

适用性、通俗性和对现代农业新技术、新成果的应用，文字

通俗易懂、贴近生产实际，旨在为学员和农民提供新知识、

新技术、新信息，解决现代农业发展中遇到的实际问题，提

高学员和农民接受新知识、掌握新技术、获取新信息的能力，

为农业现代化做出应有的贡献。相信该丛书的出版，能在提

高农民的科技素质、推动产业结构调整、促进农业增产、农

民增收、加快现代化建设等方面发挥作用。

本书主要面向 “送教下乡”、“阳光工程培训”农民学员

以及集 “农业技术推广员、农产品质量及农业投入品监督员、

农业科技信息传播员”为一体的村级技术员等。

根据目前扩大菜农的实际情况本书在编写过程中，突出

必要的基本理论和实用技术操作，将蔬菜病虫害防治措施贯

穿在每一个技术环节。每一节内容力求重点突出，具有较强

的可操作性，语言力求简洁朴实，通俗易懂，便于自学。

教材编写分工如下：第一章、第四章、第七章由陈敬辉

编写；第二章、第三章、第八章由曹凤忍编写；第五章、第

十一章由杨英侠编写；第六章由李志编写，每节内容的植物

病虫害防治部分由李志编写。第十二章由沈艳平编写；第九

章、第十章由王成亮编写。

由于我们编写时间短促，水平有限，难免有不够完善和

错误的地方，希望读者提出宝贵意见。

编　者
２０１２年１０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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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第一章　蔬菜发展概要

第一节　蔬菜发展的基本情况

一、我国蔬菜发展现状、存在问题、市场需求及发展措施

（一）发展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蔬菜产业总体保持平稳较快发展，由供

不应求到供求总量基本平衡，品种日益丰富，质量不断提高，市

场体系逐步完善，总体上呈现良好的发展局面。

１．生产持续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种植业结构调整步
伐的加快，我国的蔬菜产业迅速发展，如今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

蔬菜生产国和消费国。蔬菜播种面积约２３亿亩，产量约５亿ｔ，
分别约占世界蔬菜面积的４０％、产量的５０％。常年生产的蔬菜
达１４大类１５０多个品种，逐步满足了人们多样化的消费需求。
２．布局逐步优化　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的推进，以及

交通运输状况的改善和全国鲜活农产品 “绿色通道”的开通，

在农业部编制的 《全国蔬菜重点区域发展规划 （２００９～２０１５
年）》的指导下，生产基地逐步向优势区域集中，形成华南与西

南热区冬春蔬菜、长江流域冬春蔬菜、黄土高原夏秋蔬菜、云贵

高原夏秋蔬菜、北部高纬度夏秋蔬菜、黄淮海与环渤海设施蔬菜

等六大优势区域，呈现栽培品种互补、上市档期不同、区域协调

发展的格局，有效缓解了淡季蔬菜供求矛盾，为保障全国蔬菜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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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供应发挥了重要作用。

３．质量显著提高　自２００１年 “全国无公害食品行动计划”

实施以来，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全面加强，蔬菜质量安全水平明

显提高。据农业部农产品质量安全例行监测结果，近三年蔬菜农

残监测合格率稳定在９５％以上，比２０００年提高３０多个百分点，
蔬菜质量总体上是安全、放心的。在蔬菜质量安全水平提高的同

时，商品质量也明显提高，净菜整理、分级、包装、预冷等商品

化处理数量逐年增加，商品化处理率由 “十五”末的２５％提高
到４０％，提升了１５个百分点。
４．加工业快速发展　我国蔬菜加工业发展迅速，特色优势

明显，促进了出口贸易。据农业部不完全统计，２００９年全国蔬
菜加工规模企业１００００多家，年产量４５００万 ｔ，消耗鲜菜原料
９２００万ｔ，加工率达到１４９％。另据统计，２０１０年，我国番茄
酱产量 １５０多万 ｔ，占世界总产量的近 ４０％；脱水食用菌
５７万ｔ，占世界总产量的９５％，均居世界第一位。

５．科技水平不断提高　科技兴农、良种先行。２０１２年中央
１号文件强调要着力抓好种业科技创新。增加种业基础性、公益
性研究投入，加强种质资源收集、保护、鉴定，创新育种理论方

法和技术，创制改良育种材料，加快培育一批突破性新品种。

我国蔬菜品种、生产技术不断创新与转化，显著提高了产业

科技含量和生产技术水平，已经育成了一大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

的优良品种，据农业部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统计，１９８０
年以来，我国共育成通过国家或省 （市、区）审 （认）定蔬菜

