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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蔬菜是北京都市型现代农业最有代表性

的产业[1]。农业产业园是设施蔬菜产业发展的有效

抓手，积极稳妥推进设施蔬菜园区转型升级，对保

障蔬菜产品供应和提升产业效益具有至关重要的

作用[2]。北京市已经建设并涌现出一批高效设施农

业产业园，如海淀区翠湖智慧农业创新工场、通州

区中农富通农业、大兴区宏福农业、密云区极星农

业等融“生产+科技”功能为一体的设施蔬菜产业发

展“领头羊”。2023 年 11 月，北京市农业农村局等

部门联合印发《北京市蔬菜产业高质量发展三年行

动计划（2023—2025 年）》（京政农发〔2023〕57 号）

提出，以发展现代设施农业为重点，集中建设一批

宜机化耕作、智能化生产、信息化控制的现代化设

施农业园区，固本强基、提质增效，提升京内保供能

力。因此，本研究以设施蔬菜产业园为调研对象

（按照北京市统计局标准，规模户一次性蔬菜种植

面积≥0.67 hm2），基于微观实际调研数据，分析园区

机械化、智能化、信息化装备水平，设施生产经营现

DOI：10.16861/j.cnki.zggc.2024.0377

北京设施蔬菜产业园区发展现状、问题和对策研究

陈玛琳，陈俊红，贾少格，田 芳

（北京市农林科学院农业信息与经济研究所・农业农村部华北都市农业重点实验室 北京 100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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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y parks, which are the most representative of urban modern agriculture,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 survey was conducted

on 70 key parks in 12 major facility vegetable production areas. The production and operation status of Beijing's facility

vegetable industry park was analyzed from the aspects of park production scale, facility utilization management, produ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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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ons were proposed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facility vegetable industry parks from four aspects: Infrastructure con-

struction, policy support and guidance, key technology breakthroughs, and industrial chain expansion and optimization.

