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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农业是中国农业现代化演变中最直接的表

现形式，而设施蔬菜在设施农业发展中扮演及其重

要的角色，是保障“菜篮子”供给的有效途径之一，对

蔬菜周年供应和农民增收具有历史贡献。近年来，

中国设施蔬菜规模稳定的递增，2018 年设施总面积

为 189.42 万 hm2，约为 2011 年的 2 倍，但仍以造价

较低、抗风险能力较弱的塑料大棚为主，日光温室和

连栋温室面积占比较低，仅为 30%和 3%。这引发了

学界的广泛关注，然而，不同学者研究视角并不相

同，李天来[1]、于丽艳和穆月英[2]、黄亚杰[3]分别从发展

现状及趋势、茬口模式、生产效率等视角出发，评价

中国设施蔬菜产业发展，提出兼顾经济效益和质量

安全的政策建议。因此，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梳理

中国设施蔬菜历史演变、评价现阶段设施蔬菜规模

分布和区域布局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 中国设施蔬菜产业发展脉络

不同学者从生产力、生产关系、经营和经济运行

方式、农民收入等不同视角对中国农业现代化演变阶

段进行梳理，提出了不同的阶段划分标准，可归纳为

中国设施蔬菜历史演变、规模分布与区域布局

王牧野，李建平，李俊杰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农业区划研究所 北京 100081）

摘 要：设施蔬菜产业对蔬菜周年供应和农民增收具有历史贡献，是保障“菜篮子”供给的有效途径之一。研究着力

于梳理中国设施蔬菜历史演变、评价现阶段设施蔬菜规模分布和区域布局。研究表明：沿着历史脉络，可以将中国

设施蔬菜划分为“奢侈品属性阶段”“周年保供阶段”“量向质转变阶段”“科学化可持续发展阶段”和“多元目标系统

发展阶段”5 个阶段；现阶段，中国设施农业规模稳定递增，连栋温室增幅显著，环淮海及环渤海暖温区、西北温带干

旱区设施农业布局密集。可为中国设施蔬菜产业发展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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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中国设施农业发展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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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阶段”论[4-7]、“四阶段”论[8-9]和“多阶段”论[10]。虽然

农业现代化阶段划分有所差异，设施蔬菜是现代化农

业典型代表，其演进历程大体划分为“奢侈品属性阶

段”、“周年保供阶段”、“量向质转变阶段”、“科学化可

持续发展阶段”和“多元目标系统发展阶段”（图 1）。

1.1 追溯设施蔬菜栽培源流，“设施官菜”具备“奢

侈品”特征（1949年以前）

据记载，早在汉代，官家就采用加温的方式种

植“冬葱和韭”，《汉书》中详细描述了保护地蔬菜栽

培技术，即“太官园种冬生葱韭菜茹，覆以屋庑，昼

夜（燃）蕴火，待温气乃生”；宋朝的《齐东野语》中也

有记载，“凡花之早放者名曰堂花，其法以纸饰密

室，凿地作坎，绠竹置花其上”采用“纸窗温室”种植

花卉一定程度上是设施大棚的雏形；元代以后，“温

室囤韭和风障阳畦植韭”的技术也小范围推广开

来，“韭黄”也被视为稀有之物；明清时期，“火室、火

坑、风障畦种菜”普及开来；民国时期，国外先进的

保护地栽培技术逐步流入中国。该阶段“反季蔬

菜”具备一定程度的“奢侈品”特征，仅有少量群体

能够消费起，有些甚至只供应地位尊贵的人群，“设

施官菜”市场相对较小，保护地栽培技术扩散极为

有限。同时，“反季蔬菜”需求量不足，栽培技术并

不成熟，并没有被推广和重视[11]。

1.2 新中国保护地发展开端，以“周年保供”为目标

（1949—1977年）

新中国成立初期，政策环境趋稳，人口增长迅

速，中国农业面临快速恢复农业生产和解决全民温

饱问题的严峻考验。该阶段以“以粮为纲，全面发

展”是中国农业生产主要方针，以“增产量、保供给”

