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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设施蔬菜发展现状分析与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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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壮族自治区农业科学院,广西南宁 530007)

摘要:发展设施蔬菜种植,能有效提高蔬菜单位面积产量,增加农民种植收益,提升产品市场竞争力。但广西设

施蔬菜播种面积占比仍不到3%,离我国设施蔬菜播种面积占比约18%的平均水平有较大差距,且存在产业布

局不够合理、技术集成转化不够广泛、规模化效应受限等问题。本文通过分析广西设施蔬菜产业的基础与现

状,研判产业发展存在的问题和挑战,提出加快设施蔬菜生产结构调整、提升科技支撑水平、创新经营管理模式

等对策建议,拟为广西蔬菜产业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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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我国蔬菜产业快速发展,2022年全国蔬

菜播种面积达3.35亿亩(1亩≈666.67
 

m2),同比增

长1.69%;总产量近8亿吨,同比增长3.16%[1]。其

中,设施蔬菜净产值超过5
 

700亿元,已经成为我国

蔬菜产品供应的主力军[2]。广西农业产业结构战略

性调整优化升级始于20世纪90年代[3]。“十三五”
期末,广西设施农业产值1

 

500多亿元,占全区农林

牧渔业总产值的25.36%,其中设施蔬菜生产规模保

持8%的较高增速。“十四五”以来,广西着力推动现

代设施农业发展,重点发展“畜渔蔬果蚕菌”6个领

域;设施农业资源要素加快聚焦、市场需求不断升级,
设施蔬菜增长空间巨大,有利于巩固和提升广西“南

菜北运”和粤港澳大湾区“菜篮子”基地的重要地位;
但广西设施蔬菜生产同时也面临着产业规划不够清

晰、标准化生产体系不够完善、设施结构不够科学等

问题和挑战。因此,本文对广西设施蔬菜发展现状及

趋势进行梳理分析,提出优化产业布局、强化科技支

撑、创新经营管理等促进产业发展的对策建议,以期

为蔬菜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

1 广西蔬菜生产及设施蔬菜发展情况

1.1 广西蔬菜生产基本情况

  广西拥有南亚热带季风气候区良好的光温自然

资源、西南交通枢纽等便捷的运输条件,具有在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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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春季市场空档期提早上市蔬菜产品的优势。近十

年来,广西积极打造“10+3”现代特色农业产业集

群[4],持续推进露地蔬菜规模化发展、设施蔬菜以及

特色蔬菜生产基地建设,蔬菜产业得到快速发展。

2013-2022年,全区蔬菜播种面积年均增速3.27%,
产量年均增长5.96%[5],并已形成北部湾、湘桂通

道、西江流域、右江流域四大主要产区。到2022年,
广西蔬菜播种面积为2

 