Key words: Facility vegetables; Industrial parks; Mechanization; Intelligence

中中 国国 瓜瓜 菜菜2025，38（1）：178-186 产业研究

··178



第1期 ，等：北京设施蔬菜产业园区发展现状、问题和对策研究 产业研究

状及需求，探讨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而提出促进北

京设施蔬菜产业园区集约化、专业化发展的对策

建议。

1 调研设计与实施

北京市下辖 13 个涉农区，除门头沟区由于地

理条件因素几乎没有设施蔬菜生产外，其余 12 个

区均有设施蔬菜生产（表 1）。此次调研，根据各区

设施蔬菜生产规模，分别在这 12 个设施蔬菜生产

区选取了重点园区，对相关经营主体进行问卷调查

及深度访谈，搜集了园区规模特征、设施利用管理、

生产技术应用及需求、产后采收及销售方式、成本

效益等方面信息，有效问卷共有 70 份。据北京市

农业农村局统计，2022 年，北京设施数量 18 万栋，

共有蔬菜生产主体 62 499 个，其中 0.67 hm2以上规

模蔬菜生产主体 2731 个，3.33 hm2 以上 705 个，本

次调研（2023 年 4—9 月）中 90%以上园区规模在

3.33 hm2以上，且有 12 家为北京市蔬菜生产规模排

表 1 调研对象区域分布及园区概况

Table 1 Regional distribution and overview of survey subjects

区域

Area

顺义 Shunyi

大兴 Daxing

通州 Tongzhou

房山 Fangshan

延庆 Yanqing

怀柔 Huairou

丰台 Fengtai

平谷 Pinggu

昌平 Changping

密云 Miyun

朝阳 Chaoyang

海淀 Haidian

合计 Total

设施蔬菜产量

占全市比重

Proportion of facility

vegetable production

in Beijing/

%

21.1

31.1

19.5

13.3

2.4

1.4

0.2

2.8

2.6

4.5

0.2

1.0

100.0

调研园区数量

Number of

research parks

8

9

25

10

6

1

2

2

3

1

2

1

70

调研园区数量

占比

Proportion of

surveyed parks/

%

11.4

12.9

35.7

14.3

8.6

1.4

2.9

2.9

4.3

1.4

2.9

1.4

100.0

连栋温室数量

Number of

multi-span

greenhouse

1

5

15

5

5

0

1

0

2

0

1

1

36

日光温室数量

Number of

helio-greenhouse

230

189

226

179

44

30

20

90

55

20

19

0

1102

塑料大棚数量

Number of

plastic greenhouse

144

54

430

69

393

12

10

3

5

10

5

25

1160

名前 100 的主体，调研对象具有一定代表性。

2 设施蔬菜产业园区生产经营现状

分析

2.1 设施规模和生产情况

所调研园区建成时间在 2005—2022 年之间，

规模特征包括：（1）园区规模较大。70 家园区平均

占地面积 84.3 hm2，其中 6.7 hm2以下园区有 24 家，

6.7~33.3 hm2的园区有 32 家，33.33 hm2以上的园区

有 14 家。年销售额在 100 万元以下的有 38 家，占

比 54.2%，100 万~500 万元（不包括 500 万元）的有

20 家，占比 28.6%，1000 万元以上的有 4 家，占比

5.7%。（2）园区经营主体呈现多样化。在园区性质

上，私营企业占 45.7%，农业合作社占 18.5%，集体

所有制占 7.1%，国有企业、联合社、事业单位共占比

为 28.7%。（3）园区主要生产设施为日光温室和塑料

大棚。上述园区栽培设施总计 2244 栋。其中，连

栋温室 36 栋，主要集中用于生产、品种示范，生态

休闲等；日光温室 1102 栋，主要用于生产、品种示

范，生态休闲，科研等；塑料大棚 1160 栋，主要用于

春茬早熟栽培、秋延后栽培等。（4）主栽为北京市民

消费需求较多的品类。京政农发〔2023〕57 号文件

显示，北京市生产面积较大和消费需求较多的蔬菜

主要有番茄、黄瓜、茄子、辣椒、生菜、白菜、芹菜和

萝卜 8 种。从所调研园区主栽品类分布看，有 67%

的园区有叶菜类栽培，其中白菜和生菜最多；73%的

园区栽培瓜果类，以黄瓜、番茄、西瓜、草莓等居多；

30%栽培根茎类，以萝卜和甘蓝为主；另有 17%的园

区有菌类栽培，以平菇和羊肚菌为主（表 2）。所栽

蔬菜品类用种来源主要为种子零售店、科研院所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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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和企业自主培育等渠道。

