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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论述了发展河南蔬菜产业的重要意义、河南蔬菜产业发展的现状及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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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expounded the i mportant meani ng , developing status and the key problems of vegetable industry in Henan Provinc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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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河南省蔬菜产业发展快速, 特别是随着种植业结

构调整, 使蔬菜产、加、销成为近年来发展最快的产业之一 ,

对河南省的经济发展有重要意义。但相对于山东、河北蔬菜

大省, 还有一定的差距。笔者针对河南蔬菜产业发展的现

状, 指出了河南省蔬菜产业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  发展河南蔬菜产业的重要意义

河南省是我国的农业大省之一, 也是农产品的生产与消

费大省。河南蔬菜产业的发展不但对河南农业结构调整意

义重大, 而且影响着我国农业的发展进程。河南农村人口比

重较大, 蔬菜产业作为劳动密集型产业, 直接影响农民的收

入和就业率。2004 年河南省蔬菜种植总面积达165 .78 万

hm2 , 保护地种植25 .33 万hm2 , 年总产量5 237 .5 万t , 蔬菜产

值占农民人均收入的比重仅低于粮食和畜牧业, 位居农民收

入的第3 位, 同时蔬菜产业也是河南省种植业出口创汇量最

大的产业。因此蔬菜产业在农业发展新阶段是河南省各地

农业结构调整重点选择产业。

蔬菜产业具有投入少, 产出高, 生长周期短, 加工种类

多, 产业链长, 丰产容易, 商品率较高, 市场空间较大, 发展前

景好的特点。对河南国民经济贡献大, 带动面宽, 兼具农业增

效、农民增收、增加财税、增加就业及保持农村稳定等。加入

WTO 后,在我国农产品国际竞争力整体较弱的情况下, 作为为

数不多的强优势产业, 对减缓国际农产品竞争力的冲击具有一

定作用, 也为河南农产品的出口起到很好的带动作用。

2  河南省蔬菜产业现状

2 .1  蔬菜生产规模逐年扩大  20 世纪80 年代初 , 河南蔬

菜种植面积只有20 万hm2 , 总产量500 多万t , 占种植业总

产值的3 .5 % 。到2004 年全省蔬菜种植面积达到165 .78 万

hm2 , 总产量5 237 .5 万t , 总产量仅次于山东、河北, 居全国

第3 位。自2002 年, 全省蔬菜种植面积首次突破133 .33 万

hm2 , 与80 年代初相比 , 面积增加6 .2 倍 , 总产量扩大9 .4

倍, 由原来的基本自给一跃成为蔬菜调出大省 , 由自给经济

成为以经营创收为目的的竞争经济。全省蔬菜种植面积占

全部农作物面积的到10 .4 % , 占经济作物的35 .2 % , 成为仅

次于粮食、油料的第3 大农作物。全省已有39 个县( 市、

区) 的蔬菜种植面积超过1 .3 万 hm2 ,33 个县( 市、区) 的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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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产量达50 万t 以上。全省人均蔬菜占有量达到488 .3 kg ,

