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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武汉发展都市农业的思考

随着武汉市向现代化、国际性大都市的

迈进 , 武汉农业也在由城郊型农业向都市农

业转型[1]。都市农业作为农业现代化、农村工

业 化 和 城 市 化 发 展 中 城 郊 农 业 的 一 种 新 形

态 , 在 推 动 城 乡 协 调 发 展 、全 面 建 设 小 康 社

会 中 具 有 重 要 意 义 和 特 殊 作 用 [2], 必 须 给 予

支持、完善并推动发展。

1 都市农业的基本内涵与特征

都 市 农 业 最 先 在 20 世 纪 60 年 代 出 现

于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和地区 , 而后迅速向

其他国家传播、普及[3]。20 世纪 90 年代我国

上海、北 京 、深 圳 、杭 州 、济 南 等 城 市 先 后 作

出了发展都市农业的决策[4]。

都 市 农 业 是 指 在 大 都 市 的 地 域 空 间 及

外围地带 , 充分利用大都市提供的科技成果

及现代化设备进行生产 , 为国内外市场提供

名、特、优、新农副产品, 为城市居民提供优美

的生态、生活环境, 并具有旅游观赏特点的特

殊形态的农业。它以可持续发展为核心[5], 体

现 城 乡 融 合 、服 务 于 城 市 的 功 能 , 是 具 有 多

功能、高科技、高度产业化、市场化的生态农

业系统[6]。它具备以下基本特征 :

