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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设施种植产业现状
及主要问题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国家政策扶持下，我
国设施种植业发展迅速，成为乡村振兴的重要
产业。具体表现为：

一是生产规模稳步扩大，基本满足了周年
供应需求。我国设施面积，居世界首位，占世
界设施总面积的 80%以上，主要种植蔬菜、
占八成以上。目前，设施水果和西甜瓜年产量
近0.5亿吨，有效满足了人民群众“菜篮子”

“果盘子”的周年需求。
二是布局逐步优化，基本实现了区域协调

发展。综合自然环境、资源禀赋、市场供应半
径等条件，形成了5大设施农业优势产区。其
中黄淮海及环渤海地区面积约占60%，以日
光温室和塑料大棚为主；长江中下游地区占
18%，以塑料棚室为主；西北和东北地区分别
占15%和4%，以日光温室为主；华南地区占
2%，以塑料棚室和遮阳防雨棚为主。

三是节能节本，走中国特色设施农业发展
道路。我国设施类型以投资较少、节能节本的
日光温室、塑料棚室为主，分别占比28%和
70%。其中日光温室为我国独创，可在最低温
度-28℃的地区（北纬43.5°）不加温进行果
菜越冬栽培，为世界农业节能减排和绿色发展
提供了“中国样板”。

四是机械装备逐步应用，劳动生产率稳步
提高。近年来，我国设施生产管理自动控制、
新型水肥一体化等现代化设备和技术的研发与
应用，推动设施种植机械化率提升至40%左
右，物联网等信息技术在部分现代化温室中也
有所应用，设施装备科技水平稳步提升。

尽管我国设施种植业取得长足发展，但总
体上大而不强，单产水平不高，产品质量不
优，综合生产能力与产业效益提升空间巨大，
目前还面临设施结构不科学、设施专用品种缺
乏、设施生产机械化轻简化水平低、设施管理
标准化程度低等主要问题。

我国设施面积占世界80%以上
大力发展设施种植业，保障食物有效多元供给

2022 年 3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五次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时指出，要向森林要食
物，向江河湖海要食物，向设施农业要食物。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树立大食物观，发展设施农业，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

□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
张友军供稿

近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践
行大食物观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的
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这是国务
院层面首次就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
出台的政策文件，提出了发展目标，明
确了3方面14项重点任务，将“大食物
观”的“大写意”变成了“工笔画”“施
工图”。其中，设施农业作为大食物观的
重要内容，贯穿了《意见》的各个方面。

设施农业涵盖设施种植、设施畜
牧、设施渔业等。其中，设施种植是指
利用日光温室、塑料棚室、连栋温室等
设施，运用工业化生产理念和工程技术
手段，创造适宜生长的小气候环境，在
一定程度上摆脱自然环境依赖，进行优
质、高效生产的现代化生产模式，具有
环境可控、产量高、周年连续生产等优
势，其发展程度是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标
志之一，为保障我国“菜篮子”“果盘
子”周年均衡供应作出了重要贡献。

发展现代设施种植的重点措施

发展现代设施种植
是践行“大食物观”的
重要内容

当前，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和城乡居
民消费加快升级，食物需求日益多元，
发展现代设施种植已成为“大食物观”
的重要内容。

——是深挖食物供给潜力、助力农
产品稳产保供的必然选择。当前，我国
人均GDP已达到中等收入水平，人们对
蔬菜、水果等的需求显著增加。设施种
植栽培模式多样、作物种类丰富，让日
常食物种类更加多样、营养结构更加优
化，而且日光温室解决了北方冬季果蔬
生产供应难题，塑料大棚实现了提早延
后供应，遮阳避雨棚增加了南方夏秋特
色品种，有效保障蔬菜等重要农产品的
周年稳定供应。

——是高效利用土地资源、缓解耕
地压力的重要途径。从生产效率上看，设
施生产充分利用土地和光温资源，显著
提高单产，如日光温室番茄年平均产量
16吨/亩，是露地生产的5倍。从时间上看，
设施种植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农业生产的
自然条件限制，实现“地不分南北、时不分
季节”，提高土地复种指数。从空间上看，设
施种植可在戈壁、荒漠等地发展，突破了传
统农业对耕地的高度依赖。

——是推动乡村全面振兴、满足人
民美好生活向往的重要内容。设施周年
生产，周年用工，可提供7000余万个就
业岗位，且生产效益高，带动了农民就业
增收。据统计，北方日光温室亩均年纯收
入能达到3.6万元，一户农民种两个2亩
日光温室，就能达到城镇居民人均收入
水平。发展设施种植有利于解决城乡发
展不平衡、乡村发展不充分的问题，更好
满足农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

《意见》明确指出，加快
发展现代设施农业，要积极
发展日光温室、塑料大棚，
集中连片推进老旧设施改造
提升，加快发展集约化育
苗，发展基质、水培等无土
栽培，在大中城市周边布局
建设植物工厂。在具备水资
源条件的地区探索科学利用
戈壁、荒漠等发展可持续的
现代设施农业。《意见》强调
要大力推进科技创新，提升
食物开发质量效益。在设施
种植领域，要加快育种创
新，开展设施蔬菜种源攻
关，培育高产优质抗逆新品
种，支持设施蔬菜种苗生产
基地建设。加快设施蔬菜育
播收运等食物开发关键装备
瓶颈，研发推广设施种植专
用机械。落实上述重点任
务，亟待强化科技创新和多
学科协同攻关，加快设施生
产关键技术与产品、装备的
研发与应用。

一 是 优 化 设 施 种 植 布
局，推动设施提档升级。按
照“效益优先、适度领先”
原则，推进老旧设施改造，
改墙体、改骨架、改跨度
等，增强设施性能，扩大作
业空间。强化环境自动管
控、水肥精准供应等装备的
推广应用，提升设施装备水
平。在大中城市周边，根据
消费需求适度布局植物工
厂，发展无土栽培，以保证
自然灾害和突发重大应急风
险下蔬菜产品的安全稳定供
应。

二是加强种源攻关，培
育设施专用优良品种。解析
适于设施种植相关性状遗传
调控机理，阐释风味营养品

质等性状形成的遗传基础，
解析对设施特殊非生物逆境
和特有重大病虫害的抗性调
控机制，加快生物育种与常
规育种技术相结合，选育优
质、多抗、高产、适于轻简
作业的设施专用新品种。

三 是 加 强 专 用 机 械 研
制，推进设施机械化生产。
研制和优化设施耕整地、育
苗、移栽、植株调整、植保
施药、转运、废弃物处理、
无土栽培基质消毒等系列轻
简化、智能化装备，构建

“设施-农机-农艺”三融合
的宜机高效栽培模式，推动

“机器换人”，降低设施生产
劳动强度，提高作业效率。

四是加强土壤障碍治理
和病虫防控，推动绿色化标
准化生产。研发并应用土壤
障碍修复与健康保持技术与
产品，应用合理轮作、水肥
一体化、嫁接栽培、物理阻
隔、环境管控、生物防治等
关键技术，构建设施生产绿
色化标准化技术体系，减少
化学农药使用量，提升产品
质量和安全性。

五是补齐产业链短板，
提高社会化服务水平。围绕
茄果类、瓜类、叶菜类等主
栽蔬菜，应用优良品种，加
强机械化精量播种、壮苗培
育等关键技术应用，提高育
苗水平，基本实现主产区集
约化供苗。围绕农机耕整
地、土壤处理、农资供应、
病虫害防治、废弃物处理等
环节，加快培育社会化服务
组织，基本实现设施生产机
械化耕整地，其他环节社会
化服务率由目前的20%左右
提高到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