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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由《中国花卉报》社与绿广联（北京）国际广告有限公司共同组织编写的《中国花卉园林年鉴》
正是全面记载中国花卉产业发展状况的综合性文献，本年鉴通过对全国花卉产业科研、生产及市场发
展的调查、了解、分析，系统反映了我国花卉产业发展过程中的新成就、新经验、新问题、新趋势。
同时将与花卉产业相关的政策法规、统计数据、花卉企业发展概况等资料收集、整理，供花卉企业及
相关研究部门收藏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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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部分　改革开放30年综述放眼国际探求特色之路何小唐　寇亚琴花卉业是伴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发
展历程一步步壮大起来的。
尽管我国有着悠久的花卉栽培历史，有着令世人羡慕的花卉品种资源，但花卉作为产业在我国兴起至
今只有20多年时间。
其间，花卉产业每隔一段时间便推出一些专业词汇，如“年宵花”、“国产化”、“花农合作社”、
“拍卖市场”等，不仅在业内广为人知，也让外界得以一管窥豹。
这些词汇的流行，见证了我国花卉产业的日益成熟，也反映出正在探索有中国特色的发展之路。
“年宵花”是我国花卉产业发展中一个最具代表性的关键词。
在“年宵花”的带动下，我国花卉的国产化程度逐年提高，多种形式的花卉流通体系日趋完善，拍卖
市场的引入标志着我国已缩短了与国际市场之间的差距。
在国内外市场需求推动下，花卉生产格局发生了新的变化，农户从最初的一家一户分散种植走向产业
联合，“花农合作社”应运而生，不仅促进了国产化生产水平的快速提升，同时也扩大了我国花卉产
业在国际市场的影响力。
关键词1：年宵花回首中国盆花产业发展之路，最重要的一个关键词莫过于“年宵花”。
它不仅指销售旺季春节所销的花卉，更重要的在于为花卉销售开辟了重要渠道。
如今不少发展起来的花卉企业正是利用年宵花赚到第一桶金，而有了后续的发展动力。
多年来，年宵花内涵和外延的变迁巨大表现在：从几种传统手段生产花卉到依靠现代化技术生产高档
花卉；从只有少数品种到种类越来越丰富；从只有华南等地少数城市有年宵花到全国各地大范围普及
；从以进口为主到国产花卉“当家做主”；从单盆销售到艺术组合创作后出售⋯⋯年宵花成为产业发
展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
1996年之前，只有广东市场上才能见到年宵花。
而1997年以后，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出现了一批专业从事花卉进口和销售的经营者，他们从荷兰
等国进口风梨、红掌、杜鹃等盆花，并集中在元旦、春节销售，这是一直延续至今的年宵花。
北京赛阳园艺公司负责人王晓辉，是第一批专业经营进口年宵花的人士之一。
他说，1997年前后刚刚出现的年宵花市场有两大特点：价格奇高，暴利“横行”；市场容量迅速扩增
。
年宵花市场发展的中前期很稳定，进口商在年初就把计划报给荷兰方面，订好舱位，计划性很强；其
后的几年内，进口花数量迅猛扩张，利润仍然相当可观。
值得一提的是，正是由于年宵花所带来的花卉市场繁荣和高利润，让一大批有着进出口贸易经验、了
解国际市场并有资金实力的专业人士迅速成长起来，他们成为此后促进花卉产业发展的中坚力量。
经过多年的培育和发展，目前国内年宵花种类已十分丰富，新品种上市速度几乎与国际市场同步。
对于消费者来说，花卉品质的好坏将直接影响人们对它的消费欲望。
年宵市场的竞争不再是单纯的价格和新品种的竞争，而更注重产品质量的竞争。
为顺应这种市场变化，不少成品花生产企业在产品做精做细上下功夫，从追求“人无我有”，谋求品
种的独特性，转向“人有我精”，依靠产品’品质赢得市场。
一些专业化生产企业快．速成长，通过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管理手段，使其产品在年宵花市场具备极强
的竞争力。
我国年宵花产品的整体品质有了突破性提高。
年宵花的出现不仅为众多花卉企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更促进了花卉产业整体水平的提升和发展。
年宵花也是引导花卉消费的领跑者。
起初的年宵花以集团消费、礼品消费为主，但时至今日，年宵花不仅走进寻常百姓家，更带动了他们
的日常花卉消费。
不少年宵花已实现了周年生产，如一品红、蝴蝶兰、红掌、凤梨等。
此外，花卉销售方式的变革也是最先出现在年宵花市场上。
