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河北省是蔬菜生产大省，全省蔬菜总产量超过

5 000 万 t，居全国第 4 位。蔬菜产业作为河北省农

业支柱产业，在脱贫攻坚与保民生、惠民生、保稳

定、促和谐方面起到重要作用。随着京津冀协同发

展及环首都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带进一步推进，河北

省蔬菜在满足京津需求，特别是在应急保障中的作

用越来越强。然而河北省蔬菜仍然面临品牌价值较

低、种业落后等“卡脖子”问题，亟须进一步提升

产业优质化、绿色化发展水平。

1　河北省蔬菜产业发展现状及形势 
分析

1.1　生产规模不断扩大

“十三五”期间，河北省蔬菜（含食用菌）播

种面积和产量呈波动上升态势，蔬菜种植面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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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的 75.16 万 hm2 增长至 2020 年的 80.39 万

hm2，年均增长 1.70%；蔬菜总产量由 2016 年的

5 038.89 万 t 增长至 2020 年的 5 200.00 万 t，年均

增长 0.79%，但单产水平有所下降（表 1）。大白菜、

黄瓜、番茄、辣椒、甘蓝（卷心菜）、茄子、白萝

卜和菠菜的播种面积占河北省蔬菜总播种面积的

60% 以上，总产量占比在 70% 以上，产品结构基

本稳定。

2020 年河北省设施蔬菜总占地面积 31.08 万

hm2， 播 种 面 积 21.24 万 hm2， 土 地 利 用 率 为

68.34%；设施蔬菜产量 1 655.17 万 t，同比分别增

长 2.41%、4.29%。从蔬菜种类来看，2020 年河北

省设施茄子和黄瓜播种面积同比分别增长 10.71%

表 1　2016—2020 年河北省蔬菜（含食用菌） 

播种面积及产量

年份 播种面积/万hm2 产量/万t 单产/t · hm-2

2016 75.16 5 038.89 67.04
2017 74.86 5 058.53 67.57
2018 78.76 5 154.50 65.45
2019 79.46 5 093.14 64.10
2020 80.39 5 200.00 64.68

注：表中 2016—2019 年数据来自《中国农村统计年鉴》，2020
年数据来自河北省农业农村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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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1.42%，设施番茄播种面积则基本持平（表 2）。
从设施类型结构来看，日光温室占地面积 13.33 万

hm2，占比 42.89%；大中棚占地面积 13.40 万

hm2，占比 43.11%；小棚占地面积 4.35 万 hm2，占

比 14.00%（数据来源于河北省农业农村厅）。

表 2　2019—2020 年河北省设施蔬菜播种面积及产量

类型
播种面积/万hm2 产量/万t
2020 2019 2020 2019

设施蔬菜 21.24 20.74 1 655.17 1 587.07
设施番茄 4.99 5.00 377.92 355.26
设施黄瓜 4.30 4.24 497.64 482.14
设施茄子 1.24 1.12 80.30 71.31

注：设施蔬菜播种面积及产量中不含食用菌数据，数据来源于

河北省农业农村厅。

1.2　优势产区特色鲜明

河北省地形、地貌和气候多样，适合多种蔬菜

生产，目前已形成冀东日光温室瓜菜产区、环京津

日光温室蔬菜产区、冀中南棚室蔬菜产区和冀北露

地错季菜产区的产业格局（表 3）。2018—2020 年，

全省共评选了 140 个省级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其中

蔬菜 31 个（不含食用菌），占比 22.14%。2020 年，

全省共支持创建 63 个“大而精”、42 个“小而特”