480.53万亩(图1),仅次于粮

食作物,占全国蔬菜播种面积的7.37%,位居全国第

2位;产 量4
 

236.52万 吨,占 全 国 蔬 菜 总 产 量 的

5.30%,排在全国第8位;产值突破1
 

000亿元,占全

区农林牧渔业总产值的15.96%、种植业总产值的

27.84%[1,5]。全区14个地级市中蔬菜种植面积超过

100万亩的有12个,其中超过200万亩的有3个[5]。
南宁市蔬菜播种面积达431.81万亩、产量725.69万

吨,面积和产量均在广西各地级市中排名第一[5]。广

西每年销往“三北”地区、长三角地区及粤港澳大湾区

的蔬菜产品超过2
 

500万吨,对我国蔬菜周年供应起

到重要保障作用,产业竞争力不断提高[6,7]。目前,
广西是我国最大的秋冬菜生产供应基地,蔬菜产业已

成为广西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产业,是农

民增收的重要来源[8,9]。

图1 广西2013-2022年蔬菜播种面积和总产量

  Fig.1 Planting
 

area
 

and
 

total
 

yield
 

of
 

vegetables
 

in
 

Guangxi
 

from
 

2013
 

to
 

2022
1.2 广西设施蔬菜发展现状

1.2.1 生产规模

  2021年我国设施蔬菜播种面积约为6
 

000万亩,
设施 蔬 菜 产 量 达 到 2.3 亿 吨,占 蔬 菜 总 产 量 的

30%[10,11],山东、江苏、辽宁、河南、河北5省的产量

占全国设施蔬菜总量的2/3。亚热带气候区的江西、
湖北、湖南、云南等省份,设施蔬菜播种面积均已超过

200万亩。广西设施蔬菜种植起步较晚,可追溯至20
世纪90年代初的城郊蔬菜遮阳网简易设施栽培;“九
五”期末广西启动十个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建设,带

动了全区各地不同层次和规模的设施蔬菜基地发展,
并取得一定成效;“十五”期间广西通过建设“三高农

业示范园”“现代农业示范区”“优良品种示范场”等,
蔬菜设施栽培面积发展至1.5万亩左右[12]。“十一

五”和“十二五”期间广西设施蔬菜产业发展迅猛,至

2016年全区设施农业中的温室面积达3.41万亩、大
棚面积达12.53万亩,较2006年分别增长657.78%
和263.19%[13],设施蔬菜播种面积则达7.65万亩。
“十三五”期间广西设施蔬菜总增长率为8.82%,大
中棚建设增长率为0.32%。“十四五”以来,全区设

施农业发展势头良好,贺州、北海、贵港等地建设了一

批集中连片的规模化设施蔬菜产业园[14]。2021年全

区设施蔬菜占地面积约16.2万亩,设施建筑面积约

14.4万亩,设施蔬菜播种面积约22.2万亩,占全区

蔬菜播种面积的0.96%[15];至2022年底,广西设施

蔬菜 播 种 面 积 为 58.86 万 亩,较 上 年 度 增 长

165.14%,占全区蔬菜播种面积的2.37%。目前,广
西设施大棚种植的蔬菜作物有辣椒、番茄、黄瓜、苦
瓜、丝瓜、茄子、西瓜、甜瓜、小白菜等,良种覆盖率在

90%以上,产品远销粤港澳大湾区和长三角地区。虽

然我区设施蔬菜生产规模呈突破性增长,但是与我国

设施农业较发达地区相比,其生产总规模仍然偏小、
现代化发展水平仍较低[16,17],还有很大的增长空间。

1.2.2 区域分布

  广西设施蔬菜产业区域性分布明显,主要集中在

北海、南宁、贺州等城市。如贺州市平桂区加大扶持

政策,积极引导企业投资,大力发展大棚蔬菜产业,在
羊头镇建成设施大棚5

 

000多亩,形成了广西最大的

连片大棚蔬菜基地。从2021年广西各地级市设施蔬

菜播种面积情况(图2)来看,北海、贵港、桂林、柳州

和南宁5个市的设施蔬菜播种面积共占全区设施蔬

菜播种面积的85.75%。其中,北海市设施蔬菜播种

面积达5.9万亩,占全区的26.51%,是广西设施蔬

菜的最大产区。

1.2.3 设施结构

  近年来,我国园艺作物生产设施结构进一步优

化,科技人员研制出了满足不同地域环境、不同条件

要求的节能日光温室、大型连栋玻璃温室、宜机化保

温塑料大棚等多样化设施结构[18]。同时,广西设施

蔬菜种植应用的生产设施设备不断迭代升级,设施结

构由过去简单的网室结构、小拱棚、竹木或水泥柱钢

架大棚等[19],向标准塑料钢架大棚、锯齿型连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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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广西各地级市设施蔬菜播种面积占比(202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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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nting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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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rious
 

cities
 

of
 

Guangxi
 

(2021)

