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作者简介  陈卫元( 1958 - ) , 男, 江苏丹阳人, 副教授 , 从事观赏植物教
学和科研工作。

收稿日期  2007 - 04 - 29

我国花卉产业发展问题及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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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分析了我国花卉产业存在的问题 , 并提出了发展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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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花卉生产的扩大以及需求量不断增加, 我国花卉销

售额不断增长。1986 年全国花卉销售额为7. 0 亿元,1990 年

为11. 0 亿元,2000 年为158. 16 亿元,2003 年已上升为353. 1

亿元。2003 年全国花卉销售额分别是 1986 年的50. 44 倍、

1990 年的29. 43 倍、2000 年的2. 23 倍。近年来 , 全国各种主

要花卉的销售额都有较大的提高。据有关统计资料显示, 观

赏苗木2003 年达175. 49 亿元, 比2000 年的65. 25 亿元增长

128. 21 % ; 盆栽植物由2000 年的52. 53 亿元增长到2003 年的

84. 96 亿元 , 增长了61. 74 % ; 鲜切花2003 年达44. 57 亿元,

比2000 年的 19. 53 亿元增长 168. 95 % 。观赏苗木的销售

占主导地位 , 其次是盆栽植物、鲜切花。北京、上海、广东

等省市因经济较发达 , 花卉消费一直居于前列 , 已成为全

国三大花卉消费中心。上海是全国最大的消费城市之一,

鲜切花的消费量一直居全国首位, 超过了4. 5 亿枝。但是,

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 , 我国花卉产业在蓬勃发展的同时也

存在诸多问题。

1  存在的问题

1. 1 人才缺乏 ,难以推广高科技 花卉产业科技含量较高,

但我国目前专业技术人才严重短缺。据中国花协统计 ,2000

年我国花农从业人员146 万人中, 专业技术员为4. 6 万名,

占从业人数的3 % 。到2002 年 , 分别为247 万人、8. 2 万名和

3 % 。技术力量如此薄弱 , 难以推广知识密集型高新生产技

术。所以 , 郁金香等高档花卉由于种球养植技术落后, 只能

从荷兰进口。

1. 2 技术陈旧 ,难以实行材料化生产  国外园艺生产已实

行标准化技术管制 , 否则产品难获市场准入。但我国尚未制

定标准化花卉生产法规 , 花农还没标准化生产概念 , 配土施

肥、病虫防治、包装保鲜等仍采用落后传统的管理方式。产

品出口时常因不合国际贸易标准而遭遇“绿色壁垒”。如,

美、日等国家规定进口盆景只允许用无土栽培技术生产, 从

而将我国天然土栽培的盆景拒之门外。

1. 3 流通渠道不畅, 行销网络不完善  花卉的流通远不如

其他商品, 部分花卉产区仍然存在卖难的局面, 大生产和大

流通的格局尚未形成, 国内外市场开拓不足。据中国花卉协

会统计, 我国东北地区、西北地区、华北地区的流通体系建设

较薄弱 , 不仅大型花卉批发市场少 , 三个地区的花卉零售店

加起来也只占全国的6. 2 % 。从我国花卉交易市场建设情

况看 , 也存在两个方面的突出问题。①重“批发”市场 , 轻“零

售”。在我国 , 仅香港的鲜花批发商店与零售商店的比例是

1∶33. 3 , 而1997 年内地“批发”市场与“零售”市场的比率仅

为1∶11. 7 ; ②重市场“硬件”, 轻市场“软件”建设。我国大部

分花卉批发市场将有限的资金投入到市场的硬件建设方面,

而在市场软件建设方面力度却不够 , 具体表现为缺乏管理 ,

法规不完善, 管理人员很少经过从业培训, 市场信息网络不

畅通, 市场服务功能普遍不够完善, 许多花市基本形成“有场

无市”的状况。此外, 在我国花卉交易中 , 仍一直沿用落后的

