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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掖市位于甘肃省河西走廊中段，黑河流域
的中上游，属于温带干旱气候类型，全年平均气
温7.6 ℃，全年无霜期155 d，最长年份为179 d，
最短120 d；年平均降水量129 mm，蒸发量2 047.9
mm，平均日照时数3 085.1 h，太阳总辐射量为
620.4 kJ/cm2。该区域光照充足，土壤肥沃、水源
充足，昼夜温差大，是高原夏菜种植的理想产区。
张掖市高原夏菜生产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走规模
化生产之路以来，种植规模和产量都有了显著的

增长，目前高原夏菜正处于以初级产品进入市场
的形态，逐步发展到以现代商品形态进入流通领
域的过渡阶段［ 1］。随着农业结构的转变，张掖市
高原夏菜产业呈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生产规模
不断扩大，产量持续增长，农民种植效益显著提
高，已成为农业产业中发展速度较快的支柱产业
之一。为更好地推动张掖市高原夏菜产业的发展，
积极探索高寒山区高效农业发展之路，发挥高原
夏菜对全市农业发展中的助推作用，我们就张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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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发展高原夏菜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调查
分析，并提出了相应的发展建议。
1 发展现状
1.1 生产基地初步形成

张掖市高原夏菜生产区域覆盖全市5县1区，
主要产区在甘州区、临泽县、高台县、民乐县，
其中以甘州区面积最大，达到313.5 hm2，占张掖
市高原夏菜生产面积的37.7%；其次为高台县、民
乐县和临泽县。目前，张掖市在甘州区、临泽县、
高台县海拔1 800 m以下的川区建成了夏季种植茄
果类、菜用马铃薯、洋葱、花椰菜、甘蓝、莴笋
等蔬菜，秋季复种花椰菜、甘蓝、菠菜、娃娃菜
等的高原夏菜生产基地；在民乐县、山丹县、肃
南县海拔2 200 m以下的山区建成了花椰菜、甘蓝、
大蒜、荷兰豆、西兰花、胡萝卜等高原夏菜生产
基地。
1.2 种植技术日趋成熟

多年来张掖市大力发展蔬菜产业，建立了市、
县（区）、乡（镇）三级农业技术服务体系和服务网
络，培养了大批有文化、懂技术的种菜能手和种
菜大户，蔬菜穴盘育苗、工厂化育苗、高密度栽
培、遮阳网覆盖栽培、防虫网覆盖栽培、配方施
肥、生物农药病虫防治、粮菜间作套种等无公害
蔬菜生产技术已为广大菜农普遍掌握，新技术推
广率达90%以上，蔬菜生产技术具有较高的水平。
1.3 营销体系基本完善

张掖市通过扩大蔬菜产业基地规模，配套加
工企业，培植运销组织，壮大销售队伍，提高销
售水平，形成了产、加、销三旺的产业格局。全
市共有各类批发市场91处，其中大型蔬菜批发市
场2处。蔬菜运销人员4 200人，专业合作经济组织
420个，中介服务人员2 000多人，运销车辆5 000
余辆，运销规模不断扩大。每年6—10月，我国南
方地区由于受气候和灾害性天气的影响，蔬菜生
产受到抑制，供给严重不足。而此时正是张掖市
高原夏菜大批量集中上市的季节，从空间和时间
上弥补了南方市场的需求。农产品运输绿色通道
的开通，使蔬菜运输成本降低，蔬菜外销前景良
好，张掖市已成为河西地区重要的高原夏菜生产、
运销集散地。
1.4 标准化体系逐步完善

张掖市制定的五大类56项农产品无公害生产技
术规程，已通过省技术监督部门和标准管理部门审
定发布实施，初步建起了一套农产品质量安全保障
体系和无公害农产品生产标准体系。至2013年底，
全市累计认证17个蔬菜类绿色食品，生产面积达

1 334 hm2；认证2个蔬菜类有机农产品，生产面积
达127 hm2；认证42个无公害蔬菜，认定28个无公害
蔬菜产地，生产面积达45 620 hm2。
2 存在的问题
2.1 缺乏统筹规划

近年来，张掖市虽有部分蔬菜种植专业合作
社和种植大户通过土地流转形式，从事高原夏菜
的种植和销售，但所占比例较小，大部分仍是由
农户一家一户的分散经营，缺少统一的规划布局，
难以形成规模效应。受市场行情的波动，农户种
植高原夏菜的盲目性较大，导致市场竞争优势弱，
经常出现区域性、季节性和结构性的过剩，严重
影响了高原夏菜的种植效益［ 2］。
2.2 龙头企业带动能力不强

目前张掖市高原夏菜保鲜贮运企业只有15家，
生产规模较小，加工转化能力低。蔬菜产品的初
级加工多，精深加工少，产品开发和创新能力较
弱，对产业发展的带动作用不能显现。同时，基
地对农户的组织作用发挥不明显，合作经济组织
和协会的组织功能不强，基地生产还不能与企业
和市场有效对接，生产的组织化、规模化程度低。
2.3 品牌营销意识不强

张掖市已认证的无公害蔬菜产品虽已达42个，
认证产品不能很好地得到利用，失去了产品认证
的意义。同时，对终端市场的调查、研究和联系
不够，认证产品的市场吸引力小，优质不能实现
优价，无公害产品的优势不能体现。
3 发展建议
3.1 切实转变观念，强力推进蔬菜产业