( 1) 城乡一体。都市农业的发展与大都

市的经济、社会、文化发展是相互交融 , 相互

依托 , 相互促进的。都市农业的产业结构布

局、农业生产体系组成及其产业链中的环节

都能主动服从和服务于大都市发展的需要 ,

并在服务城市的同时 , 不断提升农业自身的

产 业 层 次 , 改 善 农 业 生 产 条 件 , 提 高 农 村 生

活 水 平 , 逐 步 缩 小 乃 至 消 灭 城 乡 差 别 , 实 现

城乡一体和协调发展。

( 2) 多功能。都市农业不仅具有作为一

个产业所具备的经济功能 , 为城市提供农副

产品 , 同时还有为城市居民提供旅游、休闲、

观 光 、娱 乐 的 功 能 ; 为 其 他 地 区 输 出 先 进 农

业 科 技 、管 理 和 人 才 的 辐 射 功 能 ; 为 城 市 改

善 空 气 、水 源 、景 观 等 生 态 环 境 质 量 的 生 态

功能 ; 凭借现代工业文明和高新技术及聚集

的科技人才 , 创造新的农产品加工制成品、

新 的 农 业 生 产 模 式 和 形 态 乃 至 新 的 物 种 的

创造功能 ; 依托先进的农产品加工业和开放

型农业的创汇功能。都市农业呈现出功能的

多样性。

( 3) 技术密集。都市农业是技术密集型

农业。由于都市农业邻近城市腹地及周边 ,

可 以 及 早 而 广 泛 有 效 地 利 用 大 都 市 提 供 的

科 技 成 果 及 现 代 化 设 备 , 大 力 发 展 设 施 农

业、工程 农 业 、生 物 农 业 、加 工 农 业 、生 态 农

业、园艺农业以及休闲观光和体验农业 , 在

生 产 过 程 中 较 多 较 早 地 渗 透 高 科 技 和 新 技

术 , 产品技术含量高 , 呈现技术密集型。

( 4) 可持续发展。都市农业是一种可持

续发展的农业。其生产发展不仅要在经济方

面 , 而且要在生态环境、资源利用、社会进步

等方面都能实现可持续发展。都市农业既重

视 提 高 农 业 经 济 效 益 , 增 加 农 民 收 入 ; 也 重

视农业生产与生态环境的良性互动 , 强调合

理 利 用 、永 续 利 用 , 千 方 百 计 保 护 和 改 善 自

然资源 , 千方百计保护和创造有益于人类生

存的生态、生活环境。

2 武汉发展都市农业的必要性、基本

思路和产业定位

武 汉 市 地 处 我 国 中 心 腹 地 , 现 有 人 口

785.90 万 , 2004 年 创 造 工 农 业 总 产 值

为 1 956 亿元 , 人均 GDP 已达到 25 044 元 ,

分别比 2003 年增长 17.7%和 16.7%。其中 ,

第一产业产值为 103 亿元 , 第二产业产值为

903 亿元 , 第三产业产值为 950 亿元 , 分别占

工农业总产值的 5.2%、46.2%和 48.6%, 全市

出口创汇 14.81 亿元。武汉市正在向着现代

化、国际性的大都市迈进。但是 , 武汉市 2004

年的农民人均纯收入只有 3 955 元 , 2004 年

城乡收入差距比例由 2002 年的 2.37∶1 扩大

到 2.41∶1。究其原因 , 主要在于农业的功能定

位不准 , 其发展运作模式不能适应大都市发

展的需要。根据都市农业的功能和特征 , 我

们必须大力发展和推进武汉市的都市农业。

理由如下:

( 1) 发展都市农业是推进武汉经济社会

发展的需要。武汉市从城市人口容量和规模

看 , 可以与我国的上海、天津、重庆等直辖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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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媲美 , 但是人均 GDP 并不高 , 特别是市郊

