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农业农村部网站消息，近
日，农业农村部发布《关于加快
推进设施种植机械化发展的意
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指
出，到2025年，设施种植机械化
水平总体达到50%以上，土地产
出率、劳动生产率和化肥、农药
及水资源利用率迈上新台阶。

在发展目标方面，意见提
出，到2025年，种植设施区域布
局更加合理，结构类型更加优
化，以塑料大棚、日光温室和连
栋温室为主的种植设施总面积
稳定在200万公顷以上；设施结
构区域化标准化设计、建设、改
造稳步推进，农机作业条件显
著改善，新型设施结构、材料和
节能降耗技术装备取得突破；
适宜机械化生产的新品种和新
技术新模式加快推广，设施蔬
菜、花卉、果树、中药材的主要
品种生产全程机械化技术装备
体系和社会化服务体系基本建
立，设施种植机械化水平总体
达到50%以上，土地产出率、劳
动生产率和化肥、农药及水资
源利用率迈上新台阶。

在主要任务方面，意见称，
要推进设施布局标准化。围绕
设施种植产业优势区域，推广

标准化温室设施。
北方以节能日光温室为主、

南方以塑料大棚为主。黄淮海、
环渤海和西北暖温带，东北和西
北中温带区域，以发展节能日光
温室为主，适度发展大跨度塑料
大棚，在能源成本较低地区适度
发展连栋玻璃温室和连栋塑料
温室。长江流域亚热带多雨区
以发展单栋和连栋塑料大棚为
主，适度发展遮阳棚、防雨棚、防
虫网室。华南亚热带多雨区以
塑料大棚、遮阳防雨棚为主，有
条件的地区适度发展连栋塑料
温室。华南和西南热带区以连
栋塑料大棚、遮阳棚为主，适度
发展防虫网室和连栋塑料温
室。青藏高原气候区以发展节
能日光温室为主。

意见还称，要推进设施建
造宜机化。制修订适宜不同地
区的标准化温室设施结构与建
造的标准，明确满足农机作业
条件的空间结构、出入口、内部
通道等方面尺度，提出符合设
备安装需要和安全生产要求的
结构强度规范。

同时，加快老旧种植设施
的宜机化改造，依照农机通行
和室内作业条件，改造出入口、

骨架、耳房、缓冲间、室内通道
等，优化种植空间布局，创新宜
机化种植模式，满足设备安装
运转、机械通行作业需求。积
极推广节能型设施建造材料和
低能耗电动设施装备，减少能
源消耗和污染排放。

意见明确，要推进生产作
业机械化。加大设施种植装备
科技创新投入力度，支持产学
研推用协同攻关，突破精量播
种、育苗嫁接、移栽和收获等环
节技术装备短板。加快提升环
境调控、植保作业的机械化水
平，推广普及土地耕整、灌溉施
肥技术装备。推动电动运输、
水肥一体化设施以及多功能作
业平台等与温室结构集成配
套。加力推广尾菜、植株秸秆、
残膜等资源化高效利用技术装
备，实现设施种植清洁生产。

此外，开展联合攻关，加快
选育、推广宜机化设施专用品
种，示范推广宜机化种植技术
模式，推进各环节机具装备的
协同配套，积极构建区域化、标
准化的设施种植全程机械化技
术体系，促使良种、良法、良机
配套，为机械化生产创造良好
条件。有条件的地区要率先实

现设施种植全程机械化。
意见还表示，要推进设施

装备智能化。加快信息化和机
械化融合，推广环境自动调控、
水肥一体化智能控制和作物生
长信息监测等技术，降低生产
成本，提升设施种植机械化水
平。加大科技攻关力度，重点
突破设施种植装备专用传感
器、自动作业、精准作业和智能
运维管理等关键技术装备，研
制嫁接、授粉、巡检、采收等农
业机器人和全自动植物工厂，
实现信息在线感知、精细生产
管控、高效运维管理。

意见指出，要推进生产服务
社会化。引导温室大棚种植户
组建设施种植机械服务合作组
织，提升生产全过程机械、设备
共享服务能力。加强设施种植
机械化社会化服务的支持指导，
培育设施种植农机合作社、生产
联合体、综合服务站等社会化专
业性服务组织，开展大棚建造、
维护保养、机具租赁、种苗供应、
作业托管和加工销售等社会化
服务，创新服务机制，发展“全程
机械化+综合农事服务”等设施
种植社会化服务新模式、新业
态。加强对服务组织规范化建

设的指导，引导服务组织完善管
理制度，健全运行机制，拓展服
务范围，提高服务标准。

在保障措施方面，意见也
提出了五项措施，包括加强组
织领导，完善扶持政策，推进科
技创新，强化示范引导，加强公
共服务。

其中，完善扶持政策措施
方面，意见称，要制定设施种植
基地建设和改造的宜机化标准
和工作指引，积极争取财政、金
融等部门支持，统筹财政资金、
信贷资金和社会资金，推进设
施大棚宜机化建设、改造。加
大农机购置补贴支持力度，将
更多设施种植装备纳入补贴范
围，扩展标准化大棚骨架补贴
试点范围，积极探索成套设施
装备补贴路径。落实设施农用
地管理政策，完善设施建设和
改造标准。