比全国平均水平高15 % 左右。至2003 年全省实现蔬菜总产值

达330 .2 亿元, 占种植业总产值的比重达到26 .7 % , 比80 年代

初上升了23 .2 个百分点。蔬菜种植已经成为全省种植业中效

益最好的产业, 成为农民从种植业中增加收益的重要途径。

2 .2  无公害蔬菜种植发展势头迅猛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

的提高, 河南无公害蔬菜种植发展势头迅猛。如河南新乡

市无公害蔬菜生产基地2002 年达到1 .33 万hm2 ;2003 年达

到1 .67 万hm2 ; 并在县区范围内建立了6 个无公害蔬菜检

测站 ;2004 年发展到2 .33 万hm2 。河南漯河市2000 年建立

了100 hm2 无公害蔬菜生产基地, 至 2004 年发展到3 333

hm2 , 建立了2 个无公害蔬菜检测中心 , 计划到2005 年全市

的蔬菜全部实现无公害生产。河南濮阳市由2000 年建立

无公害蔬菜生产基地133 hm2 ,2005 年达到4 000 hm2 。新郑

市蔬菜常年种植面积8 000 hm2 , 无公害蔬菜3 000 hm2 , 占总

面积的37 % [ 1] 。沈丘县建立了万亩无公害韭菜生产基地,

发展势头迅猛[ 2] 。

2 .3  蔬菜生产科技含量不断提高  依靠科学技术, 增加蔬

菜生产的科技含量是提高蔬菜产量、改善品种质量和增强

市场竞争力的关键。在蔬菜总量迅速扩张的同时, 河南积

极推进蔬菜产业科技进步, 重点推广了设施栽培、配方施

肥、安全间隔期产销等技术。在温室生产中大力推广应用

了黄板诱蚜、太阳能消毒法、膜下暗灌等技术 ; 引进了日本

的酵母菌、EM 生物制剂 ; 采用良种苗、新型紫光膜、EVA 膜、

微滴灌、张挂反光幕、自动卷帘保温被、微机全自动管理, 棚

内无土栽培技术、工厂化育苗和生物液肥施用技术等 , 并进

一步提高和完善二氧化碳施肥技术、嫁接育苗技术; 为提高

棚室蔬菜座果率, 大力推广了人工授粉技术 , 并提倡使用蜜

蜂授粉, 有效减少了激素的使用量[ 3] 。

2 .4  蔬菜生产布局日趋完善  在总量增长的同时, 河南蔬

菜生产结构不断得到优化, 由秋菜为主到冬春菜为主 , 由大

陆菜到精细菜为主的方向发展 ; 蔬菜保护地面积不断增加,

新、特、奇型和野生型、保健型蔬菜得到进一步开发 , 蔬菜生

产已经实现了周年生产 , 均衡供应, 基本做到了“淡季不淡,

旺季不烂”。蔬菜品种上市日益丰富, 内部结构日益优化,

全省叶菜、瓜菜、块茎、茄果、葱蒜类蔬菜占蔬菜播种面积的

比重分别为27 .1 % 、10 .0 % 、13 .7 % 、13 .2 % 、14 .5 % [ 4] , 种植

结构更加合理。为发展规模效益河南省各地加大蔬菜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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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建设 , 形成了郑、汴、洛等省辖市周围以及豫东北豫南

