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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云花”产业发展现状分析

1.1 概况

中国云南省花卉产业经历了30年的艰苦发展，从无到

有、从小到大，由弱变强、由无名到实施品牌战略，取得

了前所未有的成效。成就了闻名全国的“云花”品牌，享

誉世界的“斗南花卉”。而且形成了花卉种类多样，生产

基地布局合理，产业发展向好的格局。近几年来，适宜旅

游需求的花海经济异军突起，并在美化城市，打造幸福乡

村方面成效明显。同时主动融入供给侧改革中，参与世界

竞争，稳固并扩大了在国际花卉领域的话语权。2013年云

南花卉出口额突破2亿美元，遥居中国首位，鲜切花类出口

额占云南总出口额的75.6%，达1.67亿美元。2015年全省花

卉种植面积达112.7万亩，花卉总产值399.5亿元，鲜切花

总产量65.02亿支，同比分别增7.3％，2.8％，5.9％。花

农收入达95亿元，同比增长5.6％。

1.2 优势分析

1.2.1 资源优势

中国云南北高南低的地势和错综复杂的地形，加上印

度洋西南季风和南太平洋东南季风以及青藏高原气团的交

替影响，形成寒、温、热三个气候带和热带、温带和高原

气候区等七种气候类型。云南高原型气候和紫外线强、光

照、降雨、热量资源丰富多样等优势，造就云南花卉世界

色彩斑斓，花型变异独特，种类繁多的奇异景观。特别是

四季如春的气候，丰富多彩的植物资源，不仅使世界上主

要的鲜切花种类在此能实现周年规模化生产，而且鲜花品

质优良，销售市场持续旺盛。“云花”的资源优势，成为

世界上观赏植物宝贵的种质基因库，及把云南建成世界性

花卉生产基地的有利条件。

1.2.2 区位优势

中国云南具有悠久的口岸边贸历史和独特的区位优

势，形成了陆、水、空全方位开放的口岸交通枢纽网络，

随着新时期“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中国高铁和跨国高

速公路的开通，云南省成为中国与东南亚、南亚各国进行

经贸交往的重要前沿和物流中心。因此，使“云花”的出

口有了全方位、便捷的运输、交易通道，将极大地带动中

国，东南亚、南亚等的花卉产业蓬勃发展。

1.2.3 市场优势

中国昆明国际“斗南花卉”交易市场是中国鲜切花交

易品类、品种最多的国家级花卉市场，涵盖了100多个产品

大类、1000多个品种。市场连续20多年交易量、交易额、

现金量、人流量和出口额居中国国内第一，在中国市场占

有率高达70%。是“云花”外销的主要通道，产品几乎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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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所有大中城市，并远销俄罗斯、波兰、新加坡等40多

