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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云南是一个自然资源大省，它独特的气候和地理条件造就了丰富多彩的自然环境，形态各异的地形地

貌和物种繁多的动植物、多种多样的少数民族文化成为它特有的财富。由于具有这些得天独厚的条件，花

卉产业、旅游文化产业也就成为了云南的重要支柱产业。但是，长期以来，云南的花卉产业和旅游文化产

业一直处于各自独立发展的状况。实际上，这些产业之间是可以实现优势互补，互利互惠的。因此，如何

对花卉产业和旅游文化产业这些绿色产业进行有效的资源整合，使之创造出更大的经济效益就成为一个值

得探讨的问题。  

    

  二、花卉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花卉产业发展具有巨大的潜力。2000年，全球花卉消费额达到400亿欧元，其中鲜切花为300亿，其他

植物为100亿。全球鲜切花最大消费国为瑞士，年人均消费额达88欧元。相比之下，中国年人均消费额仅为

0.5欧元。从13亿人口的巨大基数上，可以看到中国市场的巨大潜力。  

  在中国，云南省因为拥有优越的气候和地理条件以及丰富的植物物种资源，成为了最适宜发展花卉生

产的地区之一。云南不但具备全球最好的鲜切花种植优势，最重要的是许多野生花卉资源可供研究开发。

而云南省政府把云花当作支柱产业来培养，这决定了不论在政策上还是资金上，云南花卉的发展都将获得

最好的支持。  

  种类繁多、色彩艳丽、花型独特的品质优势，令云南鲜花产量自1994年来一直居全国第一位，市场份

额占全国一半以上。与花卉业的发展水平相适应，云南花卉出口一直保持着平稳增长:1999年为528万美

元；2000年600万美元。2001年，云南花卉出现前所未有的飞速增长，出口总额达到了1540万美元，预计20

06年可达到2000万美元。  

  云南省花卉产业联合会的统计数据表明:2005年云南省花卉产业发展到年生产鲜切花近40亿枝的规模，

其产量已占国内鲜切花市场份额的70%。  

  云南省虽然是中国花卉产业的龙头，但是与全球最大的花卉出口国——荷兰相比，还是存在巨大的差

距。中国花卉的种植面积占全世界种植面积的20%-30%，但是在全世界的花卉贸易中所占的份额不到1%。而

荷兰花卉种植面积只有中国的1/10，却在全世界的花卉贸易中占到50%以上的份额。荷兰国土面积仅为1万1

千多平方公里(昆明市加曲靖市面积为1万4千多平方公里)，却是全球最大的鲜切花出口国。在全球4大花卉

出口区域中，荷兰占世界市场份额的59%。2000年，荷兰出口贸易额达到48亿欧元，其中，鲜切花贸易居于

主导，占2/3，其他植物为1/3。  

  这种强烈的反差说明，中国的花卉产业与世界先进的花卉生产国存在巨大的差距。中国的花卉产品品

质较低，整个农产品加工、运输都比较滞后，这就直接影响到其出口的份额。同时也要看到中国的花卉产

业尚有潜力可挖。云南作为中国最大的花卉生产地区，更应该看到自身与荷兰的差距，如云南省日益突出

的花卉产业“空心”现象——即没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种苗业，尚未建立起有效的产业价值链，缺乏完整的

国际营销策略等，这些都会严重影响云南花卉产业的发展。  

  荷兰花卉出口额中的80%是由拍卖市场进行的，这也是荷兰花卉销售的主渠道。同时，由于拍卖市场对

花卉保鲜、包装、检疫、海关、运输、结算等服务环节实现了一体化和一条龙服务，确保了成交的鲜花在

当天晚上或第二天出现在世界各地的花店里，不仅降低了交易成本和风险，而且提高了效率。  

  云南部分花卉企业已达到了出口欧洲的标准，但难以出口的原因之一是缺少良好的流通体系，货运的

效率低下，直接影响了鲜切花的保鲜。目前云南花卉发展面临的最大困难是交通制约，这不仅阻碍了资金

在整个花卉产业中的流动速度，还为云南花卉建立世界市场体系带来了困难。花农卖3分钱一支的玫瑰，经

过鲜切花冷处理中心后，买到国外可以升值到20元一枝。如果物流环节得到改善，将进一步推进云南花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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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展，使之可以用20年时间赶超荷兰。  

  另一个原因就是，对比荷兰在花卉包装、保鲜方面有相关技术保证花卉不会受到挤压的情况，云南在

这些方面显然做的不够。来云南旅游的游客通常在旅程结束离开云南之前，都会到花卉市场上选购一定量

的鲜花，作为回去送给亲朋好友的见面礼。尤其是在冬季(春节)时来云南的北方游客，因为地域、气候上

的差异(云南大部分地区冬季温暖湿润)，使得鲜花成为回家时特别珍贵的见面礼。但是云南花卉包装、保

鲜方面的技术没有跟上，为此花卉的品质受损，价格档次降低，导致种植者利益受损。形成恶性循环后，

直接影响了云南花卉的质量提升及品种开发。  

    

  三、旅游产业与文化产业的嫁接  

    

  号称“彩云之南”的云南虽然在工业经济发展上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但是其丰富的旅游文化资源却

成为发展文化产业的良好契机，使云南省的旅游业与文化产业携手打造出一个全新的旅游文化平台。云南

省的文化产业到2005年已经占到GDP的5.29%。文化产业已成为云南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和新的支柱产业。  

  丽江的旅游文化经营就是一个成功的范例。丽江充分利用其优势，实现了旅游产业与文化产业的嫁

接。首先，它是中国少数民族纳西族的主要聚居地，也是中国唯一一个纳西族自治县，它的东巴文化是世

界古老的宗教文化，东巴文是目前世界上唯一存活着的象形文字，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为记忆遗产。第

二个优势，保护丽江古城是一种完整的保护，不仅保护其文化内涵，还保护其生态系统。第三个优势，加

强了旅游管理，对每天的游客进行限制。第四个优势是距离世界自然遗产三江并流较近，可以将它结合到

丽江的旅游线路中来。  

  云南利用雪山、高原湖泊、草原及各种独特地貌(如喀斯特地貌、丹霞地貌)的优势，依托曲靖翠山影

视文化城、大理天龙八部影视城、玉龙湾东南亚影视城、丽江束河茶马古道影视城等“天然大摄影棚”式

的影视基地，建设了一批适宜电影和电视剧拍摄的人工景点景区，加强包括影视后期制作在内的影视拍摄

相关的设施建设，致力于把云南建成国内最佳、最美、最优的影视拍摄基地。  

  从2004年起，云南就和好莱坞的影视公司制片人进行合作，拍了100多部电影和电视剧，其中在云南拍

摄的《千里走单骑》(张艺谋)、《无极》(陈凯歌)、《神话》(成龙)都在国际上获得良好票房和巨大的影

响力。《云南三步曲》前两部都获得了大奖。  

  云南的文化产业与政策是配套的。云南出台了全国第一个文化产业评估体系，在全国率先制定了文化

产业发展的若干经济政策，进行了文化产业体制改革的多项决策。  

    

  四、绿色产业的资源整合策略  

    

  花卉产业、旅游产业和文化产业都是绿色产业，是在合理利用生态环境的基础上创造出可观的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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