棚、智能温室等现代化设施发展,形成多种设施结构

并存的格局。设施栽培技术也由最初的简单栽培技

术,向水肥一体化、设施标准化、管理数字化提升。笔

者统计了2021年广西设施蔬菜各种设施结构建筑面

积情况(图3),其中,中小拱棚占66.16%,塑料大棚

占25.05%,连栋大棚及温室仅占8.79%。整体上

看,广西设施蔬菜设施装备水平偏低,标准化、环境可

控程度高及抗御灾害能力强的高端设施占比偏少,以
农业物联网和设施专用农机具等为代表的专业技术

装备较为欠缺,设施机械化程度和机械作业水平较

低,先进适用设施结构的应用有待加快推广。

  图3 广西设施蔬菜生产中不同设施结构建筑面积占比

(2021年)

  Fig.3 Propor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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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ili-

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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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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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duction
 

in
 

Guangxi
 

(2021)

1.2.4 经营能力

  2014-2022年,广西累计建成的自治区级蔬菜

产业示范区28个,其中五星级3个、四星级20个、三
星级5个[20],引进培育了一批经营规模大、技术水平

高、市场开拓能力和带动能力强的设施蔬菜龙头企

业,加快了设施蔬菜新型经营主体向规模化、特色化、
专业化发展。目前,全区已有自治区级以上蔬菜产业

化重点龙头企业26家[21],设施蔬菜生产企业不断完

善标准化生产模式,培育优质化、特异化蔬菜产品,提

升市场竞争力,并逐步向中高端市场开拓。各地市因

地制宜,积极探索适合当地条件的种植模式,形成设

施蔬菜生产长季栽培、一年两茬或三茬、一粮三菜轮

作等种植模式,有效提高了土地利用率、单位面积产

出率,土地单位面积产量提高1倍以上,效益增加

4-8倍[15]。

2 广西设施蔬菜发展态势

2.1 发展优势

2.1.1 光热资源丰富,发展优势显著

  广西光热资源丰富,雨热同期,属于亚热带季风

气候区,年均气温17-22
 

℃,年日照时数1
 

300-
2

 

250
 

h,无霜期280-340
 

d,降水量1
 

000-2
 

800
 

mm。在气候条件上,广西冬季温暖湿润,比云南更

适合冬春蔬菜生产。合理使用设施设备,优化产期安

排生产,即可大大提高光温资源利用率,有效提高生

产综合效益。相比北方设施蔬菜种植区,广西蔬菜大

棚保温功能要求低,利用塑料大棚等就能实现多种蔬

菜越冬种植,材料成本投入和能耗投入更低,产出投

入比更高,更有利于设施蔬菜产业的可持续性发

展[22]。广西桂南地区的冬春蔬菜上市时间比海南略

迟,但又较湖南、云南、贵州、福建、江西等地上市时间

早,恰好接档海南蔬菜收市时间,推广应用塑料大棚、
早春双膜覆盖等设施进行秋延后和春提早栽培,辅以

保花保果等技术,把产期调控在每年的10月至次年

5月,可实现产量提高和产值效益最大化,是发展设

施蔬菜种植的优势区域。

2.1.2 销售市场稳定,产业效益可观

  广西位于我国西南端,南濒北部湾,东邻粤港澳

大湾区,处于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和大西南地区的交汇

地带,也是中国与东南亚经济联系的枢纽地域。运输

条件上,广西比海南更便利,商品蔬菜可运至京津冀、
“三北”地区,拥有更广阔的大中城市中高端蔬菜产品

消费市场。广西与东盟各国在农业交流与合作上具

有天然的优势,在蔬菜商品出口方面有很大的拓展空

间。随着广西城镇化进程的加快,本地城镇对高品质

蔬菜的消费需求亦不断增加。同时,广西各地在设施

蔬菜发展中,不断优化创新“龙头企业+基地+合作

社+种植户”的组织生产经营模式,逐步形成了紧密

的蔬菜种植与销售利益联结共同体,提高了农业劳动

生产率、土地产出率、资源利用率和产业回报率。目

前,广西大棚蔬菜每亩年均收入达2-5万元,较露地

蔬菜收入更高更稳定,许多农户因为种植大棚果蔬走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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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了致富路。

