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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花卉是全球性贸易产品，需要全球视野！



自然界的植物

美 化

神 话

文 化

花 卉（植物宠物）

商品化-花卉



商品价值不能实现（垃圾）

商品价值实现（花卉）

植物生产 市场



• 传统的市场模式:
• 买卖商品的场所:  把货物的买主和卖主正式组织在一起

进行交易的地方

• 商品行销的区域:   例如国内市场、国际市场

• 新的商业模式:
• 互联网+ 各传统产业 深度融合
• 物联网
• 云计算
• 电子商务__新型商业渠道与模式
• 大数据



• 整体考虑花卉产
业

• 区域间竟争更加
激烈

• 寻找突破,转型升
级



“消费”、“投资”、“出口”是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中国

• 出口——一匹受伤的马

• 投资——一匹被透支的马

• 内需——是一匹具有潜力的幼驹



谁来驾驭中国经济三套车？

消
费

出口

投资
PWJB



如何使花卉产业持续健康发展？

——充满了挑战性的问题



•  了解世界花卉市场与消费

•  了解我国花卉市场与消费

•  了解陕西花卉市场与消费





• 在世界花卉贸易产品中，鲜切花占
49%，

• 盆栽观赏植物与种苗占43%，

• 切枝切叶占8%



• 荷兰占58%，

• 哥伦比亚占17%，

• 以色列占5%，

• 厄瓜多尔占3%，

• 西班牙占3%，

• 其他国家占14%

• 我国占不到1%；



• 荷兰占41%，

• 丹麦占13%，

• 比利时占9%，

• 意大利占8%，

• 德国占5%，

• 加拿大占5%，

• 其他国家占16%

• 我国占不到1%



• 意大利占19%，

• 美国占16%，

• 荷兰占16%，

• 丹麦占13%，

• 哥斯达黎加占10%，

• 加拿大占10%，

• 其他国家占16%

• 我国占2%左右。



• 目前已经形成了欧盟、美国、日本三个花卉消费
中心；

• 欧洲是鲜切花消费量最大的市场，荷兰花卉86%的
出口额面对欧盟国家；

• 美国的花卉市场尤其是鲜切花，基本上被哥伦比
亚等中美洲国家占领；

• 日本是亚洲经济最发达国家和最大的花卉消费市
场，年花卉消费总额在5000 亿日元（约42.37亿
美元）左右，但市场开放度不够，进口花卉占不
到日本市场的8%。

• 国际花卉供求关系基本平衡，全球对花卉产品贸
易的增加非常有限。



• 花卉是农业的组成部分；发达国家的农业
GDP有的维持平稳，有的在下降，但是各国
农业GDP占总GDP的比例均在下降；

• 全球农业占GDP 的平均值为3%，而美、日、
德、英等国家仅为1%，发展中国家为10%以
上，我国也为10%；

• 各国花卉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较小，花卉
发展有赖于技术进步、经济发展水平与自然
气候条件

• 全球花卉产业呈现出多元化发展的倾向。 



• 花卉消费量与GDP增长呈现出正向的关联，

• 但花卉消费也与城市化水平、文化等因素有着密
切关系。

• 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幅员辽阔、多元文化的发
展中国家，发展花卉产业需要综合考虑自然条件、
GDP增长、人均GDP的提高、劳动力成本变化等，

• 特别应该重花卉文化培养、花卉消费与花卉市场
的拓展。

• 花卉消费力主要受制于经济水平，也与文化背景
与生活习惯有关。



• 花卉消费额占全球份额5%以上的国家有6个，
占全球花卉消费的74.5%；

• 德国占17.7%，日本占17.5%，美国占16.3%，
英国占9.3%，法国7.8%，意大利占5.9%。

• 花卉贸易大国荷兰消费仅占全球3.5%。



• 在美国花商（花店），占64.20%
• 花卉超市，占18.30%
• 免费电话订花，占6.13%
• 邮订/网络订，占2.25%
• 花街头摊贩，占1.47%
• 园艺中心占，1.47%
• 折扣店占，1.23%
• 连锁百货商场，占0.74%
• 家庭促销，占0.25%
• 其它，占5.15%



• 我国花卉信息严重缺失，需要高
度关注国际信息平台。

• 花卉是短寿命的、寡用途的、不可加工与贮藏
的特殊产品，生产经营的风险很大，需要全面、
准确、时效的信息与有效的调控系统来支撑.

