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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蔬菜产业规模不断扩大，市场需求不断提高，市场竞争日

益激烈的环境下，贵州安顺蔬菜产业要想保持其发展优势，充分

挖掘其发展潜力，在新环境下得以健康持续发展，发展和优化蔬

菜产业集群势在必行。对此，本文分析了贵州安顺蔬菜产业集群

发展现状和发展优势，重点研究了贵州安顺蔬菜产业集群发展

策略及进一步优化策略，希望能够对相关工作提供一定帮助。

贵州省安顺市“九大重点特色产业”之一即为蔬菜产业，多

种蔬菜产业在国内销售市场当中占比相当之高，其对于安顺农

业生产结构和区域经济发展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安顺蔬菜产业

已逐渐转变以往的发展模式，成为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且

由于其见效快、周期短的发展特点，深受欢迎。为进一步推进安

顺蔬菜产业结构优化，促进蔬菜产业持续发展，充分利用安顺条

件优势，解决蔬菜产业瓶颈问题，探索蔬菜产业集群发展路径至

关重要。

一、贵州安顺蔬菜产业集群发展现状

1、生产技术较为落后

在贵州安顺地区，特色蔬菜主要包括山药、辣椒、生姜等，这

些蔬菜在生产种植过程中，通常采用自留种种植方式，使得长时

间下出现产量逐年降低、品质逐年下降的问题，种植面积逐年变

小，病虫害问题愈发严重，甚至呈现出逐渐被外地品种替代的发

展趋势。同时，在蔬菜产业集群发展过程中，还存在新育苗技术

不完善，应用力度不到位，相应育苗设施不健全等问题，不利于

周期育苗和大面积发展，导致其生产技术条件无法满足安顺市

蔬菜产业集群发展的需求。

2、产销对接效果不佳

产销对接，对于蔬菜产业集群发展的稳定性和持续性具有

重要影响。而就现阶段贵州安顺市蔬菜产业发展情况来看，产销

对接效果不佳问题仍普遍存在。在产业规划布局方面，缺乏科学

性和合理性，与市场衔接效果较差，存在盲目扩大种植规模、盲

目跟风的现象。在蔬菜产业集群发展中，缺少包装和储运等技

术，产业链延伸不到位，蔬菜深加工领域发展较为欠缺，在产业

发展中容易产生生产效益低、市场供销不平衡等问题。此外，对

于地理标志产品获批数量有限，龙头品牌不多，绿色有机认证较

少等，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蔬菜产业集群发展。

3、产业保障体系相对薄弱

对于蔬菜产业集群发展而言，产业保障体系的建设必不可

少。而就贵州安顺市的蔬菜产业发展现状来看，仍然缺少必要的

保障体系。在产业技术服务方面，仍然有待完善；在产业技术人

才方面，科研力量不足，操作型技术人才欠缺，人才流动性过大，

流失问题严重；对于蔬菜产业集群发展中，水电路等基础设施投

入有限，农业保险机制不够健全，对于产业集群发展过程中的自

然灾害抵御能力仍不能达到要求标准。

二、贵州安顺蔬菜产业集群发展优势

1、政策支持优势

《贵州省发展蔬菜产业助推脱贫攻坚 3 年行动方案（2017-

2019 年）》和《贵州省农村产业革命蔬菜产业推进方案（2019-

2021 年）》的发布和实行，2022 年中央财政农业生产发展优势特

色产业集群补助资金政策，为其蔬菜产业集群发展提供了有利

的政策支持。在政策支持下，贵州安顺市为落实战略部署，将进

一步整合力量、发挥其蔬菜产业优势，实现高效地产业转型升

级，促进精准扶贫。同时，在此大环境下，安顺市还相继出台了多

项蔬菜产业发展相关文件，成立了相关专家团队，对蔬菜产业集

群发展提供技术指导，有效促进各区域蔬菜产业集群发展。

2、自然条件优势

①气候条件

安顺市地处亚热带高原季风气候，其年均气温在 14℃左

右，最高气温平均在 23℃，最低气温平均在 5℃左右，冬无严寒、

夏无酷暑。无霜期长，昼夜温差适中，全市境内海拔高差大，立体

农业气候特点突出，有利于露地蔬菜不同品种的布局和茬口的

衔接。“空调气候”得天独厚，有利于各类正季蔬菜、反季节蔬菜

的露地生产，且口感好，一年四季均可露地生产和上市不同种类

的蔬菜。

②地理位置

安顺地理位置特殊，自然生态环境良好，其高海拔、低纬度

地区适合蔬菜种植生长，尤其对于辣椒优质品质的生产而言，地

域地理位置更是呈现出资源丰富的优势特点，使得辣椒辣味适

中、芳香味浓，所生产加工形成的特色辣椒制品和辣椒产品被销

售到全国各地，带动了安顺经济发展。

安顺蔬菜产业集群发展模式与产业结构优化探索
胡 娟 姚盛涛 吴家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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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交通条件

