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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研究·

北京郊区种植业发展现状研究

刘军萍，张春林

（北京市农业与农村资源区划办公室，北京 @---AB）

摘 要 阐述了北京郊区种植业的现状，一是种植业总体规模减小；二是种植业单位面积产出水平提高；

三是种植业内部结构发生很大变化；四是空间布局变化明显；五是科技状况亟待调整。该文认为，科技政

策及计划，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产业的发展和发展深度，并对国家涉农科技政策与科技计划中有关业条款

进行了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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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植业的总体规模减小，在整个农村经济中所占份额降低

与产业结构调整前的 @BB, 年相比，种植业的增加值呈减少趋势，在郊区经济和农业中所占的份额也

降低了很多（图 @）。!--! 年郊区种植业的增加值为 ),&" 亿元（较 @BB, 年减少了 * 亿元），占郊区总增加

值的 "C，在大农业中只占 )"&,C；@BB, 年增加值为 ,A&" 亿元，其比重为 ",&BC，到 !--@ 年仍占一半的

比重；!--! 年则降至 )"&,C，年均下降 !&D" 个百分点。同期乡村从业人员中种植业的比重也从 A,&@C降

至 !D&DC。

图 @ 京郊种植业增加值及其与一产增加值的比重变化

图 ! 农民人均年纯收入中来自于种植业的绝对量与比重

!--! 年，北 京 市 耕 地 面 积 !)&B 万

/E!，果园面积 B 万 /E!，两项合计 AA&B
万 /E!，与 @BB, 年相比，耕地减少 @, 万

/E!，果园增加 A 万 /E!，合计减少 @! 万

/E!，减 少 了 !"C。种 植 业 从 业 人 员 从

@BB, 年的 ,,&@ 万人减少到 !--! 年的 ),&B
万人。

随着种植业在郊区经济中所占份额的

下降，近 D 年来种植业对农民人均年纯收

入的贡献，不论是绝对数额还是相对比

重，都呈下降趋势（图 !）。@BB, 年京郊

农民人均纯收入中来自种植业的收入为

""@ 元，到 !--! 年下降到 )-- 元，年均下

降 A@&" 元；同期，人均纯收入中来自于

种 植 业 的 比 重 也 从 !-&,-C 下 降 到

"&*-C，年均下降 @&B" 个百分点。就农

民群体而言，随其收入来源的多渠道化，

种植业对农民收入的贡献将进一步下降，

这似乎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

 



二、种植业单位面积的产出水平提高，不同产业的效益差距非常悬殊

目前种植 业 的 物 质 投 入 水 平 较 高，农 机 动 力 为 !"#$%& ’ ()*，化 肥（纯 量）单 位 面 积 施 用 量 为

"+,#-"%. ’ ()*，单位面积农药施用量为 !-#+%. ’ ()*，有效灌溉面积比重 --/。主要作物单位面积产出水平

也较高。*00* 年粮食单产为 1 !+"#"%. ’ ()*，油料单产为 $ -+-#"%. ’ ()*，瓜类单产为 ,+ -1,%. ’ ()*，蔬菜

播面单产为 22 ,+1%. ’ ()*。

!++" 3 *00* 年，种植业增加值基本上呈下降趋势（图 !）。从 !++" 年的 "$#, 亿元，下降到 *00* 年的

2"#, 亿元，年均下降 ! 亿元；但是单位面积（耕地和果园）的增加值却增长了 !"/（图 $），而劳动生产

率的变化不明显，仅增长了 *#!/；同期整个一产的劳动生产率增加 **#+/ （!++" 年为 !* 22* 元 ’人，

*00* 年为 !" *+" 元 ’人）。!++" 3 *00* 年单位面积种植业（包括耕地和果园）增加值基本上呈波浪式上升

趋势，*00* 年为 !$ ,"2#" 元 ’ ()*（图 $）。这与结构调整、新的技术成果的不断运用密切相关。

然而，不同产业单位面积效益又差别很大。根据课题组的调查，与京郊最普遍的麦玉两熟相比较，种

植结构调整后，新增加的作物品种或新形成的优势产业，其效益显著提高，最高可达普通麦玉两熟的

*,#2 倍。单位面积效益最高的为昌平苹果，可达 1" 000 元 ’ ()* 以上；其次为怀柔西洋参，效益达 1! *"0
元 ’ ()*；第三为延庆马铃薯，效益在 !" 000 元 ’ ()* 以上。即使是效益稍低的春玉米和青饲玉米，也因其