个国家，交易额和交易量已经成为亚洲最大的鲜切花交易

市场。特别在东盟的柬埔寨和缅甸分别设立了贸易公司、

营销中心。2016年云南向荷兰、新西兰、日本、意大利、

西班牙、法国、韩国等45个国家和地区出口百合、康乃

馨、玫瑰等50多个品种的花卉、种苗8035批、货值1.19亿

美元，同比分别增长14.61%和35.23%。

1.3 企业发展分析

按发展时间先后，划分为三代企业。第一代云南花卉

产业的奠基者和始作俑者。在20世纪90年代初到2004年的

10余年时间，企业在困境中求探索，通过技术改进、科技

创新不断提高自身竞争力，带动了当地花卉发展，同时培

养了一大批花卉业界精英。但是有的企业因扩张太快，导

致资金短缺，运转艰难；有的缺乏核心竞争力的产品，淡

出行业。

第二代以单个种类花卉产品进行规模化生产的专业型

企业涌现。在2003至2009年期间，一批敢想敢干的企业年

轻人，快速改制成立公司，为更多的农户提供种苗、采后

处理、包装物流等服务，引进国际流行新品种，并同步开

展新品种研发创新、联合知名电商合作，改变鲜切花传统

批发和交易模式。特点是：经营灵活，能快速适应市场变

化，专业生产单一花卉，用高品质获得市场认可，带动性

强。缺点是：资金小、整合力差。

第三代跨行融合发展的创新型花卉企业。企业管理者

大多是80后年轻人，学历高，见识广，思维活跃，有的在

国外和国内大企业有历练的经历，对市场的变化敏感。有

三个特点：其一，注重团队协作，进行科学的分工管理，

把先进的企业管理模式运用到现代化花卉企业之中。其

二，生产技术和组织管理先进，以最好的设施，生产最好

产品。其三，互联网思维应用凸显，用贴心、时尚的产品

服务消费者。

1.4 设施变化分析

随着不同阶段花卉产业的发展，大棚设施的变化分为4

种类型。

一是简易大棚。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许多农户将种

菜大棚改种鲜花，并逐步形成规模。以竹棚为主，棚内无

配套设备。每亩造价1万元左右，使用寿命3～5年。缺点：

难于实现全年稳定均衡供货。

二是钢架大棚。20世纪90年代中期，花卉生产进入快

速发展期，在设施建设上，钢架大棚逐渐取代了竹棚，棚

内设施、设备配套。特点是：寿命长，避免棚体结构的重

复投资，容易实现均衡生产。

三是连体大棚。2000年以后，连体大棚的优势逐渐

显现，以企业为主建造10亩或50亩以上的连体大棚，棚内

有增温、降温和喷滴灌等配套设施，应用基质生产已属常

态。特点：易形成较大面积的田间小气候，便于集约化管

理，土壤改良、采摘作业的成本较低，极有利于同一品种

批量生产。

四是智能化温室。2010年以来，随着一批在国际上

有影响的国外花卉企业进入云南，半永久性材料和全天性

气候管理模式技术的应用，智能化温室、光伏温室因应而

生。其大棚内的温度、湿度、二氧化碳浓度、水分及光

照，以及氮磷钾肥及微量元素比例、土壤PH值、水质等植

物生长所需养分，都由电脑监控全程实行智能化控制，其

生产用水基本达到零排放。特点是：投入高，产出大。

据统计，2015年云南的设施大棚总面积约30万亩，占总

面积近26%，高于全国16个百分点。智能化大棚面积快速增

加，已有3000亩左右，形成与国际花卉市场接轨的趋势。

1.5 技术创新分析

1.5.1 品种研发创新领先全国

云南省新品种研发总量居全国第一，成为中国花卉新

品种的孵化中心和最大的新品种研发基地。截至2015年，

全省引进、驯化花卉新品种600余个，自主培育花卉新品种

476个，占全国选育新品种数的半数以上，其中4个新品种

已在国外获得授权。还有盆花研发、改良成切花，精良小

盆花的规模化生产，成千上万种绿化观赏苗木不同规格的

培育，花卉多样化的深加工，都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1.5.2 生产技术创新加速走强

云南构建了花卉标准化技术和资质体系，构建了国

家鲜切花标准化分技术委员会，掌握鲜切花标准制修订主

导权，至今已制定花卉相关环节国家、行业和地方标准60

项，花卉生产技术集成、采后处理技术等多项标准处于全

国领先，有的甚至超越荷兰，与世界并肩。而且云南省农

科院花卉所突破了主要花卉育种全基因组测序核心技术。

1.5.3 交易机制创新突飞猛进

花卉产业终端的交易机制创新进展加快，从一产种

植业不断向二、三产推进发展。近两年，电子商务交易、

产销点对点直销兴起，交易效率和产业经济大幅提升。到

2016年，中国昆明斗南国际花卉拍卖交易中心日交易量从

200万支提升到900万支，交易人数从300人提升到900人，

交易效率从一个批次交易6秒提高到4秒，物流场地利用率

从原日处理能力200万支提升到700万支。

2 存在问题

1）中国云南的资源优势没有发挥成竞争优势，资源升

值的空间有限。大多数花农还在沿用传统的生产、销售方

式，严重跟不上时代发展的步伐。有的企业没有新品种研

发能力，依靠进口种球、种苗进行生产，利润薄，经营上

必然受制于人。还有小而散的花农没有按标准化生产，质

量不能保障，收益不好。

2）目前来说，中国鲜花消费市场潜力很大有待于多渠

道开发。云花企业要“走出去”还有不少问题，比如增值

税不减免；保鲜技术没有广泛普及，冷链运输起步晚，还

落后于花卉产业发展，较花卉物流起步早的发达国家还有

很大差距。

3）中国政府的宏观调控有待加强，花卉品牌竞争力

要进一步。如调整重点产品与一般产品的关系，实施产品

经营转变为品牌经营。产业链的前端（生产）、中端（冷

链、物流）、末端（销售、服务）还有很多问题需要深入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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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解决。

