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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从广东省花卉业现状入手, 分析新时期广东花卉业面临的机遇和严峻挑战 , 探索广东花卉业可持续发展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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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 对园艺产品的数量及品质

的社会需求与日俱增。目前, 园艺产品生产在农业和农村经

济发展中的地位已十分重要, 成为很多地区农村经济的支柱

性产业。先进国家如美、日、荷兰、西德、法等国很注重园艺

事业的发展, 其成就有目共睹。但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 面

临众多机遇的同时也面临严峻的挑战, 农产品包括园艺产品

所受到的挑战首当其冲。花卉产业是园艺产业的重要组成

部分, 如何使花卉产业升级换代 , 提高竞争能力, 成为亟待解

决的问题。笔者以花卉大省广东省为例, 对如何应对新时期

给花卉业带来的冲击与挑战, 如何抓住机遇促进花卉业的发

展作了探讨。

1  广东省花卉业的发展现状

花卉生产在广东省有着悠久的历史, 无论在种植业的结

构中, 在农村经济成份, 在国内外市场贸易的份额, 都占有明

显的比重。经过20 多年来特别是近5 年的努力 , 广东省花卉

业在生产规模、经济效益、技术创新、专业化水平、规模经营

等方面 , 都有长足的进步[ 1] 。

1 .1 花卉业生产发展规模化、商品化 近年来, 随着广东花

卉业的发展壮大, 目前, 各地花卉生产基地和示范区建设已

经初具规模 , 在广州- 佛山 - 中山 - 珠海一带 , 崛起了中国

最具规模的现代化“花卉走廊”, 涌现出一大批外向型花卉生

产基地和示范区。如广州—顺德陈村—中山小榄、南海市盐

步、里水, 番禺市化龙、大石, 花都市芙蓉嶂, 珠海市湾仔等生

产基地在逐步扩大。2006 年, 广东花卉种植面积 5 .23 万

hm2 , 增加0 .66 万 hm2 ; 产值80 .89 亿元 , 增加10 .44 亿元[ 2] 。

据不完全统计 , 广东现有各类“三资”花卉企业超过400 多

家, 吸引外资本近5 亿美元。此外, 广东已有上百家花卉企

事业单位建立了组培中心; 设施园艺也得到了快速发展, 使

花卉生产从大田进入工厂。同时, 以拍卖市场、批发市场和

零售市场组成的花卉市场体系已经形成。

1 .2 花卉种类、品种多样化 涌现出一批专业性强、种植规

模大、市场导向性强、企业化管理、技术水平、产品系列化规

格化程度高的公司、花场。广东省在过去花卉种类、品种比

较单一, 经过十多年从国内外引进工作 , 品种越来越多, 据不

完全统计, 已有2 000 多个。大批量生产的品种已由几十个

增加到近400 个[ 3] 。从品种结构看, 种植面积最大的是绿化

苗木, 占18 % ; 其次是盆桔和草皮, 各占约13 % ; 再次就是观

叶植物、盆景和鲜切花, 分别占12 % 、12 % 和11 % 。此外, 广

东尚有不少花木名牌主导品种引领全国潮流, 例如阴生观叶

植物品种繁多, 全国销量第一 , 占国内市场份额70 % 以上; 岭

南艺术盆景年出口创汇超过3 000 多万美元; 广东除了拥有

墨兰、顺德年桔、桃花等传统优势 , 还引进了蝴蝶兰、凤梨、仙

人掌、棕榈植物等国内外名牌品种, 产品辐射全国各地[ 4] 。

1 .3 生产技术和管理水平大大提高 广东省花卉生产作为

一项产业起步较晚, 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 一是花卉基地建设

品种混杂, 低水平的重复建设和盲目发展较为严重; 二是科

技含量不高 , 名牌产品较少; 三是生产方式原始 , 管理粗放 ;