新品种３０００余个，这些蔬菜新品种加上一些传统的优良的地方
品种，在我国蔬菜生产中占主导地位。设施蔬菜达到５０００多万
亩，特别是日光温室蔬菜高效节能栽培技术研发成功，实现了在

室外零下２０℃严寒条件下不用加温生产黄瓜、番茄等喜温蔬菜，
其节能效果居世界领先水平；蔬菜集约化育苗技术快速发展，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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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商品苗达８００多亿株以上。此外，蔬菜病虫害综合防治、无土
栽培、节水灌溉等技术也取得明显进步。

６．市场流通体系不断完善　自１９８４年山东寿光建立全国第
一家蔬菜批发市场以来，蔬菜市场建设得到快速发展，经营蔬菜

的农产品批发市场２０００余家，农贸市场２万余家，覆盖全国城
乡的市场体系已基本形成，在保障市场供应、促进农民增收、引

导生产发展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据不完全统计，７０％蔬菜经
批发市场销售，在零售环节经农贸市场销售的占８０％，在大中
城市经超市销售的占１５％，并保持快速发展势头。

（二）存在问题

蔬菜具有鲜活易腐、不耐贮运，生产季节性强、消费弹性系

数小，高投入、自然风险与市场风险大等特点。当前，在新的形

势下，还存在一些突出问题。

１．蔬菜价格波动加剧　一是受成本增加等因素影响，蔬菜
价格涨幅呈加大趋势。二是受极端天气等因素影响，年际间蔬菜

价格波动加大。如２００８年受南方早春低温雨雪冰冻灾害的影响，
２月上旬全国２５种主要蔬菜平均批发价同比上涨９５３％。三是
受信息不对称影响，时常发生不同区域同一种蔬菜价格 “贵贱

两重天”的情况。四是受市场环境等多种因素影响，品种间蔬

菜价格差距拉大。受大城市近郊蔬菜生产萎缩的影响，一旦出现

运输困难等突发情况，难以及时保障蔬菜供应，容易引发市场和

价格大幅波动，产区 “卖难”和销区 “买贵”同时显现。五是

基础设施建设滞后。蔬菜基础设施脆弱，严重影响生产和流通发

展，极易造成市场供应和价格波动。近些年，大量菜地由城郊向

农区转移，农区新建菜地水利设施建设跟不上，排灌设施不足，

致使露地蔬菜单产不稳；温室、大棚设施建设标准低、不规范，

抗灾能力弱，容易受雨雪冰冻灾害影响，２００８年、２００９年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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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毁６０万亩、８８万亩，加剧了市场供需矛盾。在蔬菜的生产、
流通环节存在采后处理不及时，田头预冷、冷链设施不健全，贮

运设施设备落后、运距拉长等问题，难以适应蔬菜新鲜易腐的特

点；产销信息体系不完善，农民种菜带有一定的盲目性，造成部

分蔬菜结构性、区域性、季节性过剩，损耗量大幅增加，给农民

造成很大损失。根据有关部门测算，果蔬流通腐损率高达２０％～
３０％，每年损失１０００多亿元。农产品市场结构和布局不完善，
市场基础设施薄弱，现代化水平低，批发市场设施简陋，分级、

包装以及结算、信息系统等设施设备配套完善比例低；县乡农贸

市场以街为市、以路为集的特征仍然明显，城市农贸市场和社区

菜店数量不足、摊位费高，早、晚市在一些城市受到限制，造成

一些居民买菜难、买菜贵。

２０１０年的 “蒜你狠”“豆你玩”“姜你军”曾经肆虐市场，表

明目前还缺乏足够的政策调控，在生产、流通、安全、信息监测

等方面资金投入不够；在蔬菜保险、税收、补贴、支持性价格、

批发市场用地等方面政策不完善、不配套；支持政策不均衡、不

稳定。特别是，还有不少城市 “菜篮子”市长负责制弱化，措施

不落实，在工业化、城镇化的同时，对蔬菜产销基础设施建设重

视不够，出现了自给率大幅下降，加剧了蔬菜市场价格的波动。

２．质量安全隐患仍然存在　我国蔬菜质量总体是安全的、
食用是放心的，但局部地区、个别品种农药残留超标问题时有发

生。２０１０年海南豇豆、青岛韭菜农残超标等质量安全问题，曾
一度引发消费恐慌，给当地蔬菜生产造成重大损失。防虫网、黏

虫色板、杀虫灯、膜下滴灌等生态栽培技术控制农残效果明显，

但普及率较低；蔬菜标准化体系初步建立，有待进一步加大推进

力度，菜农不科学使用农药而导致农残超标；蔬菜生产监测与追

溯体系不健全，产地环境、农药、化肥、地膜等投入品和产品质

量等关键环节监管不足，蔬菜生产经营规模小、环节多、产业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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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也加大了监管难度，致使部分农残超标蔬菜流入市场。

