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容摘要：本文分析 2022 年上半年广东农业生产运行总体

情况，并提出相关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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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半年，广东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三农”工

作的决策部署，扎实做好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产保供工作，全面

推进乡村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积极促进农业增产增收。全省

春播春种顺利结束，粮食作物稳定增长，蔬菜、瓜果面积产量“双

增”，园林水果生产势头良好，水产品量稳质升，“米袋子”“菜

篮子”生产供应得到有效保障，全省农林牧渔业实现稳定增长。

一、总体运行情况

上半年，广东农林牧渔业总产值 3654.18 亿元，比上年同期

增长 6.5%。其中，农业产值 1698.58 亿元，增长 5.4%；林业产

值 214.13 亿元，增长 10.3%；牧业产值 734.24 亿元，增长 7.1%；

渔业产值 816.78 亿元，增长 5.4%；农林牧渔专业及辅助性活动

产值 190.46 亿元，增长 13.3%，各行业产值均实现较快增长。

（见表 1）

表 1 2022 年上半年农林牧渔业总产值情况

行业
产值

（亿元）
同比增长
（%）

农林牧渔业 3654.18 6.5

（一）农业 1698.58 5.4

（二）林业 214.13 10.3

（三）牧业 734.24 7.1

（四）渔业 816.78 5.4

（五）农林牧渔专业及辅助性活动 190.46 13.3

从近五年情况看，农业的发展较为稳定，牧业的发展波动较



大，渔业总体呈加快趋势，农林牧渔专业及辅助性活动保持较快

发展，林业发展在 2022 年上半年显著提速。（见图 1）

图 1 2018—2022 年上半年农林牧渔业产值增速

分区域看，珠三角核心区、东翼、西翼、北部生态发展区农

林牧渔业总产值分别增长 6.9%、6.7%、5.7%和 6.7%，均实现较

快增长，其中珠三角核心区增幅最高。

（一）粮食生产稳步发展，夏粮喜获丰收。

开春以来，广东克服疫情多点散发、阶段性灾害天气频繁、

农资价格上涨等不利因素影响，狠抓春收春种各项工作，通过加

强土地流转、开展连片整治等方式全面推进撂荒弃耕土地整治，

确保粮食稳产增产，牢牢守护人民群众“米袋子”。上半年，广

东开展撂荒耕地复耕复种35.4万亩，其中复耕种植早稻面积8.7



万亩、复耕种植其他粮食作物 5.9 万亩。同时，各地以农民合作

社和生产托管服务工作为切入点，着力推进农业服务需求和服务

资源整合，有效促进粮食生产节本增效，提高农户种粮积极性。

上半年，广东夏粮（国家口径）播种面积 214.4 万亩，同比增长

3.6%；产量 68.6 万吨，增长 6.2%；亩产 320.0 公斤，增长 2.5%；

夏粮播种面积、产量、亩产实现“三增”。

（二）蔬菜产能稳步提高，“菜篮子”保供能力增强。

上半年，广东蔬菜及食用菌播种面积、产量双提高，且受益

于田间管理技术到位，生产水平进步，亩产相应提高，“菜篮子”