• 花卉统计是获得产业信息的基本途径，花卉统
计数据是产业运行的晴雨表，是引导与决策花
卉产业的基础，是决定花卉产业整体效益的第
一要素。

• 亟需完善国际花卉统计平台，统一花卉产品分
类与统计口径，完善统计制度，建立专门机构
来及时整理、分析与发布每年、每月、每周、
每天的全球花卉信息。



文化

经 济

花艺

花卉
消费

2、花卉消费动力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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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国际花卉的市场交易量年增长率为3％～7％。

• 先进国家花卉向发展中国家转移

• 劳动密集性

• 农业环境依赖性

• 国际产业分工

Ø 2014年全球花卉消费额达460亿欧元



• 本世纪的头10年，国际花卉的市场增长量预计将集
中在亚洲地区；

• 亚洲的花卉消费主要集中在日本、新加坡和中国的
香港，并且这三地对高档鲜花的需求旺盛；

• 经济发达国家对花卉需求将不断增加，发展中国家
和地区对花卉消费明显增多；

• 云南周边国家和地区的花卉消费人口有2亿多，花卉
年进口约在20亿美元左右，是世界最大的花卉进口
消费区；

• 我国花卉生产面积很大，占世界花卉生产总面积的
1/3以上，但是花卉出口额仅占国际贸易额的1% 



• 我国花卉消费水平低，但在分析花卉消费市场时，
更重要的是看一个国家和地区的花卉消费总量和花
卉市场发展潜力。

• 2050年我国有望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实体，我国花
卉产业持续发展的基础牢固。

• 亚洲已成为全球最大的花卉种植区，和全球最大的
三个消费市场之一。加强亚洲各国花卉领域的广泛
交流与合作已成为共识。



• 预计2020年增长最快的30个城市中，全部是发展中
国家。

• 2005年至2020年期间，在增长最为迅速的城市中，
有10个来自于中国，8个来自于印度。 

• 到2020年，一些新兴经济体城市（如墨西哥城、圣
保罗、布宜诺斯艾利斯、上海、孟买、伊斯坦布尔
和马尼拉）会跻身前30强，或排名将有所上升。

• 北京也将跻身前30位，排名第29位。



• 在世界金融危机的背景下，需要兼顾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
从战略高度考虑我国花卉产业持续发展问题。

• 必须首先关注和占领国内外花卉市场。特别重视和发展以
扩大内需为主体的花卉产业，实现生产和消费的协同增长。

• 必须重点关注德国、美国、日本的现实市场，深入持久地
研究与开拓中国、印度、俄罗斯等人口大国和国土资源大
国的潜在市场；

• 必须完善统计制度准确把握花卉产业信息并及时发布；



• 弘扬花卉文化，推动个人消费.
•         稳定的个人消费是花卉市场繁荣与产业发展的基础。 

• 大力发展现代花卉零售业。 
• 建立市场信息收集网络；

• 努力贯彻花卉标准，积极开展花卉认证，
中-荷MPS花卉认证。

• 大力发展品牌花卉产品；



            虽然网络花店与实体
花店营利点不同，其多种
联盟中的优劣多方各有一
词，但谁也不能否认，今
天的花店联盟是离不开网
络的。已有百年历史的电
话、传真订花形式遭到了
前所未有的挑战。



进入网站

查询订单

完成支付

选择支付方式

填写订单

非会员通道会员通道

点击购买

选购鲜花

网上花店基本方式

50多种卡在线支付



　　相对于有形市场，虚拟市场具有其独特的优势：

　　(1)        虚拟市场可以提供比真实市场多百倍的商品

　　(2)        不积压货品

　　(3)        不占用资金

　　(4)        节省人力物力

　　(5)        灵活的选货与订货

　　(6)        低廉的创业成本

　　(7)        提供方便灵活的购物方式

　　(8)        基于互联网平台，扩大顾客范围



•  随着电子商务和网络营销的迅速发展，虚拟市
场不断侵蚀着有形市场，可发展空间广阔；

• 更多的商家都努力改进企业流程，以适应信息
时代的高速度商业活动；

• 充分利用网络来提供花卉服务的企业越来越多；

• “永不落幕的交易会” 不断涌现；

• “低成本，高利润，高效率” 。



• 联盟经营(地域合作、国际合作，异地送花) 

• 电子商务（生产、市场、零售）

• 网上花店（虚拟花店，充分利用电子信息技术)

