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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设施农业是利用现代信息技
术、生物技术、工程装备技术与现代经营
管理方式，为动植物生长提供相对可控
制的环境条件，在一定程度上摆脱自然
依赖进行高效生产的农业类型，涵盖设
施种植、设施畜牧、设施渔业和提供支撑
服务的公共设施等。其中，设施种植业
包括日光温室、连栋温室和植物工厂以
及不改变耕地地类的拱棚、塑料大棚等，
设施畜牧业包括集约化工厂化设施畜禽
养殖场等，设施渔业包括标准化池塘、工
厂化循环水和深远海养殖渔场、沿海渔
港等，公共服务设施包括产前的集约化
育苗、产后的冷藏保鲜、冷链物流和仓储
烘干等。

为什么要发展现代设施农业？设施

农业装备怎么改？如何助农走上致富

路？记者近日采访了江苏大学中国农业

装备产业发展研究院教授张宗毅。

张宗毅介绍，设施农业运用工程技

术手段对环境进行控制，精准调节温度、

湿度、土壤营养含量等参数，能有效抵御

自然灾害，提高农业生产效能。随着我

国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全社会对“肉蛋

奶果蔬”需求快速增长。在耕地和水资
源双重约束下，以技术、资本密集型和集约化生产
为特点的现代设施农业，能在一定程度上打破原有
的资源环境约束，既能为中国饭碗广开食源，又能
促进农民增收，是加快建设农业强国需要攻克的新
高地。

《规划》围绕现代设施种植业、现代设施畜牧

业、现代设施渔业与现代物流设施部署了重点任

务。张宗毅认为，这些领域具有广阔的改造提升空

间。例如在设施种植业方面，目前很多日光温室不
适宜农机作业，而土墙日光温室则存在土地利用率
低、热量流失大等问题，可以用薄膜太阳能、物联网
等新技术对其进行升级改造。此外，要因地制宜发
展地域性鲜明的现代设施，例如在土地资源紧缺地
区，鼓励发展高楼养猪等立体养殖模式。

张宗毅表示，设施农业的投入产出比要高于传

统农业，但同时也对资金、技术与经营能力提出较

高要求，因此，财政资金要在基础设施建设与新技
术推广上发挥撬动作用。此外，可以运用村企联建
方式，农户将土地经营权委托给村集体经济组织或
入股村农地股份合作社，后者整合后把土地集中流
转给有资金和技术实力的社会主体来经营。农户
获得土地租金，入股后可以获得股金，甚至可以在
家门口就业获得收入，可以帮助小农户更好融入农
业现代化进程。

（综合农业农村部官网、《人民日报》、《经济参
考报》、央广网）

经过多年发展，我国设施农业建设取得明

显成效，为保障农产品有效供给、促进农民增

收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仍存在现代设施农业发

展总量还不足、质量还不高，相比发达国家仍

有较大差距，还不能适应建设农业强国的需要

等困难和挑战。

近日，农业农村部联合国家发改委、财政

部、自然资源部制定印发《全国现代设施农业

建设规划(2023—2030 年)》（下称《规划》），这

是我国出台的第一部现代设施农业建设规划，

对促进设施农业现代化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展望2035年，设施农业全面升级，智能日光温

室、高楼养猪将多点落地，供给保障能力更加

有力，技术装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生产效率、

产出质量和带动作用明显提升，基本满足人民

群众多样化、优质化食物消费需求。

《规划》提出，到2030年，全国

现代设施农业规模进一步扩大，区

域布局更加合理，科技装备条件显

著改善，稳产保供能力进一步提

升，发展质量效益和竞争力不断增

强。设施蔬菜产量占比提高到
40%，畜牧养殖规模化率达到
83%，设施渔业养殖水产品产量占
比达到60%，设施农业机械化率与
科技进步贡献率分别达到60%和
70%，建成一批现代设施农业创新
引领基地，全国设施农产品质量安