为目标，遵循“技术为主范式”[12]。该阶段反季蔬菜

的市场需求逐步扩大，尤其是北方地区，冬季蔬菜

供给短缺问题逐渐凸显。蔬菜周年供应问题列入

《1956—1967 年 12 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北

京市郊区阳畦蔬菜栽培》《北京市郊区温室蔬菜栽

培》等专著相继出版，设施栽培技术逐步提升，1958

年塑料薄膜覆盖应用、1963 年塑料膜国产化、1965

年第一栋塑料大棚在吉林长春建成、1976 年国产地

膜进行推广、设施结构迅速改革升级。在新中国保

护地发展的开端，设施蔬菜从“奢侈品”的属性中解

脱出来，以增产、保障周年供应和区域供给为目标。

1.3 改革开放以来，保障“菜篮子”周年供给，由量

向质转变（1978—1990年）

十一届三中全会全面召开，家庭经济地位确

立，压抑的产能得到了释放 [13-14]。该阶段强调要从

我国农业发展面临的主要矛盾和呈现的基本特征

出发，“走出一条适合我国情况的农业现代化道

路”。而随着人们消费水平的提高，饮食结构有所

转变，中国现代设施农业由粗放管理、传统养殖的

“劳动密集型”产业向高投入、高产出的“资金密集+

技术密集+知识密集+集约化发展”的产业转变 [15]。

科技进步突破了传统农业的局限，开放的国际环境

也为设施农业的发展提供了便利条件。20 世纪 80

年代末期，日光温室、连栋温室相继出现，中国试图

借鉴国外先进的温室设备和技术，但是照搬“荷兰

模式”显然并没有成功，荷兰高标准连栋温室集中

在 0~25 ℃区域，属于高能耗产业，而该阶段中国设

施蔬菜的重点在于保障北方冬季蔬菜供给，将“三

北地区”冬季从大白菜、萝卜、马铃薯等耐贮蔬菜解

放出来 [16]，实现新鲜蔬菜的周年供应。1985 年“菜

篮子”工程的提出，一定程度上巩固了设施蔬菜的

地位，逐步由量向质转变。

1.4 以“科学化+可持续”为核心，进入快速发展阶

段（1991—2010年）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中国设施蔬菜迅速发展，

在短短的 20 年已经迅速成熟。节能型设施大面积

普及，以瓦房店琴弦式、鞍山Ⅱ型、辽沈型Ⅰ型为代

表，实现了面积和结构性能上的飞跃[17]。随着市场

经济体制逐步建立，农产品供求格局开始发生逆

转，由长期短缺转变为总量平衡、丰年有余。但是，

该阶段“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仍然是社会主

要矛盾，农业现代化在保障“农业增产”外，向“农民

增收”和“环境友好”层面扩展，并且随着环境和资

源的约束收紧，更加关注“可持续性”[12，18]。李天来[17]

认为，日光温室与高能耗的连栋温室相比，667 m2 可

节约煤炭约 50 t，减少了由于加温导致的碳排放问

题，减少了环境污染。因此，该阶段，中国设施栽培

逐步向“节能、高效、优质、生态”方向发展。

1.5 以多元目标为抓手，走“低耗、高产、高效”系统

化发展道路（2011年至今）

随着社会主要矛盾从“物质文化需要”向“美好

生活需要”转变，中共中央主动适应经济新常态，鲜

明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习近平同志强调以建设

“产业、生产、经营”农业“三大体系”为抓手，积极推

进现代农业建设。其中，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的主要

特征是市场化、融合化、高级化；现代农业生产体系

的主要特征是科技化、机械化、绿色化；现代农业经

营体系的主要特征是集约化、社会化、组织化[19]。该

阶段，无论是“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的粮食安全战

王牧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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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还是“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