此外，推动金融机构对权属
清晰的温室大棚设施装备开展
抵押贷款，探索对购买大型设施
农业装备贷款进行贴息，推广
“大棚贷”“大棚险”等农业信贷
保险模式。积极引导各类民间
资本投入设施种植机械化发展，
加快建立多元化投入机制。

2025年设施种植机械化水平总体达5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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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 点

农业农村部：

2020注定不是一个平凡之年，疫情之
下波及所有产业。生鲜零售下的水果产业，
从产地端到生鲜零售端经历了一路过山车。

每年六月份开始是国内生鲜水果的
起点，随着温度的上升，国产水果如西
瓜、桃子、荔枝、杨梅等品类成熟，国内消
费者也进入水果的需求期。农业是一个
靠天吃饭的行业，随着江淮流域六月份
雨水的提前来临，整个六月份的水果一
路过山车的起伏。

随着疫情的影响，整体消费力疲软，
六月十号以后江苏、安徽、浙江、山东、河
南等地雨水来临导致了桃子、西瓜、杨梅
等水果的品质一路下滑。

一系列的局部恶劣天气直接给农业
生鲜种植带来了巨大挑战。西瓜从五月
份高点进入六月份后一路下跌到现在几
毛一斤。六月份消费者主要消费的另外
一个大品类桃子，也是从刚开始上市抢
货到月底的一路滞销。六月开始高开的
水果价格到月底也是无人问津。

受疫情影响，今年全国各个区域的
生鲜批发市场与档口，从之前的产地采
货档口自己销售；到全面调整收缩为档
口代卖为主，档口代卖有基本收入保障，
而档口采货销售今年风险很大，可能赚
三车的钱不够一车赔的。

生鲜的下半场是产地种植端与产地
供应链端。国内商超与电商零售端，从
早期的零散采货到全面进入产地直采模

式。产地种植端也经历了商超电商与批
发市场两种采货商的模式考验，产地种
植户也是几家欢颜几家愁。

批发市场直采

中国新零售下的生鲜产业在火爆的
新零售概念裹挟中一路狂奔，市场档口
做出了很大贡献。随着生鲜零售的发展
与更迭，市场档口的角色是承载了一半
过渡期一半供应链的沉淀。

市场档口相当一部分是一个追逐高
周转高毛利的角色，可能笔者这句话会
刺痛很多人的心；举例六月份水蜜桃与
甜食黄桃的上市，以已经品牌化的阳山
水蜜桃与江苏盱眙新产区单品甜食黄肉
水蜜桃两个品举例。在头茬果上市期
间，传统商超生鲜是抢不过市场和电商
的；市场档口在产区出现了扫货节奏，因
为是头茬果产量极少，市场档口会出高
价与每个园子种植户口头许诺高价包园
扫货。而种植户在高价诱惑下会拒绝商
超稳定的采货需求，在此之下就会出现
到后期种植户与市场档口的恩怨情仇。

市场档口有一部分人会赶早追逐头
茬果的高毛利，为了抢到头茬果会开出
很有诱惑力的条件给种植户。而随着成
熟期的上来，产量过大市场冲击厉害最
后出现市场消化不了。当初信誓旦旦的
那部分人悄悄的撤离，不会顾及当初许

下的誓言。最后出现各种收货商与种植
户的纠纷与冲突，笔者见过种植户强制
性扣押收货商不给走；最后报警处理协
调，警察来了也无能无力，因为许下承诺
的人是口头承诺，没有书面文字协议。
往往最后不了了之，吃亏的是种植户。

生鲜电商直采

生鲜电商在新零售下一路开挂，各
种新颖的生鲜电商在资本的拥抱下怀揣

大额的现金；在金主的支持下各种财大
气粗的从市场档口采货到产地采货，开
出很有诱惑力的价格与给供应商洗脑说
故事中的故事。

生鲜电商在一些品类的采购激进中
有好有坏，国内某知名新零售电商在与水
蜜桃产地直采合作中；一波互联网运营骚
操作红极一时，最后产地端做完发现辛苦
之后没有多大量还不挣钱。在合作过程
中还要面对损耗，配货起始量，周转率问
题等等，供货商最后遇到一系列问题如沟
通成本大，沟通效率底，定价、损耗、到货
时间、用户售后、高额罚款、打退单等等。

生鲜电商早期主要跑马圈地与模式数
据高增长，在快速的激进下基础出现看不见
的空中楼阁；激进的过程团队在快速扩充同
时刚性的人才是缺失的，生鲜行业目前在国
内核心问题之一是专业性人才的缺失。

传统商超直采

传统商超也在新零售下摸索转型升
级，传统商超一直是面对面的在服务中国
老百姓刚需生活消费。他们在转型升级
过程中开始抱团联采，以北京九州联生鲜
供应链公司为例。九州联汇聚了国内各
个区域地方龙头商超，在生鲜联采上扎根
到产地种植端；他们更多的是通过联采模
式降低采货价格，联采具有一定起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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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零售下的生鲜供应链“三国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