安顺市地处黔中腹地，沪昆高速公路横贯东西，境内县县通

高速、乡乡通油路，地处黔中交通枢纽，具有独特的交通优势，为

蔬菜产业集群发展提供了有利的交通条件，对于种植管理、产销

对接等均提供了重要的条件。

3、产业基础优势

安顺市具有非常良好的蔬菜产业基础，且该产业已经形成

了悠久的历史沉淀，夏秋错季叶菜、茄果类蔬菜以及折耳根等都

具有一定的生产规模，在贵州省享有知名度。同时近年来，安顺

市对蔬菜产业的投入资金在不断加大，该产业也吸引了众多人

才，产业生产经营组织化程度在原有的基础上有着大幅提升，蔬

菜产业已经逐渐成为安顺市农民主要的增收产业之一。

三、贵州安顺蔬菜产业集群发展策略

1、区域化布局

蔬菜产业集群发展过程中，发挥区县主体作用，对安顺市产

业结构进行调整优化。布局期间，做好市场分析，明确市场需求，

强化技术、资金、人才等引进和资源偏向，尤其向蔬菜优势区域

内集中引进。根据区域布局，突破安顺市内各区县的界限，打造

多县一业的生产布局模式，发挥优势蔬菜产品，扩大产品经营规

模，发挥集聚生产效应。在此基础上，以区域为整体，构建蔬菜生

产专业乡镇，打造蔬菜产业区县，建立蔬菜优势区，注重产业结

构调整优化，从时空布局对产业结构加以完善。结合安顺市的自

然条件特征，制定生产统筹计划，从大中拱棚、日光温室、露地生

产等多领域进行结合打造，实现各季节、各区域的生产有效衔

接，不断提高蔬菜产业集群发展质量和效率，加大产业生产规

模，延长蔬菜供应期，尤其促进优势主导产品在四季的持续生产

和供应。

2、标准化生产

推动标准化生产，对于蔬菜产业集群发展而言至关重要。对

此，首先，应建立安顺标准化生产体系。对接目标市场需求，重视

市场蔬菜质量标准，以有机食品、绿色食品为主要发展方向，制

定标准生产体系，打造种植栽培管理、加工运输、分级包装等多

层次的标准工作模式。其次，实施标准化生产模式。在区域内，大

力推广高效生产技术，重视绿色技术应用，实现在蔬菜品种、种

植管理、质量检测、农资水平等多方面的统一管理，构建优质品

种、优质技术、优质管理、优质价格等为一体的生产基地。另外，

还应当健全质量管理追踪体系，完善全程化管理。在蔬菜产业集

群发展中，严格控制产品投入，从种子选择、育苗、田间管理、产

品加工、分级包装、预冷存储、运输销售等多个环节，建立全程化

质量追踪系统，做好全方位信息记录，采取责任追究制度，确保

对蔬菜产业全过程统一追踪管理。依据蔬菜产业的市场需求和

发展需要，通过构建示范区来制定蔬菜种植生产标准，便于统一

管理。

3、规模化经营

规模化经营模式的构建，是发展蔬菜产业集群化的重要途

