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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市六合区都市型现代蔬菜产业发展初探 
许春香 ，李 鹰 ，戴 明 ，朱训永2 

(1．江苏省南京市六合区农业局 ，211500；2．江苏省南京市六合区马鞍镇农业服务中心，211526) 

摘要：都市型蔬菜产业是都市型农业最重要的 

组成部分。六合区发展都市型蔬菜产业具有许多 

优越条件，随着农业产业化道路的逐步深入，六合 

区蔬菜产业不断发展壮大，已成为南京市最大的 

蔬菜基地。分析了六合区发展都市型蔬菜产业面 

临的机遇和挑战，提出了加强组织领导、加大投资 

力度、加强合作经济组织建设和推进科技创新等 

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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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城市的发展，2O世纪50年代在美国等发 

达国家就出现了都市农业的理念和做法，我国学 

者于 20世纪9O年代后期引入这一概念，比较公认 

的理解是 “地处城市郊区(或者近郊)的农业以及由 

于市区扩展而划人市区的农业”，它包括城市内镶 

嵌插花状的小块农田、庭院和阳台绿化，也包括城 

乡结合部的近郊农业，还包括远郊、甚至环大都市 

经济圈在内的适宜大都市市场需求的农业。都市农 

业是城市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农业和城市 

发展关系的反映。都市型蔬菜产业作为都市型农业 

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其主要功能是保证城市居民的 

蔬菜供应，丰富城市居民的 “菜篮子”，而蔬菜产业 

作为以蔬菜为生产对象的经济活动的集合，是一个 

多层次的经济系统，包括蔬菜的种植、加工和服务 

的系统性经济活动。 

1 六合区都市型蔬菜产业的发展现状 

近年来，随着农业产业化道路的逐步深人，六 

合区蔬菜产业不断发展壮大，已成为南京市最大 

的蔬菜基地和南京的叶菜保供基地。常年蔬菜种 

植面积 1．3万 hm ，年播种面积近3．2万 hm ，总产 

量 9．69亿 kg，总产值高达 12．2亿元，已成为全区 

高效农业的主导产业之一 ]̈。随着高效农业工作的 

进一步推进，全区蔬菜产业发展呈现出规模化、高 

效化、品牌化发展的良好势头，已发展了竹镇现代 

无公害生产意识；二是加强农产品生产环节的质量 

检验检测工作，特别是已获得绿色认证和通过环境 

监测的基地，要拿出专门资金扶持其尽快配备相关 

仪器设备，完善检测手段，从源头上把好质量安全 

关；三是加快建立市场质量检验检测体系，并选择 

较大规模的批发市场和超市，建立无公害绿色产品 

销售专区、专柜。按照蔬菜产品人市品牌化、质量 

等级化、包装规格化的要求，引导农户为 “卖”而 

产，达到效益最大化。 

2．4 抢抓机遇，全面加快农产品物流园区建设步伐 

长治县要依托农产品物流园区，把设施农业、 

养殖农业、加工农业、观光农业发展成为贸易农 

业，提高农业附加值。要加快山西太行山农产品物 

流园区建设步伐，本着 “买全国的菜，卖全国的市 

场；买全国的农产品，配送全国的餐桌”的发展理 

念和 “华北大菜篮、北方大厨房”的功能定位，加 

快各大功能板块建设，制定完善各项优惠政策，吸 

引省内外各类批发、加工、流通等大企业、大集团 

入园发展，面向全国同类市场加强合作 、拓展空 

间，加快建立农业物联网，打造实物交易和网上交 

易的大平台，逐步形成集农产品加工配送、电子交 

易、期货交易、信息服务、检验检疫、贮藏保鲜等 

功能于一体的农产品集散基地，全力打造 “山西最 

大、华北一流、全国知名”的现代农产品物流中心， 

实现传统种养农业向现代贸易农业脱胎换骨的转变， 

真正解决农民的增收问题。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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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农业园区、龙池现代农业科技园区等多个具有 

