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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西地区设施农业的发展现状 

 

河西走廊地处西北干旱荒漠区，位于甘肃省黄河以西，东起乌鞘岭，西至星星峡，

东西长约1 200 km，南依分水岭祁连山，北接腾格里沙漠和巴丹吉林沙漠。辖酒泉市、

嘉峪关市、张掖市、武威市、金昌市5个行政区，面积2780万km 。其中：沙漠、戈壁和

荒漠化土地约1 500万km2，占总面积的54%以上，可耕地面积200万km2，人口448．6万人。

该区域属温带干旱气候，大部分区域全年日照超过2500 h，日照百分率较大，年平均降

水量120mm左右，年均温度2～8℃ ，无霜期150 -180 d，太阳能辐射总量每年约7．14

×103MJ／m2，具有干燥少雨，日照充足，热量丰富，昼夜温差大的特点, 是发展优质瓜

果蔬菜生产基地和设施农业的理想地域。 

一、设施农业发展的现状 

河西地区设施农业主要以日光温室、塑料大棚和养殖暖棚等三种类型为主。据统

计，到 2008底，河西地区共有各类设施农业 205万个，114万亩，总投资 108亿元，年

产值 195亿元，从业人员 151万人。 

（一）生产规模稳步扩大，区位优势日益显现 

河西地区设施农业的发展经历了由低级到高级、由分散到集中、由粗放到集约、由

低水平种植向高科技发展的过程，生产规模逐步发展，已成为西北地区反季节设施瓜菜

生产的主要产区之一。到 2005年底，设施面积达到 79.79万亩（2007年 95.2万亩），

比 1999年翻了近一番。其中，日光温室面积达到 32.59万亩（2007年 38.5万亩），占

设施总面积的 39%，面积是 1999年的 3.4倍；小拱棚面积达到 14.51万亩，占设施总面

积的 18%，塑料大棚面积达到 33.96万亩，占设施总面积的 43%。种植的蔬菜种类由原

来的黄瓜、番瓜和叶菜类等少数品种发展到现在的茄果类、瓜类、豆类、叶菜类、特菜

类、花卉、水果类等十几个种类的上百个品种，极大地丰富了冬春季节蔬菜市场，满足

了人民对“菜篮子”的需求愿望。由于河西地区地处西北地区中心地带，是公路、铁路的

交通枢纽，加上具有冬季阴天少，光照充足等进行反季节瓜菜生产独特的气候资源，所

生产的各类蔬菜不仅满足了本省及西藏、新疆、青海、宁夏、内蒙等西部省市的消费需

求，而且还源源不断地销往陕西、四川、北京等周边省市，区位和地域优势越来越明显。 

 

 



图 1 河西地区各市设施农业面积分布图 

 

 

 

 

 

 

 

 

 

 

 

 

 

（1）日光温室：日光温室起步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从引进示范推广到现在，

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1992年至 1997年为起步阶段，各地在办示范点，抓示范推广和

技术培训的基础上，开发出了适宜于甘肃的二代温室，极大提高了温室采光、保温性能，

以及生产技术，从而加快了日光温室的推广步伐。日光温室面积由不到 12亩发展到 9.1

万亩，年均新增 1.8万亩。1998年到 2001 年为快速发展阶段，省委、省政府及时抓住

发展的有利时机，实施了日光温室翻番工程，各级财政加大投入力度，极大地调动农民

群众建造日光温室的积极性，很好的发挥了财政资金宏观调整和引导优势产业发展的作

用,日光温室面积达到 26.2 万亩，年均新增面积达到 4.3 万亩。从 2002 年起进入了平

稳的发展阶段,到 2008年河西地区日光温室面积累计达到 42万亩，年均增加 2.25万亩，

日光温室面积变化趋势见图 2 和图 3.特别是近几年在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扶持

下，并随着旱作、抗寒、有机生态无土栽培技术的创新，适宜不同生态区域栽培条件的

品种筛选成功，使日光温室由河流沿岸向高扬程灌区推进，由川区上山进沟拓展到高海

拔山区，由灌区进入戈壁和沙漠边缘。为河西地区日光温室生产提供了更大的空间，为

日光温室产业健康快速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图 2.日光温室面积变化趋势图 

 

 

 

 

 

 

 

 

 

 

 

                      图 3.河西地区各地日光温室面积分布图 

 

 

 

 

 

 

