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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风景园林产业发展分析

———基于 ＳＷＯＴ分析和 ＧＭ（１，１）模型

张新新，刘鹏凌

（安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安徽 合肥　２３００３６）

摘　要：风景园林不仅是安徽省而且也是我国发展的重要内容，通过对安徽风景园林产业现状的整理，基于ＧＭ（１，

１）模型对得出的风景园林产业产值进行未来的预测，得出风景园林产业是一项有生命力的产业，具有较大的增值

前景，结合ＳＷＯＴ分析结果，表明安徽风景园林产业存在市场占有率小、科技创新能力较弱、竞争力弱以及自然风

险较高等方面的问题，并结合分析提出相关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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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当今社会，风景园林产业的发展已经逐渐被
各级政府乃至国家所重视，人们对生活质量的要求

也越来越高，城市建设也逐渐从仅仅注重经济总量

的增长、营造“现代”的建筑外观形象向关心、改善

和优化人居环境方面转变。在文明城市、生态城市、

园林城市创建的推动下，风景园林企业已经成为现

代城镇人居环境的优化者和城市自然休闲空间的缔

造者，风景园林产业需求旺盛，产业认同度较高，产

业发展动力强劲。通过 ＳＷＯＴ分析和 ＧＭ（１，１）模
型对风景园林产业进行系统性研究，旨在为安徽风

景园林产业的发展提供建议。



１　产业总体概况

目前安徽省从事风景园林行业及其相关产业的

企事业单位达 １０００余家，其中有４家风景园林行
业为上市企业，２０１６年安徽园林绿化５０强企业主
营业务收入达 ６５５亿元，纳税总额为 ３２３亿元。
但是几乎没有企业能够成功的进行升级至高端市

场，企业的发展遭遇了严重的瓶颈期；另外企业面临

着外商进入、市场价格波动、人才不足和资金等问

题。风景园林产业是一种综合性产业，该产业具有

一、二、三产的特性，其中花卉苗木等园林产业初级

材料需要大规模的种植，城市园林的环境需要园林

工程的建设与施工，园林产品具有生命周期，需要企

业进行长期的服务与人工养护，因此将该产业链大

体分为３个环节：苗木花卉种植、绿化工程建设、规
划设计与养护服务。

据估算，截止到２０１６年，安徽省风景园林行业
年产值已达到４５５１８２亿元，因此该行业的健康发
展对于安徽经济发展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具体情况

如表１所示。

表１ 安徽风景园林产业产值情况表（单位：亿元）

指标／年份 ２０１０年 ２０１１年 ２０１２年 ２０１３年 ２０１４年 ２０１５年 ２０１６年
苗木花卉产值 ７６．４５ ９５．５６ １１５．２４ １４９．８０ １７２．４８ ２０６．０１ ２２８．９９
绿化养护年产值 １４．２９ １５．２０ １５．９２ １６．７８ １７．９０ １８．７６ １９．７０
地产园林景观投资 ４５．０４ ５２．２３ ６３．０３ ７８．９２ ８６．７８ ８８．５０ ９２．０７
固定资产园林绿化投资 ９０．８６ ９６．２０ １０３．３７ １１３．５６ １２４．２０ １３２．９２ １１４．４２
产业总产值 ２２６．６４ ２５９．１９ ２９７．５６ ３５９．０６ ４０１．３６ ４４６．１９ ４５５．１８
注：苗木花卉产值有安徽林业统计年报整理所得；绿化养护产值根据我省城市绿地面积按２元·ｍ－２·ａ－１养护费用计算所得；地产园林景观
投资额根据安徽省房地产投资的２％估算所得；城市市政公用设施建设固定资产园林绿化投资额根据城建局的相关数据所得［８］。

图１　安徽风景园林产业产值走势图

　　从表１可以看出，风景园林产业的产值主要由
苗木花卉产值、绿化养护产值、地产园林景观投资额

以及城市市政公用设施建设固定资产园林绿化投资

额所组成，其中对安徽省该行业产值贡献最大的是

苗木花卉产值。花卉种植面积自２０１０年以来逐步
增加，其增速较快，但是近几年，花卉种植面积逐步

趋于不变，２０１５年与２０１６年的花卉种植面积几乎
相同。２０１６年，花卉产业的产值已经突破了９０亿，
在林业第一产业产值中占了１０％。无论是从花卉
市场的数量、花卉企业的数量，还是从业人员的数

