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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 城市农业与城市的经济、生态、社会、文化融为一体，是解决目前我国城市发展过程中

面临的资源紧缺、劳动力问题、生态环境恶化和可持续发展等问题的有效途径之一，集生产、生活、生态、

示范等多种功能于一体。郑州市人口众多，对城市农业的需求强烈，政府高度重视城市农业发展，将其确

定为“十三五”规划发展的重点内容之一。［方法］ 文章通过现场调研、访谈调研和文献调研等形式，分

析了郑州市中心城区各种城市农业类型的发展现状，在补充市民食物供给、改善市民生活环境、丰富市民

生活和促进农业文化传承四方面的发展需求。［结果］ 计算了平面和立体上的城市农业发展空间，包括平

面空间上的 2. 5 万 hm2 耕地和 58. 35km2 公共绿地，立体空间上的 115 万 m2 阳台农业发展空间、230 万 m2

屋顶农业发展空间、2 300 万 m2 墙体垂直农业发展空间。［结论］ 提出了“十三五”期间郑州市应大力推

进阳台农业和农业主题公园模式，引导规范休闲农园、屋顶农业和庭院农业模式，适量引进垂直农业、社

区农园、植物工厂和公共绿化农业模式的建议，为促进郑州市城市农业发展提供决策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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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城市农业 ( Urban Agriculture) ”的概念最早由美国农业经济学家艾伦·尼斯于1977 年明确提出。联

合国发展计划署 ( UNDP) 2003 年给出了定义，城市农业是指以满足城市消费者需求为主要目的，采用集

约方式，利用自然资源和城市废弃物，在分散于城市或郊区各个角落的土地和水体里种养各种农产品，并

进行加工和销售的产业。2000 年左右，城市农业开始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内逐渐兴起［1-2］，并且在全

球范围内被越来越多的城市所重视［3］。城市农业作为一种新型农业形态，是伴随着城市化、工业化的高

度发展和城市与农村进一步相互融合而产生的［3］，与城市经济、生态和社会系统高度融合，其最主要的

功能是保障食品安全［4-5］，Armar-Klemesu［6］估算约有 20 亿的都市居民为都市生产食物，提供了全世界

15% ～20%的食物; 还有减少空气污染、提高空气湿度、降低城市温度和减少能源投入等生态功能［7-8］; 科

普教育、公民参与、文化传承等社会功能也是城市农业的重要功能［9］。尤其是与居民联系最紧密的阳台

农业、屋顶农业、庭院农业、墙体农业 ( 有时统称为阳台农业) 的生态和社会功能更为突出。另外植物

工厂 ( Plant Factory) 、垂直农业 ( Vertical Farming) 等新型高效农业模式如果建设在城市中则也属于城市

农业的范畴。植物工厂是一种通过设施内高精度环境控制，实现作物周年连续生产的高效农业系统［10］，

而垂直农业则是在高层建筑中模拟农业生物所需的水、阳光和温度等环境进行农业生产的高效农业系



统［11］，以构筑物为载体大幅度扩展了城市农业的发展空间［12-13］。
近年来，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2014 年我国城镇化率达到 54. 8%［14］，城市资源、环境与人口

等多方面压力不断显现，城市生态系统及乡土文化也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市民对城市农业的需求日益迫

切。联合国粮农组织 ( FAO) 指出，城市农业包括一系列模式，它不仅能提供农产品，也能提供生态服

务和市民的休闲活动，提高绿色景观多样性［15］。关于城市农业的研究有的单指城市农业 ( Urban Agricul-
ture) ，也有的还包括城郊农业 ( Per urban Agriculture) ［16］，FAO 用 “城市农业”表示发生在城市建成区