2.2 园区设施机械化情况

依据 2021 年北京市委、市政府印发的《关于全

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实施方案》

文件要求，到 2025 年，设施农业机械化率在 55%以

上，北京市设施蔬菜产业园种植机械化转入加快发

展阶段。（1）园区开展了单体设施宜机化改造。新

建的日光温室都预留有机具进出通道，对于单体面

积小于 0.067 hm2、跨度不足 10 m 的传统老旧设施

也优先进行了改造，增加了机具进出口。（2）园区普

遍采用了省力机械。园区机械化主要集中在种植、

灌溉、环境调控等环节。其中，75%的园区在种植环

节使用了机械设备，一半以上的园区拥有播种机、

起垄机，有 22%的园区使用轨道车等轨道作业设

备。（3）采收环节仍以人工为主。人工采收虽然劳

动强度大，人工成本较高，但机械损伤小，产量和质

量有保障[3]，目前仍是园区主要的采收方式。调研

显示，纯人工采收占比为 76%，人机结合采收方式

占比 15.7%。

2.3 园区设施智能化情况

各园区在设施环境监管、设施温湿度调控、水

肥一体化等应用了多种手段，提高智能化水平。（1）

设施环境监测手段多样化。设施蔬菜产业园一般

使用测量工具或机器设备对设施环境进行监测，根

据蔬菜的特性开展温湿度控制，以便及时发现并解

决问题。其中，采用传统人工温、湿度计量工具进

行环境监测的占比 42%；使用光照监测设备占比

21.2%；使用 CO2 浓度监测设备进行监测的占比

13%。（2）温控设备使用较为普遍。温度变化对植物

生长和发育各个方面产生不同的影响，大部分园区

使用多种加温降温措施管理设施[4]。冬季温度较低

时，超过 94%园区对设施进行加温处理。其中，

64.0%的园区使用传统的棉被方式进行加温，15.0%

的园区用电热加温，4.0%的园区使用燃气加温，

2.8%的园区使用燃煤加温（表 3）。夏季温度较高

时，40.0%的园区采取天窗通风的方式进行降温，这

一方式节省成本，简单便捷；32%的园区使用遮阳网

降温；18.5%的园区使用喷雾降温；18.5%的园区使

用湿帘风机降温；剩余 15.7%的园区采用循环风机

表 2 调研园区主栽品类分布

Table 2 Distribution of main crop categories

叶菜类（67%）

Leaf vegetables

白菜

Chinese cabbage

生菜

Lettuce

油菜

Rape

菠菜

Spinach

芹菜

Celery

茄子

Eggplant

茼蒿

Chrysanthemum greens

占比

Proportion/

%

19

18

15

15

15

6

5

瓜果类（73%）

Melon and

fruit vegetables

番茄

Tomato

黄瓜

Cucumber

青椒

Green pepper

西瓜

Watermelon

草莓

Strawberry

甜瓜

Melon

葡萄

Grape

南瓜

Pumpkin

占比

Proportion/

%

27

25

16

11

8

7

5

4

根茎及甘蓝类（30%）

Root and cabbage

vegetables

萝卜

Turnip

甘蓝

Wild cabbage

茴香

Fennel

西兰花

Broccoli

占比

Proportion/

%

36

10

7

5

菌类（17%）

Fungi

平菇

Oyster mushroom

羊肚菌

Morel mushrom

茶树菇

Tea tree mushroom

鸡枞菌

Termite mushroom

木耳

Wood ear mushroom

榆黄菇

Chanterelle mushroom

赤松茸

Matsutake mushroom

香菇

Shiitake mushroom

占比

Proportion/

%

25

25

10

10

10

5

5

5

表 3 园区加温及降温设备使用情况

Table 3 Use of heating and cooling equipment

主要加温方式

Main heating

methods

棉被

Quilt

电热加温

Electric heating

燃煤加温

Coal fired heating

燃气加温

Gas heating

无措施

No measures

占比

Proportion/

%

64.0

15.0

2.8

4.0

3.8

主要降温方式

Main cooling

methods

天窗通风

Skylight ventilate

遮阳网

Shade Net

循环风机

Circulating fan

喷雾降温

Spray cooling

湿帘风机

Wet-curtain

fan-cooling

占比

Proportion/

%

40.0

32.0

15.7

18.5

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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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降温；没有园区使用空调。设施增光方面，园