农民的人均纯收入仅及上海市的 25%, 致使

物 流 、商 流 量 相 对 较 小 , 旅 游 观 光 来 汉 的 人

数相对稀少 , 以旅游为中心的第三产业产值

份额低 , 最终影响武汉经济社会发展。发展

都市农业 , 有利于城市物流、商流量的扩大 ,

有 利 于 以 旅 游 为 中 心 的 第 三 产 业 产 值 份 额

的增加 , 有利于市郊农民纯收入的增长 , 有

利于推进武汉经济社会的长足发展。

( 2) 发 展 都 市 农 业 是 协 调 工 农 关 系 , 城

乡统筹发展的需要。我国长期以来推行的是

二元经济社会发展模式 , 武汉亦不例外。一

方 面 使 农 民 、 农 业 和 农 村 独 立 于 现 代 工 业

化 、城 市 化 体 系 之 外 , 难 以 带 入 现 代 城 市 经

济、社会、政治体系之中 , 失去了平等参与经

济社会发展的机会 ; 另一方面使农民、农业、

农 村 难 以 平 等 地 享 受 各 种 社 会 福 利 保 障 以

及现代化的公共服务和公共设施 , 阻碍了农

业 及 农 村 的 进 步 和 发 展 , 致 使 城 乡 差 距 扩

大 。 发 展 都 市 农 业 可 以 使 武 汉 农 民 市 民 化

( 准市民) , 农业商品化、产业化和现代化 , 形

成工农关系协调、城乡协调发展的纽带 , 加

速农村城市化的进程 , 进而有效地缩小城乡

差 别 和 工 农 差 别 , 促 进 城 乡 统 筹 和 协 调 发

展。

( 3) 发展都市农业可以促进“三农”问题

的解决和农民收入的增加。武汉的“三农”问

题 有 宏 观 经 济 体 制 和 社 会 经 济 环 境 的 深 刻

背 景 、农 民 组 织 化 程 度 低 、政 策 制 度 缺 失 等

多 种 原 因 , 但 是 城 市 化 发 展 滞 后 、农 民 数 量

过 多 、农 村 劳 动 力 转 移 受 阻 、现 代 工 业 等 先

进技术和生产要素对传统农业改造不力、农

民收入难以提高是其根本原因。发展都市农

业 , 可以利用武汉大都市的物质技术要素 ,

辐射带动农业和农村发展 , 使农民平等享用

城 市 公 共 服 务 和 公 共 设 施 , 促 进 农 民 市 民

化 , 减少农村人口 , 加速农村劳动力转移 , 从

而促进农民增收和“三农”问题的有效解决。

为此 , 我们必须积极推进武汉都市农业

的发展。而发展都市农业 , 首先必须认真理

清思路。在都市农业条件下 , 农业在向工业

提供原材料、向城市居民提供食品的同时 ,

还应满足人们旅游、休闲和对生态环境方面

的需求。一般趋势是 : 粮食比重不断下降 , 观

赏 性 、休 闲 性 、有 益 于 改 善 生 活 质 量 的 农 业

比 重 增 加 ; 农 业 已 不 再 单 纯 局 限 于 生 产 领

域 , 其产业链将逐步向产前、产后延伸 , 形成

完整的农工商、贸工农一体化的生产经营体

系 ; 农 业 广 泛 地 采 用 现 代 科 学 技 术 、现 代 工

业 成 果 和 现 代 科 学 管 理 方 法 并 逐 步 从 传 统

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 ; 城市消费需求呈现出

多层次、多样化的特点 , 尤其是对旅游、休

闲 、观 光 和 环 境 舒 适 优 美 的 需 求 增 加 , 要 求

都市农业与之相匹配。按照这一趋势 , 结合

武汉市的实际 , 武汉发展都市农业的思路概

括 起 来 讲 , 就 是 要 适 应 武 汉 现 代 化 、国 际 性

大 城 市 发 展 的 需 要 , 以 服 务 城 市 、实 现 农 业

现 代 化 为 目 标 , 立 足 区 域 资 源 优 势 , 以 市 场

为导向 , 以高新技术对农业的改造和农业科

技 进 步 为 动 力 , 借 助 农 业 产 业 化 经 营 , 大 力

发展设施农业、生态农业、加工农业、旅游休

闲农业和创汇农业 , 依托健全的农产品市场

体系和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 , 实现农业资源

的合理配置和结构的不断优化 , 促使都市农

业全面、快速、健康和可持续发展。

与武汉都市农业发展思路相一致 , 其都

市农业发展的模式选择应该是 :