基地，涵盖了饶阳设施蔬菜、馆陶黄瓜、玉田白菜

等 12 个“大而精”蔬菜基地，崇礼彩椒、肥乡洋

葱等 7 个“小而特”蔬菜基地，进一步促进了河北

省蔬菜单品规模化、集约化、标准化、全产业链 

发展。

表 3　河北省蔬菜产区布局及品类结构

蔬菜产区 生产大县 主要蔬菜品类

冀东日光温室瓜菜产区 乐亭、滦南、滦县、迁安、古冶、昌黎、卢龙、抚宁、山海关 番茄、黄瓜、甜瓜等瓜菜

环京津日光温室蔬菜产区 三河、大厂、香河、安次、广阳、永清、固安、霸州、文安、大城、兴隆、滦平、

承德、怀来、涿鹿、遵化、玉田、曹妃甸、丰南、丰润、涞水、涿州、高碑店、

青县、黄骅

樱桃番茄、水果黄瓜等特色

果菜和精细叶菜

冀中南棚室蔬菜产区 顺平、满城、徐水、容城、清苑、唐县、望都、曲阳、博野、定州、肃宁、饶阳、

武邑、武强、桃城、故城、辛集、藁城、新乐、无极、高邑、隆尧、临城、宁晋、

巨鹿、威县、任县、南和、平乡、广宗、永年、肥乡、成安、曲周、馆陶、广平、

魏县、临漳、磁县、武安、大名、鸡泽

黄瓜、茄子、辣椒等果菜以

及甘蓝、芹菜等叶菜

冀北露地错季菜产区 尚义、张北、康保、沽源、崇礼、赤城、丰宁、围场、隆化 青花菜、芥蓝、食荚豌豆（荷

兰豆）、彩椒等高效益蔬菜

注：数据来源于河北省农业农村厅。

1.3　价格水平相对偏低

2020 年河北省蔬菜均价为 3.71 元 · kg-1，明显

低于山东省蔬菜均价（4.18 元 · kg-1）和全国蔬菜

均价（4.23 元 · kg-1）。从价格走势来看，2020 年河

北省蔬菜价格总体变化与山东省及全国一致，呈现

“同高同低”“同升同降”的簇型变化趋势。2020
年初受到疫情影响，蔬菜价格上升明显，其中河北

省 2 月蔬菜平均价格同比涨幅达 59.51%；4—6 月

随着后期疫情得到有效控制以及良好的天气因素，

价格恢复常态，下降趋势明显；7—8 月受长时间

高温和连续强降雨影响，蔬菜产量下降，市场价格

增长；进入 10 月后气温下降，我国主要蔬菜产地

由北向南转移，季节性消费需求持续增加，推动蔬

菜价格恢复性上涨（图 1）。
1.4　设施蔬菜生产效益显著

对比河北省和全国部分设施蔬菜成本收益，河

北省设施番茄和黄瓜产值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设施

图 1　2020 年河北、山东及全国蔬菜平均价格走势

数据来源于全国农产品商务信息公共服务平台。

辣椒（菜椒）产值与全国平均水平相差不大；河北

省设施黄瓜、番茄的总成本偏高，主要是由于生产

成本中人工成本较高，分别为 13.77 万、8.71 万元 · 
hm-2，而全国平均人工成本分别为 7.58 万、7.51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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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 hm-2；河北省设施番茄成本利润率比全国平均

水平高 30 百分点以上，设施黄瓜、辣椒（菜椒）

成本利润率与全国平均水平相差不大（表 4）。
河北省特色优势产区蔬菜种植收益明显高于省

内平均水平，生产效益显著。以黄瓜为例，对 5 个

黄瓜特色优势产区基地调查结果显示，2020 年馆

陶、藁城黄瓜单产水平有所上升，馆陶黄瓜产值增

幅最大，同比增长 28%；2020 年昌黎、平泉、馆

陶设施黄瓜净利润均在 30 万元 · hm-2 以上，其中

昌黎旱黄瓜由于品牌培育效果显著，净利润近 45
万元 · hm-2，远高于河北省设施黄瓜净利润平均水

平（10 万元 · hm-2 左右，数据源于《全国农产品成

本收益资料汇编》），可见特色优势产区黄瓜具有明

显的生产效益优势（表 5）。

表 4　2018 年河北省及全国部分设施蔬菜成本收益情况

种类 区域 产值/万元 · hm-2 总成本/万元 · hm-2 生产成本/万元 · hm-2 土地成本/万元 · hm-2 净利润/万元 · hm-2 成本利润率/%
黄瓜 全国 22.51 13.55 12.80 0.75 8.96 66.13

