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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阐述福建省花卉苗木产业发展成效,运用 Logistic 曲线模型对福建省花卉苗木产业发展进行

阶段性识别与分析。 研究表明,福建省花卉苗木产业发展演化过程呈现“S”型走势,2011 年进入成

长期,2018 年到达飞跃点。 依据花卉苗木产业所处的阶段和产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从引导花卉

苗木产业结构升级、深化产业融合、打造特色花卉品牌、提升科技含量、畅通国内国际花卉苗木市场

双循环等方面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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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studied
 

the
 

development
 

status
 

of
 

the
 

flower
 

and
 

seedling
 

industry
 

in
 

Fujian
 

Prov-
ince,

 

and
 

used
 

the
 

Logistic
 

curve
 

model
 

to
 

identify
 

and
 

analyze
 

the
 

development
 

stage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process
 

of
 

the
 

flower
 

and
 

seedling
 

industry
 

in
 

Fujian
 

Province
 

presented
 

an
 

“S”
 

shaped
 

trend,
 

entering
 

the
 

growth
 

period
 

in
 

2011
 

and
 

reaching
 

the
 

maturity
 

point
 

in
 

2018.
 

According
 

to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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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flower
 

and
 

seedling
 

industry
 

and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industrial
 

de-
velopment,

 

this
 

paper
 

p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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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a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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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ent
 

and
 

unblocking
 

domestic-international
 

dou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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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乡村振兴要求实现产业振兴,产业兴旺是乡村

振兴的基石。 花卉苗木产业是乡村振兴的“美丽产

业”,是二〇三五远景目标“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

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不可或缺

的重要产业[1] 。 福建省凭借优越的自然环境、丰富

的野生花卉资源和便利的区位优势,大力发展花卉

苗木产业,综合生产水平位列我国前五位。 将花卉

苗木产业打造成为集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

益为一体的绿色朝阳产业是福建省“十四五”期间

追逐的目标。 在乡村振兴的当下,研究福建省花卉

苗木产业发展状况,有助于推动产业持续振兴,走向

兴旺,助力乡村振兴,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奠

定“美丽产业”基础。
当前关于花卉苗木产业发展的研究,有从花卉

认证体系入手,倡导构建完善的认证体系达到提升

产业质量的目的[2] ;有从产业冷链物流体系入手,
提出提升花卉苗木产业物流水平的建议[3] ;有从中

美两国花卉产业的生产流程、新品种培育与科研教

育方面的差异入手,提出推动我国花卉发展的建

议[1] 。 针对福建省花卉苗木在乡村振兴背景下的

研究,尚未从产业发展周期的角度来研判福建花卉

苗木产业发展的阶段性。 文章以此为切入点,在实

地调研的基础上,归纳福建省花卉苗木产业发展取

得的成效,并对花卉苗木产业发展阶段进行识别,研
判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的特征,并针对现阶段发展

的关注点,结合乡村振兴发展要求,提出福建省花卉

苗木产业振兴策略。

1 花卉苗木产业发展成效

1. 1 产业发展水平较高

福建省花卉苗木产业种植规模趋稳,2018 年福

建省花卉种植面积达 64 909 hm2,是 2007 年种植面

积 16 174 hm2 的 4. 01 倍,年均增长速度为 13. 5%,
此期间的发展呈现“ S”型增长趋势,受土地和市场

等要素的限制,未来种植面积将呈现稳定态势,因其

他后起省份大力发展花卉苗木,福建省花卉在全国

种植面积中的占比从 2014 年的 6. 05%下降到 2018
年的 3. 98%。 花卉产值发展速度快,2018 年为 85. 5
亿元,比 2003 年的 19. 1 亿元增长了 3. 48 倍,平均