• 花卉直销（参与产地直销，减少中间环节）

• 量贩花店（供应家庭，促进DIY）

• 园艺中心（发展garden center，加强文化建设、花艺培
训、综合服务能力 ）

• 仓储、加工、配送中心与店面的分离（减少店面成本）

• 扩展经营范围（开展花卉教育、花艺服务、室内装饰、花
卉租摆、园林工程、休闲体验、养老保健，丰富花卉零售
服务内容）



•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制定
•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批准

• 2009年3月



•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第三条规定：国家机关、社会
团体、企业事业组织和个体工商户等统计调查对象，必须
依照本法和国家规定，如实提供统计资料，不得虚报、瞒
报、拒报、迟报，不得伪造、篡改。

• 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和公民有义务如实提供国家统计调查
所需要的情况。

•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第十五条规定：统计机构、统
计人员对在统计调查中知悉的统计调查对象的商业秘密，
负有保密义务。



• 目的和意义：为了及时准确地掌握花卉生产、流通、消费
的变化情况，研究其发展规律，加强花卉行业管理和宏观
指导，正确引导花卉产业持续健康发展，经国家统计局批
准同意,由农业部制定花卉产业统计报表制度。

• 统计对象和范围：全社会口径。包括全国各省、自治区、
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所辖行政区域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黑龙江省农垦总局在内的全部花卉生产。



• 参照国际通用做法，并结合国内花卉业发展的实际情况，
本制度的统计内容包括四个方面：

• 1、花卉产销情况。包括花卉的种植面积、销售量、销售
额和出口金额。

• 2、花卉生产经营实体情况。包括花卉市场、花卉企业(含
大中型花卉企业)、花农、从业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的数
量。

• 3、保护地栽培情况。包括各类保护地的面积及使用情况。

• 4、主要品种的鲜切花和盆花产销情况。包括种植面积、
销售量和销售额。



• 1、花卉：本统计方案中的花卉是指用于观赏、美化、
绿化、香化以及其他工业目的的栽培植物。根据花卉的
最终用途和生产特点，将花卉分为切花类、盆栽植物类、
观赏苗木、食用与药用花卉、工业及其他用途花卉、草
坪、种子用花卉、种球用花卉和种苗用花卉、干花。花
卉统计按商品性和生产性原则进行，即只统计商品性花
卉生产部分，个人或单位自养自赏的部分原则上不予统
计。

• 2、鲜切花类：指从活体植物上剪切下来的用于观赏或
装饰的植物器官。根据这些器官的主要观赏部位，进一
步分为鲜切花（或简称切花）、鲜切叶（或简称切叶）
和鲜切枝（或简称切枝）。



• 4、观赏苗木：是指以观赏为主要目的，用于绿
化、美化而种植的木本植物苗木。观赏苗木统
计的是种植在苗圃中等待出售的小苗及成品苗，
已经移栽到观赏地点并用于绿化的观赏苗木，
不再统计。

• 5、食用与药用花卉：是指主要为获得食品、饮
料、药品等加工原料而种植的花卉。

• 6、工业及其他用途花卉：是指主要为获得用于
工业加工或其他用途原料而种植的花卉。



• 7、草坪：是指为了提供建植观赏草坪而种植的
植物材料。以获取种子为目的的草坪，纳入种
子项目进行统计。草坪种植面积统计的是实际
种植和销售的面积，不含移植后的面积。

• 8、种子用花卉：是指用于生产花卉的有性繁殖
材料（种子或果实）而种植的花卉。

• 9、种苗用花卉：是指用于生产花卉的无性繁殖
材料（枝条、茎干、叶、芽、根等）而种植的
花卉。



• 10、种球用花卉：是指用于生产球根花卉的无
性繁殖材料（根茎、块茎、球茎、鳞茎、块根）
而种植的花卉。

• 11、干燥花：是将植物材料经过化学和物理方
法处理制成的具有一定耐久性的植物观赏品。
只统计销售额和出口额。



• 12、种植面积：是指播种季节结束后实际播种或栽植有花卉的土地
面积。

• （1）间种、混种面积的计算：在同一块土地上同时种植两种或两
种以上的花卉或花卉与其他作物时，仅统计每一种花卉实际所占的
种植面积，不论以何种方式间种、混种，各作物的种植面积之和应
等于这块土地的面积。

