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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加快江西省工厂农业发展，本文通过分析工厂农业在促进农业现代化发展中的必要性以及江西省工

厂农业发展存在的问题，针对性地提出以下建议：科学谋划工厂农业发展目标和定位、超前选准工厂农业发

展重点项目、合理规划现代农业产业区划布局、提升工厂农业智能化装备水平、扶持龙头企业和人才体制、实

施产业化经营和品牌化销售。

关键词：工厂农业；江西省；路径与对策

收稿日期：２０２１０６１０
基金项目：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６８批面上项目（２０２０Ｍ

６８２１１０）；江西省博士后科学基金择优项目（２０２０ＫＹ１０）；

２０２０年南昌市社科规划课题（ＹＪ２０２００１）；江西省农业科学

院博士基金项目（ＪＸＸＴＣＸＢＳＪＪ２０２０１３）。

第一作者：赵隽稢（１９８８－），女，硕士，助理研究员，从事农经

信息管理研究。Ｅｍａｉｌ：５１６１９３１０１＠ｑｑ．ｃｏｍ。

通信作者：彭柳林（１９８４－），男，博士，副研究员，从事农业产

业经济方面的研究。Ｅｍａｉｌ：ｐｅｎｇｌｉｕｌｉｎ２０１０＠１２６．ｃｏｍ。

　　“工厂农业”是设施农业的高级层次，是指在

相对可控的环境条件下，将工业发展理念引入农

业，采用工业化生产方式实现农产品连续、集约、

高效生产的现代化生产方式，其特点是以物质和

技术要素替代土地资源要素实现节约土地，通过

设备场所，在人工控制或制造的环境条件下，采用

先进工程技术手段进行动植物高效生产，实现不

受自然因素制约的连续生产，并通过物理隔离病

虫草害，生产管理自动化信息化，生产资料绿色

化，最终使得农业生产力大幅度提高，农产品等级

和产投比明显提升［１４］。２０１９年江西省委一号文

件《关于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做好“三农”工作

的实施意见》提出要“加快发展品牌农业、规模农

业、工厂农业、智慧农业、绿色农业和创新农业”，

围绕现代农业标准、技术、设施、方式以及现代农

民等要素，努力发展工厂农业，发展农业产业化经

营，推动全省现代农业提速发展。关于工厂农业

的研究大致从以下两个方面展开：一方面，部分学

者聚焦于对比荷兰、美国、日本等地工厂农业发展

历程，总结得出工厂农业是未来发展趋势，中国工

厂农业发展潜力大、前景好［５６］。另一方面，部分

学者遵循基本演绎理论，从制度建设、政策扶持、

科研建设等不同角度提出推进工厂农业发展的对

策建议［７９］。本文立足江西省实际情况，在理清工

厂农业发生逻辑、重要意义的基础上，深入分析江

西省工厂农业发展现状及存在的突出问题，提出

系统性对策建议，有助于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加快推进农业高质量发展。

１　工厂农业是农业现代化的重要选择
工厂农业的迅速崛起，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

农业产业变革与发展的突出成果之一［１０］。新时

期，我国农业农村发生了深刻变化，正由高速发展

进入高质量跨越式发展阶段，农业科技的地位和

作用展现出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工厂农业是农业

现代化的重要选择［１１］。主要表现在以下４个

方面。

１．１　应对农业劳动力短缺和技术进步的需要

传统农业生产方式对劳动力数量依赖严重。

随着农民外出就业规模扩大，农村特别是传统农

区农业劳动力数量减少、质量弱化，农村“空心化”

“老龄化”问题凸显，传统农业难以为继。种粮大

户信息员反馈：“农忙时节人工费过高，而且碰上

高峰期还容易请不到人工。”工厂农业采用机械化

自动化操作方式，劳动强度低，劳动收益增加，能

有效应对农业劳动力短缺与老龄化问题。

１．２　应对土地水资源约束与土壤退化的需要

江西省地形地貌大致为“六山一水二分田，一

分道路和庄园”，且以山地丘陵为主，人多地少是

基本省情。江西省水土资源约束已经严重限制露

地种植发展。农业污染的形势仍然十分严峻，工

业“三废”以及城市生活污染逐渐向农业农村扩

散［１２］。因长期大量使用农药化肥，已经造成温室

大棚土壤板结、酸化、盐渍化、营养失调，土壤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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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病虫害频繁发生，城市扩展和工程建设大量占

