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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嘉定区草莓生产现状与对策建议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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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草莓营养价值高，经济效益好，是嘉定区重要的经济作物。从种植品种、生产规模、栽培措施等方面介绍了上海市嘉

定区近 10 年草莓种植规模生产的基本情况，分析了该地区草莓产业在品种引进创新、生产技术转型升级、品牌建立、产品运营

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从种苗繁育技术创新、加快脱毒种苗使用、统一规范化栽培管理、品牌化营销等方面促进嘉定区草

莓产业生产水平，提升草莓产业的种植效益，以推动嘉定区草莓产业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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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莓为蔷薇科草莓属草本植物，果实香甜多

汁，富含维生素、胡萝卜素、叶酸、纤维素、果胶、花青

素等营养物质，被誉为“水果皇后”，深受城乡居民

喜爱。草莓具有栽培周期短、收益见效快、经济效

益高、适合设施栽培等优势，已成为都市现代观光农

业、休闲农业优先选择的作物之一。随着优良品种

的选育和引进，新型栽培技术的逐步推广，集观光、

采摘、品尝等一站式体验型消费逐步盛行，高品质、

高经济效益的优质特色草莓产业在国内发展迅速。

截至 2018 年，中国草莓种植面积达 17.33 万 hm2， 
总产量 500 万 t，总产值已突破 800 亿元，中国草莓

生产和消费量也跃居世界第一，年产量占世界产量

50% 以上，带来了良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1]。上海

草莓年种植面积在 0.16 万~0.20 万 hm2 之间，每年

产值 5 亿~6 亿元。嘉定区位于上海北部，是上海较

早开始规模化种植草莓地区，年种植面积在 100hm2 

左右，年产值 6000 万元左右。近年来，通过新品种

引进和展示示范、水肥一体化技术和绿色防控技术

的推广、质量安全追溯体系的构建等措施，极大地提

升了嘉定区草莓品牌效益，嘉定区草莓市场竞争力

不断增强。同时，通过延伸草莓产业链，从传统农业

种植逐步向一三产业融合发展，推动农创、农贸、农

科、农旅一体化发展，草莓产业对农村经济高质量发

展的支撑作用日益凸显。本文依据 2014-2023 年嘉

定区草莓生产情况调研，对该区草莓产业发展情况

进行了评价和分析，并就该区草莓产业发展趋势作

了探讨。

1　嘉定区草莓产业发展现状
1.1　草莓种植品种　嘉定区近 10 年草莓主推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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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红颜、章姬，另有部分搭配品种。2014-2015 年度