2.2 存在问题

2.2.1 设施用地保障不足,规模化效应受限制

  广西壮族自治区第三次国土调查结果显示,广西

现有耕地面积4
 

961.46万亩,较第二次调查结果减

幅达25.35%[23,24]。国家关于“非农化”“非粮化”和
设施农业用地方面政策进一步收紧[2527],有限的耕地

首先要保障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供给,可供新建设

施农业使用的耕地并不多,扩大发展设施蔬菜受到限

制,对 保 障 设 施 蔬 菜 用 地 提 出 了 更 高 更 严 的

要求[28,29]。

2.2.2 标准化生产体系不完善,技术集成转化不足

  标准化生产是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的有效

手段[30,31],支撑设施种植的节本高效标准化生产技

术比露地种植要求更高[32,33]。设施蔬菜生产投入

大、运营管理成本高、投产比偏低等问题仍普遍存在。
种植基地对适应产区的设施专用蔬菜品种还不了解、
种植技术把握不精准,生产中存在茬口集中、生产档

口有空缺、连作障碍及病虫害日趋严重、产品品质及

产量不稳定、药肥投入过大、技术缺乏标准支持等一

系列问题。适应我区生态环境的设施蔬菜专用优良

品种、配套栽培技术、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环境调控

技术、专用设施设备等亟待进一步研究开发。

2.2.3 产业规划不够清晰,基地建设不够科学

  近年来广西各地大力发展设施蔬菜产业,但产业

层面的统筹规划和科学布局仍显不足,产区、产季、产
销与种植品类的相互配置协调度不够高。设施生产

基地建设不够规范,部分设施结构跨度、朝向设计不

科学,大棚结构本土化改造和熟化尚未完成,田间布

局、作业路线设计不够合理,水电路线的配套考虑还

不够充分。一些设施蔬菜生产基地使用的设施结构

没有充分考虑当地地形、风向、日照角度、温湿度等地

理气候特点,致使棚内光温湿环境不利于作物生长,
导致部分设施基地建好后因管理不善而闲置[22]。

2.2.4 产业集群发展滞后,现代化发展水平低

  广西蔬菜生产长期以传统作业方式为主,与设施

蔬菜生产配套的专用品种、材料、装备、工程安装等产

业发展还不成熟,产地批发市场、田头预冷等仓储冷

链物流设施建设相对滞后。设施大棚建筑材料主要

依赖外地调入,产品分拣、包装等尚未建立统一的标

准,以农业物联网和设施专用农机具等为代表的专业

技术装备更为欠缺,产业现代化程度总体偏低。

2.2.5 企业带动力不足,设施蔬菜品牌少

  广西现有的规模较大、现代化水平较高的设施蔬

菜项目,大部分由外来企业参与投资建设和管理运

营。广西本地从事设施蔬菜生产的农业企业总量少,
集体经济组织、合作社、家庭农场等经营主体发展设

施蔬菜的能力较弱。设施蔬菜品牌影响力不够大,虽
然有连片设施蔬菜生产基地,但是尚未形成优质优价

的品牌体系。

2.3 面临的挑战

2.3.1 市场竞争

  广西发展设施蔬菜的自然资源禀赋优越,但发展

起步较晚,而且周边省份近年来都在加快推进设施蔬

菜的发展,如湖南提出5个“100万亩”设施农业产

业[34],江西大力发展设施蔬菜、打造粤港澳大湾区后

菜园[35],因此广西设施蔬菜现阶段综合竞争力与周

边省份相比尚未形成显著的比较优势,面临较为激烈

的市场竞争。另外,由于蔬菜产品上市时间集中、保
质期短、市场波动大,如果没有稳定的市场渠道,极易

遇到价格沉底或者滞销问题,企业盲目加大投入力

度、扩大设施生产会导致较高的经营风险。

2.3.2 成本控制

  设施蔬菜是科技创新集聚以及劳动密集型的蔬

菜生产模式,具有投入高、产出高、效益高的特点。随

着农村人口结构变化、土地流转、劳动力及生产资料

等生产成本的不断上涨,设施蔬菜生产总成本持续上

升[36]。目前劳动力成本已占蔬菜生产总成本的50%
以上,成为影响设施蔬菜产业发展的重要因素之

一[37,38]。推进设施蔬菜规模化发展,需有效应对成

本上升与收益平衡带来的挑战。

2.3.3 劳动力素质

  现代化、规模化的设施蔬菜种植,往往有着工厂

化的工作环境、机械化的生产方式以及物联网、大数