用农用土地，造成优质耕地资源减少。发展工厂

农业能有效破解水土资源束缚难题，提高水土利

用效率；摆脱土地质量限制，充分利用劣等耕地与

非耕地资源。

１．３　逐步摆脱农业“靠天吃饭”困扰的需要

一方面，由于农田水利遗留问题突出，尽管近

年大力推进农田水利和高标准农田建设，但一些

地区正常灌溉仍存在问题，尤其是丘陵山区农田

排灌“最后一公里”得不到有效保障。另一方面，

气象灾害频繁发生，使畜牧、水产以及种植业产生

严重损失。工厂农业可以实现人工控制生产环

境，对摆脱农业“靠天吃饭”困扰具有重要作用。

１．４　满足食品安全和绿色发展的需要

耕地重金属污染、农业面源污染，对农产品产

地环境带来直接影响，危及食品安全。江西省耕

地面积３０８．９万ｈｍ２，总体状况较为清洁，但受高

背景值土壤及人类活动的双重影响，局部地区存

在重金属（镉、汞、砷）超标，影响畜禽、水稻和蔬菜

产业健康发展［１３］。随着人们生活和教育水平提

升，社会公众对食品安全意识不断提高，农业绿色

发展需求迫切。工厂农业可以人工控制或制造环

境条件，大大提高农产品质量，更好地满足社会公

众对优质、安全农产品的需求。

２　江西省工厂农业发展现状与问题
近年来，随着大量工商资本投资现代农业，江

西省设施农业发展较快，涌现了一批自动化、信息

化程度较高的新型农业产业，为发展工厂农业打

下了基础、积累了经验。然而，江西省在推进工厂

农业发展的过程中也暴露出诸多问题。主要表现

在以下４个方面。

２．１　设施农业体量小且机械化程度较低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改革开放４０年来，江西