径。对此，首先可在安顺市内，建立规模化蔬菜产业基地，进行良

种繁育示范工作。通过建立蔬菜产业示范基地，进行良种繁育和

杂交种植等规模化生产示范，对蔬菜新品种的选种育种进行大

范围示范推广。同时，建立大型集约化育苗中心，健全选种育种

技术体系，并打造蔬菜规模生产基地，发挥示范作用。其次，可根

据现阶段安顺市的蔬菜产业发展情况，结合市场目标定位，聚焦

几个蔬菜产业大县，进行主导产业的重点发展。在此过程中，可

选取蔬菜单品培育生产规模在 3 万亩以上的大县，打造蔬菜产

业县，建设品种统一的专业乡镇，发挥规模效益，提高乡镇的生

产竞争力，促进单品规模的持续增长。以此为基础，建设现代化

蔬菜产业园区，促进规模化生产的实现，提高安顺市蔬菜产业聚

集度。另外，还需发展经营主体规模化，对家庭农场、合作社进行

培育和发展，建立综合服务站，由安顺市相关部门，进行集中统

一的技术指导，实施农机作业、农资供应、施肥灌溉、土地托管、

品牌农业、市场营销等为一体的综合服务模式。安顺市还可打造

现代化经营模式，根据市场发展目标和需求，鼓励龙头企业发挥

带头作用，由新型经营主体，发展股份合作、土地流转、基地共建

等合作销售模式，构建生产经营体系，实现农户、市场、企业、基

地共同经营，完善服务链，打造健全的利益链。

4、产业化发展

产业化发展过程中，由市场发挥带头作用，带领整个蔬菜产

业的发展。一方面，进一步开拓区域市场，构建更为稳定集中的

销售渠道，以销售需求，确定生产目标。强化农超对接，打造连锁

经营+窗口直销发展模式。对于蔬菜产业中的冷链物流，建立相

应的制度体系，进行统一分级包装和预冷存储管理，提高安顺市

蔬菜外销能力。另一方面，可强化蔬菜品牌建设，根据区域实际

情况和发展条件，打造独具特色、易于流通、辨识度高且内涵丰

富的蔬菜品牌，并建立与品牌相适应的宣传销售平台渠道。在此

基础上，还可建立蔬菜集配中心，把握城市蔬菜入市的发展机

遇，对蔬菜初加工产业重点发展，如蔬菜分级包装、净菜配送等

产业，并在优势发展区域内，建设蔬菜集体加工、存储、销售、配

送等为一体的集配服务中心，为高端市场提供优质服务，提高蔬

菜产业附加值。另外，还可进一步发展精深加工产业，在区域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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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蔬菜产品深加工基地，提高其建设规模，加深其加工程度，