特色的蔬菜产业园区，形成了万亩叶菜、万亩水芹、 

万亩设施蔬菜、万亩毛豆、万亩 “超大”特色蔬菜 

等多个品牌蔬菜基地，培育了以超大公司、南京润 

康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为代表的蔬菜龙头企业，创建 

了无公害、绿色、有机蔬菜基地 1 200 hm ，出口创 

汇达304万美元。全区蔬菜产业重视品质化发展，以 

品牌建设为抓手，不断提高蔬菜产品品质，目前已 

拥有 “润康”、“大圣”等多个知名的省市蔬菜品牌。 

六合区已成为南京市重要的 “菜篮子”，蔬菜已成为 

该区种植业的主导产业[2】。 

2 六合区发展都市型蔬菜产业的机遇与挑战 

2．1 发展机遇 

2．1．1 经济发展与城市化进程拉动产业发展 

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进程为农业发展提供了有利 

条件 ，城乡居 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对现代农业提出 

了更高要求。“十一五”以来 ，六合区社会面貌大 

为改观，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城市化率已达到50％， 

逐步形成了以第二、三产业促进第一产业发展的 

局面。第二、三产业的发展为 “工业反哺农业、城 

市支持乡村”奠定了物质基础，城市化和工业化进 

程又推进了社会对优质安全农产品的需求，人民生 

活水平的提高对蔬菜产业的发展产生巨大的拉动作 

用，越来越多的民营资本开始投入其中。 

2．1．2 利好的政策为产业发展提供保障 

中央关于 “三农”和 “推进农村改革发展”的 

方针政策，为发展都市农业营造了良好的政策环 

境，提供了难得的发展机遇。南京市农业定位于都 

市型现代农业，“十二五”期间将通过实施 “1115” 

工程，大力发展3_3万hm 标准化菜地。江苏省和南 

京市相关政府部门都提出了明确要求，六合区都市 

型蔬菜产业要实现生产设施化、园区化、产业化，同 

时也提供了资金支持和政策保障。 

2_2 面临挑战 

2．2．1 市场定位低，还处于产业化发展的初级阶段 

目前，六合区生产的蔬菜主要定位于南京市 

场 ，以鲜销为主，较少销往外地如上海等大型城 

市。虽然在南京城区设有几个直销窗口，也有六 

合蔬菜的专销市场，但市场辐射面仍旧不大。从 

蔬菜的销售状况来看 ，大多粗放鲜销 ，以大型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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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袋统装贩运或以稻草捆绑上市 ，蔬菜质量参差 

不齐，没有分级包装 ，没有品牌意识。大多数蔬 

菜贩销户及蔬菜批发市场的运销大户都以自己利益 

为重，缺乏大局意识，相互封锁信息，无法形成竞 

争合力，导致蔬菜销售市场仍处于产业化发展的初 

级阶段【 。 

2．2．2 缺乏规模型蔬菜加工龙头企业，产业发展后 

劲不 足 

六合区从事蔬菜生产的企业不多，规模型的蔬 

菜加工龙头企业更是匮乏，品牌多，名牌少，市场 

竞争力不强。以超大、润康为代表的龙头企业，虽 

然近些年发展很快，但是规模仍然较小，而且不从 

事蔬菜加工，蔬菜销售多为原产品，生产产品单一， 

技术和产品上没有突破，导致蔬菜产业的延伸增值 

能力低，生产效益不高，产业链不长，产业的拉动 

作用较弱，远远不能适应国际蔬菜加工产品的主流 

方向，不具备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能力。 

2．2．3 组织化程度不高，菜农利益得不到保障 

随着蔬菜产业的发展，各类为蔬菜生产、销售 

服务的经营实体和经纪人应运而生，且逐步扩大。 

六合区的马集镇、马鞍镇、东沟镇、龙池街道等都 

分别成立了不同形式的蔬菜产销专业协会，在引 

导菜农使用新品种、新农药、新化肥、新技术等方 

面起过一定的作用，但在蔬菜生产、销售和管理上 

大都是属于松散型的。相关的协会、合作社没有订 

单或销售网络，没有发挥协调组织作用，组织化程 

度较低，菜农的合法利益得不到有效的保障，增产 

不增收的情况时有发生。 

2．2．4 产业基础薄弱 ，抵 P风 险能力差 

蔬菜产业兼有劳动密集型产业和技术密集型产 

业的特点，劳动生产率和生产质量存在极大的不 

稳定性 ，即所谓的弱质性。六合区大部分蔬菜生产 

基地的基础设施仍然落后 ，近几年虽然成立了一 

些专业性合作组织，但规模较小、组织化程度低 ， 

主要还是靠菜农 自行投入进行蔬菜生产，缺乏有 

效的基础设施投入。现代设施蔬菜是六合区现代 

农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设施蔬菜基地大多以钢架 

大棚为主，建设标准不高，基础配套比较薄弱 ，设 

施保险覆盖面小 ，加上在生产环境、生产过程和产 

品质量上缺乏规范化管理和有效的监控技术 ，导 

致本地区的蔬菜产业抵御 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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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都比较差。 