种植用工少，易于规模种植，使农户的年总收入得到提高，从而受到了农民的欢迎。

图 $ !++" 3 *00* 年京郊种植业单位面积增加值的变化

从整体而言，瓜、菜的单位

效益一直远高于谷物、经济作物

和水果，且 !++" 3 *00* 年间基

本呈上升趋势；水果的单位效益

在 !++" 3 !+++ 年 处 于 第 二 位，

高 于 谷 物 和 经 济 作 物， 但 到

*00! 3 *00* 年时基本与经济作物

持平；谷物的单位效益在四类作

物中基 本 上 一 直 最 低，只 是 在

!++" 3 !++- 年与经济作物不相上

下。

三、产业内部结构发生很大变化，设施农业面积增加，经营内容丰富

!++" 年以来，尤其是 !++- 年以后的几年，是北京郊区种植业发展史上结构变化最快的几年。!++" 3
*00* 年粮食播种面积减少 ,!#!/，粮食总产减少 ,-#$/；蔬菜播种面积增加 $2#$/，蔬菜总产增加

$1#$/，油料、瓜类的播种面积也分别增加了 $$#,/和 ,"#+/；以紫花苜蓿为代表的饲草作物更是异军突

起，从以前的零星种植激增到 *00* 年的 !* 0-0()*，使粮经（含瓜、菜，不含果）饲面积比由 !++" 年的

$#- 4! 40 调整为 !#! 4! 40#!，种植业内部的粮经饲三元结构初步形成（图 2）。

图 2 !++" 年与 *00* 年粮、经、饲面积比

在种植业产值构成中，蔬菜的比重从

22#-/上升到 "1#0/，一直居第一位；干

鲜果的比重从 !$#0/ 上升到 !-#2/，取

代了谷物第二位的地位；其它（如花卉、

中药材、食用菌等）的产出份额从 1#+/
上升 到 !2#0/，超 过 谷 物，位 居 第 三；

谷物所占比重则迅速下降，从 $!#,/ 降

至 *00! 年 的 !0#"/，*00* 年 则 更 低 至

,#-/，位居第四；经济作物份额一直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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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虽然 !""! 年较 #$$% 年比重增加 # 倍，也只占到 &’%(左右（图 %）。

设施农业是 !" 世纪 )" 年代在北京种植业中出现的新事物，从 !" 世纪 $" 年代起，在京郊大地迅速普

及。设施农业的主要形式有小中棚、大棚、日光温室、大型连栋温室等。其中中、大棚和日光温室，因造

价相对较低廉、经济效益显著而得到了广泛应用。设施技术最先应用于蔬菜的提早或延迟栽培，直到

#$$% 年几乎所有的设施都用来栽培蔬菜。此后的 ) 年中，设施农业的规模迅速扩大，栽培作物的结构也

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表 #）。种植蔬菜的比重降到了 )"(左右；设施瓜的种植比重上升很快，占到了 !"(
左右；设施果近 *(。从增加的作物种类与品种来看，花卉、瓜类、果类等相对于蔬菜的价位要高，说明

已经意识到设施档次要与生产产品价位相匹配，注重了设施生产效益的提高。设施作物种类、品种的增

多，供应周期的延长，丰富了北京居民的菜篮子。设施农业面积的扩大，从另一个角度反映出京郊种植业

的科技含量与种植水平在提高。

图 % #$$% + !""! 年种植业内部产值结构变化

表 # #$$% + !""! 年京郊设施农业面积及作物结构

年份
面积

（,-!）

比重（(）

蔬菜 花卉 瓜类 果类 其它

#$$% ) $$. $$/$$
#$$0 $ "&$ $0/"% & /$%
#$$) $ )00 $"/0* $ /&0
#$$. ## !&. )$/00 # /0" #) /*) # /!0 " /"!
#$$$ #% ")! )0/%" ! /!) #0 /00 ! /!# ! /&0
!""" #$ )#) )#/%" & /$" #$ /#& ! /*# & /"0
!""# !& #0! 0$/#. * /#% #$ /$0 & /%) & /#%
!""! !& *)# )"/)# ! /0! #. /$! & /$& & /.!