省发挥农业科技力量，不断发展设施农业。据江

西省统计局农业统计处统计，２０１８年江西省设施

蔬菜面积为３．１９万 ｈｍ２，占全省蔬菜面积的

５％；设施蔬菜产量达到８８．６６万ｔ，占全省蔬菜总

产量的 ５．８％；设施瓜果面积和产量分别为

５６３３．３ｈｍ２和１３．６１万ｔ，分别占全省瓜果面积

和产量的６．８％和６．４％；设施花卉面积和设施食

用菌产量分别占全省花卉面积、食用菌产量的

４９．８％和５８．７％
［１４］。总体来看，目前江西省设施

农业占比不高，尤其是设施蔬菜、设施瓜果占比偏

低。据调查，江西省发展设施农业缺乏适合设施

大棚的作业机械，设施栽培的机械化程度较低，土

地翻犁、播种、育苗和灌溉等还是以人工为主，人

工劳动成本较高。

２．２　工厂农业领域窄且集群化水平不高

目前，江西省工厂农业主要集中在工厂化育

秧、工厂化蔬菜、工厂化食用菌和工厂化水产等方

面［１５］。例如，江西成新农场建成了先进的工厂化

育秧中心，实现育秧过程全程智能化作业，育秧过

程中技术要求最高、最难掌握的催芽环节以及最

易受天气影响的育秧环节进行工厂化生产。赣

州、永丰等地建立工厂化蔬菜育苗中心，采用大棚

温室、喷灌、滴灌、机械生产等先进生产手段，实施

蔬菜标准化生产。２０１８年，南昌市开展工厂化循

环水养殖鲟鱼苗种孵化及养殖技术推广，实现生

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统一，对周边环境基本没有

影响。江西中田现代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以农业秸

秆及畜禽粪便作原料，利用国外技术自制有机肥

栽培有机无公害双孢菇，采用工厂化仿生车间栽

培技术，反季节（夏季）生产，实现生产操作机械

化、生长环境智能化、鲜菇生产全年化、产品质量

标准化。会昌县工厂化鱼菜共生项目，将名贵鱼

种和高附加值蔬菜有机搭配，实现了动物、植物与

微生物的生态和谐与平衡，鱼类养殖密度能达到

传统方式的１００倍，一年能出３次鱼。总的来看

各地区只有零星企业涉足某类工厂农业，存在应

用领域不宽、示范推广不足、产业集群化水平低等

问题。

２．３　缺乏技能人员和高水平专业人才

作为高技术密集型产业，工厂农业不仅涵盖

栽培、园艺等先进技术，而且还包括管理手段、机

械化和自动化技术等，是现代农业的高级层次和

系统工程。因此，工厂农业对人才的要求较高，从

业人员不仅需要掌握作物栽培技术和自动化操作

技术，还需要具备一定的管理能力。目前，江西农

业劳动力老龄化、女性化、低学历化问题突出，农

业从业者平均年龄在５５岁左右，学历相对偏低，

绝大多数为初中及以下，这使得农业从业者仅具

备一定的栽培技术，缺乏相应的管理知识，难以掌

握并把现代化的生产技术和管理技术应用到工厂

农业上。

２．４　缺少带动工厂农业发展的重点龙头企业

目前，江西省大型农业龙头企业不多，参与工

厂农业发展的企业非常少。２０２０年，江西省级农

业龙头企业８７１家，其中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

２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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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企业仅有５２家，销售收入超百亿元的不足