提高科技创新力，发挥示范作用，加大力度培育脱水蔬菜、辣椒

酱等特色精深加工产业，增加产业转化值。

四、贵州安顺蔬菜产业集群优化策略

1、发展产业新技术

就安顺市蔬菜产业发展特点，进一步优化蔬菜产业集群，应

当从发展新技术入手。针对山药、辣椒、小黄姜等特色地域蔬菜

产品资源进行统一收集整合，对其进行创新化利用。在区域内，

构建地域特色蔬菜品种培育体系，加大特色资源利用，培育地方

特色蔬菜产品，提高产品质量和产量，并在此基础上，不断加大

特色蔬菜种植规模。在产业发展中，加强对山地机械的引入，对

其相关技术加大推广普及力度，使其在区域内被更广泛的应用，

减轻劳动成本，提高产业质量和发展效率。此外，结合产业发展

需求和市场需求，制定明确发展目标，引进先进技术人才，研发

新兴种植管理技术，并由特定的单位机构，为相关工作提供条件

支持，构建市级蔬菜生产示范点，层层完善，逐步构建区县、乡镇

示范点，提高蔬菜种植成活率，以技术发展和推广促进蔬菜产业

集群提质增效，降低相关成本支出。

2、强化市场衔接

强化试产衔接，进一步扩大品牌效应，延伸产业链，对于安

顺市发展和优化蔬菜产业集群工作具有重要影响。对此，可由政

府部分发挥主导作用，由相关内技术部分进行指导，参考农民群

众的意见，构建发展模式，引领农户根据市场发展情况，总结发

展规律，进行更规范的引种筛选工作，促进蔬菜品种的市场衔

接。同时，结合市场需求，做好示范试验工作，加强产销对接工作

优化，构建以农户、企业和合作社为一体的产品销售运作模式，

扩展蔬菜产品销售渠道和产业链，避免不切实际地盲从选择蔬

菜品种，确保其与当地市场需求和环境相适应。在此基础上，提

高产销合作意识，构建完善的分拣、预冷、包装运输等模式，引进

初加工和深加工产业企业，为龙头企业提供更有力的支持，促进

区域特色蔬菜产品的深度研发，强化品牌塑造，以此为基础，延

长蔬菜产品供应链，不断提高蔬菜产品质量，满足市场需求，提

高风险防范能力。按照市场需求，还可针对地方蔬菜，申请绿色

认证，或申请地理标志产品，结合区域条件，引进有机种植技术

模式，提高蔬菜品质，提升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3、完善产业服务保障体系

为做好蔬菜产业集群发展中的保障工作，进一步完善相关

保障措施，应建立完善的产业服务保障体系。在区域内，加强蔬

菜主产区的基础设施投入，包括水、电等设施，建立大型农贸市

场，完善分类存储体系等，以市场集中产品，为蔬菜产业集群发

展创造安全可靠的发展环境。安顺市可发挥领头作用，实现县、

乡各级的联动工作，为蔬菜产业集群发展中的技术研发、产业推

广、示范基地建设等各项工作提供必要的经费支持，保障相关工

作有序开展。同时，加强专业技术人员队伍培养，重视蔬菜科研

队伍建设，并强化农民和农村技术人才的培养培训，从多方面完

善蔬菜产业集群发展服务保障，建立保险体系等，有效降低蔬菜

产业集群发展的市场风险和自然灾害风险，保障产业顺利、持续

发展。

4、加强合作与考核

由政府领导，可加强商会、协会、企业间的合作，制定相一致

的质量监管、生产标准、品牌宣传等制度规范，联动进行产品生

产和销售，强化外贸金融等相关方面的合作交流。同时，相关机

构加强与科研院所、知名院校间的合作交流，强化新技术、新品

种、新管理模式的研发的应用。对于产业链、产销对接工作，可与

营销顾问达成合作，学习先进的市场运营、冷链运输等工作经

验。另外，强化“菜篮子工程”市长负责制，在管理发展过程中，将

打造高质量蔬菜产业集群目标和任务，落实到各区县绩效考核

当中。在此基础上，建立相应的检查和考核工作机制，对于落实

目标、完成任务的区县予以适当奖励表彰，或以奖代补，支持蔬

菜产业集群的进一步发展。

综上所述，蔬菜产业集群发展和优化并非一蹴而就，需要长

时间的探索和积累。因此，贵州安顺蔬菜产业集群发展应当结合

其各方面条件优势，打造区域化布局、标准化生产、规模化经营、

产业化发展模式，并通过发展产业新技术、强化市场衔接、完善

产业服务保障体系、加强合作与考核等，优化蔬菜产业集群发

展，促进蔬菜产业结构的不断优化完善，带动区域农业和经济发

展。

（作者单位：561000 贵州省安顺市农业技术推广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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