全抽检合格率稳定在98%。
《规划》包括1个总体规划、4个

专项实施方案，明确建设以节能宜

机为主的现代设施种植业、以高效

集约为主的现代设施畜牧业、以生

态健康养殖为主的现代设施渔业、

以仓储保鲜和烘干为主的现代物流

设施等4方面重点任务；部署实施

现代设施农业提升、戈壁盐碱地现

代设施种植建设、现代设施集约化

育苗(秧)建设、高效节地设施畜牧建

设、智能化养殖渔场建设、冷链物流

和烘干设施建设等6大

工程；明确提出强化组

织领导、政策扶持、指导

服务、主体培育、宣传引导等5方面

保障措施，对未来一个时期现代设

施农业发展作出全面部署安排。

农业农村部将会同各有关部
门以《规划》为指导，加强政策支持
保障，推动实施一批重大建设项
目，引导金融和社会资本加大投
入，不断优化完善发展环境，加快
现代设施农业高质量发展。

立足种植、畜牧、渔业等行业

特点，因地制宜探索推广先进性与

实用性相结合的设施农业类型，加

快走适合我国国情农情的现代设

施农业发展之路。

明确建设以节能宜机为
主的现代设施种植业

统筹强化粮食与“菜篮子”产

品稳产保供，坚持存量改造与增

量，拓展并重，发展节能节本、高产

高效新型现代设施种植业，加强非

耕地资源开发利用，创新研发一批

引领性、前瞻性关键技术，推进绿

色化标准化机械化智能化生产，稳

步提升优质果蔬等的供给能力。

明确建设以高效集约为
主的现代设施畜牧业

坚持稳定生猪家禽产能、拓展

肉牛肉羊与奶牛产能，改造提升设施

畜牧养殖，推广不同区域、不同畜种

的设施养殖标准和技术模式，加快畜

牧设施养殖向高效集约型升级。

明确建设以生态健康养
殖为主的现代设施渔业

坚持扩产能、优结构相结合,

以水域滩涂承载力为前提,优化设

施渔业生产力布局，推进池塘标准

化改造，大力发展工厂化循环水和

深远海大型养殖渔场等设施渔业，

积极拓展设施渔业绿色养殖空间。

明确建设以仓储保鲜和
烘干为主的现代物流设施

强化设施农业产业链的配套

建设，重点提升粮食产地烘干能

力，完善产地仓储保鲜冷链物流设

施，有效减少粮食和“菜篮子”产品

的产后损失和流通环节浪费，为构

建双循环新格局提供有力支撑。

现代设施农业提升工程

着眼提升设施农产品稳产保

供能力，实施大中城市区域现代设

施农业标准化园区建设、传统优势

产区设施改造提升、戈壁盐碱地现

代设施种植建设等项目，加快新技

术、新材料与新装备推广应用,培

育先进设施农业新业态，强化科技

装备支撑，示范引领现代设施农业

升级。

戈壁盐碱地现代设施种
植建设工程

合理利用戈壁、盐碱地等非耕

地发展设施农业，在保护生态环境

基础上，实施西北戈壁、黄淮海和环

渤海盐碱地现代设施农业开发项

目，带动全国利用非耕地发展现代

设施农业面积新增100万亩以上。

现代设施集约化育苗(秧)
建设工程

大力发展水稻、蔬菜集约化育

苗(秧)，重点在优势产区实施现代

设施集约化育苗(秧)中心建设项

目，加快补齐商品化育苗(秧)短板,

满足水稻、蔬菜种植对高质量健康

种苗的需求。

高效节地设施畜牧建设工程

着眼稳定优化产能、提升养

殖用地效率，重点实施工厂化集

约化设施畜牧养殖场建设项目，

发展工厂化集约化的节地高效型

设施畜牧养殖，提升设施畜牧养

殖土地产出率、资源利用率与劳

动生产率。

智能化养殖渔场建设工程

坚持宜渔则渔，实施池塘和工

厂化集约化设施渔业养殖场、低洼

盐碱地设施渔业养殖场、深远海大

型智能化养殖渔场、沿海渔港基础

设施等建设项目，推动渔业设施装

备升级，加快产业现代化发展。

冷链物流和烘干设施建设工程

着眼补短板、减损失、提品质、

增效益，加快实施粮食减损绿色烘

干设施建设和产地仓储保鲜冷链

物流建设项目，规模化、网络化推

进建设，带动全国新增产地冷链物

流设施库容4400万吨以上、粮食

产地烘干能力达到65%，有效提升

农产品产地贮藏保鲜和商品化处

理能力以及谷物烘干能力。

《规划》重点任务内容有哪些

2030年设施蔬菜产量占比提高至40%

《规划》重大工程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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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四方面重点任务、六大工程，全面促进设施农业现代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