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丽水生态农产品发展现状及对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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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对丽水生态农产品的发展现状进行调查研究 ,分析得出当前生态农产品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同类产品品牌过多 , 难以打造知名
品牌 ;品牌产品规模小、产量低 , 难形成规模效益; 加工发展滞后 ; 缺乏长远发展规划 , 生产投入不足 , 难以形成产业优势。针对问题 , 提
出加强科学科研 ,不断推广科研成果 ;强化政府宏观指导 , 加强资金支持力度 ; 并用好丽水是“中国生态第一市”品牌 ,开发特色旅游农产
品 ;利用丽水自身资源优势, 不断开发森林蔬菜等发展对策。进一步推动丽水生态农产品的发展, 促进农民增收 , 促进城乡统筹发展 , 以
取得更好的经济、生态、社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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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丽水市地处浙江省西南浙闽两省结合部, 东经118°41′～

120°26′和北纬27°25′～28°57′。丽水以中山、丘陵地貌为主 ,

地势由西南向东北倾斜, 西南部以中山为主, 有低山、丘陵和

山间谷地; 东北部以低山为主, 间有中山及河谷盆地。全市

土地面积17 298 km2 , 其中山地占88 .42 % , 耕地占5 .52 % , 溪

流、道路、村庄等占6 .06 % , 是个“九山半水半分田”的地区。

地带性土壤为红壤和黄壤。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区, 四季分

明, 气候温和, 雨量充沛, 光照充足, 全年平均气温16 .8 ℃。

近年来, 丽水市农业结构调整取得明显成效, 生态农产品优

势日益显现, 市场竞争力逐步增强。到目前为止, 全市农产

品有8 种获得国家金奖 ,6 种获得中国名牌称号,57 种获得省

级金奖,56 种分别获得国家有机食品、绿色食品和省级绿色

农产品标志使用权。

1  生态农产品发展现状

丽水市积极发挥农产品生态特色优势, 并努力促使其转

化为经济优势, 在农产品生产上致力作好“绿”字文章。以香

菇为代表的食用菌; 以长豇豆和四季豆为代表的蔬菜 ; 以柑、

密桔为代表的水干果; 茶叶、竹笋等经济农产品生产不断扩

大, 优势日益显现 , 市场前景看好。

对全市20 种获省级以上有机食品、绿色食品( 包括茶

叶、水果、鱼等) 以及特色蔬菜、1 个茶叶专业市场和2 个农副

产品产销合作社2006 年上半年的生产销售情况进行了调查。

从调查情况看, 以茶叶、蔬菜为代表的绿色农产品正以积极

姿态抢占长三角大市场。销售量茶叶为307 t , 平均价格166

元/ kg ; 遂昌食用笋( 含春笋冬笋、小竹笋) 47 000 t , 价格为1 .3

元/ kg ; 松阳蚕碗豆15840t , 价格1 .8 元/ kg ; 青田杨梅200t , 平

均销售价格40 元/ kg ; 青田田鱼230 t , 价格25 .6 元/ kg ; 云和

有机鱼260 t , 价格 4 .5 元/ kg ; 松阳茶叶专业市场销售量

4 230t , 平均销售价格40 元/ kg ; 莲都碧湖、石牛2 个农副产品

产销合作社销售量为26 406 t , 价格1 .4 元/ kg 。销售价格均

比传统同类大宗产品高出50 % 以上。16 种有机、绿色茶叶

2006 年上半年销售量中, 销往市外省内的占31 % , 省外占

61 % 。销往杭州、宁波、上海、江苏4 地分别占 23 % 、6 % 、

27 % 、25 % , 合计为81 % , 其中 ,4 地销量占50 % 以上的共有10

种。莲都区石牛农副产品产销合作社的长豇豆90 % 销往上

海、江苏( 表1) 。

  表1 丽水市各类农产品外销不同地区的比重

种类
市外省内比重∥%

小计 杭州 宁波

省外比重∥%

小计 上海 江苏

杭州、宁波、上海、江苏

占比例∥%

茶叶(16 个品牌) 31 23 6 61 27 25 81

青田山鹤牌杨梅 53 32 21 21 13 8 74

遂昌食用笋 26 2 66 2 4

松杨蚕碗豆 99 70 29 99

云和有机鱼 46 34

碧湖农副产品产销合作社的长豇豆 47 13 5 53 30 23 71

石牛副产品产销合作社的长豇豆、蚕碗豆、四季豆 10 5 1 90 60 30 96

松杨茶叶专业市场的茶叶 3 1 95 20 25 46

  在调查过程中大家普遍反映丽水市特色农产品在大城

市很受欢迎 , 市场前景看好。同时, 认为有机食品、绿色食品

生产技术要求高, 规模和产量难以扩大提高 , 规模效益不高 ,

希望政府加强领导 , 加大扶持力度。

2  生态农产品发展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 丽水市生态农产品虽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 ,

但由于生态农产品经营主体分散、规模小, 进入市场是“单兵

作战”, 产业的培育和发展受到了严重制约。一是同类产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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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过多 , 难以打造知名品牌。全市仅茶叶品牌就有26 种 ,

平均每个县2 .9 种 , 遂昌、松阳、景宁县各有4 只, 而同一地方

有机茶或绿色茶之间品质却相差无几, 有些品牌就是在丽水

也很少有人知道, 谈不上有什么知名度。过多的品牌不利于

形成丽水知名品牌。二是品牌产品规模小、产量低, 难形成

规模效益。以茶叶为例, 全市16 种有机、绿色茶叶生产基地

规模541 .3 hm2 , 平均33 .8 hm2 , 最多为201 hm2 , 最少只有5 .67

hm2 。产量只有307t , 平均每种产量为19 .1 t , 最多为80 t , 最

少的只有0 .45 t , 平均产量为567 kg/ hm2 , 根本谈不上规模效

益。同时, 由于生产者各自直接进入市场, 营销水平不高, 销

售价格相差较远。无法体现有机、绿色食品的价值。三是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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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发展滞后。农产品加工技术难以突破, 加工率低, 加工档次