据等前沿技术的大量应用,具有较高的生产技术水平

和完善的运营模式,加之采用长季节栽培,与传统种

植管理方式有诸多不同,管理也较为精细,对从事设

施蔬菜生产的劳动者素质要求相对更高。农村青壮

年劳动力缺乏,因此设施蔬菜从业者对先进农业科技

的掌 握 程 度 成 为 制 约 产 业 高 质 量 发 展 的 新

瓶颈[39,40]。

2.4 发展机遇

2.4.1 政策支持力度加大

  近年来,中央高度重视农业农村现代化和乡村振

兴,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支持设施农业发展。国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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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印发的《“十四五”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将发

展设施农业作为保障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的主要措

施之一。2023年6月,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

委、财政部、自然资源部联合发布《全国现代设施农业

建设规划(2023-2030年)》,提出到2030年将我国

设施蔬菜产量占比提高到40%的目标。“十四五”以
来,广西围绕“10+3+N”现代特色农业产业体系,大
力推动果蔬等优势农业产业提档升级。2022年发布

的《广西“十四五”蔬菜产业高质量发展专项规划》,提
出设施蔬菜建设工程,力争到2025年全区设施棚架

蔬菜面积新增100万亩。此外,广西还出台了《广西

加快推进现代设施农业发展实施方案(2023-2025
年)》《广西设施农业项目建设流程指南》《广西设施蔬

菜基地建设规范》等一揽子配套政策和文件,加快推

进设施农业发展。随着乡村振兴战略全面深入推进

和有关政策红利的叠加释放,广西设施蔬菜产业将迎

来巨大的发展机遇。

2.4.2 科技支撑能力增强

  “十三五”期间,我国农业科技人员在蔬菜基因组

学、重要农艺性状基因挖掘和形成机制解析、蔬菜生

长发育与调控、蔬菜病虫害抗性机制与绿色防控等方

面取得系列创新性成果[41],育成并推广了一批高产、
优质、多抗的新品种,推动我国蔬菜育种进入更高层

次,促进了品种更新换代和国产化,大宗蔬菜品质较

低、部分特色蔬菜品种依赖进口的问题得到一定程度

的解决。设施结构与装备不断创新优化,智能化程度

不断提高,设施蔬菜生产机械化、精准化水平不断提

升。科技支撑能力持续增强,设施蔬菜产业必将进入

快速发展阶段。

2.4.3 消费市场升级加快

  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

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

盾,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水平持续提升,农产品消费正

由“吃得饱”向“吃得好”“吃得营养健康”升级,多元

化、个性化、品质化、高端化成为新的消费趋势,高品

质农产品将逐步成为消费市场的主流,这就要求加快

转变农业发展方式,打造更高效益和更高质量的农业

供应链。在新的发展格局下,以高技术、高投入、高产

出为特征的设施蔬菜产业,其所具备的品质农业、品
牌农业属性,将更好地满足消费升级带来的广阔市场

需求。

3 广西设施蔬菜发展对策

  设施可以有效避免季节性气候条件影响,早春季

节可覆膜防寒实现产品春提早上市,在夏季可利用设

施有效避雨提高产品产量和品质,在秋冬季可延后栽

培并延长上市时间,对保障广西蔬菜外运、周年均衡

供应以及增加农民收入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目前,
广西蔬菜单产平均1.63吨/亩,而我国设施蔬菜大省