量，花卉产业已经成为了全省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

绿化养护的年产值逐年增长，２０１６年年产值已经突
破了１９亿，这是全省经济增长的一个巨大的潜力
点。

２　产业发展ＳＷＯＴ分析

２．１　优势分析（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１）资源条件优越。安徽气候条件较好，拥有

丰富的旅游资源、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适宜风景园

林产业发展。

（２）产业基础稳固。截止至２０１７年，安徽省风
景园林行业及其相关产业的企事业单位达１０００余
家，其中上市公司两家，入围全国城市园林绿化企业

两家，固定资产总值亿元以上的企业有１２家；行业
从业人员达８万人，行业５０强企业主营业务收入达
６９亿元，纳税总额近４亿元，专利合计２４９项。此
外，“中国·合肥苗木花卉交易大会”也为行业企业

交流与合作提供了支撑平台。

（３）行业引导有力。２０１５年１２月成立的安徽
风景园林行业协会旨在弘扬风景园林先进文化、为

行业改革发展服务、为美化和改善城乡生态环境服

务、为发展风景园林经济、促进安徽风景园林事业发

展助力，有力地发挥了行业引导作用。

（４）品牌优势显现。近年来，涌现了一批知名
品牌企业，如华艺园林作为安徽风景园林产业的龙

头企业，通过自主创新、产学研相结合和对外合作等

形式，累计申请国家专利技术近６０余项，其中４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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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用新型专利技术、２项软件著作权、２项发明专利
已授权，形成安徽级科技成果１项，取得了良好的社
会、经济和环境效益。

２．２　劣势分析（Ｗｅａｋｎｅｓｓ）
（１）产业化带动力不强。大多数企业经营规模

小，组织化程度低，难以适应风景园林产业生产规模

化、品种专业化、经营产业化、服务社会化的发展。

（２）市场体系尚未健全。目前，风景园林市场
处于一个比较混乱的状态，缺乏运行有效、影响力较

大的市场机制，严重影响了园林产品产销信息的收

集、分析和发布。

（３）高素质人才缺乏。安徽省大多数风景园林
企业的员工以专科学历为主，本科占有比较小的比

例，硕士及其以上极度缺乏，员工学历比例极不均

衡。

（４）产业融合发展不足。从前向融合来看，优
质苗木花卉品种的生产能力不足，从后向融合来看，

风景园林的设计能力不足，与文化、休闲的融合较

少。

（５）创新能力薄弱。虽然目前大多数风景园林
企业都处于成长期阶段，但是企业基本都停留在中

低端环节，由于缺乏创新能力，新产品、新业态、新模

式较少，企业无法进行转型升级。

（６）政策扶持力度较低。安徽省对于风景园林
行业的政策支持力度相对于其他产业的支持力度较

低，并且大多数出台的政策缺乏针对性，大多数都不

是针对风景园林产业，而是只涵盖了风景园林产业

的部分，没有覆盖全面。尤其是风景园林产业设计

环节，缺乏相关的政策支持。

２．３　机遇分析（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ｙ）
（１）城市化进程加快。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促

使了城市相关配套设施的完善，绿地美化、市政园林

都为风景园林产业提供了发展机遇。

（２）国家战略机遇。不论是十九大报告还是中
央一号文件，都强调了生态环境在当代中国发展的

作用，而生态环境的建设离不开风景园林产业的发

展。

（３）市场需求机遇。随着社会经济的迅速发
展，人们对生活质量以及生活环境的要求也越来越

高，因而风景园林产业在市政园林市场、地产景观市

场以及家庭庭院美化市场都具有较大的市场需求

量。

（４）转型升级机遇。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企
业的转型必不可少。风景园林产业作为朝阳产业，