四、空 间 布 局 变 化 明 显，

区域优势产业开始形成

由于 近 郊 区（朝 阳、海 淀、丰

台）的农业增加值在 123 中的比重

（!""# 年）仅 "’%( + &(，其农业的

生产功能已很弱。因而，在这里只分

析、评价远郊平原、半山区、远郊山

区的种植业水平。

（一）远 郊 平 原（通 州、大 兴、

顺义）

远郊平原是京郊农业的主产区，

拥有整个郊区一半左右的耕地，基本

农田保有率较高。粮食产量约占全市

的一半，蔬菜高达 0 成以上，果品约

占 & 成。农田投入水平除农机单位动

力低于全市外，化肥施用量、农药施

用量和有效灌溉面积比重均高于全市

平均水平。

从该 区 的 种 植 结 构 看，#$$% +
!""! 年粮食播面减少了 0%’&(，年

均递减 %’$(；其占全市的比重亦在

下降。#$$% 年为 *$’%(，!""! 年减少为 **’!(。蔬菜播种面积变化最大，#$$% + !""! 年增加了 &&’%(，

占全郊区的比重也从 %&’!(上升到 0!’!(。以产出衡量，粮食总产同期减少了 0)’$(，占全郊区的比重

从 %#’&(下降到 *.’%(；蔬菜总产增加了 &.’0(，占全郊区的比重增加了 &’0 个百分点，!""! 年达到

0&’#(。

在此区域中，以种植蔬菜、西甜瓜、新品种水果为主的专业化乡镇、专业村很多，其中最具特色的产

业有大兴西瓜和梨、顺义粮食和牧草等，其中大兴西瓜甚至全国驰名。

（二）半山区（房山、昌平、平谷）

该区耕地占全市的 # 4 * 左右，粮食产量约占全市的 # 4 *，蔬菜占 # 4 ) 左右，果品占 # 4 ! 左右。农田投

入水平也较高，除单位面积化肥施用量外，农机动力、农药施用量、有效灌溉面积比重均高于全市平均水

平。从主要作物看，#$$% + !""! 年，粮食播种面积从 ) .0),-! 减少到 & #&*,-!，但占全市的比重却变化不

大，维持在 !)’%(左右；蔬菜播种面积变化最大，同期增加了 &%’*(，然而占全郊区的比重也变化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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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在 !"#以上。以产出衡量，粮食总产同期减少了 $%&’#，占全郊区的比重略有下降，从 ($&(#降至