 

 

 

 

 

 

 

（2）塑料大棚：塑料大棚起步于 80 年代初期，多年来随着农业生产水平的提高和

资金投入的增加稳步发展。近几年，天水、陇南等重点产区，因地制宜，科学定位，重

点推进日光温室育苗，投资少、占地少，通过多层覆盖也能实现周年生产的塑料大棚生



产，塑料大棚生产面积得到比较快的发展。目前河西地区塑料大棚面积达到 41.4万亩，

小拱棚面积达到 16.6万亩，见图 4。 

图 4  大（小）中棚面积变化趋势（1997-2005） 

 

 

 

 

 

 

 

 

 

 

 

 

图 5 河西地区各地大棚面积分布图 

 

 

 

 

 

 

 

 

 

 

 

 

 

 



图 6河西地区各地小棚面积分布图 

 

 

 

 

 

 

 

 

 

 

 

 

（3）暖棚：设施暖棚养殖随着标准化养殖小区的推广发展讯速，已成为甘肃省推

进科技增长方式和经营方式的有效载体。2008 年，河西地区现有各类暖棚圈舍 144.12

万个，扣棚面积达到 28万亩。河西地区累计舍饲圈养牛羊达到 3580万头只，占河西地

区牛羊总饲养量的 75%以上。河西地区规模养殖户达到 80万户，占农户总数的 17.4%；

出栏畜禽 2800万头只，占出栏总量的 35%。各类畜牧业产业化经营组织达到 721个，带

动农户 80万户，其中大中型龙头企业发展到 82个；各类畜牧养殖、畜产品加工协会达

到 769个，会员 14万人，带动农户 23万户。 

2. 种植结构情况 

河西地区设施生产涉及的作物由原来的黄瓜、番瓜等少数品种，发展到现在的叶

菜类、果菜类、瓜类、食用菌、花卉、水果类、特菜类、中药材等十几个种类的上百个

品种。 

（1）设施蔬菜：2008年不包括西甜瓜、食用菌的设施蔬菜种植面积已达 78.65万

亩，平均亩产 4720 公斤，亩产值 7800 元，亩纯收入 5520 元。河西地区设施蔬菜总产

量 338.2万吨，总纯收入 51.58亿元。河西地区城乡居民人均设施蔬菜占有量 120公斤。

河西地区农民人均设施蔬菜纯收入 320 元，占当年河西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 2680 元的

11.9%，重点产区农民设施蔬菜纯收入占到了当地农民人均纯收入的 60%以上。由于甘肃

境内冬季降雨雪少，阴天少，光照充足，具有进行反季节瓜菜生产独特的气候资源。生



产的各类蔬菜以其优质、无公害、价格合理而享誉省内外。同时，地处西北地区中心地

带，是公路、铁路的交通枢纽，具有地理优势。加之甘肃省劳动力资源丰富，成本低廉。

因此，区位和地域优势越来越明显。 

图 7 2008年各市、州蔬菜面积分布统计表 

 

 

 

 

 

 

 

 

 

 

 

 