增长速度为 10. 51%,在全国花卉苗木产业中占比

逐年增加,近 4 年稳定在 10%之上。 2018 年产业出

口额占全国出口额的 40%以上,稳居中国第一。
1. 2 产业经营主体发展较快

2018 年福建省大中型花卉企业有 961 家,在全

国占比由 2006 年的 3. 38%增长到 10. 1%,其中年产

值超过 500 万元或种植面积 3 hm2 以上的骨干企业

有 280 多家,民营企业逐渐成为花卉出口的主力军。
花卉种植大户数量为 6. 29 万户,在全国占比中由

2006 年的 2. 75%增长到 2013 年的 5. 4%,再降至

2018 年的 4. 4%。 坚持规模经济发展方向,福建省

花卉苗木种植逐步向规模化、专业化方向发展,经营

主体间广泛采用“公司+农户” “企业+合作社+农

户”“企业+基地+合作社 / 种植户”等经营模式,通过

利益联结机制实现了协同发展。
1. 3 种植结构调整成效明显

2014 年以来,高档盆花生产面积适当压缩,观
赏苗木种植面积的增速势头得到有效控制。 食用、
美容用、药用花卉强劲发展,以兰科、菊科植物为主

的功能花卉种植面积不断增长。 花卉品种不断丰

富,杜鹃花、水仙花等传统花卉不断创新升级,新兴

花卉产品如绣球、荷兰菊等切花产品迅速崛起,大规

格开花容器苗如盆栽榕树远销国内外,供不应求。
花卉第二产业中,深加工产品越来越多,干花、永生

花和游香花等生产明显增加,以花卉为原料的保健、
美容养生产品逐渐崛起。 花卉第三产业方面,花卉

销售和花卉休闲旅游发展强劲,销售渠道多元化,
2018 年产值在花卉第三产业中占比高达 20. 4%,较
2016 年的 13. 8%增长近 7%。
1. 4 科技水平明显提升

花卉新品培育成果明显,截至 2018 年 4 月,福
建省引进和培育了红掌、国兰、石斛兰等名优花卉品

种 193 个,推广 39 个;自主培育花卉新品系 30 多

个,有 70 个花卉品种获得国家植物新品种权。 政府

通过境内外考察、引进设备、推进两岸花卉苗木交流

合作,改善管理水平等提高花卉种植水平。 推进设

施花卉的发展,截至 2018 年末,控温温室面积占全

国的 13. 2%, 而日光温室面积占全国的 10. 4%。
2018 年末福建省花卉科技人才达 1. 96 万人,在全

国专业技术人员占比中也由 2006 年的 3. 38%增长

到 5. 92%,花卉科技人才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2 花卉苗木产业发展阶段性分析

2. 1 模型选择

产业发展的生命周期一般经历导入期、成长期

和成熟期 3 个阶段,选取具有饱和值的“ S”型趋势

模型———逻辑斯蒂(Logistic)模型[4] ,拟合花卉苗木

种植面积和产值的发展状况,并根据拟合模型进行

阶段识别判定,模型表达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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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 A / (1 + Be -kt) (1)
式中:A、B、k 为模型参数,A 为发展的饱和值,k 为内

禀增长率。
当 k 为正值时,其为一条单调递增的生长曲线。

将发展曲线三阶导数为 0 的点分别记为 t1 和 t3,二
阶导数为 0 的点记为 t2,具体数值见公式(1),对应

的 Y 值分别为 Y1,Y2,Y3。

t1 = (lnB - ln(2 + 3 )) / k,
 

t2 = lnB / k,

t3 = (lnB + ln(2 + 3 )) / k
(2)

( t1,Y1)为“起飞点”,( t2,Y2 )为“鼎盛点”,( t3,

Y3)为“成熟点”。 (0,t1 )为“导入期”或“启动期”,
在此时期,Y 缓慢增大,其增长速度由小逐渐增大至

Ak / 6;( t1,t2)为成长前期,Y 曲线向下凸,发展空间

大,所受抑制少,增长速度从 Ak / 6 持续上升至 Ak /
4;( t2,t3)为成长后期,也称“成熟期”,此间 Y 曲线

向上凸,相对发展空间变小,所受抑制逐渐增大,成
熟期内 Y 还在增长,但增长速度已明显减缓,从 Ak /
4 减至 Ak / 6。 ( t3,+∞ )称为“顶极期”,增长速度逐