("&)#；蔬菜总产则上升了 )!&%#，占全郊区的比重变化不大，保持在 !*#以上，(’’( 年为 !*&$#。

该区域是全市重要的果品产区，最具特色的有平谷大桃、昌平苹果等。其中，平谷大桃甚至享誉海内

外。

（三）远郊山区（门头沟、怀柔、密云、延庆）

该区为京郊最外围，耕地面积占全市的 ! + * 左右，随着近郊区生产功能的弱化，此区的生产功能逐渐

增强。粮食产量占全市的 ! + *，蔬菜占 ! + $，果品近 ! + *。(’’( 年粮食播种面积占全郊区的比重较 !%%" 年

上升了 ,&( 个百分点，达到 ("&!#；总产占 (*&!#。蔬菜播种面积上升了 !&$ 个百分点，达到 !*&!#；总

产占 !$&%#。果品生产是该区的一个优势产业。!%%" - (’’( 年果树面积由 !$ ,!%./( 增到 )) %!)./(，翻了

一番多；干鲜果总产也提高了 *!&)#，但占全郊区的比重却一直保持在 ()#左右（图 $）。但该区的农田

投入水平却有待提高，除农机单位动力水平外，化肥施用量、农药施用量和有效灌溉面积比重均低于全市

平均水平。

图 $ !%%" - (’’( 年远郊山区果业占全市比重的变化

五、种植业科技状况亟待调整

（一）存在问题

现有的种植业科学技术虽然丰富，但也存在着不

尽人意之处，可归纳为“五多、五少”。即传统的、

一般化的技术多，重大关键技术、高新技术少；增加

产量的技术多，改善品质的技术少；产中技术多，产

后技术少；知识形态技术多，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技

术少；改进型的技术多，突破性（创新）技术少。

土地联产承包、种植业结构调整，使原有大量的大型农机具难于适应分散的、小规模的精细作业需

要。蔬菜、瓜类、花卉、果树等园艺产业，尤其大棚、日光温室等设施园艺业在京郊迅速发展，而适合其

农艺作业的机械的研发却严重滞后。发展绿色食品则缺乏先进、适用、有效的绿色肥料，高效低毒低残留

农药，以及先进高效的监测、检测手段；发展一、三产业融合的观光旅游农业，却缺乏配套的技术体系；

发展籽种产业、设施农业、加工农业缺乏相应的高产、优质、高效配套技术和精深加工设备、工艺等；发

展高技术产业、标准化产品，则缺乏高技术成果和标准化技术体系和监测体系。

在农产品加工方面的主要差距：一是缺乏适宜的加工用品种，以及专用原料基地建设滞后。二是技术

创新能力低，科技储备不足。三是资源综合利用水平低，产品单一，科技含量不高。四是加工企业设备落

后，加工能力小。五是行业标准和产品质量过程控制体系不健全。

（二）与种植业相关的科技政策及计划

科技政策及计划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产业的发展方向和发展深度。国家涉农科技政策与科技计划中有

关种植业的条款，惠及全国各个省、市、区，并对其具有指导、促进和约束作用。这里主要列举近几年北

京市科技政策及科技计划中与种植业直接相关的内容。

!& 北京于 (’’’ - (’’" 年实施的“首都二四八重大创新工程”中有一项工程与种植业直接相关，即

“绿色食品及良种工程”。该工程在种植业上的主要工作是，在近年内制定无公害蔬菜生产的有关质量标

准，建立检测技术体系；建立农产品栽培和病虫害综合防治技术规程、安全生产规程；开展植物新品种选

育和高效种植技术研究。

(& 北京奥运行动规划的科技奥运建设专项中，涉及到种植业的内容主要有：在奥运安全领域要运用

生物技术的最新成果，建设绿色食品生产基地，为奥运会提供全方位的、万无一失的安全保障。重点开展

生物安全防范技术研究，绿色食品生产、检测技术及标准体系研究，绿色食品生产示范基地建设等。

)& 北京市农业科研发展计划，内容包括农业应用基础研究、科技攻关、成果转化与产业化开发、软

科学研究及农业科技示范园区建设等，这些都与种植业息息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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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科委“十五”科技致富工程发展规划中，工程目标与种植业相关的有：实现山区种养业中

实用技术和优良品种覆盖率达到 #$%以上。工程重点中与种植业相关的有：重点发展以特色林果为主的

高效种植业。

!"#$% &’ "() *+)!)’" !","#! &- *.,’" /’$#!"+% $)0).&*1)’"
/’ "() &#"!2/+"! &- 3)/4/’5

.67 478968:，;<=8: >78?68
（&’()*+,-+(. /01 2+(/, 2.34+(*.3 /01 2.’)40/, 5,/00)0’ 677)*. 47 8.)9)0’，8.)9)0’ :$$$;<）

,@ABC=DB =>)3 ?/?.( .@?4+013 ->. ?(.3.0- 3-/-+3 47 ?,/0- )01+3-(A )0 4+-3B)(-3 47 8.)9)0’ C D)(3-,A，->. ’.0.(/, 3*/,. 47
?,/0- )01+3-(A )3 (.1+*)0’；3.*401,A，->. A).,1 ,.E., 47 ?.( +0)- /(./ 74( ?,/0- )01+3-(A )3 )F?(4E)0’；->)(1,A，->.(. /(.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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