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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卉产业如何实现高质量发展花卉产业如何实现高质量发展？？

在花卉业全球迅速崛起的大背景下，花卉产业作为我国的新兴产业，发展潜力巨大。当前，国内花卉产业发展的现

状如何，有哪些特点和亮点？

范保星：“花卉经济”不仅是打造美
丽中国的一个抓手，也是花卉产业高质
量发展的新方向。

一提到“花卉经济”，老百姓往往想
到的就是看花赏花，好像仅限于此。实
际上，花卉可以食用、药用，还可以用来
制作保健品、化工产品等。例如，有一
些花可以提取花青素、花色素，有些花
可以从中提取精油，像法国的香水大部
分都是从花里提取的。所以，花卉产业
的发展需要开发出工业化的花卉经济

体系，而不是只停留在观赏的层面上。
第一，要把花卉作为一种工业原料去

开发，种植方式和种植规模也要按照工厂
化、工业化生产的量级和标准去种植。

第二，加强花卉消费文化的培育。
目前，我国居民花卉消费文化意识不
强，其实花卉消费不仅仅局限在花的业
务上，更包括由花延伸出来的各种产
品，包括花的种子、花的种球，花的各种
深加工产品、保健品等。只有当老百姓
普遍树立起花卉消费意识的时候，才是

我国建成花卉产业强国之时。
第三，加快花卉购物场所的培育。

在我国，买鲜花一般只能去花卉市场，
但在国外，几乎每一个超市都可以买到
鲜花、种球、种子，几乎每一个加油站都
可以买到盆花、切花、种子，我国也要朝
着这个方向发展。

第四，加强新品种的培育和政策扶
持。新品种不仅指全新的品种、物种，也
可以是在原来品种的基础上，提高花卉
的观赏性和功能性状，比如颜色更艳

丽、花朵更大、花期更长以及花中香水
成分提取的含量更高等。花卉的培育需
要多年的坚持，国家也要在政策方面给
予扶持。在菏泽，我见过两位默默培育
牡丹新品种的花农，其中一位培育出了
90个品种，另一位培育出了30个品种，
但他们现在都已经 80 多岁了，如果没
有政府方面的扶持，很难坚持和传承下
去。因此，政府在新品种培育方面要制
定长期稳定的扶持政策，只有这样，企
业才能安心做好新品种的培育工作。

王 雁：近年来，我国花卉种植面
积、开发品种、生产数量、出口国家逐年
增多，已成为世界花卉大国。全国花卉
产业的统计数据显示，2016年，我国花
卉种植面积达133万公顷，花卉销售额
1389.70 亿元，出口额达 6.17 亿美元。
可以说，我国花卉产业的产值是相当可
观的。

经过多年发展，我国的花卉产业已

形成了自己鲜明的特色。一是观赏苗
木占据了半壁江山，种植面积达57%左
右。观赏苗木主要作为城市的绿化应
用，对于改善人居环境发挥了重要作
用。二是药用与食用花卉，在种植面积
上达到了 20%左右。这反映出我国花
卉产业正向着与人们身心健康密切相
关的方向发展，药用和食用花卉离老百
姓的生活越来越近。三是盆栽花卉在

种植面积上大约占8%左右。四是鲜切
花仅占种植面积的4.5%左右,在国外，
大规模的花卉消费主要是鲜切花，但我
国鲜切花比例仍然较小。

我国花卉产业最大的亮点是科技含
量越来越高。现在国内已经开始用分子
辅助基因的手段，去挖掘花卉重要的观
赏性状，研究花香是由什么基因控制
的，是哪种代谢途径来合成调控芳香的

释放。一些外国观赏专家对我国花卉产
业的科技进步表示震惊，因为目前国外
的花卉育种多数还停留在常规杂交的层
面上，而我国已经开始进入用分子技术
辅助育种阶段，这是一项重大的科技
创新。

此外，在栽培技术上、标准化的栽
培和推广应用方面，我国花卉业也取得
了长足的进步。

努力迈向“花卉强国”

产业发展“花开正艳”

加快补齐发展“短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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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贵宾：建设“美丽中国”，花卉扮
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但目前我国花
卉业的发展仍面临很多问题。比如，花
卉业品种很多，但是高大上的品种太
少，走向国际市场的品种不多，量也
不大。

世界上不少国家和地区都有法定
的国花，像荷兰，通过一枝郁金香就带
动了整个花卉产业的发展，成为世界闻
名的“花都”。而中国作为世界上种植
规模最大、品种资源最多的花卉国家，
仍然没有通过法定程序来确定国花。
从这个角度来讲，我国花卉产业还有巨
大的发展潜力。

中国的花卉产业要实现高质量发
展，第一，要增加科研力度和手段，培养
出高大上的花卉品种、适应性广泛的花
卉产品；第二，要组建从政府到社会到
企业的一系列管理架构，使花卉产业能
够科学有序发展；第三，要为传统的种
植模式注入现代科技力量和手段。

王 雁：我国的花卉生产在上个世
纪 80 年代以后才逐渐跟国际接轨，作
为一个大规模的产业进行发展，更加强
调了资源、品种培育、栽培技术、物流以
及后续的加工利用。经过近40年的快
速发展，我们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但是
依然存在很多问题。

一是很多花卉资源依然在野外，没
有纳入到现代花卉的育种体系中。例
如，我国有很多芳香植物，各种香型都
有，从清香、淡香、浓香、檀香、暖香、甜
香等，但是很多芳香植物并没有进入花
卉的育种。