低,大部分产品仍以“原”字号销售, 附加值低。四是缺乏长远

发展规划, 生产投入不足, 难以形成产业优势。生态农产品生

产普遍存在缺乏长远发展规划, 生产要素难以整合, 企业实力

不强、生产投入不足, 加工技术不高, 组织化程度低等问题, 在

很大程度上制约生产规模的扩大和产业优势的形成。

3  发展对策

3 .1  加强科学研究, 推广科研成果  生态农产品是农民致

富的重要途径 , 必须提高农民的知识水平, 加强技术培训与

实地指导 , 引进优良新品种试验、推广 , 开发区域特色品种,

搞先进技术的组装和配套。鼓励高校、科研机构研究生态

农产品的理论和实践, 并不断推广科研成果。

3 .2  加强标准化管理 , 生产无公害生态农产品  一要加强

环境保护 , 生态农产品基地必须离公路100 m 以外, 生态农

产品基地周边3 km 内无医院、工矿等直接污染源。二要建

立市场准入制度, 使无公害农产品的实施从基地到餐桌全

程质量控制。三要建立和完善无公害栽培技术标准和管理

操作规程 , 切实按标准加强生态农产品基地管理。四要推

行有机栽培技术, 多施有机肥料 , 有机肥料要进行无害化处

理, 尽可能不施或少施化肥以减少化学物质污染。如果需

要施化肥 , 最好有机肥料和化肥配合施用。五要推行病虫

害防治技术, 确保生态农产品营养、健康、安全。

3 .3  强化政府宏观指导, 增加资金支持力度  政府应对从

事生态农产品生产的农民和企业在资金、技术上给予支持,

出台一些鼓励生态农产品发展的可操作性强的政策。同

时, 必须调动各方面对生态农产品投入, 应以政府投入为龙

头, 带动社会投资 , 信贷投资、外资、农民自有资金投入到生

态农产品的发展中 , 鼓励企业家到郊区开发生态农产品 , 其

中最为重要的是使农民成为投资的主体, 除争取政府资金

外, 企业也可以寻求各种经营方式, 拓宽资金投入渠道。实

现企业化、科技化、市场化、产业化和联合经营的理念。

3 .4  用好丽水是“中国生态第一市”品牌, 加强开发特色旅

游农产品  丽水市自然生态环境保持良好 , 境内有3 个自

然保护区 , 其中龙泉凤阳山与庆元百山祖已合并 , 是浙江省

境内最大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松阳箬寮岘为县级自然保

护区。1999 年12 月 , 丽水市被国务院批准设为全国第4 个

生态示范区。根据丽水自身优势 , 巩固和发展已有的土、特

产品 , 上档次、上规模, 辅之以丽水地方色彩 , 打开销路, 诸

如处州白莲、山水牌蒰柑、庆元香菇、云和黑木耳、景宁惠明

茶、仙宫雪毫茶、云和雪梨、遂昌薯脯、石练菊花米、松阳晒

红烟、云和长裙竹荪、缙云黄花菜等 , 从绿色、生态产品上作

文章 , 并提高储存、运输、加工技术, 逐步使之成为品牌。

3 .5 利用丽水资源优势, 农林结合 , 不断开发森林蔬菜  

森林蔬菜是“药食同源植物”, 是目前风行世界的五大类健

康食品之一 , 被称为“天然野味”、“健康食品”, 在国际市场

上其制品比常规蔬菜制品更畅销。丽水市拥有大量的野生

