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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探讨·

关于加快武汉都市农业发展的探讨

张$ 真0，张乐昌!

（0F 武汉工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武汉$ +G//!G；!F 湖北经济研究中心，武汉$ +G//"/）

摘$ 要$ 都市农业以其区域优势、生态环境保护、观光休闲、生产高效等多种功能，在我国广泛引起重视，

并在各大城市迅速发展，由此大大加快了我国城乡一体化进程。该文根据武汉市自然资源和都市农业发展

现状，针对存在的难点和问题，提出了相应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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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都市农业的发展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建设现代化的都市农业引起广泛关注和重视。都市农业是发达国家早在

!/ 世纪初就提出的城市现代农业发展构想。到 !/ 世纪中叶，先后出现日本以设施农业为主、荷兰以经济

高效农业为主、德国以休闲农业为主、法国以生态保护为主等各种都市农业发展模式。在我国，由上海于

!/ 世纪 H/ 年代率先提出都市农业发展问题之后，包括武汉在内的许多大中城市已形成建设都市农业的热

潮，目前正由点到面逐步扩展，发展势头良好。这一现象并非偶然。

一是城市化高度发展，市民收入不断增加，城市生态环境亟需改善，为满足市民物质和精神生活的需

要，要求城区农业不仅具有为都市提供高质量生、鲜、加工食品的生产性功能，而且有保护城市生态景观

环境，为市民提供绿色观光休闲场所的功能。

二是为了实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战略任务，缩小城乡差距，协调城乡发展，要求城区农业充分利用

和依托城市的各种要素，运用现代生产方式，对土地、林木、湖泊、河流、民俗等自然资源、环境资源和

社会资源进行综合开发利用，建设可持续发展的现代农业生产体系，大幅度提高农民收入，并对周边起到

辐射作用。

三是都市农业不同于传统农业的种养模式，它注重产业开发，延伸产业链条，寻求农业产业化新构架

中，实行集约化、合作化生产，通过向二、三产业延伸渗透、交叉融合形成农商贸、农工贸一体化复合产

业，满足、刺激并引导多层次、多元化的都市消费。

由此可见，发展都市农业已成为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中寻求解决城乡协调发展的突破口和着力点。都市

农业的发展正在改变而且将深刻地改变我国城乡关系，从相互对立、排斥变为互补、融合、和谐的新社

会。

$ $ 二、武汉发展现代都市农业同我国其他大都市相比较，具有明显优势

（一）自然条件优越

武汉是一座典型的山水园林城市。长江、汉水横贯其中，上百座大小秀丽山峦遍布三镇，近两百个湖

泊坐落其间，水域面积占到全市国土面积的 0 I +，居全国大城市之首。其中东湖水域面积 GGJD!，是中国

最大的城中湖。

区内有低山、丘陵、平原、滩涂、台地、湖泊，地形多样，为都市农业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武汉

可以因地制宜发展各种特色农业。武汉属亚热带气候，雨量充沛，日照充足，雨热同季，无霜期长，土壤

肥沃，农业发展历史悠久，农耕文化底蕴深厚，有利于各种动植物繁育生长。

 