年宵花市场上最早出现了组合销售，使花卉更具观赏效果a组合盆栽不仅提升了花卉产品的观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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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大大刺激了消费者的购买欲，成为企业扩大市场份额、提高产品附加值的一种有效手段。
经过市场培育和摸索，组合盆栽的技巧及素材应用等方面都有了较大提高。
一盆多株的简单形式不再被消费者看好，而多种植物搭配的艺术组合造型成为主流。
同时，年宵花还带动了相关产品的发展。
人们对花卉产品的整体要求提高，对花卉配套产品的装饰性和个性也越发讲究。
传统的泥瓦盆、塑料盆在市场上已难觅踪影，取而代之的是五花八门的盆具。
装饰手段的日益提高，无疑提升了花卉产品的品味，促进了市场消费。
关键词2：国产化花卉生产的国产化进程其实就是中国花卉产业培育核心竞争力的过程。
十五六年前，随着花卉营销市场的日渐兴起以及年宵花市场形成，促进了花卉生产从传统、低水平重
复向现代、高科技手段应用方向发展。
从国外引进的优良种苗和先进技术设备，为花卉产业发展注入了活力，并使国产化的产品走出国门。
中国的花卉产品逐渐在国际市场上引起重视并拓展了市场空间。
1997年，昆明满天星花卉公司与中国香港、马来西亚及新加坡等地的外商联合成立股份公司，从国外
购买香石竹专利种苗进行繁殖，再卖给农民种植，然后从种植者手中将高质量的花回购，利用出口优
势发往中国香港及东南亚市场。
2000年，昆明杨月季公司严格执行国际规则，支付月季品种专利费，真正跻身“国际月季俱乐部”，
主动接轨国际市场从而获得国际最流行的月季品种，并从育种企业获得免费增值服务和技术支持。
如今带有“YYY”注册商标的“杨月季”牌月季切花已出口日本、澳大利亚等国。
要想进入国际市场并与之接轨，遵循规则是不二法门。
像杨月季公司这样在国际市场上有良好信誉度的企业，在中国从无到有，正越来越多地涌现。
1998年春节，广东市场进口比利时杜鹃120多万盆；1999年春节，江苏宜兴华盛杜鹃花生产场生产比利
时杜鹃花80万盆，仅广东市场就销售了47万盆。
那一年，广东市场比利时杜鹃的进口量减少N50万盆； 2000年之后，比利时杜鹃的进口量逐年减少。
与之对应的是国产比利时杜鹃销量在逐年增加。
1997年以后的8年间，进口盆花从在市场占据主导到逐渐萎缩甚至消失，与此同时，国产盆花日渐繁荣
和丰富起来。
北京五洲翔远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邵远祥介绍，自2003年以后，国内生产者开始大量引进进口花
卉种苗，进口花卉国产化进程加快。
2005年，年宵花中国产的比例已占据多数。
到2008年，除了大花蕙兰有少量进口以外，其他年宵花已基本实现国产化。
当花卉产品的国产化程度越来越高的时候，国际市场对中国市场的关注度也越来越高。
起初，国际著名的花卉种苗商通过代理将产品销售到中国来，而今，他们已不仅销售种苗，中国市场
巨大的潜力让他们怦然心动，纷纷来中国建立种苗基地或示范基地，中国将成为国际花卉种苗的供应
中心。
一位曾从事花卉进出口业务的经销商介绍，中国花卉生产的国产化速度之快让人吃惊，不仅那些市场
主流花卉实现了国产化，还有很多非主流花卉也实现了国产化，使市场的花卉种类极大丰富，很多品
种的国产化产品实现了与国际市场同步出现。
关键词3：合作社随着花卉产业国产化进程的加快，单个农户分散种植已经很难适应国内、国际市场
的需求，花农合作组织应运而生。
农业合作社并不是什么新鲜词，早在20世纪50年代末，合作社就已经在我国农村全面推行。
然而，那个时代的合作社几乎成了“大锅饭”的代名词。
改革开放30年后的今天，当农业合作社这个专有名词再度出现时，人们对合作社的理解以及新型合作
社所发挥出来的作用与过去有着天壤之别。
 “统一设施、统一技术，统一品种、统一品牌、统一销售”，率先在云南省昆明市呈贡县斗南村成立
的花农生产合作组织，首次提出了合作社“五统一原则”，目前已经成为我国各地新型农业合作社的
基础模式，也是广大花农渴望合作社再度繁荣的内因所在。
合作社的出现，与我国花卉产业长期以来处于小户经营、分散种植、缺乏整体优势不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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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鲜切花生产大省云南省，70％的鲜切花生产集中在农户手中，这种由一家一户小农经济组成的
生产模式，根本无法适应当前规模化、标准化、市场化的发展要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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