面对面的议价交易方式( 对手交易) 。

2 对策

2.1 实行一体化产销制度  花卉产业涉及领域广泛 , 需要

健全严密的体制体系保驾护航。大产业体系应包括科研、生

产、销售及服务4 个亚体系。其中, 科研体系应包括研发、鉴

定、推广等支体系, 生产体系应包括规划、繁育、监管等支体

系 , 销售体系应包括机构、联络、流通、监控等支体系, 服务体

系应包括供材、培训、法律、政策、金融、信息等支体系。我国

局部地区的“公司+ 农户”形式仅能实现部分产销业务的合

作 , 还不是一体化监控体制, 更无法整合科研和服务体系, 因

此 , 需要研究吸收荷兰农业合作社和日本农业协作组合的管

理体制经验。

2.2 发展专业合作社  目前, 我国的花卉从业者中农民占

了很大的比例, 生产组织形式散乱 , 低水平重复生产现象突

出 , 缺少技术指导、销售渠道和具体规划, 从而导致花卉质量

整体提升不快。国外花卉专业合作社不失为我国花卉业发

展的一个方向, 其经验值得借鉴。如, 日本冲绳县花卉园艺

农业协同组合以生产菊花切花为主, 加入的农户每年要上缴

年销售额的1 % 基本资金和6 % 运作基金 ,1 % 基本资金作为

合作社生存资金不断滚大,6 % 运作资金作为合作社开展日

常工作的活动经费 , 如日常办公费用、召开会议、组织考察、

提供技术和信息等服务 , 合作社负责人中的管理者和纯技术

指导者根据市场行情, 对每年的种植品种、数量等作出详细

的计划 , 一旦确定, 将不再更改。在这一年农耕计划中 , 由合

作社出面向政府寻求贷款, 并承担农户的担保 , 提供种苗、园

艺资材、技术、销售等生产一条龙服务 , 农户只负责生产。

我国的花卉专业合作社仅处于起步阶段, 其组织形式主

要有两种, 一是像上海大地公司那样 , 主要依托大公司 , 以种

植大户为核心来带动农户; 另一种是家族制, 在云南较多见 ,

由家族中一人负责合作社经营, 带有很强的血缘关系。这两

种经营方式 , 共同特点是分散种植, 统一技术指导、信息服

务、销售乃至出口, 其局限性在于 , 一旦出现滞销 , 种植大户

肯定以自己利益为先, 先出售自己的产品, 而家族制会缺少

整体的把握性 , 包括市场信息、技术、产品发展等 , 最终会以

压价的方式进行市场竞争。这两种形式均不利于整个花卉

业的健康发展。虽然政府有关部门对农民专业合作社推出

一系列包括提供开办费、信贷支持、保险服务等在内的支持

举措, 但专业合作社的良性发展归根结底还是靠其自身 , 这

就需要协会发挥宏观调控作用。云南作为中国花卉的集中

产地, 又有现代化的花卉拍卖中心 , 可尝试通过协会协调分

安徽农业科学,Journal of Anhui Agri .Sci .2007 ,35(31) :10119 - 10120 责任编辑  王云平 责任校对 俞洁



别成立单一产品合作社进行品种分配、制订生产规划、提升

质量 , 通过拍卖销售逐渐垄断市场价格。农民整体种植技术

的提升和发展意识的提高将会从根本上推进我国花卉业的

前进步伐。

2. 3 提高组织化程度 我国花卉业的发展方向是走向区域

化、规模化、专业化 , 因此, 只有提高其组织化程度 , 才能驾驭

瞬息万变的市场、规避风险, 从而取得较好的经济效益。根

据我国土地使用现状, 以公司为龙头、带动基地花农、优势互

补、互利互惠, 既提高了我国花卉的市场竞争力, 杜绝恶性无

序的竞争 , 又为花农扩大了融资渠道 , 加大了资金投入 , 有利

于实现花卉工厂化和产业化 , 加强花卉产品的包装、贮藏、运

输等环节的质量管理, 提高产品竞争力, 增加花卉业产品品

种, 迎合市场多种需求。花卉消费属于典型的喜新厌旧, 近

年来 , 花卉主流产品价格每年下降3 % , 因此今后除普通的

绿化、美化环境的花卉品种外, 还要适当规模地发展具有特

殊功效的花卉产品, 如杀菌灭菌的医用药用品种、养颜美容

品种、赏食兼用品种, 以满足人们对身体健康状况日益关注

的特殊需求。

2. 4 利用我国已加入 WTO 的机遇, 扩大出口  加入 WTO

无疑会给我国花卉产业带来巨大的机会和发展空间。主要

表现在 : ①我国花卉业的产品质量不断提高 , 有的品种已达

到较高水平, 逐渐引起亚洲地区某些花卉需求国的青睐 , 这

将使我国花卉出口贸易额大幅增加。②由于一些发达国家

花卉生产成本高, 他们正在寻求与生产成本低的国家合作经

营 , 而我国的花卉品种丰富, 气候、土壤等自然条件优厚 , 劳