区普遍使用人工补光技术对植物生长过程进行补

光。55%园区没有补光设备仅依靠光照自然生长；

26%的园区使用 LED 补光灯设备。（3）园区施肥灌

溉机械化程度较高。不同类型的灌溉管控装置、喷

管系统及潮汐式灌溉设备等均有使用。调研显示，

有 38.5%的园区配置了自动施肥机，24%的园区配

置了比例施肥泵、文丘里施肥器；在灌溉方式上，以

滴灌带滴管为主，占比 68%；使用潮汐式灌溉、滴箭

滴灌栽培、营养液槽栽培的园区占比分别为 15.7%、

11.4%和 8.5%。

2.4 蔬菜采收运输和销售情况

园区积极发展净菜加工、贮运保鲜设施，加强

产销对接，延长蔬菜产业链，提高附加值。（1）园区

加强蔬菜采摘收获后贮运保鲜工作。18%的园区开

展了净菜加工，约 28%的园区配有冷鲜库并配送时

选用有冷链的保鲜车。调研显示，配备冷链保鲜车

的蔬菜流通损耗率在 10%以下，损耗率相对较少；

对于未配有冷链保鲜车的园区，在运输蔬菜时，蔬

菜流通损耗率在 20%~40%。（2）园区服务对象定位

不同。其中，61.4%园区蔬菜主要销售给中高端市

场，34.2%园区主要针对大众市场，21.4%园区蔬菜

销售给特供群体。（3）园区销售方式多样化。园区

蔬菜销售采取多种渠道结合，以订单农业、自营销

售给蔬菜店为主。其中，有 54.2%的园区采用订单

方式将蔬菜销售给机关、团体、社区等，有 50.0%园

区采取自营店方式，有 18.5%园区蔬菜销售给批发

市场，另采用农超对接、农社对接方式的分别占

15.0%、18.5%。有一定规模的设施蔬菜园区也在发

展网络销售，如密云人家、绿富隆、天安农业、北菜

园等，本次调研中有 14.5%的园区开展了电子商务，

其中有一部分采用了网络直播形式。

2.5 设施蔬菜园区生产效益情况

与露地种植相比，设施蔬菜种植受天气变化影

响小，土地利用率、产出率相对较高，综合生产能力

更强[5]。虽然设施的产量及单价比露地种植高，但

农业生产成本越来越高，设施蔬菜利润空间也受到

挤压，设施蔬菜的生产效益主要受农资成本、人工

成本、农机作业及土地成本、经营成本等因素的影

响。其中，人工成本占比最高，在一半以上，目前市

场雇工 100~500 元·d-1，雇佣时间一般在 4~8 个月，

果菜类按 667 m2 雇一个工人计算；其次是经营成

本，本研究以日光温室为例，其中，温室折旧费按占

地 667 m2 日光温室每栋 20 万元建造成本、使用

20 a（年）估算，为 1000 元 ·a-1 ·667 m-2，冬季加温方

面各园区情况不同，这里仅计算保温被费用，没有

将用电加温情况计算在内；土地流转费用北京也相

对较高，每年 1200~2000 元·667 m-2，化肥农药等生

产投入品价格也在不断上涨。以日光温室种植番

茄、黄瓜、青椒的成本收益测算，除去建造成本，设

施蔬菜成本利润率较粮食等其他经济作物还是相

对较高的，设施黄瓜、番茄、青椒成本利润率分别为

16.8%、23.1%、6.7%（表 4）。

2.6 设施蔬菜园区联农带农作用

北京设施蔬菜产业园区除自身参与生产经营

外，还通过订单收购、保底分红、二次返利、股份合

作、吸纳就业、村企对接等多种形式调动农民合作

社、家庭农场、“新农人”等经营主体生产积极性，引

导和带动广大农户参与优势产业发展，探索建立了

10 多家产业化联合体，如延庆区建立的“优质农产

品品牌提升与营销流通体系联合体”，由国有龙头

企业-绿富隆农业股份有限公司牵头，组建了覆盖产

业链上下游的生产服务、科技创新、检验检测、电商

销售、物流配送五大联盟，共同经营延庆区“妫水农

耕”区域优质农产品品牌；怀柔区的北京食安农业

产业化联合体，由 10 家合作社成立，生产加工主体

与合作社建立稳定购销关系，参与入社农户共计

600 余户，年户均收入可达 3 万余元；康顺达农业科

技有限公司牵头成立康顺达产销联盟，带动农户达

5000 余户。

3 设施蔬菜产业园区生产面临的主

要问题

3.1 基础设施有待进一步完善

园区设施陈旧与闲置并存，利用效率待进一步

提升。（1）园区设施陈旧老化、改造成本高。北京现

有的日光温室大多建造于 2005—2013 年期间，约

占日光温室总数的 66%以上，由于当时建设大棚技

术相对不完善，存在设施陈旧、温室温光性能不达

标、外覆盖材料的保温性差的现象，急需更新换

代。本次调研中，28%的园区有日光温室改造需

求。但由于温室设计改进、用材更新、价格上涨等

原因，设施设备的改造成本逐年增加，如 2023 年新

建的日光温室 667 m2 造价约 20 万元，中小型规模

的园区大多难以承担费用。（2）设施宜机化程度还

有待提高。目前，改造后的老旧日光温室通道仍过

于简陋，温室内外地面存在较大的高度差，机具进

出仍存在困难；塑料大棚棚门尺寸虽然能够满足机

陈玛琳，等：北京设施蔬菜产业园区发展现状、问题和对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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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2023 年北京市黄瓜、番茄与青椒平均种植成本及收益情况

Table 4 Average planting costs and benefits of cucumber, tomato, and green pepper in Beijing in 2023