念，都推动了现代化农业的系统化发展，中国设施

农业也步入新的发展轨迹。一直以来，设施栽培虽

然体例大，辐射范围广，但是农户“单打独斗”的现

象仍然显著，生产效率和利润空间仍然较小[20]，上下

游产业链缺乏紧密联系，技术和管理水平仍有差

距。如何解决小农问题？如何实现设施蔬菜的现

代化发展？如何衔接物联网等新业态？如何提升

多方面效率？都是值得思考的问题，现阶段，设施

蔬菜目标多元，务必走“低耗、高产、高效”系统化发

展道路。

2 中国设施蔬菜规模分布

对中国设施农业区域的划分，大部分学者采用

地理位置划分为东、中、西部地区[21]，或者相对细致

的划为华北、东北、华东、中南、西南、西北地区[22]，本

研究区别于地域划分方法，根据李天来院士的划分

标准，认为纬度与降水是影响中国设施农业发展的

核心因素 [1]，因此，将中国设施农业划分为 5 大区

域：（1）东北温带地区，包含黑龙江、吉林和内蒙古；

（2）黄淮海及环渤海暖温区、包含辽宁、北京、天津、

河北、山西、河南和山东；（3）西北温带干旱及高原

寒区，包含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和西藏；（4）

长江流域亚热带多雨区，包括江苏、上海、浙江、安

徽、湖北、湖南、江西、重庆、四川、云南和贵州；（5）

华南热带地区，包括福建、广东、广西和海南。

中国设施农业规模稳定递增，连栋温室增幅显

著。从设施农业规模增长来看（表 1），中国设施农

业规模以 6.34%保持稳定的递增，2016 年设施面积

为 208.29 万 hm2，是 2011 年的 2 倍以上。塑料大

棚、日光温室、连栋温室年均增长率分别为 6.70%、

5.03%和 14.99%，塑料大棚与连栋温室规模的年均

增长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可见，二者对中国设施农

业增长贡献较大。从不同区域来看，长江流域亚热

带多雨区、西北温带干旱及高原寒区设施农业规模

增长较快，显著领先于东北温带地区和黄淮海及环

渤海暖温区，而华南热带地区设施规模呈负增长。

塑料大棚、日光温室在西北温带干旱及高原寒区、

长江流域亚热带多雨区增长态势明显；连栋温室在

长江流域亚热带多雨区、华南热带地区增长显著。

从增长贡献来看，东北温带地区设施规模年均增长

率为 8.05%，日光温室贡献最大；黄淮海及环渤海暖

温区设施规模年均增长率为 0.76%，主要依赖于日

光温室和连栋温室，塑料大棚规模年均增长率

为-0.46 %，呈负增长态势；西北温带干旱及高原寒

区设施规模年均增长率为 12.82 %，塑料大棚增长

率为 13.71 %，而连栋温室以-5.87 %的比例缩减；长

江流域亚热带多雨区设施规模年均增长率为

14.98 %，三者规模增长并驾齐驱，连栋温室年均增

长率超过 25 %；华南热带地区设施规模年均增长率

为-2.54 %，塑料大棚与日光温室规模递减，但连栋

温室规模以 27.31 %的增长率强势增长。

表 1 分区域、分设施类型 2011—2018 年

均设施种植规模增长率统计 %

区域

东北温带地区

黄淮海及环渤海暖温区

西北温带干旱及高原寒区

长江流域亚热带多雨区

华南热带地区

全国

塑料大棚

5.93

-0.46

13.71

14.44

-3.70

6.70

日光温室

10.18

2.22

12.23

17.08

-10.18

5.03

连栋温室

14.36

2.35

-5.87

28.46

27.31

14.99

全部设施

8.05

0.76

12.82

14.98

-2.54

6.34

[注] 数据来源：中国设施农业信息网。下同。

3 中国设施蔬菜区域布局

环淮海及环渤海暖温区、西北温带干旱区设施

农业布局密集。从不同类型设施农业规模来看（图

2），中国设施农业仍以造价较低、抗风险能力较弱

的塑料大棚为主，面积为 126.24 万 hm2，占设施总

面积的 67%；而日光温室为 57.75 万 hm2，占总设施

面积的 30%；连栋温室仅为 5.43 万 hm2，仅占 3%。

一方面，这与中国农户难以转变的种植理念、前期

相对较高的设施投入、设施投资回报年限以及熟练