红颜种植面积占全区草莓种植面积的 55%，其次为

章姬和嘉宝。此后的 9 年，嘉定区草莓主推品种变

化不大，红颜、章姬种植面积超过全区草莓种植面积

的 80%，嘉宝、越秀、越心等品种仅有小面积种植。

2023-2024 年度开始，嘉定区农技推广部门在前几

年草莓推广的基础上，开始实践优化草莓品种结构，

主栽红颜、章姬，搭配早熟品种建德红、晚熟品种越

秀，同时开始引进、推广紫金香雪、雪兔、淡雪等白草

莓品种。

1.2　草莓种植面积及分布　嘉定区近 10 年草莓种

植面积变化不大，维持在 84.69~93.59hm2 之间，年

均种植面积约 88.89hm2，其中 2018-2019 年度种植

面积最大，为 93.59hm2（表 1）。嘉定区草莓种植主

要集中在工业区灯塔村，其他镇种植面积较小。以

2023-2024 年度为例，全区草莓种植面积 88.76hm2，

其中工业区灯塔村草莓种植面积 71.00hm2，其次为

华亭镇 4.73hm2、江桥镇 3.78hm2、徐行镇 4.54hm2、

安亭镇 2.13hm2、外冈镇 2.58hm2。

表 1　近 10 年嘉定区草莓种植面积及产值情况

年度
种植面积

（hm2）

平均产量

（kg/667m2）

平均产值

（万元 /667m2）

总产值

（万元）

2014-2015 84.69 1536.2 1.99 3057.04

2015-2016 88.67 1306.0 1.91 2494.46

2016-2017 89.03 1619.6 2.49 4032.80

2017-2018 89.22 1578.3 2.69 4245.63

2018-2019 93.59 1030.1 2.06 2122.01

2019-2020 86.59 1333.6 2.13 2844.30

2020-2021 89.23 1608.4 3.55 5709.82

2021-2022 89.09 1659.5 3.30 5476.35

2022-2023 90.01 1850.1 3.70 6845.37

2023-2024 88.76 1615.8 3.80 6140.04

1.3　草莓设施条件及栽培情况　嘉定区草莓种植

主要以设施促成栽培为主，占比 99.27%，露地栽培

较少，仅占 0.73%。设施类型主要是塑料大棚，少数

使用塑料中棚、小拱棚或连栋温室。为了减少冬季

极端低温对草莓种植的影响，塑料大棚普遍覆盖 2
层或 3 层塑料膜。在机械化种植方面，除了开沟机

开沟和起垄机起垄之外，幼苗定植、田间管理和鲜果

采摘以人工为主。近 10 年随着开沟机、起垄机的

推广应用，解决了开沟、起垄用工难题，提高了耕地

整地效率，减轻了农户的劳动强度，也降低了用工成

本，但在幼苗定植、田间管理和鲜果采摘方面的机械

化运用还需要加强。

1.4　草莓生产人员基本情况及种植规模　嘉定区

草莓种植户大部分都是本地种植户，占比 70%，外来

种植户占比 30%。本地种植户生产经营草莓时间普

遍较长，其中生产经营草莓超过 25 年的占比 70%，

5~10 年的占比 25%，1~5 年的占比 5%。嘉定区每

个草莓生产经营单位的人数以 1~3 人为主，大多是

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经营。嘉定区草莓种植户平均种

植面积为 0.17hm2（2.5 亩），最小面积为 0.04hm2（0.6
亩），最大面积为 3.33hm2（50 亩）。如将种植面积

在 0.33hm2（5 亩）以内认定为小规模，种植面积在

0.33~0.67hm2（5~10 亩）之间认定为中等规模，种

植面积超过 0.67hm2（10 亩）认定为大规模，目前嘉

定区小规模、中等规模、大规模分别占比 90%、7%、

3%，整体来看小规模种植户占主体。

1.5　生产苗繁育模式及种苗来源　在种苗繁育模

式上，嘉定区以大部分农户露地育苗为主，规模化种

苗繁育企业较少，产业化程度较低。从种苗来源上

看，90% 的种植户选择自己留苗，部分种植户从专

业种苗公司购买种苗，个别种植户从农户或个体户

手中购买种苗。因从专业机构和公司购买种苗的比

例相对较少，种植户自己留苗又缺乏种苗脱毒技术，

导致苗期病害较重，需要加快草莓种苗繁育企业的

培养，以满足市场对高质量种苗的需求。

2　嘉定区草莓经济效益及种植成本
2.1　经济效益分析

2.1.1　平均产量和收益　嘉定区草莓产量和产值见

表 1。产量方面，近 10 年嘉定区草莓每 667m2 平均

产量在 1030.1~1850.1kg 之间，受气候、栽培方式、

品种等因素影响，年度间变化较大。产值方面，整体

增加趋势明显，2014-2015 年度每 667m2 平均产值

1.99 万元，2023-2024 年度增加至 3.80 万元，嘉定草

莓总产值也从 2014-2015 年度的 3057.04 万元增加

至 2023-2024 年度的 6140.04 万元。

2.1.2　销售方式和销售价格　嘉定草莓销售方式

以线下销售（批发、零售、配送）为主，占比 78%，线

上销售（微信、电商平台）占 12%，采摘占 10%。嘉

定区草莓在 11 月中旬开始上市，到翌年 4 月底结

束，平均销售价格整体呈前高后低的趋势（图 1）。



地方种业38 2025年第３期

11-12 月产量低但果品质量好，价格最高；1-2 月因

为是春节前后，消费市场活跃，价格也相对较高；随着

温度逐渐升高及草莓产量增加，3-4 月价格下降较快。

由此可见，嘉定区草莓可选择早熟品种，提早上市，填

补市场空白，有利于草莓种植者获得较高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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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023-2024 年度嘉定区草莓平均销售价格