高原夏菜生产是一个劳动密集型的高科技、
高投入、高产出的阳光产业，也是张掖市的优势
产业，市场刚性需求大，农民增收空间大，在发
展定位上，要将高原夏菜产业由副业转变为主业。
在技术指导上，要正确处理好传统技术与现代农
业技术的关系，农业投入品的增加与农产品质量
效益的关系，产量、效益和竞争力的关系，传统
农业的推广方式与现代农业技术推进方式的关系，
树立适时适期的生产理念，建立病虫害预测预报
系统，推广非农药无公害防治技术，采取统防统
治措施，以质量求效益，以效益促发展。
3.2 科学合理规划，加速基地建设

目前，张掖市高原夏菜规模偏小，所生产蔬
菜内销过剩，而外销短缺，形不成销售集散地，
吸引不了客商，导致蔬菜产业在低效益下循环，
发展速度缓慢。要科学布局，合理规划，在甘州
区、临泽县、高台县海拔1 800 m以下的地区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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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茄果类、西甜瓜、豆类、菜用马铃薯、洋
葱、花椰菜、甘蓝、莴笋等夏季蔬菜，秋季复种
花椰菜、甘蓝、菠菜、娃娃菜等蔬菜；在民乐
县、山丹县、肃南县海拔2 200 m以下的地区重点
发展花椰菜、甘蓝、西兰花、菠菜、西芹、大
蒜、荷兰豆、胡萝卜、芥蓝等蔬菜，逐步形成设
施果菜进滩、喜寒蔬菜上山、喜温蔬菜入川的生
产格局。通过采取扩大复种面积，调整品种布
局，集中规模发展等措施，实现西菜东调和北菜
南运的目标。
3.3 建点示范推广，提升蔬菜产业水平

在分析、总结、吸收外地蔬菜产业发展的历
程和经验的基础上，扬长避短，通过筛选当地适
宜品种，引进外地优良品种，确定适宜当地种植
且符合市场需求的主要高原夏菜种类和主导品种。
加大科技攻关研究和示范推广力度，创新建立新
品种，新技术成果展示园，配套推广无公害，标
准化生产技术和丰产栽培模式［ 3］。在此基础上，
加强“高原夏菜”的产地（产品）认定（认证）和“品
牌”创建工作，强化蔬菜生产质量监管，落实农
产品质量可追溯、基地准出、市场准入以及生产
经营流程式管理等安全管理制度，严把蔬菜产品
出口关，提高高原夏菜产业的科技含量和质量安
全水平。
3.4 扶持壮大龙头企业，切实开拓蔬菜市场

市场是农业产业化的心脏，流通是农业产业
化的动脉，市场活，农产品才有出路，农业产业
才能可持续发展。因此，要在做好硬件市场的基
础上，切实加强市场流通环节建设。在市场定位
上，张掖市蔬菜等农产品有产地环境优越、生产
条件良好，质量安全有保障等竞争优势，应定位
于全国中、高档市场。在发展形式上，一是内外
企业联合型。通过本地企业与外地农产品营销企
业强强联合，充分发挥本地企业的人文优势和外
地市场的资金、市场渠道优势，通过强强联合，
达到互利双赢，促进地方农产品畅通销售的目的。
二是“公司+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农户”型。按照“谁
领头、谁创建、谁组织、谁实施、谁受益”的原
则，引导组建农民专业合作社，形成规模效应。
三是加工型。以番茄酱加工、蔬菜脱水、冻干蔬
菜等龙头企业为重点，加大资本运作力度，加快
升级改造，提高企业档次和加工能力，发展具有
出口潜力的蔬菜制品。四是行业协会型。组织本
市蔬菜运销企业、个体中介组织等成立蔬菜运销
行业协会，规范蔬菜运销行为，实现有序运行和
竞争。在组织形式上，一方面通过招商引资的办

法引进农产品营销企业，采取现场观摩，农产品
营销洽谈等形式吸引外地企业落户张掖；另一方
面，组织一定规模的推销队伍，深入东南沿海市
场，以推介会的形式推销本地农产品，帮助企业
拓展营销市场［ 4］。
3.5 建立预警体系，强化信息服务

加快完善农产品市场预警体系，密切关注市
场供应和价格走势，在完善批发市场价格信息采
集点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主产区信息点，加大
信息采集频度，及时准确掌握相关情况。加强各
监测点蔬菜生产、供求和价格信息采集、分析，
及时发布预警信息。要加强舆论引导，新闻媒体
要全面、客观、准确报道蔬菜等农产品市场供应、
价格和质量安全情况，正确分析蔬菜价格涨跌的
原因，客观看待蔬菜价格波动的影响，理性对待
市场价格变化。坚决查处和打击散布虚假价格信
息和炒作行为。
3.6 建设贮运平台，提升社会公共服务

针对张掖市蔬菜贮运能力差，冷藏库分布零
散，社会服务功能不完善的现状，在城郊选择交
通便利的戈壁滩，高规格规划建设蔬菜贮运物流
园区。通过产业项目资金，吸引扶持蔬菜贮运商
积极进入园区，投资建设园区，配套完善服务性
（包装材料厂、运输制冷冰厂等）行业，逐步形成
西北最大的蔬菜冷藏、加工、运销中心，蔬菜集
散中心，价格形成中心，信息交流中心，以满足
张掖市高原夏菜快速规模发展的需要［ 5］。同时，
按照“你发财我发展”的经济理念，建设服务型政
府，多渠道、深层次、全方位服务企业，以大服
务托起“高原夏菜”产业，使企业和农民以产地
相连，以产业相依，共同做大做强高原夏菜产业，
规避市场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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