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 园艺产品贮运学绪论 
一、我国园艺产品的地位 

园艺产品在我国居民日常消费中占据重要地位。园艺产品是人类食品中的一个大家族,

因其丰富的营养、诱人的色泽、风味迥异的特点深受广大消费者的欢迎。 

世界地位：最大的园艺产品生产国。我国的蔬菜、果品、花卉生产量均为世界第一，即

使按人均量计算，我国蔬菜人均年占有量已数倍于世界平均水平；由于果品加工量偏少，鲜

果人均年占有量也超过了世界平均水平。 

进入 21 世纪，我国园艺产品出口出现快速增长势头。2004 年种植面积为 976.9 万公顷，

年产量 8394.1 万吨(产值 1500 亿元)，但我国水果的出口量不足总产量的 2%。2001 年，我

国蔬菜产业率先跨入世界第一出口大国行列，当年蔬菜出口量达 511 万吨，到 2004 年达到

602 万吨。2004 年蔬菜种植面积达 1970.7 万公顷，总产量达 6.2 亿吨。尽管世界粮农组织统

计的数据只有 4.2 亿吨，但我国的蔬菜总产量还是占据了世界半壁江山(48.9%)。近年来，世

界蔬菜市场的需求与其它园艺产品一样处于快速上升态势，我国蔬菜出口也保持着世界第

一，但与总产量相比差距甚大。 

国内地位：蔬菜和水果仅次于粮食，分别居种植业的第二位和第三位。 

二、我国园艺产品贮运方面存在的问题 

（1）在贮藏保鲜方面，果树、花卉、蔬菜每年的损失率高达 20-30%。（采前的管理水平低，

采后商品化处理水平落后） 

（2）在运输方面，运输工具落后。 

三、我国果树蔬菜市场变化趋向 

1、向营养保健型转化： 

在市场开放，芽源扩大，品种增多的情况下，挑好选优，讲质量，中营养，讲合理搭配，

已成为大多数消费的基本要求。一些营养价值高，风味好的豆类、瓜类、食用菌类，茄果类

蔬菜，由数量型向质量型发展，花菜、生菜、绿菜花、紫甘蓝等营养价值高风味好的菜销势

看好。同时，一些具有明显保健作用和较高营养价值的野菜，如生产生蘑茹，蕨菜，马齿苋

等，已引起人们重视 

2、向加工方便型转化 

净菜上市适应了城市的快节秦，高效率，如今正向净菜小包装阶段发展，即在生产地整

理，消毒灭菌，分级和薄膜包装密封，然后上市出售。 

3、向＂绿色食品＂型转化： 

使用生物农药和高效低毒残留化学农药，禁止使用剧毒农药，尽量少施化肥，多施有机

肥，以避免和减少对蔬菜的污染，已成为目前蔬菜生产的趋势。这种无公害蔬菜正逐渐向高

阶段发展，即采用温室和无土栽培方法，培养出的清洁蔬菜，完全木化学农药，化学肥料＂

绝交＂，是典型的卫生清洁蔬菜。 

4、向新鲜多样型转化： 



现在市场上＂大路货＂销售较慢，人们趋向购买时菜和反季节菜，如花椰菜，蕃茄，韭

菜等，在淡季更加畅销，在北方的冬季，南方生产的黄瓜、花菜、西洋芹等。 

四、果蔬流通的变化趋向 

1、新鲜果蔬的运输方向： 

1-3 月：蔬菜运输方向由南向北（北方淡季），果类南北方向均有。 

4-6 月：运输量不大，仅有南方的椰菜北上。北方的一般是短途运输。果类也运输量不

大。 

7-9 月：北方蔬菜向南方运输。果类也有南北互相运输。 

10-12 月：水果运输双向旺季，后记已开始冬季南菜北运的流向。 

2、果蔬销售概况: 

（1）在各类市场直接将产品销售——批发或零售。通过中间商进行交易。 

（2）出口交易。 

（3）交流的自由市场 

（4）经济欠发达地区，生产者就是销售者，经济发达地区采用直销形式，经验的主体是一

些具有一定实力的公司，它们既是生产者，又是销售者。 

（5）配送：根据客户需要，定期或不定期进行上门销售。 

五、我国园艺产品贮运面临的最大挑战 

1、与“洋水果”的竞争 

 洋水果作为较早进入中国市场的农产品一直受到广泛的关注。由于在中国进入 WTO 前，

农产品的关税保持在很高的水平，洋水果并没有在实质上冲击本土水果的市场。然而，随着

关税的下降，洋水果在口感、品质及外观上的优势就会更明显地显现出来。面对来势汹汹的

洋水果的冲击，我国果农还没有意识到残酷的市场竞争即将展开。目前，我国的水果产业总

体还停留在低效、小规模的运作水平上，加之农民受教育程度所限，科技、信息应用水平还

远远落后于国外，我国的水果产业要直面国外同行的竞争，就必须进行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 