具有高效益、高质量、高环保等特性，在结构优化过

程中该产业将会是发展的一道两点。

２．４　威胁分析（Ｔｈｒｅａｔ）
（１）外商进入威胁。安徽风景园林产业起步较

晚，由于市场规模庞大，外商优质企业进入本地市

场，抢占了一定的市场份额，阻碍了本土企业的发

展。

（２）市场风险威胁。由于风景园林产品价格不
好估算，价格波动较为频繁，导致风景园林产业的发

展面临着较大的风险。

（３）自然灾害威胁。风景园林产品大多都是在
户外，一旦遇上极端的自然灾害如暴雪、大风等天

气，那么风景园林产品将会遭受极大地损失。

２．５　ＳＷＯＴ策略
总体来看，安徽风景园林产业发展优势明显，面

临机遇较多，存在的劣势可消除，面临的威胁可应

对，发展环境良好。应实施以下策略促进行业高质

量发展（见表２）。

表２ 安徽风景园林产业ＳＷＯＴ分析

外部环境

分析（ＯＴ）
内部环境

分析（ＳＷ）

机会（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 威胁（Ｔｈｒｅａｔｓ）
■ 城市化机遇
■ 市场需求机遇
■ 国家战略机遇
■ 转型升级机遇

■ 外商进入威胁
■ 市场风险威胁
■ 自然灾害威胁

优势（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ｓ） 优势机会（ＳＯ进攻）
策略

优势威胁
（ＳＴ分散）策略

■ 资源条件优越
■ 产业基础稳固
■ 行业引导有力
■ 品牌优势显现

■ 实施风景园林产
业振兴战略

■ 强化技术创新与
推广应用

■ 强化园林龙头企
业及其产品的品
牌建设

■ 加快完成企业转
型升级

■ 立足于产业支
撑点，大力努
力发展本土龙
头企业

■ 生产高质量园
林产品

■ 适当地提高进
入门槛

■ 建立自然灾害
补偿机制

劣势（Ｗｅａｋｎｅｓｓｅｓ） 劣势机会 （ＷＯ防
御）策略

劣势威胁
（ＷＴ退出）策略

■ 高素质人才缺乏
■ 产业化带动力不
强

■ 市场体系尚未健
全

■ 产业融合发展不
足

■ 创新能力薄弱
■ 政策扶持力度较
低

■ 推动一二三产业
融合发展

■ 强化市场建设
■ 加大科技和教育
投入

■ 培育新型产业经
营主体

■ 加大产业政策扶
持

■ 园林企业淡出
初级生产方式

■ 关停停留在低
端环节、园林
产品质量低、
市场竞争力弱
的企业

（１）进攻策略。一是大力实施风景园林产业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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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战略；二是强化技术创新与推广应用，切实提升风

景园林产业的核心竞争力；三是强力推进园林龙头

企业及其产品的品牌建设；四是加快完成企业转型

升级，拓展国内市场，稳步挤入国际市场。

（２）分散策略。一是立足于产业支撑点，大力
发展本土龙头企业，扩大本土企业的市场份额；二是

生产高质量产品，减少价格波动；三是适度提高外商

企业进入门槛，保证进入本省企业的质量；四是建立

自然灾害补偿机制，降低企业的损失。

（３）防御策略。一是推动一二三产业融合发
展，增强产业带动力；二是强化市场建设，完善市场

体系；三是加大对风景园林学科教育和科技投入，提

高人才的创新能力；四是培育新型风景园林产业经

营主体，提升产业化水平；五是加大风景园林产业政

策扶持，保障该产业健康发展。

（４）退出策略。一是园林企业要淡出初级生产
方式，加快生产方式的转变；二是关停停留在低端环

节、园林产品质量低、市场竞争力弱的企业，优化产

业的资源配置。

３　产业产值预测分析

３．１　模型介绍
由于ＧＭ（１，１）是一种长期性的预测模型，在没

有较大的影响因素情况下，用此模型得到的预测值

是可信的。该模型具有理论性强、适用性强的特征，

在对一系列毫无规律可寻的数字进行系统处理过程

中发现数据中内在的规律，这是该模型的独特之

处［９］。

３．２　ＧＭ（１，１）模型的构建
３．２．１　数据选取

由于是对风景园林产业未来发展的预测，因此

此处选取２０１０年至２０１６年风景园林产业的产值。
具体如表３所示。

表３ 安徽风景园林产业产值

年份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亿元 ２２６．６４２５９．１９２９７．５６３５９．０６４０１．３６４４６．１９ ４５５．１８
数据来源：苗木花卉产值、绿化养护年产值、地产园林景观投资额以