（2）设施果树：河西地区设施果树栽培以节能日光温室为主，始于上世纪 90 年

代中期，虽然起步比较晚，但呈较快发展之势。截至 2008 年底，河西地区设施果树面

积近 4万亩，河西地区大部分地区均有分布，以栽培葡萄、桃、油桃、李、杏、樱桃、

草莓等小宗果品为主。 

（3）设施花卉：2008 年河西地区设施花卉面积 7762.5 亩，其中日光温室、大棚

花卉 6245.5亩，智能化连栋温室花卉 1359.5亩，智能温室以生产名贵花卉为主；设施

花卉产值已超过 1亿元，经济效益显著。 

（4）设施食用菌：甘肃省是反季节食用菌生产的最佳生态适宜区，主要种植种类

有平菇、双孢菇、香菇、黑木耳、金针菇、茶薪菇等 10 多个品种，面积约 2.5 万亩，

总产量达到 14.5万吨。 

3. 设施装备应用情况 

甘肃省现有各类设施配套机械设备 3.1 万台，设施园艺主要配套使用的设施装备

有：卷帘机、制钵机、真空吸附式播种机、起垄铺膜机、嫁接育苗机、多功能田园微耕

机、滴灌设施、二氧化碳施肥器、机动喷雾器、反光幕、遮阳网、防虫网、根外追肥器



等设备。设施养殖主要配套使用的装备有：秸秆揉丝机、粉碎机、压捆机、制粒机、自

动饮水、挤奶器、取暖装置、换气装置、消毒设备、青贮池、氨化池等设备。近年来，

在国家购机补贴政策的拉动下，用于畜牧养殖的秸秆加工设备和日光温室配套的卷帘机

增速很快，大大地降低了设施农业的劳动强度和生产效益。据 统计 2008-2009俩年中，

甘肃省补贴投放卷帘机 3611台，补贴资金达 733.2万元。 

（二）在种植业中科技集成度最高，仍有较大的增产增效空间 

根据调查，目前河西地区设施生产中新技术、新品种普及率平均达到 80%以上；平

均亩纯收入在 6000-8000元左右，是小麦的 10-15倍、制种玉米的 8-10倍。2005年河

西地区园艺、经济作物面积用河西地区种植业总面积 22.37%的份额，实现了占种植业总

产值 42.32%的产值（其中不包括洋芋和油料作物），而设施农业用河西地区种植业 1.33%

的面积，完成占种植业总产值 15.9%产值。2005年，在河西地区农民人均 1980元的纯

收入中，有 871.95元来自种植业。也就是说，2005年设施农业为河西地区农民带来的

人均纯收入达到 139.5元。设施农业成为河西地区种植业生产中单位面积比较效益最高

的产业之一。而随着设施条件不断完善，农业科技综合集成度的进一步提高，与高产高

效示范户比较，设施农业的生产效益还会有 3-5成的增收空间。 

（三）区域布局向优势产区集中，“一村一品”特色明显。 

经过 15 年的发展历程，河西地区设施农业初步完成了由一代到二代、由分散到集

中、由粗放到集约、由低水平种植向高科技发展的布局调整和产业优化升级过程。目前，

河西地区设施农业初步形成了以河西的张掖、武威，沿黄的兰州、白银和天水、陇南、

庆阳为主的塑料大棚重点区，2005年塑料大棚设施农业面积 35万亩，占到河西地区塑

料大棚设施农业面积的 85.8%，尤其是天水市的甘谷、武山川道地区，塑料大棚设施农

业面积接近 10万亩，超过河西地区的 1/4，成为河西地区大棚生产的最集中地区。以河

西五市及兰州、白银市等日光温室重点产区，2005年温室设施农业生产面积达到 24.47

万亩，占到河西地区温室面积的 80.23%；以天水市秦州区、麦积区，平凉市静宁县、泾

川县，陇南市礼县、西和县，兰州市永登县、武威市古浪县，张掖市临泽、高台县等为

重点的日光温室反季节果品栽培集中产区，面积占设施果树栽培面积的 80%以上。同时，

以产业化发展为目标，以集中种植统一品种为特征，走集约化经营道路的专业乡、村越

来越多，“一村一品”的产品特色越来越鲜明。专业合作组织发展迅速，产销衔接不断紧

密，生产效益稳步提高。 

（四）政策引导，制定规划，政府提供资金扶持是推动设施农业快速发展的关键 



综观河西地区日光温室发展历程，无论是起步阶段、快速发展阶段、优化提高阶段、

还是二次快速发展阶段，每一步都离不开各级政府在政策、资金、项目、技术等方面的

大力支持。以 1999—2001年快速发展阶段为例，省委、省政府审视度势,抓住农业结构