１０家。可见，江西省农业产业化水平整体不高，

竞争力弱，对工厂农业的带动作用有限。此外，工

厂化农业品牌建设力度不足，管理水平不高，品牌

优势较弱，工厂化农业经营主体创建的名优品牌、

农产品地理标志、驰名商标和名牌农产品非常少，

工厂农业生产出来的产品优质优价不明显。

３　推进江西省工厂农业发展的对策建议

３．１　科学谋划工厂农业发展目标和定位

目前，江西省农业与发达省份存在较大差距，

缺乏比较优势。为成为现代农业强省，江西省在

发展工厂农业的过程中必须紧紧围绕乡村振兴战

略和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始终坚持新发展理

念，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总体部署。与此同时，立足

江西工厂农业生产和特点，加快优势产业基地建

设，将工厂农业生产模式融入优势产业，将优势产

业建成工厂农业示范样板，发挥带头示范作用。

此外，也需充分发挥工厂农业在科技创新等方面

的优势，不断创新发展理念和技术，加大科研投

入，学习先进管理经验，加快农业转型升级，以此

提升江西省现代农业发展的效益和竞争力，实现

江西省农业高质量跨越式发展［１６１７］。

３．２　超前选准工厂农业发展重点项目

破解农业“大而不强”的矛盾，支撑农业结构

调整九大产业发展工程，是江西省工厂农业发展

的重点课题。因此，江西省工厂农业发展在项目

选择上要突出重点，集中投入，在若干领域及应用

方面先易后难，循序渐近。鉴于目前江西省工厂

农业在育秧、园艺、养殖和食用菌方面具有较好的

实践基础和成功经验，建议江西省工厂农业开发

应用重点选择以下四大产业。

３．２．１　工厂化育苗和育种　水稻育苗重点是引

进和选育优质品种，推广集约化育秧技术；蔬菜育

苗重点是引进、示范和推广设施专用品种；花卉育

苗重点是采取组培育苗等技术，提升品质；果树育

苗重点是发展脱毒苗工厂化生产技术；畜牧育种

重点是发展主导养殖品种的良种繁育；水产育苗

重点是开展良种引进、提纯复壮和更新换代工作。

３．２．２　工厂化园艺　蔬菜重点加快地方特色有

机蔬菜（如江西芦笋、余干辣椒等）和反季节蔬菜

设施更新改造，提高机械化作业水平和环境调控

能力，发展精深加工；林果重点发展赣南脐橙、南

丰密桔、靖安蒰柑、广丰马家柚、赣北早熟梨、奉新

和宜丰猕猴桃等适宜工厂化种植的优良品种；茶

叶重点发展庐山云雾、狗牯脑、婺源绿茶、浮梁茶、

宁红等江西名茶环境调控能力和精深加工；花卉

重点发展高档盆花、观赏苗木以及小盆栽、切花切

叶、食药用等功能性花卉；药草重点发展适合工厂

化的高端、名贵中药材。

３．２．３　工厂化养殖　重点推动畜（广丰山羊、赣

西山羊、玉山黑猪、乐平花猪）、禽（泰和乌鸡、崇仁

麻鸡、宁都黄鸡、瓦灰鸡、兴国灰鹅、吉安红毛鸭、

大余麻鸭）等江西特色畜禽产业工厂化发展，特别

是高端乳制品加工和畜禽屠宰加工；水产养殖重

点发展江西“四野”（鲟鱼、娃娃鱼、胭脂鱼、棘胸

鱼）、南丰甲鱼、鄱阳湖银鱼、余干黄鳝、青虾、中华

草龟、种龟等优势品种工厂化养殖及加工。

３．２．４　工厂化食用菌　立足江西省食用菌资源

禀赋和比较优势，重点围绕香菇、茶树菇、草菇等

主栽品种，大力推进工厂化发展，突破发展优良珍

稀菌种选育、野生菌驯化以及新品种栽培技术研

究，推进食用菌品种更新换代，大力发展精深

加工［１７］。

３．３　合理规划现代农业产业区划布局

３．３．１　合理规划工厂农业发展布局　围绕打造

江西省农业结构调整九大产业发展工程，地区资

源禀赋和区域地理位置优势，合理规划产业布局，

逐步实现工厂农业与江西重点产业功能片区协调

发展的格局。一是在“三区一片水稻生产基地”重

点发展水稻育秧为主的工厂农业；二是“一片两线

生猪生产基地”“沿江环湖水禽生产基地”和“环鄱

阳湖渔业生产基地”重点发展工厂化养殖；三是在

“一环两带蔬菜生产基地”“南橘北梨中柚果业生

产基地”和“四大茶叶生产基地”重点发展工厂化

园艺；四是在江西食用菌产业五大优势区重点发

展工厂化食用菌。

３．３．２　充分发挥现代农业产业园区载体优势　

截止２０１８年，江西省共创建１１个国家级、６６个

省级现代农业示范区，２个国家现代化产业园，

２３３个省级现代农业示范园。为充分发挥现代农

业产业园区载体优势，推进江西农业现代化进程，

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开展：一是重点建设工厂农业，

在现代农业产业园区建设过程中重点突出工厂农

业建设，整合工厂农业生产要素，集聚政策资金、

基础设施等方面的资源，规划建设一批工厂农业

示范园区；二是创建标准化生产示范园，经营主体

应严格按照国家标准，重点发展和推行农产品标

准化生产及认证评价体系，创建一批工厂农业标

准化生产示范园，以此健全工厂农业标准体系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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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追溯体系。

３．４　提升工厂农业智能化装备水平

“数字农业”项目应率先支持工厂农业，加快

推进物联网、远程控制等信息技术和智能装备在

工厂农业领域的应用。一是加强工厂化园艺设施

工程化建设，发展智能型玻璃温室大棚，引进推广

水肥一体化智能控制系统，提高机械化作业及环

境控制装备水平；二是工厂化畜牧养殖重点推动

饲料精准投放、疾病远程诊断、废弃物资源化利用

及无害化处理等装备的应用；三是工厂化水产养

殖重点提升养殖设施建设标准，完善自动化供排

水、供氧、投饵及温控等系统，探索发展不同类型

的工厂化循环水养殖模式；四是加强工厂农业产

品初加工、精深加工、仓储物流、包装标识、市场营

销等环节的智能化设施建设，降低产品生产成本，

提高产品附加值。

３．５　扶持龙头企业和完善人才体制

农业龙头企业是通过各种利益联结机制与农

户相联系的重要载体，带动农户进入市场，使农产

品生产、加工、销售有机结合、相互促进。充分发

挥财政资金引导作用，调整财政支农结构，加大金

融机构的扶持力度，建立多元化投资制度，加快培

育农业龙头企业。完善激励机制，运用“后补助”