项目

Category

农资成本

Cost of agricultural inputs/（Yuan·667 m-2）

人工成本 Labor cost/（Yuan·667 m-2）

土地成本 Land cost/（Yuan·667 m-2）

农机作业成本

Agricultural machinery operation cost/（Yuan·667 m-2）

经营成本 Operating cost/（Yuan·667 m-2）

销售成本 Cost of sales/（Yuan·667 m-2）

成本合计 Total cost/（Yuan·667 m-2）

菜田补贴 Vegetable field subsidy/（Yuan·667 m-2）

产量 Production/（kg·667 m-2）

单价 Unit price/（Yuan·kg-1）

收益合计 Total income/（Yuan·667 m-2）

净利润 Net profit/（Yuan·667 m-2）

成本利润率 Cost-profit ratio/%

明细

Details

种子、种苗 Seeds and seedling

化肥 Chemical fertilizer

农药 Pesticide

灌溉费（水电）Irrigation fee

合计 Total

雇工费 Employment cost

土地租赁费 Land tentals

翻地、整地 Soil preparation

温室折旧费

Greenhouse depreciation cost

棚膜费

Greenhouse film cost

保温被费

Heat preservation cost

设施维修费

Facility maintenance cost

合计 Total

运输、加工、包装费

Transportation, processing, packing cost

黄瓜

Cucumber

1 500

100

120

140

1 860

31 500

1 200

130

1 000

1 000

600

300

2 900

600

38 190

600

11 000

4.0

44 600

6 410

16.8

番茄

Tomato

2 400

160

200

300

3 060

33 000

1 200

150

1 000

1 000

600

300

2 900

800

41 110

600

10 000

5.0

50 600

9 490

23.1

青椒

Green pepper

2 000

120

150

200

2 470

21 000

1 200

180

1000

1000

600

300

2900

640

28 390

600

6 600

4.5

30 300

1 910

6.7

注：数据来源于课题组调研结果。

Note: Data source from research data from the research group.

具进出，但是由于机具本身长度问题，棚室两端仍

会有 2~3 m 的地头无法作业。（3）设施有效利用不

足。由于生产场地的水、电、路、冷藏车和冷库等附

属设施设备配套不足，造成部分设施建成后不能投

入生产，出现闲置。另外连栋温室本身造价较高，

2023 年新建的连栋玻璃温室 667 m2 造价约 120 万

元，折旧费约 5%，且冬季运行能耗成本较高，但部

分投资者只注重硬件建设投入和设施面积的扩增，

对实际生产成本和技术能力估计不足，造成部分连

栋温室甚至出现不生产少赔、生产反而赔得更多的

现象。还有像季节性强的蔬菜育苗生产，特别是北

京育苗大多数都集中在冬春季育苗，仅有少量的夏

季育苗，也导致育苗场设施、设备闲置。本次调研

中，连栋温室闲置率 28.2%，日光温室闲置率 6.3%，

塑料大棚/冷棚闲置率 25.7%。

3.2 用地保障机制及劳动力结构有待进一步优化

调研显示，农业园区设施管理方式多为雇佣式

或承包式。其中，雇佣式管理占 68.2%，承包式占

31.8%，这需要大量的技术工人和生产工人。但园

区生产普遍面临招工难、从业人员年龄大、对新技

术新产品接受程度低、技术改造升级动力不足的问

题。且与传统农区不一样，北京地区土地具有一定

金融属性，土地问题对园区发展影响较大。（1）田间

工人年龄老化、技术工人人才短缺。园区员工主要

由管理人员、技术人员、田间工人组成。管理人员

主要是 49 岁以下，占比 74%；田间人员主要是 50

岁以上，占比 91%（表 5）。劳动人员年纪偏大，一些

体力活跟不上。农业园区经营管理时间长，农业生

产环节需要更多的青壮年劳动力，园区发布日薪

160 元的招聘，仍难招到工人。园区主要技术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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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40~59 岁，占比 73%，其中培养的“土专家”占比