调整的有利时机,及时果断的提出并组织实施了日光温室翻番工程,加大财政投入力度,

三年累计省级财政下达扶持资金 1700多万元。仅 1999年河西地区各地共筹集资金 3.53

亿元，其中地县乡三级财政筹措资金 0.29 亿元，农民自筹 1.57 亿元，农行贷款 1.92

亿元，极大地调动了各级政府和农民群众建造日光温室的积极性。有了资金支持，技术

创新步伐加快，温室结构更加科学合理，栽培技术进一步完善，各项技术培训普及到位,

促进了日光温室生产的快速发展。到 2001 年河西地区日光温室面积达到 26.4 万亩,年

均新增面积达到 5.8万亩，实现了翻番目标。 

二、设施农业发挥的作用 

设施农业的快速发展，对全省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是农业

科技含量最密集，劳动者技术素质最高的产业，已成为种植业中对农民增收贡献份额最

大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先导产业之一。 

（一）设施农业比较效益高，产值上升较快，在农业增效、农民增收中占有较大比重。 

     2005年全省设施农业面积 79.9万亩，占农作物播种面积的 1.33%，总产值达到 55

亿元，占种植业总产值的 15.9%。设施蔬菜平均产值达 5000元，其中日光温室年平均产

值达 8000元以上，在种植水平较高的产区，实现了产量、产值双过万。与 1999年相比

设施农业面积增加 39.95万亩，增幅为 100%，年均增涨 16.67%，产值增加 35亿元，增

幅为 175%，年均增涨 29.17%，产值增幅远高于面积增幅，成为种植业中比较效益排名

第一的产业。 

（二）随着农业科技投入和科技创新力度的加大，设施农业成为农业新品种、新技术综

合应用集成度最高的产业之一。 

    设施农业属于技术密集型产业，大量的农业新品种、新技术首先在设施农业，特别

是日光温室生产中得以推广应用，成为实现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的先导性产业和试验基

地。据调查，每年围绕设施农业生产引进的新品种多达 200 个以上，新品种覆盖率达

100%；以设施农业为中心开发出来的新技术、新产品、新材料、新结构达 40 多项，新

技术普及率达 80%以上。随着长期不懈开展设施生产技术的指导培训，从事设施蔬菜种

植的农民，整体科技文化素质远远高于从事大田种植和露地蔬菜种植的农民。因此，设

施农业在农民帮助学习科技知识，依靠科技致富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三）随着农业集约化程度的提高，设施农业成为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重要产业之一。 

设施农业属典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随着产加销一体化程度的不断提高，为城乡居

民提供了大量的就业岗位。根据对全省主产区的 6个市调查推算，我省常年从事设施农

业生产和服务的农村劳动力在 100万人左右，其中直接从事设施农业生产的农村劳动力

总数约 80万人，从事设施农业收购、运销、贮藏、加工、包装等相关服务的有大约 20

万，两项占到了全省农村劳动力总数的 11 %。 

（四）在全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开始发挥先导性产业的作用。 

    我省设施农业主产区大都分布在交通便利的城市郊区和生产条件较好的川道地区，

是全省农业生产的精华地带，农民收入相对较高，在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各地

大部分试点村都选择以设施农业产业为支撑。2006年白银、兰州、酒泉、张掖、武威、

天水六市共确定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试点 295个村，其中以设施农业产业为支柱产业的