河北 26.57 16.14 15.46 0.68 10.43 64.62
番茄 全国 22.62 13.45 12.70 0.75 9.17 68.18

河北 28.46 14.31 13.77 0.54 14.15 98.88
辣椒 全国 14.68 10.17 9.66 0.51 4.51 44.35
（菜椒） 河北 14.28 10.08 9.40 0.68 4.20 41.67

注：数据来源于《2019 年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

表 5　2019—2020 年河北省部分特色黄瓜优势产区成本收益情况

产区
单产/t · hm-2 产值/万元 · hm-2 总成本/万元 · hm-2 净利润/万元 · hm-2 成本利润率/%
2019 2020 2019 2020 2019 2020 2019 2020 2019 2020

青县 112.50 90.00 24.00 27.00 12.15 17.54 11.85 9.47 97.53 53.99
馆陶县 150.00 206.25 42.00 53.63 23.63 21.00 18.38 32.63 77.78 155.38
藁城区 169.50 270.00 42.48 48.60 16.61 33.44 25.88 15.16 155.81 45.33
昌黎县 150.00 150.00 64.20 75.00 27.93 31.14 36.27 43.86 129.86 140.85
平泉市 300.00 300.00 79.50 72.00 37.95 37.95 41.55 34.05 109.49 89.72

注：数据根据河北省蔬菜产业体系基地（企业）调查问卷整理。

1.5　质量安全稳步提升

“十三五”以来，河北省大力实施“科技兴菜”

工程，农产品质量检测能力不断增强，检测体系不

断完善，省级农产品质量检测中心检测农药残留参

数由2010年的30项增加到69项，建立了1个省级、

11 个市级、25 个县级农产品质量检测中心，形成

了以省级检测中心为龙头、市级检测中心为骨干、

县级农产品综合质检中心为基础的检测体系。河北

省蔬菜在近 3 年农业农村部例行抽检中，合格率均

达 97.5% 以上，法人组织的蔬菜产品基本实现质量

可追溯，产品分等定级规格化处理率达到 50%，供

应京津的蔬菜实现净菜进市，能够满足京津冀区域

消费升级对产品品质的要求。

2　河北省蔬菜产业存在问题及原因 
分析

2.1　育种水平与发达国家和先进省份仍有差距

目前，河北省蔬菜良种覆盖率在 95% 以上，

部分蔬菜品类育种水平处于领先地位，如河北省蔬

菜育种在大白菜四倍体资源创新研究、辣（甜）椒

核雄性不育育种技术研究、番茄抗病分子标记研究

方面居国际先进水平，在圆茄雄性不育、西甜瓜、

芦笋等资源创新方面也处于国内先进水平。但是河

北省蔬菜育种总体水平落后于发达国家和国内先进

省市，主要表现在：一是以分子生物学等为核心的

现代生物育种技术滞后，如单倍体育种技术、分子

设计育种技术等，导致原创性种质资源缺乏；二是

聚合优质、多抗和资源高效等优异性状的高端品种

缺乏，尤其在风味口感、复合抗病、适应性以及外

观商品性上与高端品种存在一定差距；三是与新品

种配套的标准化生产技术、优质种子生产与加工技

术、新品种转化应用机制等相对滞后。

2.2　绿色蔬菜生产面临较大困难

品种优良、施肥科学、种养结合、综合防治

的绿色蔬菜生产模式是蔬菜产业未来主导方向，但

绿色生产受多重因素影响，推广难度较大。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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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菜田连作障碍严重，导致土壤酸化、板结、