33%，其次是大学生、雇佣用的专家，分别占比 26%、

23%（表 6），园区技术人员每月平均工资 5000~

6000 元。

（2）产业难以吸引年轻人就业。目前，设施蔬菜在

生产中需要使用新材料、新技术，对植保、栽培、销

售、信息化管理等工作的专业人才需求量大。但由

于设施产业劳动强度大、工作环境差、预期收入低

等，很难招聘到年轻人。如园区购买的新型植保机

械，难以找到合适的机手。青年人不愿担任田间工

作，大多选择外出务工，园区招聘的人才适配度

低，招聘到的人才稳定性差。（3）土地问题制约了

园区发展。一方面有一部分资本流入市场导致土

地非农化经营，炒高地价；另一方面农民担心失去

土地的承包经营权，不愿意签订较长期限的土地

流转合同，土地经营权有时一年一变，地价过高、

租期不稳且用地指标审批过于严格，都影响到园

区的长远发展。

3.3 设施生产技术有待进一步提高

设施生产对温湿度控制技术、病虫害防治相关

技术、农机农艺融合技术等要求相对较高，但农业

园区掌握起来仍比较困难。园区主要生产需求见

表 7。（1）设施温湿度控制技术。设施的温、光、水、

肥、气调节，是设施栽培作物高产优质的关键，但多

数园区存在设施结构不合理、设施环境可控程度

低、保温性能不够理想等问题，而棚室内夜温低，空

气湿度过饱和，又进一步引发灰霉病、白粉病等病

害[6]，在低温弱光调控、智能温室节能降耗、小型环

境调控设备研发等方面有待技术支持。（2）关键病

虫害防治技术。设施蔬菜种植时缺乏优质的抗病

良种，部分园区为了获得高产，在生产中会增加使

用农药、肥料的投入，导致土壤酸化和盐渍化加重，

根腐病等土传病害与蓟马等抗性害虫增多，影响蔬

菜的产量和产品安全。（3）农机农艺融合技术。设

施蔬菜种植的品种繁多，生长周期短，对农艺的要

求复杂且不同，农艺生产新技术缺乏相配套的农机

具。同时，设施建设不能很好地适应现有农机具，

导致现有农机具无法推广应用。目前，北京市设施

农业综合机械化率仅为 36%，设施生产除耕地整地

环节外，育苗、移栽、田间操作、采摘、清洗、筛选等

环节适用的机械装备少，仍以人工作业为主。且农

机与农艺的融合涉及多学科的协同，农艺的多样性

与农机的通用性还存在矛盾，需加强设施专用小型

农机具的引进与省力化栽培技术的研究。（4）无土

栽培技术。无土栽培种植一定程度上能避免土传

病虫害等连作障碍，北京也在大力推广无土栽培。

调研中有 42%的园区开展了无土栽培，但看好无土

栽培发展前景的仅为 30%，主要是认为无土栽培生

产成本高、技术不好掌握、产品品质不理想、缺乏技

术人员指导等。（5）采后预冷保鲜分级包装技术。

果蔬在采收后仍具有生理活性，预冷保鲜技术应用

必不可少，由于用地、资金等限制，园区冷库配备较

少，分级分选的比例虽超过 60%，但由于自动化分

级包装产品线投入较高且需要专业人员维护，目前

陈玛琳，等：北京设施蔬菜产业园区发展现状、问题和对策研究

表 5 园区人员平均年龄分布

Table 5 Average age distribution of labor force %

人员类别

Staff-category

管理人员

Manager

技术人员

Technician

田间人员

Field worker

40 岁以下

<40 Years

34

16

3

40~49 岁

40-49 Years

40

27

6

50~59 岁

50-59 Years

16

46

57

60 岁以上

>60 Years

10

11

34

表 6 园区技术人员来源分布

Table 6 Distribution of technical personnel sources

园区技术人员来源

Technical personnel source

大学生 College student

培养的“土专家”Self-taught expert

雇佣的专家 Hired experts

占比

Proportion/%

26

33

23

表 7 调研园区主要生产技术需求

Table 7 Production demand in the research park

主要生产技术需求

Production demand

引进新优品种及新技术、新设备

Introduce new superior varieties, technologies,

and equipment

开展技术培训

Conduct technical training

搭建技术咨询与交流平台

Building a technical consulting and communication

platform

简化机械设备操作流程

Simplify the operation process of

mechanical equipment

降低机械设备使用门槛

Lowering the threshold for the use of mechanical

equipment

摸索更低成本的生产途径

Explore lower cost production methods

需求占比

Demand

proportion/

%

25.6

20.5

15.9

12.5

10.2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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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园区初选分级、采后包装均通过人工手动进