四是优良种苗依赖进口的局面没有太大改变。到20 世纪90

年代初, 才进入迅速发展阶段。组织培养技术在花卉种苗育

种上得到推广应用, 根外施肥、化学调控花( 果) 期、滴灌、喷

灌等技术也逐步推广使用。

此外, 生产方式正逐步改变, 采用荫棚等保护性设施栽培,

个别还引进人工气候室, 全省保护设施的面积达12 万m2 ; 田间

机械、电器、运输工具等都较以前有所进步; 较大型的花卉企业

实行班组分工负责制的劳动管理, 建立了劳动档案, 提高了劳

动质量。花卉产品分级、包装、保鲜方法有了改进。

1 .4 销售渠道逐步向贸易规范化转变  20 世纪90 年代以

前, 广东花卉市场秩序不规范, 销售体系不健全, 竞争处于无

序甚至恶性状态, 严重影响了花卉生产者和经营者的利益。

2001 年国家颁布了《中国主要花卉产品分级》标准的基础上 ,

广东针对本省花卉品种特色及国家标准中缺少的品种 , 并结

合出口目标国家的有关标准, 也制定了相配套的广东地方花

卉标准体系 , 同时建立了花卉包装标准和花卉产品检验规

程, 并进行大力的宣传工作, 使标准深得人心 , 积极推行市场

准入制度, 建立花卉质量监督检验体系组织开展花卉产品质

量监督。如今, 广东花卉业大都成为集花卉生产、销售、观光

旅游、科研、信息五大功能于一体的花卉交易中心———“花卉

世界”, 逐步走向花卉贸易规范化的轨道。

2  新时期广东花卉业面临新的发展机遇与挑战

2 .1 机遇

2 .1 .1 花卉业的国际贸易环境大大改善。WTO 框架给广东

花卉的国际贸易创造了自由宽松的环境, 花卉业的国际贸易越

来越频繁, 花卉贸易与合作与日俱增; 我国政府充分利用作为

发展中国家的最优惠待遇原则, 积极争取国际机构和缔约国的

金融支持。广东花卉企业的国际贸易环境大大得到改善, 可以

充分利用国际花卉业资源, 降低成本, 提高花卉业收益水平。

广东全省大小花卉市场现有170 个,2000 年建成的顺德陈村花

卉世界投资3 200 万元, 占地面积113 .3 hm2 , 引来300 家企业进

驻,年销售额13 亿元。花都区南方花卉贸易市场占地33 .3

hm2 , 投资6 000 万元, 年成交额2 亿元。芳村岭南花卉市场, 年

成交额达7 亿元[ 5] 。这几个大市场为花卉的销售展示搭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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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为国内外花商交易创造了良好环境。