次生盐渍化与土传病害加剧（项朝阳 等，2019），
且露地蔬菜菜田污染及废弃物处理也是亟待解决的

重要问题。调研发现，河北省还有个别地区存在灌

溉用水浪费、用肥浪费以及棚室土壤氮磷钾含量逐

年增加的问题。另一方面绿色生产技术普及程度较

低，蔬菜生产经营企业与园区等生产主体对于使用

绿色生产技术缺乏动力，而小农户对于绿色生产技

术的接受度不高，蔬菜生产以传统理念和种植习惯

为主导，产品难以实现标准化（申书兴，2020）。
2.3　设施蔬菜生产能力有待加强

河北省设施蔬菜在“十二五”期间发展较快，

种植面积年均增长 7 867 hm2；“十三五”期间受品

种布局、生产方式、劳动成本、物质投入等因素影

响，设施蔬菜发展速度明显放缓，种植面积年均增

长降到 2 133 hm2。而且河北省设施蔬菜总成本偏

高，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 10%。此外，现有设施

也存在结构简单、智能化发展落后等问题。具体来

看，蔬菜设施生产仍以厚土墙日光温室和竹木结构

的塑料大棚为主，整体稳定性和荷载较差，缺少保

温增温、放风降温、补光等现代装备，遮阳网、防

虫网等普及率不高，难以依托物联网实现棚内环境

实时监测，自动放风、卷放帘、浇水施肥等智能化

管理。

2.4　机械化发展速度较慢

近几年河北省蔬菜生产机械化已经有一定发

展，例如张家口、承德、坝上地区的白萝卜、胡

萝卜除收获环节需人工外，其他环节均实现了机械

化；当地白菜类、洋葱、生菜等除定植和采收环节

为人工操作以外，其他环节也能实现机械化。但总

体来看，全省蔬菜生产机械化发展速度较慢，大部

分地区露地蔬菜仅在收获环节能够实现机械化，设

施蔬菜生产机械化水平不足 35%，蔬菜生产综合机

械化水平不足 30%，与产业发展的要求仍有一定差

距。而且目前河北省设施领域的智能化农业机械的

种类还比较少，技术水平仍处于探索和研发阶段，

与发达国家还有一定差距。 
2.5　产业经营风险仍然较高

现阶段全国蔬菜总量供过于求，产地价格持续

低位运行，而河北省蔬菜生产成本较高，栽培品种

虽然与南方有差异但仍可相互替代，竞争力较低。

蔬菜受季节性集中上市以及气象条件不确定性的影

响较大，从而导致价跌滞销，散户与规模化经营主

体均承担了较大风险。

2.6　品牌价值需进一步提升

近年来河北省立足区域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坚

实和产品特色鲜明，积极实施“品牌兴菜”战略，

但蔬菜产业“大而不强，多而不优”的问题仍较为

突出，主要体现在：一是蔬菜品牌经营主体实力

弱，仍呈现规模小、竞争实力差、同质化严重等特

点。二是蔬菜品牌价值低。农业农村部《2019 年

中国农业品牌名录》的蔬菜类区域品牌中，河北省

仅有玉田包尖白菜上榜，品牌价值为 10.21 亿元，

而金乡大蒜品牌价值突破 200 亿元、余姚榨菜品牌

价值超过 70 亿元、章丘大葱品牌价值超 45 亿元，

分别是玉田包尖白菜的 19.6、6.8、4.5 倍。三是中

高端蔬菜品牌有待开发。河北省蔬菜多以初级农产

品形式存在，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蔬菜产品数

量少。

3　河北省蔬菜产业“十四五”期间高
质量发展对策

3.1　各特色优势产区制定“十四五”蔬菜发展规

划，明确方向和目标

河北省农业农村厅制定发布的《河北省蔬菜产

业高质量发展推进方案（2021—2025 年）》，明确

“十四五”期间蔬菜产业高质量发展目标：河北省

将致力于打造千亿级蔬菜产业和高端精品蔬菜，到

2025 年，全省蔬菜种植面积发展到 82 万 hm2，产

量 5 180 万 t，一产产值 1 260 亿元。其中，设施蔬

菜发展到 24.50 万 hm2，在保持京津传统蔬菜市场

占有率第一的基础上，成为京津高端蔬菜市场供应

第一大省；此外，各特色优势产区以及环首都蔬菜

主产县应跟进制定地方蔬菜产业“十四五”发展规

划，明确下一阶段发展方向和目标，重点实施良种

繁育、高标准设施蔬菜基地建设、核心技术装备研

发推广、蔬菜加工技术装备提升等工程项目，加快

提高特色蔬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培植区域特色蔬

菜产业。

3.2　促进全产业链深度融合，推动产业提质增效

按照全产业链发展要求，需要河北省各县域整

体规划产业布局，建设蔬菜产业标准化生产、产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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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工和仓储物流“三大基地”，完善科技支撑、品