普及的设施栽培技术息息相关；另一方面，特殊的

土地使用性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日光温室、连栋温

室等高标准设施农业的增长，塑料大棚的土地使用

性质的限制相对较少。

图 2 2018 年不同设施类型种植规模比较

连栋温室，5.43 万 hm2，3%
日光温室，

57.75 万 hm2，30%

塑料大棚，

126.24 万 hm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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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区域布局来看（表 2），中国设施总面积分布

区域性相对明显。设施农业布局密集集中于环淮

海及环渤海暖温区、西北温带干旱区，其中，江苏、

山东、辽宁、河北等省均设施面积超过 10 万 hm2，陕

西、甘肃、湖北、内蒙古、河南、四川、浙江、安徽、山

西等省份均设施面积在 5 万~10 万 hm2 之间；东北

温带、高原寒区、长江流域亚热带南部，及华南热带

区域设施分布相对较少，其中，湖南、青海、上海、江

西、海南、西藏、贵州、广西等省份均设施栽培面积

不足 1 万 hm2。塑料大棚设施面积布局与设施总布

局基本一致，呈“南北稀疏，中部密集，东高西低”的

分布特征；日光温室布局密集集中于黄河以南，沿

海地区相对密集；连栋温室设施规模相对小，除江

苏外，其他省均规模均少于 1 万 hm2。

表 2 2018 年不同设施类型种植区域比较

万 hm2

省份

江苏

山东

辽宁

河北

陕西

甘肃

湖北

内蒙古

河南

四川

浙江

安徽

山西

重庆

新疆

宁夏

云南

天津

黑龙江

吉林

北京

广东

福建

湖南

青海

上海

江西

海南

西藏

贵州

广西

全国

塑料大棚

29.45
17.01

5.59
8.99
6.80
3.72
8.01
2.67
5.57
6.77
5.18
4.50
2.27
3.47
1.56
1.21
2.95
1.10
2.26
1.76
0.65
1.12
1.21
0.70
0.25
0.45
0.34
0.31
0.27
0.09
0.04

126.24

日光温室

2.52
11.61
12.03

6.33
2.57
4.99
0.17
4.97
2.12
0.01
0.00
0.67
2.79
0.00
1.79
1.87
0.02
1.32
0.11
0.64
0.72
0.04
0.00
0.00
0.41
0.00
0.00
0.00
0.03
0.00
0.00

57.75

连栋温室

1.97
0.45
0.38
0.03
0.02
0.03
0.16
0.68
0.05
0.32
0.39
0.14
0.02
0.00
0.02
0.00
0.02
0.13
0.10
0.03
0.07
0.25
0.06
0.01
0.04
0.04
0.01
0.00
0.01
0.00
0.00

5.43

设施总面积

33.94
29.07
18.01
15.36

9.38
8.74
8.34
8.32
7.74
7.11
5.57
5.31
5.08
3.47
3.36
3.08
2.99
2.54
2.47
2.43
1.44
1.41
1.27
0.71
0.70
0.49
0.36
0.31
0.31
0.09
0.04

189.42

4 结 论

研究着力于梳理中国设施蔬菜历史演变、评价

现阶段设施蔬菜规模分布和区域布局。研究表明：

第一，沿着历史脉络，可以将中国设施蔬菜划分为

“奢侈品属性阶段”“周年保供阶段”“量向质转变阶

段”“科学化可持续发展阶段”和“多元目标系统发

展阶段”5 个阶段；第二，现阶段，中国设施农业规模

稳定递增，连栋温室增幅显著，环淮海及环渤海暖

温区、西北温带干旱区设施农业布局密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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