动力低廉, 这些都有利于吸引发达国家与我国合作。③我国

部分花卉企业已初具规模, 其产品质量尽管与国外优质产品

相比有差距 , 但在国内市场仍有较强的市场竞争力。因此 ,

我国花卉生产企业应抓住机遇, 利用自由宽松的花卉贸易环

境 , 发挥优势, 通过多种途径促使我国花卉产业朝标准化、规

模化、集约化、精品化的方向发展 , 增加花卉产量, 扩大出口 ,

进而促进我国花卉产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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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维权支出。

纳什均衡解为 :( g0 , gi) = (
( α+ β) M0 - αMi

( 2α+ β) Pg
,0) , 社区维

权总供给 G * = g i
* 。由于中央政府、新闻媒体等干预方的

经济实力、发言权具有决定性意义 , 与一个普通乡村社区的

农户不在一个档次上, 符合 K ≥1 + β/α条件, 因而“搭干预

方的便车”就成为农户的理性选择。再考虑到我国历史上

存在的集权传统、“青天”情结 , 以及党和政府长期以来的

“亲民”倾向 , 可以说, 我国农民在维权问题上倾向于依赖外

部干预, 尤其是中央政府的强力干预, 几乎是必然的。这进

一步解释了为什么农户不通过诉讼、对话等基层利益调整

机制来寻求维权, 而倾向于上访、信访、媒体呼吁等方式。

进一步讲 , 只要农民维权活动的约束条件不变, 那么保护农

民的正当权益就仍将主要依赖政府的大力介入和强力干

预。近 2 年减负问题效果较好, 其决定性因素就是中央政

府的强力干预。

模型分析表明 , 当国家提供外部强力干预, 以期与农民

共同制止外部经济实体对农民权益的侵害时, 反而引起农

民维权费用供给不足, 甚至出现中央政府承担全部维权责

任和斗争成本的局面。因此, 从长远看 , 解决农民维权问题

时, 政府需要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 , 把重点放在以

体制改革、制度供给、宏观指导、提供监督等为主要内容的

间接管理上。

4  结论

面对权益侵害 , 农民无法有效维权的基本原因, 不仅仅

是在“自然谈判”条件下 , 个体的理性选择无法顺利过渡到

集体理性, 而且是我国农民所受到的诸多现实约束共同造

成农民在社会群体间共同利益博弈中处于弱势。其中 , 收

入低下、增收缓慢, 维权成本相对高昂、过程冗长、组织化程

度偏低、欠缺代言人、维权意识淡薄、缺乏知情权及发言权

等现实条件 , 长期制约着农民维权的行为能力和行为选择。

从这些问题看 , 我国农民权益保护问题决非短期之内可以

彻底解决的 , 必定要经历一个长期的渐进过程, 并将在构建

和谐社会的伟大实践和新农村建设的系统工程中逐步得到

解决。

短期而言 , 提供与维权农民的现实需要相适应的制度

供给和政策调整 , 是保护农民权益的迫切需要。例如 , 大力

提高农民收入, 特别是非农收入; 改革信访、上访制度 ; 强化

农村基层的协商、调解机制; 设立简易法庭 , 实施法律援助 ,

完善涉农平权法规; 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 允许农民有自己

的利益代言人并扩大其实质性影响; 理顺农村基层税费体

系, 规范公共物品供给制度 ; 加强农村法制工作 , 提高农民

的自我保护意识和依法维权意识; 引入招投标、审计监察、

集体决策、过程公开等机制 , 大力打击基层官僚腐败等。这

些都是符合当前我国农民维权实际需要的举措。另外, 在

现行体制下 , 以中央政府为主的外部强力干预的确起到了

加强农民权益保护的重要作用, 在短期内无疑是要坚持的。

但长期而言 , 中央政府需要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 ,

通过制度调整, 宏观指导 , 引导涉农冲突转向依靠农民自身

的维权行为能力 , 利用对话、协商、调解、诉讼等惯常的农村

基层利益调整机制寻求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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