步下降趋于 0。 ( t1,t3 )上 Y 轨迹具有“准线性”性

质,是快速发展期,相关特征点及阶段见表 1[5] 。

表 1　 逻辑斯蒂模型特征点及发展阶段

Tab. 1　 Characteristics
 

and
 

development
 

stages
 

of
 

Logistic
 

model

t　 　 　 [0,t1 ) t1 [ t1 ,t2 ) t2 [ t2 ,t3 ) t3 [ t3 ,+∞ )

Y　 　 　 缓慢上升 (3- 3 )A / 6 快速上升 A / 2 拐点 继续上升 (3+ 3 )A / 6 趋于饱和

dy / dx
 

　 上升　 　 Ak / 6　 　 　 上升　 　 Ak / 4　 　 下降　 　 Ak / 6　 　 　 下降　 　

发展时期 导入期　 成长前期 成长后期 顶极期　

2. 2 指标数据

因总产值能反映产业的产、销两方面情况,因此

选用花卉苗木产业总产值作为衡量产业发展的主要

指标。 为了解产业发展过程中要素投入贡献情况,选
用年末实有花卉苗木种植总面积衡量生产规模,反
映产业土地要素投入变动情况。 指标数据见表 2。

 

表 2　 福建省花卉苗木产业产值及年末实有

花卉苗木种植面积

Tab. 2　 Output
 

value
 

and
 

actual
 

planting
 

area
 

of
 

flower
 

and
 

seedling
 

industry
 

in
 

Fujian
 

Province

年份
总产值
/ 亿元

总面积

/ hm2 年份
总产值
/ 亿元

总面积

/ hm2

2007 22. 7 - 2013 46. 6 52271

2008 28. 4 12992 2014 58. 5 61838

2009 31. 1 16210 2015 74. 2 64251

2010 28. 8 17310 2016 73. 7 64251

2011 32. 4 22024 2017 81. 6 60860

2012 40. 3 33431 2018 85. 5 64909

数据来源:中国林业统计年鉴(2007—2018)、福建省统计年

鉴(2008—2018)。

2. 3 花卉苗木种植面积增长趋势模型及特征

种植面积受土地资源的约束,花卉苗木的种植

面积如图 1 中的 MJ 曲线,随着对应产业的发展呈

现“S”型,因此选用 eviews
 

7. 2 软件对种植面积进行

logistic 回归分析。 回归模型为:

MJF = 69 533. 224 5
1 + 19. 774 0e -0. 537 0 t (3)

回归模型拟合优度 R2 =0. 936 4,MAPE =7. 684 0%,
拟合程度较好。 种植面积的拟合曲线 MJF 见图 1。

图 1　 福建省花卉苗木种植总面积时间序列及其拟合

Fig. 1　 Time
 

series
 

and
 

fitting
 

diagram
 

of
 

total
 

planting
 

area
 

of
 

flower
 

and
 

seedlings
 

in
 

Fujian
 

Province

　 　 从图 1 中可以看出,大致服从 Logistic 分布,饱
和值为 69 533. 224 5 hm2,另外两个参数分别为:B =
19. 774 0,K= 0. 537 0,据此将其带入 Logistic 模型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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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点公式 ( 1),据此得出起飞点 t1 为 3. 10,即为

2011 年;飞跃点 t2 为 5. 56,为 2013 年;成熟点 t3 为

8. 01,为 2016 年。
从模型可判断 2011 年为福建省花卉产业种植

规模的起飞点,种植面积开始迅速增加,增长速度极

快;2013 年为飞跃点, 增长速度转缓的转折点,
2011—2013 为成长阶段的前期,2013—2016 为成长

阶段后期,增长速度有所趋缓;2016 年为成熟点,种
植面积达饱和值的 98. 18%,面积供给在有限土地

资源的约束下将趋于稳定。
2. 4 花卉苗木总产值增长趋势模型及特征

花卉苗木产值发展趋势见图 2 中的 CZ 曲线,
在既定资源约束下,其发展同样经历导入期、成长期

和成熟期,呈现“S”型,同样选用 eviews
 

7. 2 软件对

种植面积进行 Logistic 回归分析。 回归模型为:

CZF = 148. 293 1
1 + 6. 823 8e0. 210 5 t (4)

回归模型拟合优度 R2 = 0. 960 031, MAPE =
4. 181 2%,拟合程度较好。 产值的拟合曲线 CZF 见

图 2,大致服从 Logistic 分布,饱和值为 148. 293 1 万

元,另外两个参数分别为:B = 6. 823 8,K = 0. 210 5,
将其带入 Logistic 模型临界限点公式(1),据此得出

起飞点 t1 为 2. 87,即为 2011 年;飞跃点 t2 为 9. 13,
为 2018 年;成熟点 t3 为 15. 38,为 2024 年。

图 2　 福建省花卉苗木总产值时间序列及其拟合

Fig. 2　 Time
 

series
 

and
 

fitting
 

diagram
 

of
 

total
 

output
 

value
 

of
 

flower
 

and
 

seedlings
 

in
 

Fujian
 

Province

　 　 从模型可判断 2011 年是福建省花卉产业的起

飞点,产业开始迅速发展;2018 年为飞跃点,增长速

度转缓的转折点,2011—2018 为成长阶段的前期,

2018—2024 为成长阶段后期,增长速度有所趋缓;
2024 年产业达到成熟点,将逐渐趋于稳定。
2. 5 结果分析

福建省花卉种植面积发展趋势大致呈现“S”型

趋势,2011 年进入起飞阶段,2016 年基本达到饱和

状态,与实际种植状况的生命周期相吻合。 福建省

花卉产值发展从模型看同样于 2011 年进入起飞阶

段,2018 年达到飞跃点,现实中在三农政策的引导

下,福建省花卉苗木产业在 2011 年开始着力发展,
2018 年后土地等资源的投入受到约束,开始走精细

化、标准化发展之路,增长速度有所放缓,但发展仍

处于稳步增长态势,与产业模型基本吻合。
分析发现,福建省花卉种植面积的飞跃点为

2013 年,早于产值的飞跃点 2018 年,成熟点为 2016
年,也远远早于产值的相应点 2024 年。 花卉苗木产

值发展周期与种植面积发展周期的这种不一致,主
要有以下原因。

1)福建省土地资源有限,约束严重,种植面积

较早达到饱和状态。
2)花卉产业结构升级的需要,现代化设施花卉

产业正将成为主流,向标准化和精细化转变,以特色

花卉、高技术含量花卉取胜。
3)供给方面,相比花卉强国和浙江等花卉强

省,福建省在花卉品牌、科技、现代化等方面还存在

一定差距,福建省花卉苗木产业还有很大的发展空

间,由于现代消费理念的转变,花卉大众消费和日常

消费需求已到来,花卉需求市场空间仍有开发空间。
综上所述,当前福建省花卉产业处于成长阶段

后期, 正处于由规模扩张转向质量提升的关键

期[6] ,因此,转变产业结构、提升科技含量、打造特

色品牌、挖掘大众消费等将是未来一段时间产业振

兴发展的重点。

3 福建省花卉苗木产业高质量发展策略

3. 1 积极引导花卉苗木产业结构调整

立足花卉苗木产业现状,积极宣传产业政策和

发展规划,以市场为导向,规范花卉种苗市场[7] ,为
花农或企业提供生产技术和服务咨询工作,推进花

卉种苗研发和生产示范区建设,鼓励花卉苗木经营

主体重点发展当地特色产品如洋兰、铁皮石斛、三角

梅等优势花卉,引进花卉新品种,盯准健康养生、美
容养颜等发展的新需求,加大食用、药用、美容用等

工业用花卉种植,走特色化和差异化经营之路,发展

对路适销产品,诱导产业结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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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 深化花卉苗木产业融合发展