及城市市政公用设施建设固定资产园林绿化投资额

３．２．２　级比检验
原始序列ｘ（０） ＝（２２７，２５９，…，４５５）；

根据级比公式 σ（０）＝ｘ
（０）（ｋ－１）
ｘ（０）（ｋ）

，得到 σ（０）

＝（０．８７６，０．８６９，…，０．９８０）；
级比判断。根据

σ（０）（ｋ）∈ ｅ－
２
ｎ＋１，ｅ

２
ｎ＋[ ]１

当 ｎ＝７时，ｘ（０） 的可容覆盖为 σ（０）（ｋ）∈
０．７７８８[ ，１． ]２８４０ ，σ（０）所有数据都在可容覆盖
内，则通过级比检验。

３．２．３　ＧＭ（１，１）的建模
（１）对数列ｘ（０）作一次累加

由公式ｘ（１）（ｋ）＝∑
ｋ

ｉ＝１
ｘ（０）（ｉ），（ｋ＝１，２，…Ｎ）；

得到下式：

ｘ（１）＝（ｘ（１）（１），ｘ（１）（２），…，ｘ（１）（７））＝（２２７，
４８６，…，２４４５）

（２）构建数据矩阵Ｂ和数据向量Ｙ
规定背景值。ｚ（１）（ｋ）＝λｘ（１）（ｋ－１）＋（１－

λ）ｘ（１）（ｋ），ｋ＝２，３，…Ｎ；０＜λ＜１；

得Ｂ＝ －ｚ（１）（２）
１

－ｚ（１）（３）
１

…

…

－ｚ（１）（Ｎ）[ ]１
Ｔ
，

λ＝０．５。
Ｙ＝ Ｘ（０）（２），Ｘ（０）（３），…，Ｘ（０）（Ｎ[ ]）Ｔ

（３）计算Ｕ
∧

Ｕ^ ＝ ａ^，^[ ]ｕＴ ＝ ＢＴ( )Ｂ－１ＢＴｙ，解得：ａ^ ＝－
０１１０２，^ｕ＝２３６６７６５。

（４）建立模型

灰色预测模型：
ｄｘ（１）
ｄｔ ＋ａｘ

（１） ＝ｕ，则 ｄｘ
（１）

ｄｔ －

０１１０２ｘ（１） ＝２３６６７６５。
取ｘ（１）（１）＝ｘ（０）（１）＝２２７，得其解（时间响应

函数）为

ｘ^（０）（ｋ＋１）＝（^ｘ（０）（１）－ｕａ）ｅ
－ａｋ＋ｕａ＝（２２７

＋２３６６７６５０１１０２）ｅ
０１４９５ｋ－２３６６７６５０１１０２

还原得到原始数据，即为ＧＭ（１１）动态预测模
型：

ｘ^（０）（ｋ＋１） ＝ ｘ^（１）（ｋ＋１） － ｘ^（１）（ｋ） ＝
（２２６６４，２７５９６，…，４７８６８）。

（５）检验预测值
残差：Ｅ（ｋ）＝ｘ（０）（ｋ）－^ｘ（０）（ｋ），ｋ＝２，３，…Ｎ；

相 对 误 差：ｅ（ｋ） ＝ Ｅ（ｋ）
ｘ（０）（ｋ）

１００％，珋ｅ ＝

１
Ｎ－１∑

Ｎ

ｋ＝２
ｅ（ｋ） ＝４５６１９％；

平 均 精 度 珋ｐ（０） ＝ （１ － 珋ｅ）１００％ ＝
９５４３８１％；

经过计算，所有数据均满足最好要求 ｅ（ｋ） ＜
１０％，ｐ（０） ＞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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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　安徽风景园林产业的产值预测分析
通过上述分析，该实例的ＧＭ（１，１）模型通过了