2 .1 .2 国际间信息交流渠道畅通。自从加入 WTO 后, 我国不

断加强与国际间的信息交流, 尽量减少市场信息不灵的弊端,

同时吸收国外对企业管理的先进经验, 改变又小又散的经营方

式, 用优质产品打入国际市场, 增加出口创汇, 为社会化大生产

创造条件。在竞争异常激烈的今天, 花卉信息服务体系也在不

断得到完善, 它为制定政策、确定和调整生产经营计划提供了

重要依据。行业主管部门正在转变观念, 增强服务意识, 以花

卉专业镇、花卉企业和花卉市场为依托, 努力构建花卉信息网

络体系, 为生产和流通企业及时提供了大量的信息和市场趋势

分析,可以极大地提高花卉生产经营的效率。

2 .2 挑战

2 .2 .1 花卉业结构受到冲击。花卉业结构涉及区域结构、

产品结构、品质结构、市场结构。目前, 重复的、低质量的花

卉产品已不适应市场需求, 高科技、高质量、多品种的新优特

花卉产品成为市场所需。由于投资渠道和经营方式的多元

化、复杂化, 从而对产品更要求高质量和靓包装。健全的花

卉产品结构应是鲜切花、时鲜盆花, 大型盆栽观叶植物、干

花、室外观赏花卉、绿墙攀援( 岩生植物) 、草坪用绿色草本植

物、各类盆景、插花工艺植物等并举。现在世界花卉贸易主

要品种是鲜切花、盆栽和切叶, 三者比例约为6∶4∶1 , 而广东

省花卉消费中鲜切花产量低, 草坪植物及花卉产品加工业刚

刚起步 , 所以广东省花卉企业应及时优化产品结构的配置以

适应市场需求。

2 .2 .2 国内市场将会受到冲击。由于加入 WTO 后, 关税下

调, 市场全面开放。一方面, 国外的园艺公司将会大量涌入 ,

广东省目前花卉企业作坊式的生产方式很难与这些国际大

园艺公司抗衡。再加上广东省内花卉企业无法再依赖政府

的保护, 他们要守住国内这个市场, 将要付出的代价将会更

大。另一方面, 发达国家的花卉生产起步较早, 现已形成相

当规模, 现代化程度高, 花卉产品质优价廉, 对广东省花卉业

也是一大冲击。

3  对策

3 .1  加快产业结构调整  从区域结构和产品结构方面看 ,

应根据广东省的实际情况, 建立以广州、珠三角为中心, 辐射

粤东、粤西、粤北呈三角形状布局。从品质结构方面看, 应加

快优良农家品种的培育 , 短期内, 通过引进和开发相结合的

方式, 推动品质结构的优化, 加强花卉科研投入和推广工作 ,

建立完善的良种繁育和技术推广体系。一是积极发展有广

东优势的特色花卉产品 ; 二是鼓励科研人员潜心育种, 培育

出更多更好的花卉新品种参与国际竞争; 三是加快本省野生

花卉资源的开发和利用 , 通过驯化和扩大繁殖 , 使更多的野

生花变为家养; 四是对切花和盆花以及种苗、种球的生产进

行及时的调整。此外, 充分发挥广东省现有的花卉科研所的

作用和在农林院校开设花卉相关专业, 在观赏植物开发、新

品种引育、栽培技术应用、储藏保鲜、度夏、催花以及花卉产

品包装、运输等方面进行开发、研究。

3 .2 引进技术, 降低生产成本  可从两个方面着手: ①引进

先进技术。国外的种子、种苗、肥料、农药、农用薄膜、培养土

这些花卉业中间的投入品, 会随着进口关税的大幅度下降以

较低的价格进入国内市场, 国内的同类工业生产企业为求生

存与发展, 可以引进他们的技术和经验来降低生产成本; ②

充分发挥资源优势。目前, 花卉业的生产和销售中荷兰、以

色列、比利时、日本、南韩等国家最发达, 但由于这些国家的

劳动力成本高 , 花卉生产的自然条件不如广东省的一些地

区。广东省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丰富, 价格低廉, 生产出

的花卉产品成本较低。广东省应利用这些有利因素, 再加上

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来大大降低生产成本。

3 .3  加强行业管理, 提高出口创汇能力  广东省是花卉大

省, 但广东省花卉协会是民间团体组织, 无法实施政府职能, 需

有一个省级的花卉行业管理机构, 以实施政府职能: 要熟悉国

内外植物检疫及进出口规程; 要加强企业间的合作; 要逐步简

化出口手续; 要加紧组织编辑有关国家花卉等鲜活农产品贸易

政策、法规, 要抓紧我国花卉产品质量与包装标准的制定, 使出

口花卉产品与国际市场接轨。加大行政执法和管理力度, 避免

花卉出口多关卡、高收费, 鼓励出口创汇能力[6] 。

3 .4 扶持和培植一批花卉出口龙头企业 随着花卉业的迅

猛发展, 消费者对花卉的品种和产品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 ,

并将成为花卉产业制约因素, 传统的生产经营模式已不适应

当前生产力的发展, 走“公司+ 农产”的新模式[ 7] , 以公司为

龙头, 以规模生产为基础 , 以经济利益将产销双方联系起来 ,

形成产销一条龙, 是花卉业发展的必然 , 也是以某个经济实

体为带动企业, 触角伸向国际市场, 龙尾摆向千家万户, 以利

益机制为纽带, 用经济合同相连接, 将花农与企业结合成利

益共享、风险同担的经济共同体。抓好生产基地建设, 扩大

设施和栽培面积; 巩固发展现有产区和集散地 ; 促进花卉生

产向大基地、大市场、大流通方向发展 ; 建立和完善现代化花

卉交易中心和拍卖市场 , 与国际市场接轨; 以专业化为基础

的规模化经营; 搭建市场与展示平台; 创新体制、面向市场、

服务生产, 建立起现代化生产示范基地 , 走科研- 生产- 销

售一条龙的道路, 着力打造一批花卉专业镇、专业村 , 涌现出

一大批上规模的民营花卉大户。

4  结语

当前世界花卉生产业由高成本的发达国家转向低成本

的发展中国家, 广东省花卉业正碰上难得的历史机遇, 只要

充分利用广东省土地、气象等自然资源 , 劳动力资源和潜在

的市场优势, 认真借鉴各种技术经验, 调整相关政策。以市

场为导向, 以社会化服务为手段 , 依靠科技进步, 及时调整和

优化布局和结构, 大力实施优质名牌战略, 积极推进市场体

系建设, 努力提高集约化水平, 扩大规模, 增加效益, 扩大出

口创汇。相信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 广东省花卉业会取得又

好又快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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