( 1) 设施农业。即在农业领域中广泛采

用现代科学技术、现代工业技术成果和现代

科 学 管 理 方 法 来 装 备 、管 理 农 业 , 强 力 推 进

农业正规化基地建设 , 大力发展大棚生产、

温室生产、无土栽培、网箱养殖、大棚养殖等

设施农业 , 彻底改变农业生产方式和生产手

段 , 实现工厂化生产、产业化经营、企业化管

理和高投入高产出 , 加快传统农业向现代农

业转变。

( 2) 生态农业。即按照经济与自然环境

相互协调和共同发展的要求 , 着手整治由于

农村工业化、农村城市化带来的土壤、水源、

空气和环境污染等问题 , 大力发展林业、花

卉、苗木 、草 皮 等 产 业 , 在 农 业 自 身 具 有 洁 、

净、美、绿的同时 , 为绿化、美化、净化城市提

供产品和服务。

( 3) 加工农业。即进一步加大农业开放

和 招 商 引 资 力 度 , 充 分 利 用 外 商 资 本 、民 营

资 本 和 工 商 资 本 , 融 合 现 有 资 本 , 突 破 性 地

发展农产品加工业 , 加强农产品加工园区建

设 , 上档次、创品牌、扩规模、增效益 , 促进农

产 品 的 加 工 、转 化 和 增 值 , 改 变 武 汉 市 农 产

品加工企业不多、不大、不强的现状 , 发挥加

工企业在农业产业化经营中的龙头作用。

( 4) 旅游休闲农业。即充分发挥武汉市

山林多、湖泊多、水面多、名胜古迹多的资源

优势 , 利用好城区的公园、广场和江滩 , 适应

现代城市居民向往悠闲、宁静的环境和希望

归依自然、体验个性和旅游休闲的需要 , 修

旅游度假村、建避暑山庄、办农家乐、添观光

景 点 、造 风 景 名 胜 区 , 大 力 发 展 各 具 特 色 的

旅游休闲农业。

( 5) 创汇农业。即不断扩展对外贸易 , 提

高农业的开放度 , 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 ,

加强与国际经济的紧密联系 , 扩大在国际市

场 上 具 有 比 较 优 势 和 竞 争 力 的 农 副 产 品 生

产和农产品加工制成品的生产规模 , 充分利

用武汉市的区位、交通优势 , 出口创汇 , 加快

促进武汉市成为现代化、国际性的大都市。

3 武汉发展都市农业的区域功能定

位

都市农业是一个复合性的功能系统 , 一

般 具 有 满 足 为 都 市 生 产 和 生 活 需 要 生 产 农

副产品的生产功能 ; 满足为都市创造洁、净、

美 、绿 的 优 良 环 境 的 生 态 功 能 ; 满 足 为 都 市

提 供 文 化 活 动 、休 闲 观 光 、旅 游 度 假 等 场 所

和设施的生活功能。其功能定位要按照经济

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相统一的原则 ,

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城市扩展发育、地

域空间合理布局的角度出发 , 打破行政区划

界限 , 优化资源配置 , 科学合理确定。根据武

汉 市 郊 区 版 图 面 积 较 大 、地 势 低 平 、错 落 有

致、处在我国中心腹地和南北气候交汇的实

际 , 按 照 不 同 的 区 域 功 能 各 异 、整 体 功 能 完

善的要求 , 将武汉都市农业划分为以下 3 个

圈层:

第一圈层 : 外环以内 , 主要体现生态、生

活 功 能 。 其 功 能 定 位 为 生 态 、园 艺 、观 光 农

业 , 以保证直接为改善中心城区生态环境和

居民生活环境服务。具体为 : ①发展公园农

业 。 利 用 中 心 城 区 的 公 园 、湖 泊 、江 河 等 资

源 , 发 展 与 农 业 有 关 的 项 目 , 如 建 设 森 林 公

园、植物园、动物园、水上乐园、海底世界等 ,

为城市居民提供空气清新、环境优美的休闲

娱乐场所。②发展绿化农业。即在中心城区

广 场 、居 民 小 区 、机 关 大 院 和 道 路 两 旁 发 展

绿地、林地 , 在城郊结合部发展绿化带 , 实现

“城 在 林 中 、林 在 城 中 ”, 提 高 城 市 的 绿 化 率

和森林覆盖率 , 改善城市生态环境。③发展

立体农业和园艺农业。就是在城区内有条件

的居民区和其它房屋的前后隙地、楼顶、阳

台、庭院等处 , 包括立交桥、高架桥上两侧养

花、种草 , 发展苗木、盆景、观赏鱼等 , 美化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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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velopment of Urban Agr iculture in Wuhan City

Abstract:After the discussion of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content of urban agriculture, the necessity, basic

roadmap, Industry positioning, area function of urban agriculture in Wuhan have been analyzed thoroughly and

henceforth, a countermeasure of developing urban agriculture in Wuhan has been put forward too.

Key words:urban agriculture; Industry positioning; function positioning; countermeasures

民生活环境。

第二圈层 : 外环以外到各郊区城关镇 ,

主 要 体 现 生 产 功 能 。 其 功 能 定 位 为 设 施 农

业、加工农业和创汇农业。考虑到区域优势

和较高的土地级差地租 , 以发展附加值较高

的 设 施 农 业 为 主 , 实 施 保 护 性 栽 培 、人 工 可

控性和气候环境可调节性的工厂化生产 , 生

产应时性 的 蔬 菜 、瓜 果 、花 卉 、苗 木 、食 用 菌

等 , 以满足市场要求和创汇需要。同时兼顾

加工农业和创汇农业的发展 , 充分利用现代

工业技术成果 , 研制创新加工技术和加工工

艺 , 建 立 快 捷 便 利 的 流 通 销 售 渠 道 , 形 成 功

能完善的农业产业化经营体系 , 带动农业和

农村走向城市化、工业化。

第 三 圈 层 : 各 郊 区 城 关 镇 以 外 ( 包 括 汉

南区) , 主要体现生产、生态功能。其功能定

位为以建设优势农产品基地为主 , 同时兼顾

旅游休闲农业的发展 , 积极发展绿色农业 ,

为市场提供绿色产品 ; 积极发展庄园农业 ,

为 市 民 提 供 体 验 农 业 的 机 会 和 休 闲 度 假 的

场所 , 使其成为大武汉的“后花园”。

4 武汉发展都市农业的对策建议

当前 , 武汉市农业正处在由城郊型农业

向都市农业转变的历史转型时期 , 机遇与挑

战并存。要实现武汉都市农业的发展目标 ,

就 必 须 抢 抓 机 遇 , 主 动 迎 接 挑 战 , 采 取 强 有

力的综合措施 , 积极推进武汉都市农业迈向

新的台阶。为此 , 我们建议 :