检验，并最终得到 ＧＭ（１，１）方程为：ｄｘ
（１）

ｄｔ －

０１１０２ｘ（１） ＝２３６６７６５。
根 据 时 间 响 应 序 列 ｘ^（１）（ｋ ＋ １） ＝

２３６９２５５ｅ０１１０２ｋ－２３６９２５５，用后减运算还原，得到
ｘ^（０）（ｋ＋１）＝ｘ^（１）（ｋ＋１）－ｘ^（１）（ｋ）；ｔ＝１，２，…，Ｎ
；根据该公式，利用 ＧＴＭ３０软件，对安徽风景园林
产业未来五年产值进行预测，预测值如表４所示。

表４ 预测产值

年份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９ ２０２０ ２０２１ ２０２２
亿元 ５３４．４２ ５９６．６６ ６６６．１４ ７４３．７１ ８３０．３２ ９２７．０１

从总体而言，安徽风景园林产业产值成逐年增

长之势，发展前景良好，在未来几年仍将快速增长，

并且在安徽 ＧＤＰ中占有相当一部分的比例。由于
风景园林产业是一项有生命力的产业，具有较大的

增值前景，该产业的发展不仅会带动相当大的一部

分劳动力就业，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而且对我省

甚至全国的生态环境建设都有巨大的促进作用。

４　结论及建议

４．１　结论
通过以上的种种分析，可以看出安徽风景园林

产业产值较大，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从对风景园

林产业的 ＳＷＯＴ分析和产业产值预测可以看出风
景园林产业发展存在着政策、需求、品牌等方面的机

遇；但是，也存在着人才、外商进入等方面的威胁，突

出的问题表现在市场占有率小、科技创新能力较弱、

竞争力弱以及自然风险较高等方面。因此要充分利

用好四大发展策略，促进安徽风景园林产业的发展。

４．２　政策建议
４．２．１　推行精准扶持政策，稳固发展优势

当前风景园林产业发展较好的环节是苗木花卉

种植和园林工程建设环节，对这两个环节应实行保

护性政策；风景园林行业发展较差的环节是规划设

计环节，因此应该对该环节实行支持性政策，积极引

进国内外先进的风景园林技术，促进风景园林产业

“三产”均衡协调发展。

４．２．２　建立灾害补偿机制，保障园林企业权益
生态园林产品主要为户外生产，不可预测的自

然灾害可能影响到产品的成本，从而对产业内企业

的业务经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造成不利影响。

针对这些因不可抗拒的自然因素而造成企业的损

失，应适当的根据补偿机制进行补偿，保障企业权

益。

４．２．３　采用惩戒与激励并存机制，规范行业市场秩
序

制定相关的奖惩机制，做到赏罚分明，维护市场

秩序。针对一些“不文明”的竞争行为，应该根据处

罚条例，对相关企业进行惩戒；而对于“文明”的竞

争行为，应该公开表扬，同时适当地提高外商园林企

业进入本省的门槛，保证进入本省园林企业的数量

和质量。

４．２．４　吸收专业人才，提高科技创新能力
为了更好地吸收专业人才，一方面，积极引导就

业去向，提高在省内园林企业就业的机率；另一方

面，各大企业应提高专业人才各方面的待遇，保证基

本权益，刺激省内外专业人才来企就业的意愿。

４．２．５　培育产业生态，提高竞争力
培育产业生态并不是要求企业所有方面都做

强，而是企业要根据自身条件，在一二三产中寻求自

身具有竞争力的方面，在某一方面进行深入研究，做

到专业化，拥有自身在省内此方面的独特竞争力。

４．２．６　立足本地，开拓市场
风景园林企业要牢牢把握国家对园林绿化基础

设施建设加大投资力度的机遇，利用自身的区域影

响和优势，立足于合肥及周边县市的园林绿化工程

建设市场，坚持“走出去”的战略，努力开拓新的市

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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