的农业，用“环城农业”表示城市周边地区的农业，并以 UPA ( Urban and Peri-urban Agriculture) 这一缩

写进行统合［17］。该研究仅包括城市内部区域，不包括郊区农业，定位为在城区由城市居民经营或参与，

充分利用大城市提供的科技成果及现代化设备，依托并服务于城市，与城市的经济、生态、社会、文化融

为一体的农业形态［18-19］。
郑州市人口众多，对城市农业的需求强烈，政府高度重视城市农业发展，将其定位为农业农村经济发

展“十三五”规划的重点内容之一，文章通过现场调研、访谈调研和文献调研，分析郑州市城市农业的

发展现状、发展空间和需求，并提出相应的发展模式建议，为郑州市城市农业发展提供决策参考。
表 1 郑州市中心城区屋顶绿化面积

城区
屋顶绿化面积

( m2 )
占屋顶绿化总

面积比例 ( % )
占城区面积
比例 ( % )

中原区 22 731. 9 54. 45 0. 115

二七区 4 256. 00 6. 23 0. 027

管城区 4 034. 82 33. 27 0. 025

金水区 37 206. 97 5. 90 0. 107

惠济区 100. 00 0. 15 0. 001

合计 68 329. 69 100 0. 275

数据来源: 河南农业大学学生调查

1 郑州市城市农业发展现状

1. 1 屋顶农业

郑州是我国最早进行屋顶绿化的城市之一，早在

1987 年就对火车站地区的中州商场进行了屋顶绿化，

2004 年有了专做屋顶绿化的公司 ( 河南芊汇生态屋

顶绿化开发有限公司) 。2007 年 12 月 2 日，郑州市屋

顶绿化协会成立，也是河南省第一家屋顶绿化行业协

会。2007 年 7 ～ 8 月，河南农业大学园林系师生 400
多人对郑州市区建成区 2. 820 0 万 hm2 ( 不包括上街

区) 的绿地资源进行了普查 ( 表 1) ，统计结果显示郑州市区共有屋顶绿化面积为 7. 15hm2，占城区面积

的 0. 3%［20］。2013 年，河南省颁布了《河南省屋顶绿化技术规范》，为屋顶绿化提供技术指导。2015 年

笔者根据河南农大的调研结果进行了实地调研，发现部分居民建筑的屋顶农业已不存在，市民自发形成的

屋顶农业种植存在较大的不稳定性。
1. 2 阳台农业

郑州市阳台农业均为市民自发管理，大部分种植花卉和绿植，部分市民在家庭在阳台上种植辣椒、番

茄等蔬菜，进行阳台农业种植的家庭占全市的比例非常低，需要进一步引导、支持发展。郑州市蔬菜研究

所专家对家庭小菜园进行了专业研究，阳台无土蔬菜栽培等技术已具有一定的研究基础，经过进一步深入

研究可为郑州市阳台农业的发展提供技术支撑。
1. 3 庭院农业

庭院农业需要家庭拥有可进行农业种植的庭院，因此在郑州市目前仅有部分小区的一层住户或高档别

墅小区有条件发展庭院农业。根据对市民走访调研的结果，市民对种植庭院农业的意愿非常强烈，但是受

用地的限制很大。
1. 4 休闲农园

郑州市城区中原区、二七区、管城区、金水区和惠济区五区内共有 195 个休闲农园，其中惠济区和二

七区休闲农园数量最多，分别有 94 和 61 个［21］，这些主要以农事体验、休闲娱乐、生态观光和特色餐饮

等综合园区为主，园区功能较为雷同，特色园区少，表 2 列举了其中较为有名的休闲农园。
1. 5 农业试验与科普基地

农业试验与科普基地是郑州市城市农业的另外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主要有郑州市农科所试验基地、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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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郑州市中心城区主要休闲农园

序号 名称 占地面积 ( hm2 ) 主要功能

1 豫王富苑农庄 80 农事体验、农林科技开发、有机蔬菜生产、农副产品深加工、新品种培育、名贵树培育嫁接
改良、餐饮、垂钓、娱乐

2 丰乐农庄 187 有机食品生产、生态旅游

3 绿源山水 223 温泉疗养、商务会议、水上四季生态餐饮、商务休闲、水上游乐、果品采摘、度假休闲、现
代高效农业生产

4 黄河农牧场 153 绿色蔬菜示范、生产、观光 ( 郑州市最大的农业标准化生产示范基地)