（二）区域位置

武汉是我国中部特大城市，工、贸、交通发达，素有“九省通衢” 之称，是我国东、西、南、北之间

的桥梁和纽带。物流、客流资源量大，流动人口达 !"" 万 # $"" 万，城市居民人均年收入已达 % """ 元，

居民消费恩格尔系数在 $"&以下，发展多功能都市农业已成为客观需要。

武汉有大专院校 ’( 所，人才济济。省、市农科院在都市农业技术领域具有很强的优势，拥有一大批

可用于养殖技术、设施农业技术、农业保鲜、农产品加工等方面的科技成果和专利，为科技成果的转化与

推广提供支撑。

（三）都市农业已有较好基础

武汉现代都市农业筹划始于 () 世纪初，经过多年的探索和实践，取得了较好的成效，围绕都市农业项

目的建设已具雏形，形成蔬菜、水产、生猪、奶业、家禽、乡村休闲旅游六大特色优势产业。武湖—双柳

高科技农业示范区、东西湖现代设施农业区、蔡甸 * 汉南特色绿色食品农业区、洪山 * 江夏北部绿色园艺

区、江夏中南部名特水产养殖区、黄陂 * 新洲中北部集约种养区等六大产业化片区部分已初具规模，发挥

效益。(""$ 年扶持建成的千头奶牛、万头生猪、十万只鸡、规范化“ 牧业小区” 已达 )"( 个，大大促进

了农业向现代化生产方式的转变。森林生态、旅游休闲农业发展亦较快，具有一定规模农业观光景点有 %$
个，具备年接待旅客 +$" 万人。农业旅游已成为市民“新宠”，("", 年仅乡村休闲旅游收入预计可突破 -
亿元，农村居民人均收入 ("", 年上半年已达 ( """ 元左右，比 (""$ 年增加 ("&以上。

农产品加工业亦有较快发展，全市以农产品为原料加工企业 !(" 余家，产值约 ("" 亿元，约占全市工

业总产值 )(&。但是武汉都市农业的发展，和上海等大都市相比，还存在较大的差距，都市农业建设还存

在不少的难点和问题。一是产业化水平不高。农业产、加、销之间，基本上仍是传统的买卖关系，紧密型

一体化的经济组织形式为数不多，所占份额不大。二是集约化、专业化虽有发展，但比重不高，远郊大多

农村乃保留小而全的生产方式。三是农民组织化程度低。小生产与大市场之间的矛盾依然突出。农民在市

场竞争中仍处于弱势地位，增收困难。农民没有组织起来实行农、商、贸一体化经营。武汉虽有近 )"" 个

合作经济组织，但组织化程度不高。

. . 三、加快武汉都市农业发展的对策

（一）统一认识，统一步调

对都市农业的意义、特征、规划、发展途径等在认识上还有待于加深和统一。都市农业建设不仅是农

业一个部门的事，它涉及到城市建设、环保、农产品加工业、市场管理、金融业、旅游业以及区、镇、乡

各级部门。只有这些部门认识统一，步调协调一致，才有可能减少矛盾，加快步伐。建议在市政府内成立

都市农业建设领导小组，吸收相关部门参加，以加强相互之间沟通与协作。

（二）不断提高产业化、合作化水平

)/ 专业化生产，区域化布局。要积极加以引导，同时对土地、森林、水域、环境资源进行全面规划，

合理布局，综合开发利用，尽可能做到“一村一品”、“一乡一品” 专业化连片生产，进一步发展为“一

镇一业”，形成集加工、营销和生产资料供应一体化的产业优势。

(/ 一体化经营，企业化管理。一体化经营是产业化的核心。它通过专业农户之间横向联合，农业生

产者与加工、营销企业之间纵向联合，按照自愿、公正原则形成“利益共享，风险共担” 的共同体，并

实行企业化管理体制。由于涉及多方利益，形成紧密型一体化难度很大。借鉴国外经验，探索一条符合我

国实际的一体化路子，完善利益分配机制和运转约束、监督机制，保护农民利益，通过试点、示范，逐步

推广。

!/ 品牌化决策，社会化服务。在市场竞争日趋严峻的形势下，农产品的开发，包括农业旅游景点在

内，应确立品牌化经营决策战略思路，通过采用新技术、新品种，创建具有特色的高质量的品牌产品，并

逐步完善社会化服务体系，以其可靠信誉赢得消费者青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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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大农业专业性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力度。由于专业性合作经济组织尚属起步阶段，因此在发展

上应由小到大，由松散到紧密，多种模式并存，逐步向合作联社，向加工、市场运销延伸，通过一、二、

三产业交叉、融合，形成新型农业合作经济。

（三）加强农民素质教育，提高农民经营管理和科技水平

建议在农区面积大、农村人口多的黄陂、新洲、江夏、蔡甸等区建立若干中等农业专科校，并列入基

础教育，重点培养合作经济管理人才、市场经销人才、农产品加工人才、农业技术人才，并经常举办各种

类型培训班，以期尽快形成“知识型”农业产业大军。

参考文献

# $# %&&’ 年湖北省统计年鉴( 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 %# 武汉市农业发展规划( )))( )*+,-,./0( .12( 3-，%&&’ 4 $$ 4 &’