2.2　种植成本分析　由表 2 统计可知，嘉定区草莓

生产中每 667m2 总成本 19850 元，主要的成本包括

种苗、肥料、农膜、滴灌带、蜜蜂、雇工、土地租金、大棚

折旧以及水、电、燃油动力和包装费用等。将草莓生

产成本分为生产资料投入、生产用工成本、各类折旧

费与土地租金成本和包装支出 4 部分进行详细分析。

表 2　嘉定区草莓平均生产成本及占比

成本类别 金额（元 /667m2） 占比（%）

种苗 3500 17.6

肥料 2000 10.1

农膜 2000 10.1

滴灌带 250 1.3

蜜蜂 600 3.0

雇工 4000 20.2

大棚折旧 1000 5.0

土地租金 3000 15.1

农机具折旧及动力（水、电、燃油） 1000 5.0

包装 2500 12.6

合计 19850 100

2.2.1　生产资料投入　种苗、肥料、农膜、滴灌带、蜜

蜂等生产资料投入占比 42.1%。嘉定区每 667m2 草

莓定植苗数在 7000 株左右，以种植户全部自繁统计，

平均成本为 0.5 元 / 株。如果外购定植苗，平均成本

还要增加。此外肥料和农膜占比也分别达 10.1%，加

上种苗，前 3 项占草莓生产总成本的 37.8%。

2.2.2　生产用工成本　草莓产业是劳动密集型、技

术要求高的产业，生长周期长，机械化程度低，用工

量大。根据调查得出，每 667m2 平均用工成本占到

总成本的 20.2%。不同种植规模下草莓生产劳动用

工的差异较大，小规模草莓种植雇工量较少，一个家

庭劳动力基本能够满足草莓生产需要，偶尔在定植

和打老叶等农忙时雇工；中等规模草莓种植对雇工

需求明显增加；大规模种植必须依靠雇工才能满足

正常生产需要。随着种植面积的扩大，单位面积雇

工量呈倍数增加，且近年劳动力紧缺、工价上涨，雇

工成本也随之增加。

2.2.3　各类折旧费与土地租金成本　从表 1 可知，

嘉定区草莓大棚折旧费在总成本中占比为 5.0%，新

建大棚总成本近万元左右，按 10 年折旧，每年大棚

折旧费为1000元。农机具折旧及动力（水、电、燃油）

在总成本中占比为 5.0%，每年折旧费为 1000 元。

全区每 667m2 土地租金平均 3000 元，占总成本的

15.1%：其中南片地区或交通便利地段价格普遍稍

高，最高达 5000 元；北片灯塔村草莓最低，平均租金

为 1000 元，这也跟灯塔草莓种植历史悠久、产业发

展比较成熟有关。

2.2.4　包装支出　草莓是鲜食水果，包装既能保护

草莓在运输和储存过程中的品质，又可提高产品档

次、市场销售量和提升市场价格，获得较高效益。嘉

定区每 667m2 草莓包装支出平均 2500 元，占到总

成本的 12.6%。

3　嘉定区草莓产业发展建议
近年来，上海市、区农技推广部门联动，多措并

举，极大地推动了嘉定草莓产业的高质量发展。一

是借助全市经济作物质量安全溯源体系的推进，即

时掌握草莓种植、销售信息，实现优质草莓品质溯

源，完善草莓安全监管，保障草莓质量。二是强化新

品种引进和筛选，从品质、抗逆性、产量等多方面筛

选适合嘉定特色草莓产业需求的新品种。三是抓好

技术培训，加快绿色防控技术和草莓水肥一体化技

术的推广。四是全力推动草莓农业现代化先行区建

设，促进草莓规模化生产。在上述技术体系支撑下，

嘉定草莓产业发展较快，打造了“农灯”“下西洋”