5 四季同达生态园 10 绿色阳光餐饮、种植、养殖、生态观光、生态洗浴保健、假日休闲娱乐、垂钓

6 普兰斯薰衣草庄园 33 现代农业、旅游、生态保护

7 富景生态园 667 有机农产品采摘、畜牧生态养殖、休闲垂钓、天然氧吧、观光度假、特色餐饮

8 咱家小院 7 文化艺术体验、餐饮娱乐、农业观光、农家菜研发

9 宏阳生态梨园 16 餐饮、住宿服务、果蔬观赏采摘、水产养殖垂钓、畜牧养殖

10 地里庄园马术俱乐部 15 粤式餐饮、客房服务、休闲娱乐、农业休闲

11 好日子园艺 33 设施农业、科研示范、科普教育、休闲观光

12 稷水农业生态观光园 7 果树种植、特色住宿餐饮、商务会议

13 龙园水乡 4 观光、体验、休闲、度假、垂钓、娱乐

14 绿兴生态园 53 拓展训练、设施农业、农业休闲观光、体验农业、高新农业技术研究与推广、农业综合创业
培训、农业实用技术培训

15 双泉农庄 20 农业体验休闲观光旅游、农业科研科技示范、休闲、养生

16 红樱桃生态园 8 旅游、健身、休闲、餐饮、住宿、垂钓、摄影创作、养殖、种植

17 樱花山庄 4 大樱桃、小樱桃、石榴、柿子、西瓜等果树种植与采摘

数据来源: 郑州市农业农村工作委员会网站［22］; 周金波硕士学位论文［23］

州市蔬菜研究所试验基地、河南农业试验基地等，是农业科学试验和农业科普的重要节点。主要有郑州市

蔬菜研究所试验基地，位于郑州市二七区，占地面积为 18hm2，有 5 栋连栋温室 1 800m2，日光温室 2 万

m2，大棚 1 万 m2 ; 郑州市农博园 ( 郑州市农科所试验基地) ，位于郑州市二七区，占地面积 20hm2，温室

1 100m2，有各种花卉苗木品种 100 多个，常年种植各种常绿、落叶乔灌木及花草等。另外郑州市农科所

在中原区有 2 个科研试验基地，分别约为 20hm2 和 7hm2 ; 河南农大试验基地，位于惠济区，占地面积约

53hm2，是以大田试验为主的试验基地; 中国农科院郑州果树所试验基地位于管城回族区，面积约 27hm2，

主要进行果树种植试验。
1. 6 其他类型城市农业

郑州市区内其他城市农业形式主要是公共绿化农业，以农业作物作为绿化景观丰富绿化植物品种。如

为了提升道路沿线冬季绿地景观，在中州大道迎宾路口、东风路桥、中州大道沿线 ( 黄河路 － 青年路)

栽植了甘蓝 20 万盆。也曾进行了将枣树作物道路绿化的尝试，但是存在市民为了采摘果实破坏树枝等情

况，给这种形式的道路绿化带来一定的影响。垂直农业、植物工厂和社区农业等形式目前在郑州市中心城

区内尚未出现。

2 郑州市城市农业需求现状

2. 1 发挥城市农业生产功能，补充市民食物供给的需要

随着郑州市城市框架的拉大、流动人口增加、农村城镇化速度的加快，对蔬菜产品的需求量将成刚性

增长。2014 年郑州市总人口 937. 8 万人，其中市区人口 478. 4 万人。2020 年郑州市人口将达到 1 000 万

人以上，流动人口按照 400 万人计算，郑州市人口将达到 1 400 万人，按照每天每人 1kg 蔬菜计算，每天

消费蔬菜量将达 1 400 万 kg，每年需求量为 51. 1 亿 kg 以上。按照每公顷产量 9. 75 万 kg 计算，仅供应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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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市场的常年鲜细蔬菜面积就需要近 5. 24 万 hm2。因此让市民在阳台、庭院、屋顶等空间上发展城市农