行，产后贮运环节智能化程度较低。

3.4 园区间协同度有待进一步增强

设施农业是一项高度集约化、高投入的农业产

业，需要相关企业之间开展竞争和合作[7]，打造一个

共同的生态系统，从而提高整个区域的生产效率和

经济实力。（1）园区间合作不紧密。调研显示，仅

34%的园区与其他园区有合作，且主要是对产前种

苗采购、技术培训等品质把控，产中双方进行相关

的技术交流，产后进行采摘、搭配和集中销售等环

节的初级合作，剩余的 56%园区则与其他园区无合

作，尚未形成“集点成链”“聚链成群”的全产业链发

展模式。（2）社会化服务能力不足。北京农业机械

化社会化服务组织虽然较多，但服务内容多局限于

大田作物，专门针对设施的社会化服务组织缺乏。

从产前看，蔬菜集约化育苗服务能力不足。如延庆

区蔬菜种苗年需求量为 7500 万株左右，本地育苗

场供苗能力不足 30%。设施病虫害防治的专业化

服务公司尚处于起步阶段，社会化服务组织能力

不强，服务队伍年轻，专业技术、实践经验及与农

户沟通技巧欠缺。产后从事生鲜存贮、加工鲜切、

包装流通、冷链物流等关联产业的企业不多，社区

团购、订单销售、电子商务等新型销售方式采用率

较低。

3.5 园区产业链条有待进一步延伸

园区仍以传统果蔬种植为主，且缺乏采后商品

化处理，产品有待进一步提质增效。（1）设施蔬菜园

区产业融合水平还偏低。调研中，虽 60%园区发展

了休闲农业，但从业态培育看，仍以发展观光采摘

为主，农事体验、亲子教育、科普研学、认养等新业

态较缺乏，休闲农业处于初级阶段，融合广度和深

度都不够。且缺少精深加工，品牌知名度不高，产

业附加值较低[8]。本次调研中，发展企业品牌的不

到 40%，涉及初、深加工业务的仅占 23%，其中仅 2

家有深加工。（2）产后处理损失率较高。设施蔬菜

园区主要瞄准本地市场，调研园区 50%以上为订

单或自营销售，但由于受蔬菜采后商品化处理建设

投入不足、缺乏预冷及分级包装等因素的影响，有

保鲜库及对采后蔬菜进行规范的分级处理的园区

均不足 40%（图 1），园区普遍遭遇终端拓展难题，

约 70%的园区蔬菜损耗率在 10%~39%，园区交易

成本高、效率较低、损耗大，蔬菜产后保鲜贮运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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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调研园区产后配置占比

Fig. 1 Proportion of post production configuration in the research p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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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推进设施蔬菜产业园区发展的对

策建议

4.1 加强园区基础设施建设

加大资金投入，支持老旧设施改造，以市场为

导向，打造一批全产业链标准化生产基地，发挥示

范引领作用。一是强化全产业链标准化的构建及

应用。设施蔬菜标准化生产是推进机械化、数字化

生产的重要基础，是提高设施生产效率和蔬菜质量

安全水平的重要手段[9]。针对北京设施蔬菜生产特

点，逐步构建主要设施蔬菜品类全生产进程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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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体系，发展一批生产设施先进、科技水平领先的