( 1) 高 起 点 制 定 都 市 农 业 的 发 展 规 划 。

武 汉 都 市 农 业 是 依 托 武 汉 大 都 市 的 现 代 化

大农业系统 , 必须要有科学的发展规划来引

导。要从武汉大都市的功能、需求、发展战略

和武汉郊区的实际出发 , 坚持“高起点、高标

准”、“统一规划、分 步 实 施 ”和 “系 统 、科 学 、

指导、可行”的原则 , 搞好武汉都市农业的发

展规划 , 明确一定时期内武汉都市农业的功

能定位和区域定位。规划一经制定 , 就要按

年 度 、分 阶 段 组 织 实 施 , 并 维 护 规 划 的 严 肃

性、权威 性 , 做 到 “一 个 规 划 抓 到 底 、一 届 接

着一届干”。

( 2) 大幅度增加农业投入。武汉市城乡

差别较大 , 二元结构明显 , 对农业、农村的投

入 历 史 欠 账 较 多 , 要 发 展 都 市 农 业 , 必 须 采

取 超 常 规 的 措 施 , 大 幅 度 增 加 对 农 业 的 投

入。首先 , 要按照十六届三中全会统筹城乡

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 , 不断加大农业投入力

度 , 特别是要大幅度增加对农业科技和农业

基础设施的投入 , 着力改善农业生产条件。

财 政 资 金 和 信 贷 资 金 要 向 农 业 基 础 设 施 和

重点骨干项目倾斜。各级政府要在人力、物

力、财力 、技 术 、价 格 、保 险 等 多 方 面 支 持 农

业发展。其次 , 要进一步提高农业的开放度 ,

引进国内外各类资本注入农业。其三 , 要用

活农村土地政策 , 积极培植各类农业投资主

体 , 提高农业自我积累和投资能力。

( 3) 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要围绕

“菜、奶、鱼、肉、禽、游”六大具有比较优势的

产 业 , 进 一 步 加 大 农 业 结 构 调 整 力 度 , 把 农

业结构调优 , 将优势产业做大。要加快优势

农产品正规化基地建设步伐 , 尽快实现农业

结 构 从 农 户 的 适 应 性 调 整 向 区 域 战 略 性 调

整转变。要突破性发展农产品加工业 , 特别

是要重点培植加工能力强、带动作用大、流

通半径长、辐射距离远的农产品加工龙头企

业 , 使其发展壮大 , 从而将千家万户的农民、

各 具 特 色 的 基 地 和 千 变 万 化 的 市 场 连 接 起

来 , 加粗、延伸农业产业链条。要大力发展农

产品流通组织 , 加强农业产业化中流通组织

的硬件、软 件 建 设 , 构 筑 大 市 场 、大 流 通 、大

贸 易 条 件 下 设 施 齐 、信 息 畅 、服 务 好 的 农 产

品市场流通新格局 , 提高武汉农产品的经济

效益和市场占有率。

( 4) 坚持用现代农业高新技术武装武汉

农 业 。 都 市 农 业 的 本 质 特 征 就 是 高 科 技 农

业。武汉市人多地少 , 资源有限 , 必须走科技

兴农的道路。当前 , 要规划和建设一批高科

技农业园区、高科技农业设施和高科技农业

产 品 , 并 充 分 发 挥 其 示 范 带 动 作 用 , 以 点 带

面 , 以 点 促 面 , 不 断 提 高 农 业 的 整 体 科 技 水

平。要大力发展种子工程、温室工程、生物工

程 、绿 色 工 程 , 广 泛 应 用 大 棚 生 产 、温 室 生

产、无土栽培、网箱养殖、大棚养殖等现代化

农业生产方式 , 提高农业科技的覆盖率。要

提高农业科研水平 , 加大农业科技推广应用

工 作 力 度 , 建 立 切 实 可 行 的 机 制 , 加 快 科 技

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 , 提高农业的科技

贡献率。要做好农民科技培训工作 , 培养现

代知识型、科技型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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