业，建设家庭小菜园，在发挥城市农业生活、生态、文化等功能的基础上，发挥其本体的生产功能，可以

有效地补充市民的蔬菜供给。
2. 2 发挥城市农业生态功能，改善市民生活环境的需要

郑州市的绿地建设曾经拥有辉煌的历史，1985 年，郑州市区绿化覆盖率 35. 25%，人均绿地面积

4. 12m2，位居国务院公布的全国 317 个大中城市之首，有 “绿城”之称。但是，80 年代后期直至整个 90
年代，由于城市规模迅猛扩张和人口急剧增加、经济发展速度趋缓等情况接踵而至，郑州市在绿地总量方

面与国家相关标准及其他先进城市逐渐拉开了差距。根据《2014 年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的统计数据，

2013 年郑州市建成区绿化覆盖率为 33. 10%，与第一名宣城市的 77. 28%，首都北京市的 51. 11% 都有很

大差距。城市农业利用平面和立体多方位的空间进行农业种植，大力发展城市农业是提升郑州市区绿化覆

盖率，改善市区生态环境，恢复“绿城”称号的有效途径。
2. 3 发挥城市农业休闲体验功能，丰富市民生活的需要

休闲观光农业是利用自然生态、田园景观，结合农业经营、农村文化、农家生活，为人们提供休闲娱

乐、体验“三农”的一种新型农业经营形态，也是现代农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据北京市农村经济研究中

心“北京市民农园发展研究”课题组 2014 年的调查，75. 2% 受访者表示愿意参与市民农园，其中月收入

超过 8 000 元的人达 100% ; 平均支付意愿为 1 875 元 /年。郑州是河南省省会，也是河南省政治、经济、
文化中心。市民的经济收入水平和文化水平都较高，在都市的钢筋水泥当中生活的人民对农业休闲、观

光、体验的需求十分强烈。
2. 4 发挥城市农业文化教育功能，促进农业文化传承的需要

中原农耕文化源远流长，农业最早是在中原地区兴起来的。中原农耕文化包含了众多特色耕作技术、
科学发明。裴李岗文化有关遗存中出土了不少农业生产工具，为早期农耕文化的发达提供了实物证据，尤

其是琢磨精制的石磨盘棒，成为我国所发现的最早的粮食加工工具。随着民族的融合特别是中原人的南

迁，先进的农业技术与理念传播到南方，促进了中国古代农业水平的提高。可以说，中国农业的起源与发

达、农业技术的发明与创造、农业的制度与理念，均与河南密切相关。郑州市作为河南的首都，应该从科

普教育、文化展示等各方面促进中原农业文化的传承，城市农业无疑是中小学科普教育、市民文化体验的

主要形式之一。

3 郑州市城市农业发展空间

城市农业不仅可以在平面空间上发展，还可以在建筑、桥等构筑物的墙体等立体空间上发展，以拓展

整个城市的绿色空间。
表 3 郑州市中心城区耕地面积 hm2

城区 耕地
其中

水田 水浇地 旱地

中原区 6 000. 0 0. 0 6 000. 0 0. 0

二七区 2 000. 0 0. 0 1 333. 3 666. 7

管城区 5 333. 3 0. 0 5 333. 3 0. 0

金水区 4 666. 7 0. 0 4 666. 7 666. 7

惠济区 7 333. 3 0. 0 6 000. 0 1 333. 3

合计 25 333. 3 0. 0 23 333. 3 2 666. 7

数据来源: 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数据

3. 1 平面发展空间

3. 1. 1 耕地空间

根据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数据，郑州市中

心城区内尚有 2. 5 万 hm2 耕地，其中水浇地占

92%，可以为市民农业、农业主题公园等平面

城市农业提供一定的平面发展空间。
3. 1. 2 园林绿化空间

根据最新的 《郑州市城市总体规划》，至

2020 年，郑州市中心城区规划公共绿地面积

58. 35km2。这部分空间可以将园林绿化与蔬菜、
果树等农业元素相结合，丰富城市园林绿化的形式和植物品种，提升城市绿化系统的生物多样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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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 立体发展空间