等草莓品牌，高品质的草莓带来较高的经济效益，产

业优势明显。虽然嘉定区草莓产业整体发展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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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品种、基础生产设施、生产管理、产品营销等较

多地方还需要提升。

3.1　加快引进特色、优质草莓品种　从 2014-2015
年度至 2023-2024 年度，红颜、章姬种植面积一直稳

居在嘉定区草莓种植面积前 2 位。近年来，虽然越

秀等晚熟品种以及白色、粉色等特色草莓品种种植

面积略有提高，但红颜、章姬依旧稳居前 2 位，2023-

2024 年度这两个品种种植面积占比超过 85%。品

种单一化不利于打造优质、特色、高端品牌，且这两

个品种易感染炭疽病、白粉病和灰霉病，生产风险较

大。因此，应加快国内外特色、优质新品种的引进，

筛选适合嘉定区草莓产业需求的品种。

3.2　提升草莓生产设施水平　目前嘉定区草莓设

施大棚质量参差不齐，部分大棚老旧程度严重，设施

水平相对较低，需要加大资金投入，建设高标准草莓

生产基地，同时引进整地、开沟、起垄机械，探索使用

植保、采摘等田间作业机械，提升草莓种植机械化水

平，为高质量种苗繁育，优质草莓规模化、标准化生

产提供设施设备支撑。

3.3　加快草莓高质量标准化生产技术的研究与推广

　一是开展草莓病毒检测鉴定研究，建立草莓脱毒种

苗繁育技术体系，建设一批区域性草莓脱毒种苗繁育

基地（工厂）。二是加快草莓标准化生产技术推广 [2]。

加强宣传培训和政策引导，加快水肥一体化技术和绿

色防控技术的推广应用，扶持生产、加工、销售一体化

的草莓龙头企业，打造、提升嘉定区草莓品牌，建立嘉

定区草莓产业现代化先行示范区，提高嘉定区草莓的

市场竞争力和经济效益。三是开展草莓贮藏保鲜研

究，延长草莓货架期，同时开展草莓深加工研究，整合

草莓产业供应链，延伸草莓产业消费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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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对推进上海草莓全产业链标准化的思考．上海农业学报，2024，

40（5）：80-88 （收稿日期：2024-12-16）

质资源的普查与收集工作，以提升淄博市现代种业

和农业发展的核心竞争力。依托山东农业大学等优

势单位，开展表型与基因型精准鉴定评价，深度发掘

优异种质与基因，推动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

鼓励企业积极承办类似“一麦众承”的小麦种质资

源交流等大型会议，推动小麦种质资源的共享与利

用，加速育种技术的创新与突破。

3.3　实施良种联合攻关行动　打造以种子企业为

主体的良种联合攻关平台，建立“企业 + 科研 + 推

广”三位一体的良种攻关机制，坚持以市场为导向，

瞄准现代农业生产关键需求，统筹利用种质创制、品

种选育、试验测试、展示评价、示范推广等方面的资

源优势，尽快筛选推广一批满足市场需求的突破性

新品种。同时结合地方特点，抓好全市 6667hm2 小

麦良种繁育基地、2 个品种展示评价基地的提档升

级工作，加快推进全市小麦优良品种的示范推广和

更新换代。

3.4　培植创新型种子企业　 加强政策引导与扶

持，坚持扶优扶强，支持优势种子企业做大做强，打

造“淄博小麦”地方品牌，提高种子企业的抗风险能

力、产业带动能力。支持种子企业与山东农业大学、

青岛农业大学和山东省农业科学院等建立紧密的合

作关系，共建新型研发机构，推动育种人才、先进技

术、优异种质等研发资源向企业有序流动，实现产学

研融合，加快创新成果转化和生物育种技术产业化

应用，着力培育一批创新型领军企业、特色优势企

业。加强知识产权保护 [6]，加大种子违法行为查处

力度，鼓励支持企业开展原始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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