稳产保供能力持续提升。蔬菜及食用菌播种面积 1055.92 万亩，

同比增长 2.3%；产量 1942.87 万吨，增长 3.9%。各种类蔬菜产

量普遍增加，其中叶菜类、茄果类量增加较明显，同比分别增长

5.9%、7.2%；白菜类、甘蓝类、根茎类、瓜菜类、豆类、食用菌、

瓜果类（果用瓜）产量小幅增加，分别增长 1.2%、3.6%、2.1%、

3.8%、1.4%、0.2%、3.9%。



图 2 2022 年上半年广东各种类蔬菜产量增速

（三）园林水果生产势头良好，特色水果产业蓬勃发展。

上半年，广东多措并举应对疫情冲击，大力推进农产品

“12221”市场体系，紧抓 RCEP 发展机遇，充分发挥 6 大水果

RCEP 农产品国际采购交易中心作用，帮助农业企业稳住订单、

开拓市场。特色水果产业持续蓬勃发展，大部分水果产量有所增

长，但多雨天气影响了部分水果收成，荔枝产量下降。全省园林

水果季末实有面积 1595.69 万亩，同比增长 1.1%，产量 710.04

万吨，增长 3.1%。其中：柑橘类水果产量 77.17 万吨，增长 6.0%；

香蕉产量 207.72 万吨，增长 2.0%；菠萝产量 90.84 万吨，增长

3.9%；番石榴产量 22.75 万吨，增长 9.2%；火龙果产量 14.77

万吨，增长 53.4%；黄皮产量 6.46 万吨，增长 16.2%；荔枝产量



124.25 万吨，下降 3.3%。

分区域看，珠三角核心区、东翼、西翼、北部生态发展区水

果产量分别增长 0.4%、5.2%、3.4%和 3.0%，东翼增长较快。四

个区域中，西翼水果产量和增量最大，上半年生产了全省 57.3%

的水果，贡献了全省 62.8%的水果增量。

表 2 2022 年上半年广东园林水果生产情况

类别 面积（万亩） 同比增长（%） 产量（万吨） 同比增长（%）

园林水果 1595.69 1.1 710.04 3.1

#柑橘类水果 375.04 0.5 77.17 6.0

香蕉 163.93 -1.3 207.72 2.0

菠萝 58.99 -0.2 90.84 3.9

荔枝 406.69 2.6 124.25 -3.3

龙眼 171.02 -0.4 1.93 -3.5

番石榴 21.63 5.2 22.75 9.2

芒果 19.00 -0.9 11.70 -2.1

杨桃 10.45 -4.6 6.01 13.6

火龙果 27.22 17.4 14.77 53.4

黄皮 23.39 39.4 6.46 16.2

百香果 19.04 -6.5 5.67 0.7

（四）经济作物有增有减，特色经济作物快速发展。

受市场需求和经济效益影响，经济作物结构有所调整，传统



经济作物中，烟叶下滑明显，甘蔗和其他经济作物生产稳中有增，

油料和中草药材增长较快。从春收情况看，全省甘蔗播种面积

2.23 万亩，同比增长 2.4%，产量 18.12 万吨，增长 2.6%；烟叶

播种面积 1.77 万亩，下降 21.4%，产量 0.35 万吨，下降 17.2%；

其他农作物播种面积 139.04 万亩，增长 1.6%。北部生态发展区

大力推广“双季稻+油菜/绿肥轮作种植”，并出台相关激励政策，

油菜籽等油料作物增势良好。上半年，全省油料作物播种面积

8.79 万亩，增长 31.2%，产量 0.92 万吨，增长 18.0%。受中药

材需求量不断增加，且经济效益较高影响，中草药材延续快速发

展势头，种植规模持续扩张。全省中草药材播种面积 11.05 万亩，

增长 9.9%，产量 6.50 万吨，增长 26.9%。

近年来，广东茶产业转型升级步伐加速推进，种植结构、生

产结构、经营结构优化，茶产业经济体量、科技实力、综合效能

跃上新台阶，生态茶园建设成果显著。上半年，全省茶叶实有种

植面积 148.18 万亩，增长 21.0%，产量 8.27 万吨，增长 17.4%。

花卉种植面积 79.80 万亩，增长 3.6%；鲜切花产量 27.89 亿枝，

增长 4.8%；盆栽观赏植物产量 3.49 亿盆，增长 21.9%；观赏苗

木产量 1.33 亿株，增长 10.4%。

（五）生猪出栏有所放缓，家禽生产稳中有增。

2021 年下半年以来，广东生猪存栏处于高位，产能在今年

上半年陆续释放，且二季度全省猪肉消费向好，上半年生猪出栏

1898.87万头，猪肉产量152.22万吨，同比分别增长6.9%和7.2%。



但在高基数背景下，生猪出栏增速有所放缓，从分季数据看，一

季度增长 13.6%，二季度仅增长 0.9%。近一年生猪价格持续低迷，