规模化现代设施蔬菜示范园区，以此形成集聚效益

和示范带动作用；二是拓宽投融资渠道，创新运营

模式。支持引导大型企业承建现代设施农业重点

工程项目，以龙头企业和村集体为重点，推进标准

化试点示范项目建设，创新完善大型企业和村集体

融资建设、新型经营主体租赁经营回款，以及奖补

资金支持、合作社和种植大户经营兜底的投资运营

模式，同时增加设施蔬菜专用险种，提升设施蔬菜

产业抗风险能力；三是按设施类型增加补贴，支持

升级改造。分类型指导温室改造、装备提升。采取

定额补贴、比例补贴、以奖代补、项目资助等多种补

贴方式，按不同设施类型以“项目制”方式加大扶持

力度。连栋温室的经营主体多为企业，其建造和运

营成本较高，可根据项目的重要程度采取以奖代

补、项目补贴等方式进行建造。日光温室建造成本

范围波动大，一次性给予补贴不利于资金的利

用，可采取市级备案、项目完工验收、投产分阶段

按比例分期补贴资金的方式进行建造。塑料大

棚建造成本较为固定，可以采取定额补贴的方式

进行建造。

4.2 加大土地和人才两大要素的政策引导和扶持

力度

土地和人才要素对设施蔬菜产业发展至关重

要。设施蔬菜园区的发展需要优化用地保障机制，

加大科技人才供给力度。一是适当增加设施用地

指标，支持设施原址改扩建。继续扩大设施农业点

状供地试点，根据经营主体生产规模，阶梯式提供

用地指标，为设施农业宜机化改造与二三产业发展

提供用地保障。并在统筹耕地用途管控前提下，对

亟待改造提升的老旧设施，在占地总量不增加、有

效种植面积提升的前提下，允许开展“小棚改大

棚”。二是探索多元化土地经营模式。农业周转期

长，农业做大做强，需要有农业情怀的人长期坚持

和投入[10]。由此，重视且维持现有设施蔬菜园区的

信心和底气尤为重要。探索推进以土地入股方式

将农户承包土地转换为村集体股权，土地由村集体

统一出租、入股等方式与农业企业合作，收益由农

户按相应股权份额分红，用土地股权化解决土地规

模化问题。三是规范农村承包地流转行为。对在

农村产权交易平台上参与竞标的涉农企业资本、农

业经营条件等进行约束，对竞标地块进行限价，约

束明显不合理出价行为，防止“非农化”经营。并提

前筹谋第三轮农村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的相关指

引工作，保障规模化经营主体的土地延包问题。四

是强化科技人才支撑。大力培养设施蔬菜技能专

业型人才，推动北京嫁接专业队伍的建设；实施高

素质农民示范性培训，切实发挥基层“土专家”“菜

把式”对农技推广的支撑作用；鼓励涉农高校与设

施蔬菜园区合作培养人才，将园区作为高校人才培

养实践基地；鼓励科技人才下沉，加大对具有农业

科研技能和管理技能复合型人才的吸引力度，让更

多涉农人才享受奖励资助。

4.3 着力产业发展关键技术研发与推广

发挥北京科技优势，围绕设施蔬菜园区发展，

梳理产前、产中、产后技术瓶颈问题，着力关键技术

研发与推广，为产业发展提供持续动力。一是温室

设计及新型材料研发及推广。加强对棚室结构优

化的理论研究和骨架材料研究，针对连栋温室能耗

高问题，开展适宜北方气候特征的国产化低能耗连

栋温室结构与装备体系研究，加快节能节地的新型

装备、材料与设施应用。大力推广设施钢架结构及

基于新型材料的柔性日光温室和带外保温材料的

大跨度塑料大棚。二是设施专业配套装备引进及

研发。因地制宜引进、研发适宜于日光温室或塑料

大棚生产模式的轨道作业设备和采摘运输设备，补

齐设施种苗移栽、采摘设备短板，提高温室设施设

备的智能化和自动化生产技术水平。三是设施蔬

菜专用新品种研发和推广。加强北方地区设施蔬

菜高产优质品种选育，推广高产高效栽培技术，根

据市场多样化需求，选育水果黄瓜、口感番茄、风味

草莓等新品种；四是产后贮运及保鲜技术研究。研

发适合本市产业特点的分选机、预冷机、包装机等

产后设备，协调主要农产品批发市场及第三方果蔬

配送供应链公司，加大蔬菜冷链保鲜车运输，减少

蔬菜流通损耗。

4.4 构建“三链”协同发展培育路径

加强顶层设计，实现设施蔬菜园区“抱团式”发

展，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优化供应链。一是纵

横向延伸产业链，探索多元化发展路径。纵向上加

强名特新优品种研发，提升品质蔬菜供给水平；实

施“蔬菜全链条服务”计划，形成从集约育苗、生产

托管、采后加工、销售物流等各环节分工明确的全

产业链专业化服务体系；加快发展设施蔬菜加工

业，在优势区建设一批蔬菜贮藏加工示范基地，推

动加工、包装技术落地，提升商品化处理能力，加强

功能性设施蔬菜加工品的开发；横向上积极拓展蔬

菜产业的多功能性，推进“设施蔬菜生产+”文旅、体

陈玛琳，等：北京设施蔬菜产业园区发展现状、问题和对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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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会展、科普、康养等融合发展，培育新业态，提高

设施蔬菜产业附加值，拓展增值增效空间。二是加

强品牌建设，提升价值链。引入标准化、品牌化、差

异化、绿色化等发展理念，提升设施蔬菜园区产品

定位，加快蔬菜分级包装技术研究与应用，构建小

包装蔬菜供应链和发展平台，促进产品增值和提质

增效；加强蔬菜绿色有机产品认证，鼓励开展蔬菜

地理标志产品登记和保护工作，设立品牌建设和推

广专项资金，实现园区“抱团”发展，着力打造北京

设施蔬菜区域公共品牌，借力专业团队，提高品牌

打造的专业性，积极参加农产品推介会和品牌推广

活动，提升知名度，支持更多设施蔬菜品牌加入“京

农优品”名录。三是优化供应链。发挥首都大市场

优势，突出产后带动能力。尤其发挥具有销售能力

的企业对设施蔬菜生产基地的纵向带动作用，倒逼

设施蔬菜园区推进生产品种更新、绿色生产技术应

用、产品加工水平提升等高质量发展。大力发展订

单农业，鼓励蔬菜电商、直播的发展，发展“社区团

购”“农超对接”“菜地认领”等直销新模式，提高蔬

菜零售网络组织化、规模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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