二是随着现代生物学的进步，通
过基因改造能够加速培育出花卉新品
种，这是充分利用我国花卉资源的重
要方面，但现在这项工作做得还远远
不够。

三是我国花卉产业总体基础仍然
薄弱，生产企业规模化、集约化、自动化
依旧处在起步阶段，花卉产业也面临转

型升级。销售依赖传统路径，在营销手
段和生产管理上仍有很大局限性，从业
人员“高龄低质”的状况有待改变；“花
卉+”理念打造出的花卉旅游、花卉深加
工等有待进一步发展。

四是行业标准亟待提高。我国一
直倡导标准化栽培，也制定了很多标
准，但目前这些标准还有待于提高。高
标准的执行，将有助于全面提高我国整
个花卉产业的品质。

此外，我国是世界植物最重要的分
布中心、种子资源中心，但在功能性植
物开发方面，做得并不够，而这也是未
来的发展方向。

当前，我国花卉产业发展还面临哪些问题？

我国拥有极其丰富的花卉资源，是名副其实的花卉大国，如何才能从花卉资源大国迈向花卉产业的强国？

“
范保星：提到花卉强国，人们往往会想到荷兰，想到郁金

香。小小的郁金香，带领荷兰花卉走向了全世界的花园。花卉
产业是荷兰农业的龙头，其花卉出口量居世界第一。我国也应
该学习荷兰的经验，选择主花出来，由主花带动各类花卉一起
走出国门、走向世界。我认为，牡丹应毫无争议地成为主花。

牡丹种植起源于中国，牡丹已经逐渐成为中国的文化符
号。近年来，很多在中国举办的国际会议如 APEC 峰会、G20
峰会等，都选择将牡丹作为主花来进行展示。这向世界释放出
一个信号：中国的花卉“名片”是牡丹。现在，我国牡丹产业的
直接产值达 100 多亿元，延伸带动的产值有 1000 多亿元，但
是牡丹产业还缺乏众人皆知的品牌。因此，要加快树立牡丹龙
头品牌和龙头企业，打造出响当当的牡丹品牌，从而带动牡丹
产业的快速发展。

当前，我国在大力倡导“一带一路”建设，也可以花为媒，
通过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建设中国牡丹园、举办中国牡丹
文化节等方式，以民间的方式来配合国家战略。

张贵宾：“一带一路”倡议，为花卉业特别是牡丹产业提供
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遇。牡丹作为中外沟通的文化桥梁，也应
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发挥出应有的作用。牡丹产业走出去，应
该唱好“三部曲”：一是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积极推
广牡丹种植、繁育及观摩；二是要把牡丹深加工产品推广到

“一带一路”建设的大市场当中；三是应采取不同形式，向全世
界广泛宣传、展示牡丹文化，讲好中国牡丹故事。

王 雁：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牡丹象征着繁荣兴旺、富
贵吉祥，其文化内涵是非常深厚的。现在，世界正处于大发展
大融合阶段，只有开放包容，才能实现共同繁荣，而牡丹的文
化内涵正与之相契合，这是其他中国花卉所不可替代的。因
此，牡丹的输出，不仅是植物的输出，更是牡丹文化的输出，在
牡丹文化输出的同时，带动中国传统文化在全世界绽放。

汉牡丹是河北柏乡的一张“名片”，

柏乡是如何以牡丹产业带动当地经济

发展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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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牡丹为媒带动花
卉业“走出去”

当前，我国正在大力倡导“一带一
路”建设，这将为花卉产业带来怎样
的发展机遇？花卉产业应如何借助

“一带一路”走出去？

特色小镇撬动乡村振兴

李行军：柏乡县是河北省南部的一个小县，以汉牡丹闻
名，当地一直流传“牡丹救主”的故事。传说，东汉的开国皇帝
刘秀躲到一处牡丹丛下，躲避了敌人的追杀。2009年，柏乡汉
牡丹传说被列入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2012 年，柏乡被中
国民协授予“中国牡丹文化之乡”，并创办了中国汉牡丹文化
节，开启了牡丹产业的大发展。

从2016年开始，柏乡抓住国家建设特色小镇机遇，依托汉
牡丹品牌，在现有汉牡丹园周边，规划建设 14 平方公里、核心
区3平方公里的牡丹小镇，通过牡丹小镇来推动牡丹产业发展
和乡村振兴，柏乡县牡丹小镇也被住建部列为第二批国家级
特色小镇。

为推动牡丹产业发展，柏乡主要采取了三方面措施：一产
种植现代化，目前，柏乡已经发展了2万亩油用牡丹种植，今后
要争取达到4万至5万亩，形成比较好的产业链条。二产加工
产业化，主要是发展牡丹籽油。从数据看，牡丹籽油的α-亚麻
酸和多不饱和脂肪酸的含量比橄榄油还要高几十倍。虽然目
前牡丹籽油价格较高，但是随着产业的拉长，市场容量做大，
它的成本会降低，具有很好的发展前景。三产旅游常态化，每
年牡丹花开时间很短，花开的时候人山人海、摩肩接踵，但是
花谢了就没有游客了。因此，应大力发展错季牡丹，依托牡丹
产业龙头，推广其他花卉的种植，让一年四季都有鲜花盛开，
从而吸引更多游客。

现在，牡丹已经成为柏乡的一张“名片”，我们必须把这张
牌打好，把牡丹的品牌守护好、建设好。通过规范科学牡丹小
镇建设，吸引更多的市场主体参与建设，将牡丹小镇真正打造
成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国家级特色小镇，进一步推动乡村振兴。

4月22日，游客在河北柏乡县汉牡丹园赏花游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