等方式，促进现有工厂农业龙头企业做大做强，优

先支持带动能力强的龙头企业。例如，建议对固

定资产投资规模在１０００万元以上的工厂农业项

目，财政给予投资主体３～５年的贷款贴息支持。

鼓励农业龙头企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建立联盟等专业化组织，根据不同地区

龙头企业的实际发展情况，选择并发展更合理的

合作经营模式，借助专业化组织的优势，促进工厂

农业发展。

与此同时，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建立科学、完

善的人才体制与人员培养培训机制，重点培育一

批“一懂两爱”的高层次工厂化农业专门人才，深

化农业系列职称制度改革，让高层次工厂化农业

专门人才“留得下、留得住”。优化人才培养和发

展环境，全面贯彻和落实人才政策，建立健全科研

人员校企、院企共建双聘机制，支持专业技术人员

深入乡村创新创业。不断加强人才储备，支持多

种形式的人才培养途径，如职业院校设置农村定

向招生名额、根据文化水平高低发展农业职业教

育、加强与高校院所高层次人才培养的对接工作。

３．６　实施产业化经营和品牌化销售

一方面，鼓励农业龙头企业实施一体化经营，

延长和完善农业产业链，优化要素资源配置，提升

产品专业化程度，发展农产品生产、加工流通和销

售服务，以此降低生产成本，拓展产品价值链，提

高产品附加值。加强企业间协调配合，企业利用

各自专业化优势，实行股份制联盟，积极与其他企

业对接，形成互补机制，推进原料生产、加工、仓储

物流、市场营销等环节融合发展，增强抵御市场风

险的能力，打造更加完整的工厂化农业产业链条。

另一方面，政府健全农产品品牌化政策体系，制定

出台方针政策，加大扶持引导力度，形成良好的政

策环境。工厂农业经营主体要将品牌建设纳入发

展战略，创建和壮大名优品牌，通过提高生产技

术、提升产品质量、加大品牌宣传，积极推介工厂

化农业产品，提高品牌知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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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州市海兴县耕地土壤养分状况分析

何雅祺１，孙国红２，张　弛３，张瑞芳３，王　红３

（１．河北农业大学 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河北 保定０７１００１；２．海兴县农业农村局，河北 沧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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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 河北省山区研究所，河北 保定０７１００１）

摘要：为科学评价和改良沧州市海兴县耕地土壤，从而指导科学施肥和调整作物布局，２０１７和２０１９年在沧州

市海兴县８个乡镇进行取土采样，分析比较ｐＨ、有机质、全氮、有效磷、速效钾、缓效钾、含盐量等指标，初步研

究该地区土壤养分状况。结果表明：海兴县土壤整体偏碱性，３ａ内变化不大，２０１７年ｐＨ变异系数为２．６８％，

２０１９年为１．６９％；有机质、全氮、有效磷、速效钾３ａ内含量有所增加，分别增加了２０．４４％、２５．００％、５．１９％、

２１．５９％，缓效钾下降５．１０％；含盐量２０１９年比２０１７年下降了８．３６％；海兴县耕地存在不同程度的盐碱化，

但并不严重。整体来说，海兴县土壤耕层的有机质、全氮、有效磷、速效钾的含量均不高，耕地土壤质地偏轻，

土壤瘠薄，养分不足。建议采用适合本地农业发展的合理经营模式，增强土壤种植承载能力，提高作物产量

和品质。

关键词：海兴县；土壤养分；空间变异；盐碱化

　　土壤是指地球表面的一层疏松的物质，由各

种颗粒状矿物质、有机物质、水分、空气、微生物等

组成。土壤是农业生产的基础，土壤养分状况优

收稿日期：２０２１０５２５
基金项目：河北省科技厅科技攻关项目（２０３２６４１７Ｄ）。

第一作者：何雅祺（１９９８－），女，在读硕士，从事资源利用与

植物保护研究。Ｅｍａｉｌ：１７１５３２７３０２＠ｑｑ．ｃｏｍ。

通信作者：王红（１９７６－），女，硕士，研究员，从事土壤改良与

土壤生态环境等研究。Ｅｍａｉｌ：ｗａｎｇｈｏｎｇ＠ｈｅｂａｕ．ｅｄｕ．ｃｎ。

劣决定了农作物的品质［１］、产量和土壤的可持续

发展［２］。土壤有机质含量的多少是衡量土壤肥力

高低的一个重要标志，但受多种因素的影响，耕地

土壤有机质会产生较大差异。我国目前土地肥力

普遍退化且不均衡，并且海拔、水分等环境异质性

会影响土壤的微环境［３］。土壤的ｐＨ是通过影响

土壤理化和生物学特征从而影响农作物生长发

育［４］。盐碱地作为一种重要的土地资源，其可持

续利用是确保粮食安全和农业可持续良好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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