推进花卉苗木向第二产业融合发展,鼓励深化

花卉产品加工和关联产业配套发展。 一方面,大力

发展干花、永生花和旅游鲜花等花卉加工产品;利用

花卉的美容、保健、医药等功能特点,积极开发以铁

皮石斛、食用菊等功能花卉为原料的食品、保健品、
化妆品等深加工产品,建设对应的生产加工基地,延
伸产业链,深化纵向融合。 另一方面,大力发展与花

卉苗木产业相配套的设施产业及园艺材料生产基

地[8] ,拓展产业领域,加强横向融合,提高福建省花

卉苗木产业在市场中的竞争力。 鼓励与第三产业融

合发展,打造“花卉产业+旅游业”的发展模式,举办

各种花卉节,用花卉吸引游客,同时借助旅游业宣传

和营销福建省花卉苗木,推进两者协同发展。 通过

产业融合,实现花卉苗木产业综合发展,带动就业,
增加农民收入,助推乡村振兴。

 

3. 3 强化花卉苗木品牌化建设

政府应鼓励和引导花卉苗木产业品牌化发展。
微观层面,培育具有较强生产及市场开拓能力的龙

头企业和专业合作社,打造花卉苗木产业集团,对内

统一品牌,确保花卉苗木生产质量,对外重拳出击,
积极参与国内外花卉苗木展销会,提高知名度;另
外,借助数字媒体,通过直播、短视频等方式宣传产

品,全方位打造花卉苗木国内外知名品牌。 宏观层

面,逐步通过墙体、视频和国际花卉节等模式进行宣

传,以科技创新将福建省打造成“花卉苗木”之都,
树立中国乃至世界盆栽花卉苗木“最福建”的形象,
同时创意宣传福建鲜切花。 从两个层面形成至上而

下和至下而上的一体化品牌宣传机制,双轮驱动,促
进福建省花卉苗木产业知名度的提升。
3. 4 持续推进花卉苗木技术创新

持续实施“科技兴花” 战略应从研发和推广两

方面同时进行。 一方面,强化花卉优良品种培育。
成立花卉苗木产业技术创新联盟,整合福建花卉协

会、企业、良种基地、高校、科研院所的力量协作攻

关,通过项目带动、财政补贴或无息贷款等财政支持

方式,鼓励有关组织围绕产业需求,瞄准技术前沿,
依托资源优势,大力培育花卉苗木优良品种,发展现

代化工厂育苗,同时鼓励引进先进的花卉育种公司

和花卉新品种[9] 。 另一方面,推进科技产业化。 加

大花卉行业科技推广体系建设,构建完善的技术服

务体系,充分发挥科技特派员作用,同时强化与花卉

行业有关院校的带动作用,组织花卉苗木生产技术

培训,提高花卉产品质量。 坚持发展设施花卉苗木

产业,提高花卉苗木产业种植和生产的智能化和现

代化水平。
3. 5 畅通花卉苗木市场双循环

畅通国内外“双循环”,除了鼓励福建省花卉苗

木企业积极参与国内外花卉展销会等传统推介模式

外,还应从 3 方面打通市场循环[10] 。
1)鼓励花卉苗木经营主体向数字化方向延伸。

利用“互联网+”,借助电商碎片化、便利化的特点,
创新营销模式,在国内外花卉苗木有关产销平台推

介和发布各种花卉苗木供需信息,确保花卉产销信

息对接畅通,并利用各种网络化媒体,宣传福建花卉

苗木相关文化故事,从各个方面触及消费者。
2)拓宽和完善花卉苗木产品流通渠道,一方面

提高产品配送覆盖面;另一方面完善冷链运输体系,
降低运输损耗,提高仓储、物流配送服务水平,提高

花卉国内外运销效率。
3)积极探究“一带一路”倡议、RCEP 和其它自

贸协定花卉苗木相关规则和成员国有关规定,通过

顶层设计开辟新市场,提高花卉产品的国际市场占

有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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