# 5# 吴卫东( 武汉都市农业发展对策研究( 湖北社会科学，%&&!，（6）

# !# 李娅，王冕( 国际都市农业成都论坛召开( 成都商报，%&&6 4 &7 4 5$

!"#$%##"&’ ()&%* #+,,!"’- %+ *., $"*/ (-0"$%1*%0,
!,2,1&+3,’* &4 5%.(’
6789: 67;9$，6789: 1;<789:%

（$( 831-19: ,-; <,-,.=9=-> ?1@@=.= 1A B*+,- C=3+-03,@ ?1@@=.=，B*+,-# !5&&%5；

%( D*E=0 831-1903 F=G=,/3+ ?=->=/，B*+,-# !5&&H&）

(=>?@8<?# C,I=G 0>G /=.01-,@ ,;2,->,.= ,-; 9*@>0 A*-3>01-G 0- =31@1.03,@ =-20/1-9=-> J/1>=3>01-，G0.+>G==0-. A,@@1K
)0-.，+0.+ =AA030=-3: 0- J/1;*3>01-，=>3( 30>: ,./03*@>*/= ,/1*G=G )0;= ,>>=->01- 0- ?+0-, ,-; 0G /,J0;@: ;=2=@1J=;
0- 2,/01*G E0. 30>0=G( C+=/=A1/=，0> +,G J/191>=; =L>=-G02=@: >+= J/1./=GG 1A 9=/.0-. 0->1 ,- 1/.,-03 )+1@= E=>)==-
*/E,- 30>0=G ,-; /*/,@ ,/=,G( M331/;0-. >1 >+= J/=G=-> G>,>*G 1A -,>*/= /=G1*/3=G ,-; 30>: ,./03*@>*/= ;=2=@1J9=-> 0-
B*+,-，,-; ,JJ10->0-. >1 >+= =L0G>0-. ;0AA03*@>0=G ,-; J/1E@=9G，>+0G J,J=/ J*>G A1/),/; /=@,>02= 31*->=/9=,G*/=G(
A;BCD@E># B*+,-；30>: ,./03*@>*/=；;=2=@1J9=-> 31*->=/9=,G*/=G

·征订启事·

欢迎订阅《 中国土壤与肥料》
《中国土壤与肥料》即原《土壤肥料》杂志，$N6! 年创刊，是农业部主管、中国农科院农业资源与农业区划研究所和中国植

物营养与肥料学会主办的全国性专业技术期刊，中国科技核心期刊，全国中文核心期刊。以促进土肥科技发展、加快成果转

化为宗旨。主要刊登土壤资源与利用、植物营养与施肥、农业微生物、水资源利用、分析测试、环境保护、生态农业等方面新理

论、新技术、新产品的试验研究成果与动态。办刊时间长、发行量大、信息丰富、实用性强，在广大读者中有广泛影响，被国内外

多家数据库和科技文摘期刊收录。读者对象为农业科研、教学、推广、环保与肥料生产、经营部门的科技、管理人员及农民技

术员。

杂志于 %&&6 年经新闻出版总署批准［批准文号：新出报刊（%&&6）H6 号］更名为《 中国土壤与肥料》后，将增加栏目，扩展

内容，增强科学研究与生产应用的联系，更好地为我国土壤肥料行业的发展提供信息技术服务。

本刊国内外公开发行，国内标准刊号：?O$$ 4 ’!N7 P Q，国际标准刊号：RQQO$6H5 4 6%’H。双月刊，大 $6 开，H% 页。每期定

价 !( && 元，全年 %!( && 元，全国各地邮局订阅，邮发代号 % 4 ’’N。漏订者可与本编辑部联系。本刊欢迎刊登各种有关土壤肥

料的产品、加工机械和分析仪器方面的彩色或黑白广告。

地址：北京市中关村南大街 $% 号中国农科院农业资源与农业区划研究所《中国土壤与肥料》编辑部（$&&&7$）

电话：&$& 4 67N$76’6# # # 传真：&$& 4 67NH’$6$
8 4 9,0@：CFSTU 3,,G( ,3( 3-

&’ 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 # # # # # # # # # # # # # %&&6 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