村 132 个，占到试点村的 45%。武威市在实施“生态富民工程”和十乡百村社会主义新农

村建设试点中，50%的村以设施农业为产业支持。 

三、设施农业发展的趋势 

（一）技术开发成绩显著，实现二次翻番有了技术保障。 

     在省、市、县各级科研、教学、推广及企业等部门共同努力下，我省日光温室产

业经过近 4-5年的优化调整和技术开发积累，组织开展了一系列的技术攻关和技术开发

项目,先后开发出了性能更加优良的新型日光温室、膜下暗灌、高垄栽培、工厂化穴盘

基质育苗和果树营养袋育苗技术、有机无土栽培、直立栽培等 30多项新技术、新工艺、

新方法；共引进瓜果菜新品种 3500 多个，筛选出生产推广品种 200 多个；通过实施无

公害农产品行动计划,新制定技术标准、技术规程 130 多个，为实现设施农业第二次翻

番提供了技术保障。 

（二）栽培模式多样化，发展区域进一步拓展。 

    首先栽培种类多样化，由过去黄瓜、番瓜等几个单一种类增加到目前的瓜、果、菜、

花、药、食用菌、洋芋等几十种 300多个品种；其次茬口安排更科学，由过去的一大茬

发展到今天的早春茬、秋冬茬、深冬茬、一大茬等多种茬口，大大提高了温室利用率。

第三，套种及立体栽培技术迅速推广，温室效益大幅度提高。通过采取西瓜－番瓜、西

葫芦－西瓜、西葫芦－西红柿、黄瓜-西瓜-西瓜等一季两茬、一季三茬的栽培模式和茄

子套黄瓜，黄瓜套芸豆、缸豆，黄瓜套缸豆，辣椒套西瓜，甜瓜套辣椒，茄子套西瓜等

多种种植模式，并且具有较高的经济效益，尤以茄子－黄瓜套种模式为最高，平均单棚



收入在 1.2－1.4万元，折合亩收入达 2.5万元；塑料大棚通过采取“冬播地膜洋芋→早

春萝卜（油菜）→秋季甘蓝（白菜）”等科学合理的茬口安排，实现了亩收入过万元的

高效栽培模式；第四，试验成功了适合高海拔地区进行日光温室生产的品种和栽培模式， 

（三）市场需求旺盛，增产增收潜力大。 

近年来，无论省内还是省外，市场对蔬菜产品特别是反季节蔬菜的需求呈刚性增长，

蔬菜价格长期居高不下，在价格上已经没有明显的淡旺季之分了。尽管我省设施农业面

积和产量均在稳步增加，但仍然满足不了不断扩大的市场需求。近几年陆露地蔬菜偶有

短暂季节性积压，但设施蔬菜销路都比较畅通。随着我省蔬菜质量和无公害、绿色品牌

知名度的进一步提高，蔬菜产品的销路已不仅仅局限于本省和西北地区，每年有近百万

吨蔬菜销往沿海城市、港澳地区及日、韩、俄罗斯、东南亚各国。  

（四）气候、环境条件优越，市场竞争力强。 

    一是我省地处黄土高原气候，境内成雨机会少，夏季气候干燥、凉爽，适宜多种蔬

菜生产，经过多年的发展已成为全国重要的反季节蔬菜及高原夏菜“西菜东调”基地，对

全国蔬菜市场影响较大。二是冬季光照资源丰富，在西北乃至全国发展日光温室生产条

件最为优越。三是无公害生产技术得以全面推广，各项检测指标均优于其它各省、市，

多次受到农业部的通报表扬。 

（五）区域更加集中，发展势头旺盛。  

    近年以来，我省各地进一步按照农业结构调整要优质高效的原则，发挥各地区资源、

经济、市场和技术等区域比较优势，面向市场，优化结构，立足走“高起点、高科技、

高效益”，在“名、优、特、新、精”上做文章，把设施农业作为农村新建设的经济增长

点。如武威市从 2005 年起每年新建日光温室 2 万亩，用 5 年时间实现翻两番，使全市

日光温室总面积由 5.1 万亩增加到 10 万亩。对连片新建 100 座温室的村、社一次性给

予每棚 3000-5000元的无偿补助，并提供银行贴息贷款扶持；张掖市提出了每年新建日

光温室 5000亩的发展目标，到 2010年达到 6.5万亩；酒泉市每年新增 1万亩，到 2010

年达到 10万亩；白银市提出到 2010年日光温室面积达到 10万亩，年均增加 5000亩建

设规划。我省中、西部地区适宜建设日光温室的土地资源比较宽裕，易于形成规模化经

验，只要政府抓住目前各地农民发展日光温室生产的经济性和良好势头，将会迎来我省

设施农业发展的又一高峰期。 

四、设施农业发展存在的问题 

（一）政府的引导扶持作用有所减弱。 



    在近 5年时间里，我省日光温室发展速度明显减缓，其主要原因是政府在产业发展

中缺少强有力的扶持政策。从 2002 年以后省级财政取消对日光温室投入，发展速度减

缓，年均仅增加近 1.03 万亩。虽然各市及重点县财政都投入了一定量的资金，但年新

增面积明显减少，部分地区呈逐年下降趋势，甚至出现了负增长。 

   （二）生产发展不平衡。 

    白银市日光温室茄子生产水平最高的亩收入可达 2.5-3万元，河西的大部分和河东

地区平均只有 1万公斤左右，亩产仅有靖远县平均亩产的一半。差距存在的关键因素： 

   一是设施建设技术标准方面存在差距。 

   二是生产技术的综合集成应用存在差距。 

   三是生产投入即成本核算上存在差距。 

   四是基地规模上存在差距。 

   五是市场开拓及产销专业合作组织方面存在差距。 

   六是各地政府在认识和资金投入上有差距。 

（三）优势产区还不够集中。 

    从发展的实践看，凡是规模化、专业化程度高的地区，蔬菜生产的整体素质就高。

目前，我省设施蔬菜产业虽然形成了比较集中的生产区域，但与产业化发展的要求而言，

区域分布上还显得比较分散，不利于产后贮藏、销售。同时，由于农民缺乏有效的组织

形势，大部分地方尤其是边远山区，蔬菜种植品种多，产品数量少，专业化程度还比较

低，影响蔬菜产业整体效益的发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