饲料成本上升，养殖户亏损严重，扩张速度明显放缓，加之今年

4 月以来，生猪价格涨幅明显，养殖户出栏加快，生猪存栏有所

回落。6 月末，生猪存栏 2013.42 万头，下降 1.2%，其中，能繁

母猪存栏 194.83 万头，增长 1.8%。

上半年，家禽出栏 6.76 亿只，禽肉产量 91.75 万吨，分别

增长 8.2%和 7.9%，比一季度加快 5.3 个和 4.9 个百分点；禽蛋

产量 24.11 万吨，增长 9.4%。受新冠肺炎疫情、环保整治和饲

料价格上涨等多重因素影响，家禽养殖户亏损严重，补栏积极性

不高，家禽存栏略降，6 月末，家禽存栏 3.75 亿只，下降 1.6%。

(六）渔业量稳质升，结构进一步优化。

广东持续推进现代渔业高质量发展，水产品生产供应能力得

到不断提升。一是加强水产养殖规划与国土空间规划衔接，合理

保障水产养殖空间；二是加强品种性能测定，培育推广优质、高

效的新品种，挖掘保护传统优势品种；三是持续提升渔业技术装

备现代化和信息化水平，大力发展设施渔业，推广应用工厂化集

约养殖、立体生态养殖等新型养殖设施；四是支持深远海养殖渔

场和海洋牧场建设，布局现代渔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园区。上半年，

全省水产品产量 408.80 万吨，同比增长 3.4%，其中，海水产品

产量 209.30 万吨，增长 1.9%，淡水产品产量 199.50 万吨，增



长 5.0%。水产养殖产量 351.80 万吨，养殖比重 86.1%，比上年

同期上升 0.7 个百分点，结构持续优化。

二、对策建议

（一）保障农资供应，建立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

一是加强农资价格监测和走势预测，及时发布相关信息，避

免信息混乱造成市场价格大幅波动；同时，加大对企业政策扶持

力度，激活闲置产能，保证市场供应。二是组建农资集中采购统

一配供体系，通过农资龙头企业带动，组织各级农资企业组成联

盟，采取团购大单锁定价格、统一配供压降费用、自储代储联储

备足货源，尽力稳控价格。三是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

衔接，支持涉农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

供销合作社、邮政物流企业、银行保险机构等开展生产托管服务、

技术服务、农民培训、金融服务，以及农产品保鲜、加工、包装、

仓储、流通等服务，充分撬动龙头企业带动作用，支持龙头企业、

专业合作社构建社会化服务联盟，开展全程社会化服务。

（二）统筹疫情防控，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

一是防止发生以疫情防控为由擅自设卡拦截、随意断路封村

等行为，杜绝出现不让农民下地种田、限制农机通行作业、限制

农产品运输、分销、配送等现象，确保农产品生产稳定。二是多

措并举畅通农产品运输通道，满足居民生活需求。三是构建产供

销大平台，利用电商、自媒体等互联网平台开展促销活动，拓宽

农产品销售渠道。



（三）做好监测预警，指导田间管理。

一是全力做好灾后农业生产指导。全力排除田间积水，分类

抓好田间管理，尽快修复水毁田间设施。加强病虫监测防控，科

学分析研判病虫发生趋势，防止重大病虫害暴发蔓延。二是尽快

落实政策性农业保险理赔。根据实际情况，简化流程，核实损失

情况即进行赔付，开启“绿色通道”，加快理赔速度，保障农民

切身利益和迅速恢复生产生活。三是及时调动种子、化肥、农药

等应急农用物资，积极指导帮助受灾农资生产企业开展生产自

救，尽快恢复生产。四是继续抓好农业防灾减灾，做好三季度发

生高温、台风、暴雨等极端天气的准备，加强灾情监测预警，跟

踪研判农业灾害发生趋势，分灾种分作物制定好应对预案，做好

物资技术储备，进一步夯实丰收基础。

（四）做好生猪稳产保供。

一是加强生猪市场监测预警，指导养殖主体调整养殖规模计

划，合理引导市场预期。二是深入调查养殖户生产状况，及时分

享监测数据给养殖户，提出生产建议，帮助养殖户积极应对生猪

生产波动。三是加大标准化生产、畜禽良种培育等方面的政策支

持力度，帮助养殖户增强抗风险和盈利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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