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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燕 

（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昆明勘察设计研究院，云南 昆明 650051） 

摘要：全球经济低迷，但是花卉产业依然蓬勃发展，展示了花卉产业旺盛的生命力。本文通过分析了云

南省花卉产业的瓶颈和优势，以求寻求加速云南花卉产业的发展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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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随着我国城乡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农村产业结构调整的不断深化，省委、省

政府审时度势，高度重视，积极培育花卉产业。为了研究云南花卉产业发展的指导思想、发展思路和目

标，云南省政府开创花卉产业化发展的先河，1994-1995年先后召开花卉现场办公会两次，相继出台了

鼓励花卉产业发展的一系列政策措施。云南花卉产业发展具备很多得天独厚的优势，同时也存在着一些

问题。 

（二）云南传统花卉产业发展现状 

1. 鲜切花生产在国内处于领先地位 

据农业部公布的统计资料显示，云南生花卉产业以鲜切花为主体，其他多品种花卉等共同发展。鲜

切花设施种植面积（周年种植）占到全国的22%，产量占到全国的26%，两者均位居全国第一，在全国主

要消费市场上的市场份额高达50%左右，得到消费者的广泛认。较高的品质声誉保证了“云南鲜花”国

内品牌地位。 

2. 已成雏形的区域产业布局 

初具雏形的区域产业布局表现为：滇中昆明、玉溪为主的温带鲜切花生产区域；热带鲜切花、热带

兰花和室内观叶植物生产区域集中于滇南景洪、元江、河口为主的；球根类花卉种球繁育生产区域则聚

集于滇西北丽江、香格里拉；红河、文山生产区域则生产绿化苗木。 

3. 主栽品种具有一定市场竞争力 

云南省鲜切花产品的80%销往全国70多个大中城市，国内市场占有率仍迅速稳步增长。10-15%的鲜

切花出口到东南亚各国和地区，部分产品远销美洲、欧洲和澳洲出口量，迅速增长。为健全完善产地营

销体系，云南花卉物流中心和昆明国际花卉拍卖中心相继建成开业，为云南花卉产业有效营销奠定了基

础。 

4. 企业结构和功能逐步完善 

全省花卉企业365家，民营企业为主，国有控股、参股企业为次，合资企业、外商独资占部分比

例。其分工既有设施设备、园艺工程企业，又有花卉生产、种苗、种球繁育企业，同时存在营销和其他

服务性企业。形成了结构和功能逐步完善的产业链。 

 二、云南花卉产业发展瓶颈 

1. 低水平的产业化程度 

由于处于朝阳产业的成长阶段，云南花卉产业缺乏专业化分工，产业链条不能有机衔接、协调。小

规模生产不能满足国际市场数量和品质的要求。尚未实现向专业化、标准化、适度规模化和集约化生产

和经营的根本转变。 

2. 低水平的科技化程度 

科技人才、技术、资金投入不足造成适用技术开发不足；科技培训及推广体系尚未形成以至于难以

形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花卉新品种及相应配套技术的市场竞争力。由于缺乏有力的科技支撑体系，由

菜农、烟农、果农等转产得大部分花农缺少专业培训，结果是花卉产品科技含量低，缺乏市场竞争力。 

3. 市场营销体系有待健全 

市场发育程度低、交易成本高结果是难以实现出口导向。多头竞争、分散对外未能构建统一的花卉

品牌。加上云南山地较多，较高的物流成本是的云南花卉产业抢占国际市场任重道远。 

 

 



三、云南花卉产业发展对策探析 

1、把握市场经济优势 

花卉产品正在成为大宗国际贸易商品，主要表现为全球性流通和高度集中的区域性交易。花卉消费

市场随着经济发展，呈现高速扩张趋势。全球性花卉消费已经形成以高收入发达国家为主、发展中国家

需求旺盛的格局。国际花卉生产正由发达国家的传统产业区的向更具比较优势的气候条件优越、资源丰

富、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发展中国家转移。高品质、多层次、多样化的消费趋向，“云花”产品的规模、

品种和质量优势，为云南扩大产业规模、提升产业结构、建设大辐射面的花卉交易市场提供了空间。 

2、合理利用自然资源优势 

作为花卉生产区，云南有三大优势：①地理优势。从热带到极地的七种气候类型，使得云南具有周

年生产花卉的优势。②资源优势。适宜种植的耕地肥沃，土壤类型多，土地使用成本低。野生花卉资源

种类十分丰富，滇西北和滇东南两大生物多样性中心为研发新品种提供了种质基础。③劳动优势。劳动

力充足加上丰富的种花技艺和经验，使我省花卉生产有了低成本的优势。 

3、政府对云南花卉产业的政策扶持 

我国花卉产业的发展目前需要政府的大力支持。全球性的金融危机渐渐开始复苏，经济慢慢开始

步入正轨，经济的复苏将会拉动文化消费，新一轮的消费热潮即将到来，应该提前做好市场的预热工作

和产品的宣传促销活动。我国政府应加强宏观管理和指导，尽快制定和完善相配套的各项标准法规和优

惠政策，从资金、技术、政策上给予积极的扶持，为花卉产业提供良好的生长环境。 

4、扩大开放和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全面推进，农产品零关税计划的启动，为云南花卉产业全方位、多渠道、

多层次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提供了机遇。云南省应发挥区域合作机制的作用，扩大利用外资规模，提高

利用外资水平。花卉产业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新一轮国际间产业转移的过程中，通过招商引

资引智，扩大产出、扩大出口，提升管理和技术理念，加宽延伸产业链不断提高交流与合作的效率和效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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