的蔬菜单产都在3.5吨/亩以上,设施生产投入产出

比可达1∶4.5[42,43]。广西蔬菜产业要实现现代化高

质量发展,需要高效栽培技术、先进装备等科技支撑,
以生产条件稳定、品质效益更高、趋向于“工厂化生

产”的设施栽培模式作为载体,立足区位和资源优势,
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发展多样化、集约化、智能化、
低本高效的设施蔬菜生产为突破口,构建高质高效的

现代化设施蔬菜产业体系,提高广西蔬菜综合生产能

力和效益,推动蔬菜产业提质增效、转型升级,助力乡

村振兴。

3.1 优化产业布局

  以调整优化产业结构为目标,积极引导和有序推

进利用盐碱地、滩涂地等非耕地和撂荒地发展设施蔬

菜生产,推广集约化育苗、无土栽培、水肥一体化等技

术装备。结合资源禀赋、气候环境和产业基础,统筹

区域协调、产业协同和市场需求,在广西重点布局打

造优势突出、链条完善的设施蔬菜特色产区[44]。一

是在北海、钦州、南宁、崇左、百色等地建设冬春设施

蔬菜产区,主要推广应用单栋塑料大棚、顶通风薄膜

连栋温室,重点开展瓜类、茄果类、豆类、叶菜类等蔬

菜春提早、越冬栽培,供应“三北”市场并出口创汇。
二是在贺州、梧州、玉林等地建设供粤港澳大湾区设

施蔬菜产区,主要推广应用网室、阴棚、防雨棚、塑料

大棚和顶通风薄膜连栋温室,重点开展多样化的高品

质蔬菜种植,对接粤港澳大湾区市场。三是在桂北、
桂西北海拔800

 

m以上的土山区建设高山反季节设

施蔬菜产区,重点推广应用网室、防雨棚、塑料大棚,
适度发展茄果类、叶菜类等蔬菜越夏避雨栽培,供应

南方地区夏秋淡季市场。四是在南宁、柳州、桂林、玉
林、梧州等人口稠密的城市郊区建设城市郊区设施蔬

菜产区,可推广应用网室、阴棚、防雨棚、塑料大棚和

连栋温室,重点开展叶菜类、高品质瓜果、特色蔬菜周

年栽培,实现城市保障性蔬菜常年供应,兼顾休闲观

光和科普功能。

3.2 重点发展方向

3.2.1 加大简易设施推广使用

  广西的气候特征使之面临与北方省区不同的设

施需求[15]。南宁、柳州、玉林、贵港、桂林等人口稠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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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可加大建设以稳产保供为目标的常年菜设施种