3 对策建议

居于现状分析，本着生态、环保、高效、可持续发展的

原则，花卉产业转型升级条件已经成熟，应及时推动实施。

3.1 启动出台“云花”产业发展的中期规划

继中国云南省农业发展“十三五”计划的实施，“云

花”产业的发展已经到了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尽快启动

制定适应新时期“云花”中期发展规划，以助推之。

3.2 出台优惠政策

要实现“云花”强省再上一个台阶，就要与时俱进。

及时出台利于花卉产业大发展的优惠政策，如完善支持措

施，鼓励中国花企与国际接轨，在花卉采后处理设施、新

品种研发、开拓国际市场等方面夯实基础；把云南建成世

界性花卉生产基地和交易中心的保障措施；种球、种苗进

口免税指标和进口增值税；国际信息交流和技术培训活动

等应优先给予扶持。

3.3 实现“互联网 + 花卉 + 科技”战略

“云花”发展的资源优势只是一种比较优势，不一定

是市场中的竞争优势，把现代高科技与资源结合起来，就

可以打响品牌效益。也就是科研部门、花企要进行各个环

节的科技研发，保证产品的稳定性和竞争力，应用互联网

营销，使“云花”赢得更多海外市场。同时，引导中小企

业加强鲜花采后处理的应用，保证鲜花在终端市场的内在

品质，以满足大批发商的采购要求。逐步扩大智能温室的

应用，促进产业规模化发展，实现环保、高效的花卉产业

良性发展，满足国际市场周年批量订单需求。

3.4 实现提升市场层次目标

3.4.1 中国国内市场

中国国内花卉消费每年保持20%以上的速度增长，而

且不同层次的消费者呈现出多样化的消费需求。同样按世

界各国人均年消费30支的计算，花卉市场也呈现出特色需

求，开发空间较大。从产业链的三个方面进行改进，首先

基地标准化生产、采后技术普及、提升，以提高花卉的内

在品质。其次是专业物流运输企业应用恒温制冷运输设备

和分销商运用冷库储藏，构建鲜花智能仓库，延长异地瓶

插花期，保证配送服务。最后运用互联网新媒体平台等方

式挖掘、培育新的潜在消费群。特别是高、中端收入消费

群体的开发，让她们在尊严与享受中获取消费的快乐，实

现市场不同消费层次的提升。

3.4.2 国际市场

世界各地的销售商也在瞄准中国的市场，2015年仅从

厄瓜多尔进口的玫瑰较2010年就增长了5560%。只有加快把

云南建成世界性花卉生产基地和交易中心的目标，融入世

界花卉潮流中，占领中国市场的同时，扩大国际花卉的市场

份额，与世界分享产业发展的“红利”。在有条件的云南口

岸上建设交易市场，增加“云花”的交易量，扩大凝聚力。

3.5 培养人才，实现产业链各环节友好协作发展

首先实施人才强花战略。制定花卉产业的人才建设

发展规划，即经营人才队伍，科技研发人才队伍，示范推

广队伍，产业技工队伍。并按照国际一流，中国国内一

流，省内一流的三个层次培养。其次，细化产业环节，扩

大产业链，把最能体现高原特色农业现代化的花卉产业做

好做强。现代花卉业早已突破了传统种植业范畴，辐射到

农药、肥料、基质、设施、设备等相关工业、运输业、商

业、旅游业等多行业，已由小农生产方式发展为各个环节

相互连接、多方协同的现代产业价值链体系，故细分、延

伸市场，运用产业链成果，提供多级产品。如把花卉产品

细分为：观赏、园艺、食用、装饰、礼品、药用、保健等

花卉。只有解决产业链各环节稳定发展的关键问题，增强

品牌效益，才能实现全产业友好协作的良性发展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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