2．2．5 蔬菜专业技术队伍不稳定，机构不健全 

现代蔬菜产业是一个高投入、高产出、专业技 

术性比较强的行业，但由于本地区蔬菜技术人员配 

备及专项经费投入都不足，导致该区蔬菜专业技术 

队伍不稳定，蔬菜行业机构不健全。六合区大多数 

街镇都缺少从事蔬菜生产的专业技术人员，现有从 

事蔬菜技术指导的大多都是兼职，技术水平已不适 

应现代蔬菜生产。农业主管部门也面临着同样的状 

况，各科室对蔬菜产业的职能既交叉又分散，蔬菜 

产业发展在宏观上难以调控，经常出现服务、监管 

跟不上，影响蔬菜产业化发展的步伐。 

3 六合区都市型蔬菜产业发展的对策建议 

六合区都市型蔬菜产业必须本着 “依托城市、 

服务城市、融入城市”的发展理念 ，坚持 “规划 

引领、科技支撑、高效发展、龙头带动”的基本 

原则，走精品型、高效益的路子，实施品牌战略， 

发展优质无公害有机蔬菜产品，把六合区蔬菜产 

业建设成为高效、绿色的都市型现代蔬菜产业。未 

来5年，六合区将重点发展 3．3万 hm 放心叶菜基 

地和 6．7万hm 设施蔬菜基地，稳定蔬菜年播种面 

积33．3万hm ，把放心叶菜基地建成江苏省最大的 

标准化优质叶菜生产基地和南京市淡季优质叶菜保 

供基地，把设施蔬菜基地建设成南京地区最大的设 

施果菜安全高效生产区。 

3．1 加强组织领导，突出规划在蔬菜产业发展中的 

引导作用 

发展都市型蔬菜产业是一项富民强区的系统工 

程，各级领导要高度重视，把发展都市型蔬菜产业 

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来抓，要建立一个统一领导、分 

工负责、各尽其职的工作机制，将发展都市型蔬菜 

产业列入政府规划，突出规划引导。通过综合协调 

和宏观指导，明确目标和措施，加大对蔬菜产业的 

支持力度，促进六合区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和社会 

主义新农村建设。 

3．2 加大投资力度。实施名牌战略 

要创新投融资渠道 ，做大做强蔬菜产业。积极 

争取各项资金投人，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提高抗御 

自然灾害能力。实施名牌战略，改变粗放、单一的 

蔬菜销售现状，提高蔬菜产品的知名度和市场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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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力。通过引进有实力的蔬菜深加工企业和组建 

联合加工合作组织，促进蔬菜的加工和销售，延伸 

六合区都市型蔬菜产业链 ，增加蔬菜产品的附加 

值【钔。 

3．3 加强合作经济组织建设，发挥龙头企业作用 

加强合作经济组织建设，提高产、供、销组织 

化程度和为农服务能力，保护菜农的根本利益。积 

极引进龙头企业，支持其创新发展，力争在技术和 

产品上寻求突破，具备积极应对市场变化的能力。 

充分发挥龙头带动辐射作用，促进六合区的蔬菜产 

业逐步形成区域化布局、规模化生产、集约化经营、 

企业化运作、市场化营销，以营销促发展，逐步实 

现高效益 ]。 

3．4 加大培训l力度，提高蔬菜生产管理水平 

目前，六和区蔬菜种植者多为散户，从业者素 

质普遍较低。因此，要加大培训力度，坚持 “实际、 

实用、实效”的原则，提高菜农从业素质，转变传 

统经营观念，引导他们自觉加入农民专业合作经 

济组织、产业协会，提高全区蔬菜生产管理整体水 

平。 

3．5 推进科技创新，提高蔬菜产业的科技含量 

加强同相关科研机构的联系与合作，建设高水 

平的蔬菜产业科研基地，推进科技创新。加大科 

研、科技队伍经费上的投入，稳定科技队伍。充分 

发挥各级蔬菜技术人员的能动性，通过科技创新 

引导菜农应用新技术、新品种，提高蔬菜产业的科 

技含量，破解蔬菜生产难题，降低蔬菜生产成本， 

增加蔬菜种植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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