规模化、专业化、商品化的日光温室鲜细菜生产基地。如泌

阳、西峡的香姑生产 , 中牟、杞县的大蒜生产, 淅川、邓州的

小辣椒生产等已形成相对稳定的的区域分布格局, 具有一

定的品牌效应 , 实现了由郊区到农区 , 建设农区大基地的战

略转移。区域规模的发展 , 不仅提高了蔬菜中心产区的生

产效益, 而且增加了对周边地区的辐射带动作用。

3  河南省蔬菜产业存在的主要问题

3 .1  生产经营主体多而分散, 产业化程度不高  目前河南

蔬菜生产仍以单家独户生产经营为主 , 没有特定的部门统

一规划, 缺乏必要的技术标准和产品质量检测 , 难以保证蔬

菜市场商品的一致性, 也难以创出名牌产品 , 产品价格难以

确定, 销售者盲目压价造成亏本 , 对来年种植面积产生影

响。同时 , 各家各户的蔬菜产品直接进入市场, 相对增加了

交易成本 , 难以形成规模效益。蔬菜生产、加工、销售一体

化水平低 , 产前、产中、产后衔接不够紧密 , 龙头加工企业

少, 规模偏小, 辐射带动能力不强, 大部分仍停留于一般购

销关系或松散的联合层面, 尚未形成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

紧密经济共同体。农民的组织化程度比较低 , 自产自销零

售居多, 难与销区建立固定的供货渠道, 使菜农收益稳定增

加受到影响; 小生产与大市场之间的矛盾较为突出, 在一定

程度上限制了河南蔬菜产业的提高。

3 .2  生产经营粗放 , 产品质量不高  蔬菜的生产、流通仍

处于粗放型的发展阶段 , 仍在按照数量规模型的发展模式

惯性增长, 向质量效益型转变缓慢。1998 ～2002 年全省蔬

菜产量和播种面积分别增长 51 .1 % 和 47 .2 % , 产值增长

44 .1 % , 但单位播种面积的产值却下降了2 .2 % 。品种结构

方面 , 大宗菜、低档菜品种面积仍然较大, 而名特优新品种、

高档精细菜面积小 , 质量优势和规模优势覆盖面积小[ 5] , 特

别是没有形成具有影响力的外销品种优势, 缺乏市场竞争

力。同时, 菜农素质不高, 劳动生产率还不够高 , 严重影响

蔬菜产品质量 , 商品价值上不去。目前河南省平均每一农

业从业人员年生产蔬菜数量居全国第18 位, 比全国平均水

平少250 .7 kg , 仅为北京市的1/ 6 , 相当于山东省、河北省的

40 .0 % 左右, 影响蔬菜出口创汇和河南经济的全面发展。

3 .3  市场信息服务滞后, 产品流通不畅  蔬菜是鲜嫩产

品, 市场价格瞬息万变 , 供求矛盾转化快, 只有及时地收集、

整理、发布产销价格和供求信息 , 才能实现对蔬菜生产的宏

观指导。目前全省农业的市场环境 , 市场发展程度、流通秩

序和信息服务等还不够完善 , 批发零售市场基础设施仍显

落后 , 与省内外、国内外大市场衔接不紧 , 市场对生产的指

导作用难以发挥, 难以预测蔬菜市场产销趋势 , 信息不灵,

渠道不畅 , 导致盲目扩大或减少蔬菜生产规模 , 不仅影响了

菜农的经济效益 , 同时也造成生产资料及劳动力资源的浪

费, 劳动力过剩影响农村经济的发展。如前几年发生的安

阳市的冬瓜、新野县的包菜因市场信息不灵、销路不畅, 大

面积烂在地里的现象等 , 都给菜农带来很大的经济损失。

3 .4  安全卫生意识不强 , 生态环境污染严重  目前, 河南

绿色无公害蔬菜发展相对于市场要求标准仍显滞后。全省

无公害蔬菜基地面积虽占蔬菜总种植面积的比重很大, 但

蔬菜无公害达标率仍然不高, 在蔬菜生产上滥用高毒、高残

留农药, 过量使用化学肥料以及工业“三废”污染而导致蔬

菜中化学药物残留超标 , 重金属、病害细菌等有毒有害物质

污染[ 6] 等现象仍然存在 , 不仅对人民群众的健康和安全造

成了极大的隐患, 还对河南蔬菜外销出口带来严重影响 ; 农

业生产者的标准化和质量安全意识仍然比较薄弱。为了谋

求一时利益, 一些生产者虽打着无公害蔬菜的旗帜, 却大量

使用禁用农药, 在叶菜和其他蔬菜上没有达到安全间隔期

就收获销售, 有些还对韭菜进行农药灌根、使用激素等。

3 .5  集约化生产水平低, 加工发展滞后  由于生产管理粗

放及技术相对落后 , 我国蔬菜生产专业化程度相对较低 , 加

工发展与生产扩张不同步 , 目前我国蔬菜的年加工量仅占

蔬菜总产量的3 % 左右, 储藏能力仅为25 % 。“九五”期间,

虽然建设了一批蔬菜生产基地 , 且初具规模, 但基地较分

散, 生产设施差, 抵御自然灾害能力弱, 始终未能形成拳头

产品和集约化生产 , 直接影响到蔬菜产业的持续稳定发展。

河南蔬菜的商品质量、包装及营销手段仍处于初级阶段 , 新

鲜的蔬菜目前尚无商品标准, 无包装或包装简易, 许多运输

车辆不具备保鲜和远途运输条件。蔬菜加工产品单一, 加

工技术和产品没有突破, 延伸增值能力低, 生产效应不高。

一是加工率低, 全省实际加工蔬菜所耗原料占蔬菜总产的

比例很小 , 超市中琳琅满目的蔬菜加工制品如腌、泡菜等鲜

见有河南省产的; 二是加工档次低, 产品大多是粗加工品,

精、深加工比例低 ; 三是龙头加工企业少, 且规模小 , 辐射带

动能力不强; 四是加工设备陈旧 , 加工技术落后。

3 .6  政府管理不到位 , 扶持力度不够 , 投入不足  尽管目

前河南蔬菜产值已经取得了不可忽视的成就, 在种植业中

仅次于粮食, 但蔬菜产业一直没有被摆上应有的位置 , 产业

发展政策不配套, 蔬菜规划布局、产业指导、市场调控等方

面缺乏有效措施。生产加工、流通互相分割 , 严重阻碍了蔬

菜产业的协调发展。蔬菜的科研推广、加工流通、农用工业

等发展缺乏物质支撑, 优惠政策、资金扶持到位举步维艰,

直接影响到蔬菜产业发展的基础。

3 .7  社会服务体系、法制体系不健全, 良种繁育水平低  

河南蔬菜产业的社会服务跟不上 , 产前、产中、产后服务不

到位 , 蔬菜法制不健全 , 对蔬菜产业的管理和蔬菜质量没有

统一的标准。虽然各县市都有蔬菜研究所, 但成果不明显,

新型良种少, 种植方式和种植品种落后、陈旧。专业化繁种

基地未能很好建立 , 种子经营多、乱、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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