建筑是城市中最主要的构筑物，所构成的立体空间也最大，因此该文在城市农业立体发展空间上主要

计算建筑构造的立体空间。据相关数据统计，在我国一栋 5 层楼房，墙壁与阳台可绿化面积相当于建筑占

地面积的 3. 4 倍左右。根据 2006 年市内各区房屋建筑面积的统计数据，中心城区房屋建筑总面积有

1. 151 619亿 m2，按阳台面积平均占建筑面积的 1%，屋顶面积平均占建筑总面积的 5%，其中可种植的多

层建筑屋顶占总屋顶面积的 40%，墙体面积平均占建筑面积的 20%，庭院面积占建筑面积的 0. 5% 计算。
郑州市阳台农业的发展空间约为 115 万 m2，屋顶农业的发展空间约为 230 万 m2，墙体农业的发展空间约

为 2 300 万 m2，庭院农业的发展空间约为 58 万 m2。
表 4 2006 年郑州市中心城区房屋建筑面积

万 m2

名称 房屋建筑总面积 住房建筑面积 非住房建筑面积

中原区 2 197. 05 1 323. 53 873. 52

二七区 2 388. 58 1 448. 05 940. 53

管城区 1 847. 86 1 029. 27 818. 59

金水区 4 493. 72 2 771. 33 1 722. 39

惠济区 588. 98 302. 02 286. 96

合计 11 516. 19 6 874. 20 4 641. 99

资料来源: 郑州市房管局
注: 仅为市内五区统计，不包括军队和城中村建筑面积，含

市内区划的机械性变化因素

4 郑州市城市农业创新发展模式

综合上述分析，建议郑州市在“十三五”期间大

力推进阳台农业和农业主题公园模式，引导规范休闲

农园、屋顶农业和庭院农业模式，适量引进垂直农

业、社区农园、植物工厂、公共绿化农业等模式。
4. 1 大力推进类模式

4. 1. 1 阳台农业

郑州市阳台农业以市民家庭在居室阳台等闲置空

间自发开展为主，主要种植根据自己兴趣爱好选择的

绿植和蔬菜，规模较小、层次较低。而现代化的阳台

农业已从传统单一的土壤栽培发展到无土栽培、管道栽培、漂浮栽培、气雾栽培等多种种植形式，具有空

间节约性、洁净无公害性、经济实惠性、广泛适应性、简便易操作性等基本特征。郑州市的阳台农业拥有

大量的目标消费群体，每家每户均有独立的阳台空间，科研部门具有相关技术设备的研究基础，建议在未

来的发展中制定相关规划、政策，扶持企业开展相关的产业化服务，大力推进阳台农业的发展。
4. 1. 2 农业主题公园

目前，郑州市农业主题公园还非常少，但市民呼声较高，农业主题公园是为了满足旅游休闲者对农业

主题的多样化休闲娱乐需求和选择而建造的一种具有创意性活动方式的现代农业休闲场所。农业主题公园

具有主题独特、娱乐体验性强、大众化、投入高、效益广泛等特点，具有一定的公益性，且投资成本高、
社会效益显著，建议以政府资金引导，引入社会资本进行建设，参照其他城市公园的运营模式，大门对市

民免费开放，以购物点、游乐项目、餐饮或广告发布等盈利创收。
4. 2 引导规范类模式

4. 2. 1 休闲农园

休闲农园是郑州市发展最快、范围最广、规模最大的一种城市农业形式，目前在各个城区都已经形成

了一定规模的以采摘、休闲观光、拓展训练、技术示范为主要功能的农业园区产业集群，但同时也存在盲

目重复建设、特色不突出、科技含量低、市场竞争力不强、经济效益差、人才资金短缺等问题。建议在今

后的发展中由农委牵头从政策、资金、技术、人才等多方面对未来商业性农园进行总体规划，按照 “因

地制宜、突出特色、优势互补、龙头带动”的原则，引导其规范、可持续发展。
4. 2. 1 屋顶农业

郑州市是最早开展屋顶农业实践的城市，并出台了相关的《郑州市屋顶绿化管理办法》。但目前郑州

的屋顶农业发展较慢，还未形成规模。屋顶农业不仅是一项环境绿化工程，也是一项农业开发工程，具有

良好的生态、社会和经济效益。但屋顶农业对环境和造园基础要求高，有较高的技术需求，因此建议在实

践过程中由政府组织专业团队进行建造实施，由技术部门负责技术服务，由社会和居民共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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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 3 庭院农业