2、 市场的变化 

加入 WTO 之后，国际国内市场竞争会更加激烈，如何面对这种竞争是摆在我们面前的

艰巨任务和严峻考验。首先要针对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的不同情况建立和完善国家园艺产品

国内国际市场监测和预警体系。必须高度重视园艺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突破口的重要

作用；建立国内和世界园艺产品生产、消费、价格、贸易等信息体系，建立国内外园艺产品

市场资料档案；定期发布国内外园艺产品生产、消费、价格、贸易动态等监测、预警信息；

选择有关国家跟踪研究其园艺业政策动向及其园艺产品市场状况。其次，要形成多个园艺产

品经营联合体面对发达国家井然有序、经营有方的民间组织和私营业主，中国现行的单干独

立的小农户和零乱无序的小商贩营销形式是无法与之抗衡的，如不进行改革是无法生存的。

这些年来国内市场的经验得出，必须搞联合协作、形式多样的集约化经营，只有这样农民利

益才能得到保护，生产、经营的积极性才能得到更充分的发挥。再次，规范市场管理也是必



不可少的。加入 WTO 后，要使千家万户的零散小生产与国际大市场竞争，松散的市场管理

是远远不够的，需要进一步调整政策和加强规范。 

3、中美两国园艺产业现状比较 

（1）种植人员 

（2）种植面积 

（3）机械化程度与生产效率 

（4）流通与运输 

（5）采收与采后处理 

（6）园艺产品出口 

六、思考 

1、中国是否园艺大国 

尽管中国园艺产业生产总量位居世界列，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园艺产业的单水平并不

高。具体来看．蔬菜生产的单产平均略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却远远低于其他生产大国． 

2、美国园艺产业给我们的启示 

机械化；市场化；专业化；信息化 

面对加入 WTO 的契机，采后环节大有潜力 

4、我国果蔬采后操作体系存在的主要问题 

（1）我国果蔬采后比较重视技术体系，而信息系统的服务体系不完善。 

（2）我国果蔬采后操作系统长期以来比较重视贮藏技术，而采收、预冷、包装、贮运、质

检等意识的技术普遍较差。 

（3）未来我国果蔬采后流通一定需要冷链的专业化公司； 

（4）未来我国果蔬采后无疑走冷藏的气调之路； 

（5）未来我国果蔬采后流通一定需要信息化。 

5、我国果蔬采后操作体系发展方向 

（1）未来我国果蔬采后流通一定需要冷链和专业化公司。 

在果蔬产地将出现包装工厂（有分级机、冷库等）、运输公司（有很多冷库、预冷设备、

冷藏车、卡车等）、分配中心（有冷库、装卸机械等，向超市供货）、果蔬批发市场（有冷库、

装卸机械等，向零售商供货）。 

未来我国果蔬采后无疑走冷藏和气调之路。 

果蔬产销已从几年前的供量偏紧转向常年供量有余。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

果蔬的品质更为关注，要求新鲜、洁净、无污染、有营养等，这就要求果蔬采后保鲜要用无

公害的方法。从目前国际上的趋势看，果蔬保鲜更趋向于用物理的方法，而冷藏和气调无疑

是行之有效的方法。 

（1）未来我国果蔬采后流通一定需要信息化。 

虽然我国部分大城市中果蔬大型批发市场现在又开始建立互联网，提供果蔬即时行情，



以及发布一些信息。但还很不普及，特别是这些互联网与农村果蔬基地的联系很有限。果蔬

批发商、出口商利用该互联网还很有限。主要问题是信息有限。在发达国家的政府的农业部

门网上有蔬菜和水果批发市场的各种果蔬的三年流通量和行情，国际主要果蔬进出口市场情

况。每个农民种植果蔬前可以查询该信息。并可查询每种果蔬标准生产的生产成本。农民种

植果蔬前对未来所种的果蔬的前景已有比较清醒的了解，这样可减少种植盲目性。其批发市

场把所有批发商名单和联系电话与经营范围等编印成册，在批发市场上免费发送。农民可在

产品收获前与这些批发商联系，这对卖产品是有帮助的。 

七、学习园艺贮运学的意义 

如何改善园艺产品的贮藏、运输条件，提供高质量、高附加值的产品，以参与国际竞争，开

拓国内市场，责无旁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