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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农业强国发展经验及其对四川的启示

乡村振兴，产业兴旺是基础。必须坚持以农业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为主线，加快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

提高农业创新力、竞争力和全要素生产率，加快实现我省由农业

大省向农业强省转变。设施农业作为现代农业物质装备建设内容，

已成为推动农村经济发展，助农脱贫、促农增收的重要抓手。为

提升现代农业物质装备水平，助力四川实现由农业大省向农业强

省跨越，笔者通过研究荷兰、以色列等设施农业强国发展经验，

找出四川省设施农业发展中存在的瓶颈，有针对性地提出四川省

设施农业发展的对策建议。

一、设施农业强国发展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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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和以色列的设施农业均为世界一流，分析荷兰和以色列

设施农业发展，有以下几点借鉴：

（一）因势利导的农业补贴政策以及符合国情的产业政策

政府通过适宜的补贴政策引导设施农业发展。在设施农业快

速发展阶段，对温室或大棚设施建设进行补贴，补贴资金通常达

40％-50％，同时提供政策性低息贷款；在设施农业升级换代的阶

段，政府通过对特定技术方向进行差别化补贴，如对节能型温室

以及有机种植等方向补贴，引导设施农业向绿色集约型经营转变。

制定符合国情的产业政策，专注优势领域。荷兰根据本国自

然气候条件，避开需要大量光照和价格低的禾谷类作物，大力开

发适宜温室生产的花卉、果蔬等高产值的作物。以色列在大力开

发节水灌溉技术的同时，积极调整种植业的结构，大力培育和推

广耗水量低而附加值高的经济作物，如花卉、棉花，限制和减少

耗水量高而效益低的大田作物。

（二）重视设施专用品种培育及关键技术创新及应用

设施农业专用品种的培育。荷兰温室专用品种选育世界领先，

荷兰种苗公司在收集全球优质种质资源基础上，通过分子育种技

术，保持每年有多种温室专用品种面向市场，如番茄、郁金香等

作物品种。以色列科研人员通过杂交和基因改造等生物育种技术

改良果蔬花卉品种，使其适应当地气候、土壤和水等自然环境。

温室机械化设备、智能化系统的研发与应用。荷兰投入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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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费用于温室节能技术、控制设备等创新研究，包括温室作物生

产过程中的机械化设备和智能控制系统，覆盖从设施建造到栽培

管理中各个方面。以色列在设施农业科研领域每年也有大量人力

物力投入，每年农业科研经费支出占到农业产值的 3％左右。在农

业灌溉领域开发了一系列适应不同环境的灌溉解决方案，多种感

应器配套等，为气候条件恶劣地区发展设施农业提供了有力支持。

（三）合理高效的产业链组织形式促进设施农业可持续发展

发达国家设施农业的发展历程中，农业合作组织发挥了重要

作用。荷兰现代农业的主体是家庭农场，其组织化经营主要表现

为“合作社一体化产业链组织模式”。家庭农场主自发组建大规模

合作社。合作社通过组建加工、销售的公司，向产业链下游发展，

以工业和商业利润反哺农业。家庭农场是该组织模式的基础，是

农业生产的基本单位。合作社是该组织模式的核心和主导，其存

在价值是全力保障社员家庭农场的经济利益。公司的作用是收购、

加工和销售家庭农场所生产的农产品，以提高农产品附加值。以

色列的农业经营组织主要采取集体农场和农业合作社两种形式。

集体农场是高度集体化的农业经营单位，其所有生产、劳动力、

收支等事宜均由集体统一组织和管理。农业合作社是合作化组织，

与一般合作社相比其主要特点是承担社区管理的职能，村社合一，

每村只认可一个合作社。

二、四川省设施农业发展存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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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四川省高度重视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大力推动农业绿色发展，设施农业得到了快速发展。截至 2016

年末，全省温室占地面积 5.95 千公顷，比 2006 年增长 12.0 倍，

大棚占地面积 28.17 千公顷，增长 2.1 倍。然而我省设施农业发

展瓶颈问题仍然较为突出：

（一）设施农业发展缺乏科学规划与建造标准

设施农业发展缺乏科学引导，设施类型、栽培作物品种及其

配套技术缺乏区域特色，比较优势不明显。一些地区设施农业发

展规模和速度与当地资金、技术、人才等要素条件不适宜，随意

发展、盲目超前。农业设施的设计、建造及维护管理缺乏地区标

准和规范，未能按照当地地理位置和环境进行设施结构科学设计。

建成的设施也缺乏维护，部分地区温室大棚使用寿命仅 2-3 年。

（二）科技创新对设施农业发展的支撑作用不足

一方面表现在缺乏适宜我省自然条件的设施专用品种。另一

方面，受设施农业技术创新不足的制约，我省设施机械化水平低，

环境调控能力差。此外，全省设施农业生产个体农户占绝大多数，

缺乏专业生产管理技术培训，大部分农户习惯于旧有生产方式，

对新技术和新装备的接受能力普遍较差。

（三）设施农业组织化程度低，产业化程度不高

我省设施农业生产、加工、销售一体化水平较低，产前、产

中、产后衔接不够紧密，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少，大部分仍停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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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般购销关系或松散的联合层面，尚未形成风险共担、利益共

享的紧密经济共同体。设施农业组织化程度低，以农户自产自销、

地头批发为主，难与市场建立固定的供货渠道，影响设施农业的

收益，很大程度上制约了设施农业产业发展。

三、四川省设施农业发展的对策建议

根据国外设施农业强国发展经验，针对四川省设施农业发展

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以下对策建议，供党委政府决策参考。

（一）科学制定设施农业规划，以标准化助推设施农业发展

一方面立足设施农业生态区划研究，科学规划我省设施农业

发展生态适宜区、较适宜区以及不适宜区，各地应根据自身经济

发展水平，因地制宜发展设施农业。以提高区域比较优势为目标，

研究各地设施种养殖类别、设施生产制度、设施生产技术等，培

植区域主导品种。另一方面加快制定完善我省设施工程技术标准，

以农业设施单体规模、骨架结构、覆盖材料等研究为基础，制定

适合地区环境特点的设施设计、建设及管理维护标准。加快设施

农产品生产过程、生产投入品和产品质量检测等方面相关标准的

制定，全面提高设施农产品质量。

（二）加大设施农业科研投入，加强基层专业技术人才培养

加强适应我省种养殖业的果蔬、食用菌、养殖等新品种的引

进、改良、示范，着力选育适宜我省自然条件的设施专用品种。

加强设施农业从业者技术培训，以培养当地设施农业“土专家”“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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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才”为目标，培养一批懂技术、会管理、善经营的基层专业技

术人员。建设一批设施农业示范样板，以园区、基地示范为先导，

以具体实例为依据，通过现场演示、技术培训等，宣传设施农业

生产成功典型和先进经验，做给农民看，领着农民干。

（三）加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提高设施农业产业化水

平

积极培育产业化企业及农民专业合作社，以“企业+基地+专

合社+农户”、“专合社+基地+农户”等方式，着力提高设施农产品

生产、加工、销售一体化水平，形成产销一体化生产经营体系。

以农产品产地初加工为抓手，加强对设施农业就业人员在农产品

清洗、挑选、切割、分级、包装等加工处理技术培训，鼓励和引

导农户参与到农产品加工和流通环节中。

（四川省农业科学院乡村振兴研究中心 四川省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与农村经济

研究所 高文波助理研究员 赵颖文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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