３．科技创新与转化能力有待加强　我国育种基础研究薄弱。
蔬菜种质资源收集、整理、评价及育种方法、技术等基础研究不

够。现有蔬菜种质资源遗传背景不丰富，优异种质资源不能满足

育种发展的需求。我国的蔬菜种质资源主要是国内地方品种资

源，国外引进种质不到１５％，加之对已有种质资源深入研究不
够，种质创新能力弱，特别是起源于国外的茄果类、甘蓝类等蔬

菜作物的育种资源更显不足。

对长远性的育种目标和市场需求变化的预测重视不够。由于

长期重视丰产抗病兼用，育种目标与生产需求对接不够紧密，在

商品品质、复合抗病性、抗逆性等方面的育种水平与国外差距较

大。对优质育种、设施专用、加工专用、出口专用等品种选育重

视不够，难以适应设施栽培、加工出口、长途运输蔬菜快速发展

的需要。

育种成果转化机制不灵活，科研单位与企业衔接合作不够密

切，制约了成果的推广应用。不少蔬菜育种科研单位与种子企业

结合不紧密、分工不明确。许多育种科研人员，既搞种质创新、

品种选育，又从事新品种的繁育推广，致使育种规模小、效率不

高，育成品种数量虽多，但对产业发展影响大的突破性品种少。

我国蔬菜种子企业虽然数量多，但未形成领军种子企业。种子企

业本应是品种改良的主体，但目前我国大部分蔬菜种子企业研发

能力弱，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品种数量少。当前，先正达、圣

尼斯、利马格兰等跨国种子公司已进入我国蔬菜种业市场，它们

在适于长季节栽培的茄果类蔬菜、春白菜、春白萝卜、越冬甘

蓝、洋葱、胡萝卜、青花菜、春花椰菜等蔬菜育种上有优势，对

我国育种业科研和民族蔬菜育种业形成严重的挑战。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每年进口蔬菜种子８０００多 ｔ，销售额
占全国蔬菜种子销售总额的 ２５％，尤其是春白菜、春白萝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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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花椰菜、耐寒越冬甘蓝等类型蔬菜及温室设施长季节栽培的红

果番茄、彩色甜椒、茄子、青花菜、水果型黄瓜等蔬菜种子主要

依赖进口，影响蔬菜产业安全。与此同时，良种良法不配套，栽

培技术创新不够、储备不足，基层蔬菜技术推广服务人才短缺、

手段落后、经费不足，技术进村入户难，生产中存在的问题越来

越突出。如根结线虫、烟粉虱、番茄黄化曲叶病毒、十字花科根

肿病等蔬菜病虫害发生面积越来越大、危害越来越重；设施蔬菜

过量施用化肥，有机肥施用不足，加上连作引起的土壤盐渍化、

酸化不断加重，影响着蔬菜产业的持续发展；随着农村青壮年劳

动力大量转移，人工成本大幅上涨，轻简栽培技术集成创新也亟

待加强。

（三）市场需求

１．国内需求　未来十年我国人口数量仍处在上升期，随着
城乡居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和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加快，商品

菜需求量将呈现刚性增长趋势。

２出口需求　近年来，全世界蔬菜年贸易量不断增加。目
前，一些发达国家出于经济利益的考虑，对这种劳动密集型产业

的蔬菜生产相对弱化了，蔬菜自给率持续下降，国际市场蔬菜贸

易额目前已达到１００亿美元以上，据预测，一方面随着国际运输
条件和储存保鲜技术的改善，另一方面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

高，人们的饮食结构将实现由温饱型向营养型再向保健型的转

变，目前经济发达国家人们的饮食结构已经由温饱型过渡到保健

型阶段，美国和欧洲各国大力提倡以素食为主，导致全球蔬菜贸

易量将会有较快的增长。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我国蔬菜比较优

势逐步显现，出口增长势头强劲，在平衡农产品国际贸易方面发

挥了重要作用，通过蔬菜出口创汇，增加外汇收入，显著提高了

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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