森林蔬菜资源 , 有苔藓植物295 种、蕨类植物325 种、木本植

物1 340 种、种子植物2 556 种、已定名真菌716 种 , 全市可供

野生食用的植物( 森林蔬菜) 共有658 多种, 其中可食用或食

药兼用的林内大型真菌324 种、可食用竹类65 种、其他可食

用的森林植物269 种, 是浙江省乃至全国森林蔬菜资源最为

丰富的区域之一。近年来,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群

众生活水平的提高 , 人们对“吃野”表现出浓厚的兴趣 , 马

兰、马齿苋、荠菜、水竹、木竹( 水竹变种) 、缘盖牛肝菌、地耳

等这些原来让人不屑一顾的山野菜登上了大雅之堂 , 一些

地方开始依托当地资源开发利用森林蔬菜, 如松阳种植马

兰、败酱、黄秋葵 , 遂昌发展野山笋、蕨菜, 莲都栽培香椿, 庆

元开发树参、紫苏、缘盖牛肝菌 , 景宁采收野生东风菜、加工

豆腐柴, 缙云推广黄花菜, 龙泉发展黄甜竹, 云和种植土人

参等。虽然丽水市发展森林蔬菜的时间不长, 但发展规模

和种类正在逐步扩大和增加。据初步统计, 全市人工栽培

马兰、马齿苋、败酱、黄秋葵、黄甜竹、紫苏、香椿等森林蔬菜

的面积约266 .7 hm2 , 野山笋改造的面积约333 .3 hm2 , 野生缘

盖牛肝菌人工促进增产技术推广辐射面积约8 333 .3 hm2 松

林, 全市栽培和开发的种类近20 个, 许多种如缘盖牛肝菌、

水竹、黄甜竹、紫背青葵是浙南乃至全国的特色种类 , 发展

潜力非常之大。

3 .6  注重观念革新, 搞好生态农产品市场营销  彻底突破

小片分散经营的小农思想束缚, 树立生态农产品大生产、大

流通、大市场的观念。主动接轨上海, 积极与长江三角洲地

区合作与交流, 这将是全省仍至整个长三角地区新一轮经

济大发展的重大契机。也给丽水市农产品发展带来很好的

机遇。使上海市场更多地了解丽水的农产品, 仅上海市场

农副产品年需求约150 亿元, 而上海自身能提供的仅120 亿

元, 其余靠其他省市供应。面对如此之大的农副产品市场

空间, 只要积极发挥生态特色优势, 提升农业产业化水平,

加大宣传促销, 丽水成为长三角市场提供产品的“绿色菜

园”将变为现实。

4  结语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 生态农产品在资源合理有效配

置的前提条件下, 应充分利用各种渠道的资金、物资、科技

优势 , 增加对生态农产品的投入 , 实现农产品的现代化、设

施化 , 使生态农产品在有限的面积上,1 年4 季都可以生产

各种无公害的特色农产品。丽水的生态农产品发展必须立

足于自身资源优势 , 以标准化、规模化、特色化、名牌化为突

破口 , 大力推动生态农产品生产 , 从而获得巨大的经济效

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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