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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通过对葫芦岛市蔬菜产业发展状况的SWOT 分析, 找到了影响产业发展的内部优势和劣势及外部机会和威胁 , 提出促进蔬菜产
业进一步发展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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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蔬菜产业是葫芦岛市农业的五大支柱产业( 一畜两水一

菜一花生) 之一, 它的持续、健康发展对于发挥葫芦岛市劳动

力资源优势, 促进农业产业结构的进一步优化和促进农村经

济发展、增加农民收入都具有重要意义。

1  研究方法

所谓SWOT 的分析, 就是将与研究对象密切相关的各种

内部优势因素( Strengths) 、劣势因素( Weaknesses) 和外部面临

机会( Opportunities) 、威胁( Threats) , 通过调查罗列出来, 运用

系统分析的思想, 绘制SWOT 矩阵, 帮助研究者得出相应的

结论, 制定发展战略和对策( 图1) 。

图1 SWOT 分析框架

2  葫芦岛市蔬菜产业发展情况

2 .1 发展背景 葫芦岛市始建于1989 年。建市初, 蔬菜产

业发展相对落后, 全市蔬菜播种面积0 .84 万hm2 , 总产量25 .9

万t , 年人均占有量103 kg , 其中保护地面积仅7 000 hm2 , 产量

2 .1 万t , 年人均占有量8 .4kg , 冬春淡季蔬菜处于严重短缺状

态, 大部分蔬菜依靠外运。80 年代以来 , 国家对蔬菜实行了

放开价格、多渠道经营的政策, 极大地调动了菜农的生产积

极性, 使葫芦岛的蔬菜生产得到快速发展。

2 .2 蔬菜产业现状  经过多年的发展, 葫芦岛市蔬菜生产

已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各季节蔬菜的产量已能满足省内大

部分市场的需求 , 打破了完全依靠外运蔬菜的局面。2004

年, 全市建设无公害绿色农产品生产基地100 个, 其中蔬菜

业生产基地12 个。据统计, 全市2004 年蔬菜播种面积4 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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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m2 , 总产量217 万t , 其中保护地面积2 .2 万hm2 , 产量100 万

t , 无公害和绿色蔬菜基地面积2 .05 万hm2 , 注册蔬菜品牌17

个, 其中7 个品牌被列为北京市定点蔬菜生产基地。目前 ,

葫芦岛市已建成具有一定规模的黄瓜、青椒、芸豆、马铃薯、

元葱、番茄、白萝卜、韭菜等一批专业化蔬菜生产基地。

现在, 该市每年大约有100 余t 蔬菜外销到其他省市。

同时, 由于蔬菜生产的发展, 农资、运输、加工、餐饮等相关行

业也得到了快速发展 , 蔬菜产业已成为振兴葫芦岛市农村经

济的重要途径。

3  葫芦岛市蔬菜产业的SWOT 分析

3 .1  葫芦岛市蔬菜产业环境的五力评估模型  利用波特的

“5 种力量分析”模型 , 通过对5 种力量( 潜在进入者、产业竞

争对手、替代品、买方、供应商) 的评估, 分析产业环境, 确定

影响葫芦岛市蔬菜产业发展的关键力量。

分别对5 种力量的相关因素, 按是否同意评分。评分分

5 等: 坚决同意评1 分; 一般同意评2 分; 不同意也不反对评3

分; 一般反对评4 分; 坚决反对评5 分。然后计算每一相关

因素或每一力量的分数。

竞争力量的得分= ( X/ N) ×I

式中, X: 所有与那个力量相关因素表述内容的得分总和; N:

就某个力量来说, 评分人员回答问题的项数; I : 评分人最后

一个项目的回答所得到的关于每个力量的重要性得分。某

种力量的得分多少, 说明其对葫芦岛市蔬菜产业的重要性大

小; 某一项目的单项得分越高, 说明这个问题应尽快解决或

认真对付。由图2 可知, 蔬菜产业中的竞争对手是影响葫芦

岛市蔬菜产业化发展的关键因素 , 次要因素是供应商的砍价

能力, 需要对付的主要威胁是蔬菜产业中激烈的竞争。

图2 5 种力量比较

3 .2  葫芦岛市蔬菜产业内外部环境关系  该市蔬菜产业的

发展受产业环境和宏观环境的影响和制约。产业环境方面 ,

直接受到蔬菜产业环境的影响; 宏观环境的影响因素包括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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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经济、技术、社会4 个方面 , 这4 个因素直接影响整个蔬

菜产业 , 从而间接对葫芦岛市蔬菜产业内部产生影响。

3 .3  葫芦岛市蔬菜产业SWOT 分析 通过分析蔬菜产业外

部面临的机会和威胁, 以及葫芦岛市蔬菜产业自身发展的优

势和劣势, 总结并绘制出SWOT 分析表( 表1) 。

  表1 葫芦岛市蔬菜产业SWOT 分析

外部环境 威胁( T) 机会( O)

①市场不完善 ①市场增长迅速

②服务体系不健全 ②政府政策的扶持

③国内竞争激烈 ③中国加入 WTO

④国际贸易壁垒 ④中国经济发展

⑤产品质量监测难度大 ⑤自然条件优越

⑥技术标准有待完善 ⑥人民生活水平提高

内部条件  优势(S)   劣势( W)