• （2）复种、套种花卉面积的计算：在同一年内，在同一块土地上，
连续种植花卉两茬或两茬以上的复种花卉，或是在同一块土地上，
先后种植两种不同的花卉，而第二种花卉是在第一种花卉快要收获
之前种下去的套种花卉，或是花卉与其他农作物进行复种、套种时，
应各自计算其种植面积，即每复种、套种一次，就要计算一次种植
面积。

• 。



• （3）多年种植、多次收获花卉面积的计算：种植后可以连续生长
多年，在生长过程中可以多次收获产品的花卉，统计时种植面积等
于本年新种植的面积，加上去年以前种植并留存到本年成活的面积
之和，不论本年度是否收获产品，均应计算在内。

• （4）多年种植、一次收获花卉面积的计算：种植后可以连续生长
多年，但在生长过程中只能一次性收获产品的多年生花卉，其面积
计算应按统计期末实际占用的土地面积来计算。

• （5）跨越两个生长年度的花卉的统计：对在第一年秋、冬季播种，
第二年春、夏季收获的跨越了两个生长年度的花卉，种植面积计入
播种年度。

• （6）移植花卉面积的计算：凡是单位自己繁殖，自己移植进行商
品生产的，不计算秧苗的种植面积；而对于以商品生产为目的而专
门繁殖用于出售的秧苗，应将秧苗纳入种苗用花卉项目中进行统计。



• 13、销售量：是指各类花卉当年的实际出售数量。

• （1）切花切叶的销售量一律以“万支”为单位。无论
销售时的计量单位如何，统计方法都以从种植地活的植
株上剪下的支数来统计。

• （2）盆栽植物的销售量一律以“万盆”为单位。统计
方法是以盆栽植物在销售以前上盆时的盆数为准。

• （3）观赏苗木的销售量以实际出售时的“万株”为单
位。

• （4）食用与药用花卉的销售以“千克”为单位，统计
时一律计算干重。若产品形态是新鲜产品，则折算成干
重计算。



• （5）工业用花卉的销售以“千克”为单位，统计时计
算产品的鲜重。

• （6）草坪的销售量以“万平方米”为单位。统计方法
是计算生产经营单位在统计年度内已出售的草坪的面积。

• （7）种子用花卉的销售量以“千克”为单位，计算本
统计年度内出售的花卉种子的总重量。



• （8）种苗用花卉的销售量以“万株”为单位，计算本
统计年度内出售的花卉种苗的数量。对于以枝条形式出
售的种苗，这里把长度为能够满足枝条正常生根发芽的
最短长度的枝条称为一个标准枝，一个标准枝算作一苗。
能够截断为多个标准枝的扦插枝条，应折算成标准枝计
算种苗的销售量。

• （9）种球用花卉的销售量以“万粒”为单位，计算本
统计年度内出售的花卉种球的数量。



• 14、销售额：是以市场价格计算的当年花卉产品实际销
售的人民币金额，以“万元”为单位。

• 15、出口额：是以离岸价格（FOB价格）计算的花卉出
口总额，以“万美元”为单位。

• 16、花卉市场：是指在工商部门注册，进行花卉及相关
产品交易的固定场所。

• 17、花卉企业：是指在工商部门注册，具有法人资格，
从事花卉生产、经营、运销、加工等企业。花卉企业不
计算以花卉相关产品如花具、器械、花肥、花药等的生
产、经营、运销为主要业务的企业。



• 18、花农：是指主要从事花卉生产的农户。

• 19、从业人员：是指法定工作时间直接从事花卉产品的
生产、经营、加工、技术指导以及技术研究等工作的人
员。

• 20、花卉专业技术人员：是指在花卉从业人员中，具有
初级及以上技术职称的工作人员。

• 21、保护地：是指有人为建筑设施保护的土地。包括温
室、塑料大棚（中棚、小棚）、遮荫棚等。花卉保护地
种植面积的计算是计算设施实际占地面积。

• 22、温室：是房屋式结构，用玻璃、塑料或其他透明材
料覆盖的用于花卉生产的具有室内环境温度调解功能的
设施。



• 23、节能日光温室：是指主要利用太阳光给温室加温的
用来种植花卉的温室。

• 24、大（中、小）棚：是指用塑料或其他透明材料覆盖
的，用来种植花卉的封闭拱形保护设施。

• 25、遮荫棚：是指用网状结构的不透明材料覆盖的，用
来种植花卉的半封闭的棚式结构设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