植基地,推广露地转设施蔬菜栽培,推广应用网室、阴
棚以及早春保温、越夏避雨等轻简节本设施和装备。

3.2.2 推进全产业链标准体系建设

  坚持走“低能耗、低成本、生态安全、高产、优质高

效”的发展道路,因地制宜合理选择设施结构,推动蔬

菜生产全链条标准化,是各地发展设施蔬菜的方

向[4549]。要因地制宜明确生产定位,精准选建适宜设

施,分类推广应用规范的设施结构,引进和推广轻简

化、机械化、智能化设施设备,推进设施蔬菜农机农艺

融合发展。加快设施蔬菜全产业链标准体系研究,形
成适合广西设施蔬菜生产的大棚建设工程技术标准、
生产技术标准、产品包装和运输标准,构建形成每一

个环节都有标可依、按标生产的全产业链标准体系,
为高效生产提供技术保障。

3.2.3 完善科技支撑体系

  蔬菜设施生产是一种高科技、高效率的集约型农

业种植方式,在蔬菜产业发达的省区,设施生产的科

技贡献率已达到70%[50]。通常设施生产规模越大,
对先进生产技术的需求也越高,越有利于形成规模经

济[51]。组建广西农业现代化产业技术体系设施农业

产业创新团队,培养服务产业的人才队伍,提升产业

可持续发展的科技支撑力。围绕设施蔬菜发展的重

大科技需求,以增产增收为目标,开展适宜广西设施

生产的专用特色优良蔬菜品种引育,攻克高产优质耦

合、设施亚逆境调控等重大关键技术,集成创新一批

集约化、精准化、轻简化的关键技术和产品,构建适宜

不同产区和应用场景、符合产业发展实际的绿色丰产

高效生产技术模式并示范推广,提高科技对设施蔬菜

生产的综合支撑能力。

3.2.4 创新生产经营模式

  应用现代化的栽培管理和经营管理技术,是实现

设施农业高投入、高产出目标的保障[52]。积极引导

各地根据当地实际,创新发展“龙头企业+基地+种

植户”“政府平台+种植户+销售企业”等生产投入和

经营管理模式。针对不同地区的气候特点和市场定

位,按照统一规划设计、统一搭建大棚、统一设施配

套、统一政策扶持、统一种植品种、统一技术指导、实
行分户经营的“六统一分”形式,依托龙头企业构建以

订单农业、联农带农、生产托管等为主要形式的一体

化产销链条,打通蔬菜商品流通渠道,建立利益紧密

型产业化联合体,推进链条集群化、经营集约化、生产

专业化,打破当前以散户经营为主、种植水平低的

局面。

3.2.5 打造优势产业品牌

  品牌建设是提高农产品市场竞争力的根本途径,
是保证农产品产销有效对接的前提[53]。以市、县为

板块,充分挖掘地方优势特色,发展主打品种品类,形
成产业品牌效应。鼓励各类农业经济实体或服务组

织创建企业品牌,积极开展设施蔬菜品牌的注册和认

证,培育和打造具有广西特色的设施蔬菜区域公用品

牌,加快推动“桂字号”蔬菜在全国一线城市布局。加

快知名度高的地理标志产品和高附加值产品的设施

化生产,做优高档品牌,提高广西设施蔬菜品牌的市

场知名度,提升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和占有率。

3.2.6 推动产业集群化发展

  树立“大产业”理念,借助现代农业示范区、产业

园、科技园等建设,以设施蔬菜生产为纽带,集聚资源

要素,打造设施蔬菜产业平台,孵化和提升一批关联

企业,加快棚架加工、棚膜、滴带滴管、包装箱等专用

配套产品生产,形成设施蔬菜产业内外大循环格局。
完善配套冷链设施设备,改造提升蔬菜物流站点,支
持产地销地融合、电商平台、技术专家团等社会化服

务新业态,提高广西设施蔬菜综合生产能力和销售

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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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development
 

of
 

facility
 

vegetable
 

planting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yield
 

of
 

vegetables
 

per
 

unit
 

area,increase
 

farmers'
 

planting
 

income,and
 

enhance
 

the
 

market
 

competitiveness
 

of
 

products.However,

the
 

planting
 

area
 

of
 

facility
 

vegetables
 

in
 

Guangxi
 

still
 

accounts
 

for
 

less
 

than
 

3%,which
 

is
 

far
 

from
 

the
 

aver-
age

 

level
 

of
 

about
 

18%
 

of
 

the
 

planting
 

area
 

of
 

facility
 

vegetables
 

in
 

China,and
 

there
 

are
 

some
 

problems
 

such
 

as
 

unreasonable
 

industrial
 

layout,insufficient
 

technology
 

integration
 

and
 

transformation,and
 

limited
 

scale
 

effect.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foundation
 

and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facility
 

vegetable
 

industry
 

in
 

Guan-
gxi,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problems
 

and
 

challenges
 

existing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dustry,and
 

puts
 

forward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to
 

accelerate
 

the
 

adjustment
 

of
 

the
 

production
 

structure
 

of
 

facility
 

vegetables,improve
 

the
 

level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support,and
 

innovate
 

the
 

management
 

mode,so
 

as
 

to
 

provide
 

support
 

for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an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vegetable
 

in-
dustry

 

in
 

Guangxi.
Key

 

words:Guangxi;facility
 

vegetables;industrial
 

development;countermeasures
 

sugges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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