①具有规模经济 ①产品卫生安全问题

②劳动力资源丰富 ②外销渠道不畅通

③生产成本优势 ③加工程度低

④基础优势 ④技术创新能力弱

⑤网络优势 ⑤缺乏品牌

⑥运销优势 ⑥蔬菜产业组织发展滞后

4  促进葫芦岛市蔬菜产业发展策略

4 .1 科学规划, 合理布局  科学规划 , 合理布局是推动葫芦

岛市蔬菜产业发展的关键。要在“三河”、“两线”基础上, 加

快绥中塔山、荒地等沿海地区的蔬菜产业发展速度, 进一步

稳定并扩大现有十大蔬菜生产基地 , 即黄瓜、青椒、芸豆、韭

菜、番茄、马铃薯、大根萝卜、元葱、白菜、胡萝卜的生产规模 ,

推动全市蔬菜产业不断迈上新台阶。

4 .2 加强管理, 保证蔬菜产品质量安全  增强安全生产意

识, 加强无公害蔬菜生产基地建设是保证蔬菜产业可持续发

展的关键。要强化产品检测、市场准入和追溯制度, 对农药

残留和重金属等有害物质含量超标的蔬菜产品, 禁止上市销

售, 同时追究当事人的责任。继续开展环境监测和评估工

作, 对已达到标准的生产基地要定期进行检查 , 严格禁止工

业“三废”等有毒有害物质污染。

对种子、化肥、农药、农膜等农业生产资料要严把生产、

经营准入条件, 依法加强监管; 引进蔬菜品种必须通过植物

检疫, 防止检疫性病虫草害传入; 对蔬菜生产构成严重威胁

的农药, 应尽快予以淘汰, 严格执行已公布的停产、禁用、限

用的品种目录和范围; 商品化肥必须通过国家有关部门的登

记认证和生产许可。有关执法部门, 对生产、经营、使用国家

明令禁止的农业投入品的行为要依法严肃查处。

施肥原则以有机肥为主、化肥为辅, 重施底肥, 实行测土

配方施肥, 最大程度地保持土壤养分平衡和土壤肥力的提

高。病虫害防治要遵循“预防为主, 综合防治”的植保方针。

4 .3 增强服务功能

4 .3 .1 加强技术服务工作。首先要加强技术队伍建设 , 特

别是乡镇级的技术队伍建设, 蔬菜生产重点乡镇必须配备专

职蔬菜技术人员。其次, 充分发挥技术人员作用, 切实抓好

技术服务工作: ①引进优良蔬菜生产新品种, 做好试验、示

范、推广工作; ②引进蔬菜生产先进技术; ③积极开展技术指

导和技术培训工作, 提高农民科学种菜水平。

4 .3 .2 完善信息网络建设, 增强和改善市场功能。一要加

强蔬菜批发市场的基础设施和配套设施建设 , 配备功能齐

全、传递快捷的信息服务设施; 二要加强与各大中城市蔬菜批

发市场的联系和联网, 衔接全国大市场, 及时向生产、加工、流

通等各个环节提供快速、准确的信息服务, 开展主要蔬菜产销

形势的预测预报, 发挥市场中枢和引导作用, 减少盲目性。

4 .3 .3 加强流通秩序管理, 建立稳定的市场购销网络。为

了保证葫芦岛市蔬菜生产持续发展, 必须在注重提高蔬菜产

品质量的同时, 加强流通秩序管理工作 , 严厉打击菜霸欺行

霸市行为, 建立稳定的市场购销网络, 制定吸引外地菜商的

优惠政策, 积极开拓国内外市场。

4 .4 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 加快蔬菜产业化进程  在尊重

农户市场主体地位的前提下, 以推动和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

为重心的农村经营体制创新, 是有效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制

度保障。建议推行“协会、公司、经纪人”和“好品种+ 订单”

的组织经营模式, 依托组织优势, 实施产销或产加销一体化

经营, 形成新的利益共同体。这是市场经济条件下, 完善和

发展以家庭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的有效组

织形式。通过协会把分散的农户组织起来进行规模化、专业

化生产, 公司和经纪人负责新品种的引进开发、收购包装和

市场销售, 既可稳定供给市场需求的货源, 又降低了交易费

用, 增加了农民收入, 加快了蔬菜产业化进程。对于农户来

说, 有组织地与龙头企业进行交易, 可提高谈判地位 , 争取到

更为合理的价格, 有效地维护自身利益。从长远看, 农业的

发展只有走生产、加工、运销、市场一体化的产业化经营之

路, 才能从根本上改善农业的弱质性, 实现农业增效、农民

增收。

4 .5  政策扶持 蔬菜产业是一个易受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

制约的弱势产业, 葫芦岛市各级政府应在新品种和新技术开

发、批发市场建设、产销信息服务、优质优价销售、社会化服

务组织建设、风险基金建设等方面给予必要的资金投入和政

策优惠, 支持蔬菜产业发展 , 促进葫芦岛市蔬菜产业化不断

迈上新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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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建立有机环保农业的新模式,成为化肥和人工合成植物生长调

节剂的替代品, 为21 世纪的农业带来光明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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