牌建设、市场营销和质量控制“四大体系”，促进

生产、加工、仓储、物流等全产业链的升级改造和

深度融合，推动蔬菜产业产加销文旅一体化发展，

实现区域化布局、规模化种植、标准化生产、品牌

化销售的全产业链发展，推动鸡泽辣椒、青县羊角

脆甜瓜、永清胡萝卜、沽源青花菜、饶阳设施蔬菜

等特色蔬菜产业提质增效。

3.3　推动种业创新发展，提升良种自给率

目前河北省黄瓜、茄子等大宗蔬菜主要以国内

品种为主，但高端番茄、辣椒与部分特色蔬菜的种

子仍需要进口，如日本的卡宴辣椒、黄妃小番茄，

荷兰的芽球菊苣、紫甘蓝等。因此应开展种源“卡

脖子”技术攻关，提升良种繁育、测评能力。进一

步提升饶阳县“北方设施蔬菜新品种测试基地”水

平，测评能力达到 2 200 个，力争打造成北方规模

最大、水平最高的设施果菜新品种展示中心和新

技术集成创新基地。建设邢台任泽区新品种繁育高

地，重点开展十字花科蔬菜良种繁育基地建设，保

持结球甘蓝种子繁育能力全国领先水平，经销量在

全国市场占有份额保持在 65% 以上，建成全国一

流的十字花科蔬菜新品种展示测评基地，到 2025
年测评能力达到 2 500 个。加强体制机制创新，加

快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基础公益研究为支撑、产学

研用融合发展的现代种业创新体系（丁海凤 等，

2020）。
3.4　提升科技支撑水平，强化绿色生产技术和产

后加工技术

利用环首都区位优势，提升环首都科技示范

带协同创新活跃度，着力建设环京津精品蔬菜产

业集群。在全面推广应用防虫网、粘虫板、性诱

剂、杀虫灯等传统物理和生物防控技术的基础上，

重点开发生物有机肥替代化肥及其配套施用技术，

推进菜田环境洁净化，改善蔬菜产地环境；研发解

决菜田土壤次生盐渍化、酸化、板结等连作障碍的

土壤改良、保育关键技术，标准化生产覆盖率提

升到 80% 以上，提升菜田可持续生产能力（乔立

娟 等，2020）；根据不同地区蔬菜种植水平和技术

需求制订保健性病虫害绿色防控方案，研究病害快

速、准确诊断技术，引进、推广蔬菜绿色防病新技

术，研发推广安全施肥、绿色防病技术，制订相应

技术规范，提升绿色食品生产能力；推广标准化操

作、集约化生产、工厂化配送技术，提升蔬菜产后

加工能力，建成首都第一“中央厨房”和净菜加工 

基地。

3.5　加强产业信息化建设，促进机械化、智能化

发展

着力提升“菜篮子”生产农机装备水平，加快

推进全程、全面机械化，实现主要蔬菜生产全程机

械化，设施蔬菜生产和初加工机械化全面发展；加

速实现智能节水、生产环境精准调控、远程控制、

质量安全全程监管、病害绿色防控等技术；提高物

联网和互联网技术对蔬菜生产、农业机械化的服务

支撑水平，重点打造感知和控制体系；做好蔬菜产

业相关数据的采集、研究，建设河北省蔬菜数据中

心，集成构建示范产品安全绿色生产控制和追溯管

理体系及信息服务平台。

3.6　打造“冀”字号招牌，推进品牌建设

坚持质量兴农、绿色兴农、品牌强农，增加优

质绿色蔬菜的供给，落实农业生产两个“三品一标”

行动。在产品方面，大力发展绿色、有机、地理标

志蔬菜产品，推行食用产品达标合格证书；在生产

方式上，推进品种培优、品质提升、品牌打造和标

准化生产，提升蔬菜整体质量效益和竞争力；在品

牌方面，树立“冀菜”整体形象，使企业品牌和区

域形象互为背书，建成“省级整体形象 + 核心区域

公用品牌 + 企业品牌 + 产品品牌”的品牌体系，加

快培育如固安原味番茄、昌黎旱黄瓜、元氏芽球菊

苣等一批特色鲜明、知名度高、发展潜力大、带动

能力强的“冀”字号蔬菜品牌，打造“全国一流、

世界有名”的冀菜金字招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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