郑州市开展庭院农业种植的市民很少，只要在少数高档小区有条件进行种植，庭院农业具有一定的私

人性质，因此建设管理都应由业主负责，政府和社会组织应给予一定的技术支持和社会化服务。
4. 3 适量引进类模式

4. 3. 1 垂直农业

郑州市尚未出现垂直农业的案例，垂直农业的典型特征是土地资源利用率高、成本高、经济效益低，

是科学家对未来农业的一种憧憬，目前国内尚未出现，建议郑州市在技术、政策允许的条件下引进在高层

建筑部分区域进行农业种植的 “复合功能型”垂直农业模式［24］，在适宜的建筑上试验实施和示范。
4. 3. 2 社区农园

郑州市真正可称为社区农园的几乎没有，目前仅有部分市民在社区绿地或者其他公共用地上无序的种

植蔬菜、小型果树等作物。社区农园可以就近向市民输送鲜活农产品，还可以丰富市民休闲生活方式，但

同时也存在管理主体不明确、容易产生气味和废弃物等问题。建议社区农园建设由土地部门划批土地，小

区物业进行管理，市民参与生产，三方共同管理维护。
4. 3. 3 植物工厂

郑州市目前仅有少量组培车间，营养液栽培等初级植物工厂的形式和技术，尚没有现代化的植物工

厂。植物工厂是一种高度专业化、现代化的设施农业，代表未来设施农业的发展方向。植物工厂具有科技

含量高、生产周期快、不受外界环境控制、产量高等特点，但同时也有生产投入资金高、管理技术要求高

的问题。因此，在引进发展过程中建议由政府扶持，引导社会资金介入，由具有一定科技水平的企业进行

运营。
4. 3. 4 公共绿化农业

郑州市在以果树、蔬菜丰富公共绿化景观上进行了一些尝试，但仍存在争议，各方的意见不统一。将

部分公共绿地选用一些适宜的蔬菜、果树进行绿化，不仅能达到绿化的效果，还可以为周边市民提供鲜活

农产品，丰富市民休闲生活的方式。应该说园林绿化和城市农业是一种相互融合、相互渗透的关系，农业

蔬菜、果树可以丰富城市绿化生态系统的多样性。尝试将农业元素与城市绿化相结合是一种可适量引导规

划的模式。建议由绿化部门和农业部门开展合作，绿化部门主导管理，农业部门提供相关技术和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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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ntegration of the urban agriculture into the urban economy，ecological，social and culture system is
an important approach to solve the existing urban problems in China． As a large population city，Zhengzhou has
high demand in urban agriculture． The government paid high importance on urban agriculture which was identified
as a development focal point during the thirteen five － year plan of Zhengzhou． Field investigation，interviews and
literatures research were carried to analyze the present status of different types of urban agriculture and the demands
for urban agriculture from four aspects，which included food production，improving the city environment，enriching
the cultural life，and the inheritance of agricultural culture． It calculated the development space of urban agricul-
ture in Zhengzhou，which included 250 km2 cultivated land and 58． 35km2 public green space，1． 15 million m2

balcony，2． 3 million m2 roof and 23 million m2 wall of solid urban agricultural space． Finally，it put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on the urban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patterns，for example，it should vigorously promote the urban
balcony agriculture and agri － theme park，regulate and guid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leisure farm，urban roof agri-
culture and courtyard agriculture，and introduce the community supported agriculture farm，plant factory and the
public greenery agriculture．
Keywords urban agriculture; present developing status; development patterns; development space; Zhengzh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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