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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对集约化程度较高的山东省寿光市蔬菜种植区化肥、农药施用情况进行了大面积的农户调查。结果表明, 寿光市化肥施用种类
以复合肥为主 , 占总量的95 .2 % ,化肥施用水平较高 ,用量达5 368 .4 kg/ hm2( 纯量) , 氮、磷投入偏高而钾不足 ; 施用的农药种类主要为杀
虫剂、杀菌剂 ,全年农药投入量( 商品量) 为137 .5 kg/ hm2 , 其中杀虫剂和杀菌剂分别占24 .4 % 和75 .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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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十几年来, 我国蔬菜产业尤其是保护地蔬菜迅猛发

展, 播种面积和产量大幅度提高。2002 年我国蔬菜播种面

积达到1 735 .3 万hm2 , 比2001 年增长了6 % , 总产量达到

52 908 .9 万t , 比2001 年增加9 .5 % [ 1] 。蔬菜种植区化肥、农药

的大量使用 , 不仅威胁农业生态系统, 而且严重影响农产品

质量。笔者分别于2003 年9 月和2004 年7 月对寿光市蔬菜

集约化种植区进行了大面积的农户调查, 旨在为更好地了解

保护地蔬菜生产中化肥、农药的投入水平、结构, 从而为保护

地蔬菜生产中化肥、农药的投入提供科学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 .1 研究区域基本情况  山东省寿光市位于山东半岛中

部, 属暖温带季风性大陆气候, 四季分明。1995 年寿光市被

国家命名为“中国蔬菜之乡”。近十几年来该市蔬菜种植面

积不断扩大, 在农作物播种面积中所占的比例持续上升。

2002 年蔬菜播种面积为5 .8 万 hm2 , 占农作物播种面积的

44 %[ 2] , 占同年全国蔬菜播种面积的0 .03 % [ 1] 。2002 年蔬菜

总产量达到368 .8 万t , 出口蔬菜20 万t [ 2] 。

研究区域选择在寿光市蔬菜集约化生产程度较高的文

家街道、古城乡和王高镇。这3 个乡镇南北依次相连, 蔬菜

种植面积约0 .2 万hm2 , 占全市的14 .2 % , 年化肥和氮肥施用

量分别占全市总用量的12 .9 % 和12 .2 % [ 2] , 可较好地反映全

市蔬菜的种植状况和化肥施用水平。

1 .2  研究方法  针对寿光市冬春茬和秋冬茬蔬菜生产, 在

选定的研究区域内每茬进行一次随机农户调查, 内容包括 :

①农户基本情况 , 即菜地的种植年限、面积、种植模式、种植

品种以及蔬菜的总投入、总产量、毛收入和净收入等情况; ②

蔬菜在整个生长期的施肥情况, 即每次施肥的日期、肥料种

类、施用方式、施用量、所用肥料的有效成分含量、单位重、单

价和来源等 ; ③蔬菜在整个生长期间的用药情况, 即每次用

药的日期、种类、方式、剂量及所用药品的剂型、防治对象、单

位重、单价和来源等。其中,2003 年9 月对秋冬茬蔬菜的生

产进行调查, 调查农户148 户;2004 年7 月对冬春茬蔬菜进行

调查, 调查农户118 户。

2  结果与分析

2 .1 化肥施用情况

2 .1 .1  化肥种类分析。寿光市蔬菜生产中所用的化肥主要

有氮素单质化肥、钾肥和各种复合( 混) 肥, 其中复合( 混) 肥

用量最大。以冬春茬为例, 复合肥的用量占化肥总用量( 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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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的95 .2 % , 主要有磷酸二铵、钾宝和各种养分的复混肥 ,

其中85 .4 % N、100 % P2O5 和91 .2 % K2O 均来自复合肥。

2 .1 .2 寿光市蔬菜种植区化肥施用现状。2003 年寿光市集

约化蔬菜生产中化肥全年投入量为5 368 .3 kg/ hm2 , 比1998

年增加73 .8 % [ 3] , 其中 N 肥比1998 年增加79 %[ 3] , 投入的

N∶P2O5∶K2O 为1∶0 .9∶0 .76 , 蔬菜作物生长需要 N∶P2O5∶K2O

一般为1∶0 .5∶1 .25[ 3] 。可见, 寿光市蔬菜生产中 N∶P2O5 较

高, 而 N∶K2O 很小。大量磷酸二铵( 21-53- 0) 以及等养分含量

的复混肥( 15- 15- 15、17-17-17 等) 的施用, 造成氮、磷投入居高

不下而钾略显不足。另外, 化肥施用仍以撒施、冲施为主, 肥

料利用率较低。过量施肥造成肥料的大量浪费, 蔬菜体内硝

酸盐含量超标[ 3] , 地下水硝酸盐污染[ 4] 等。因此, 在今后的

蔬菜生产中 , 应根据作物需肥特性和产量目标平衡施肥, 减

少氮、磷的投入, 适量增加钾的投入水平。

2 .2 农药施用情况

2 .2 .1 农药种类分析。目前寿光市蔬菜生产中使用的农药

主要是杀虫剂和杀菌剂。杀虫剂主要包括昆虫生长调节剂

类( 如扑虱灵, 潜克) 、杂环类( 如一遍净、吡虫啉、蚜虱净) 、氨

基甲酸酯类( 如万灵、蓟马克) 、微生物( 源) 类( 如斑潜一次

净、爱福丁) 、有机磷类( 如敌敌畏、1605 、辛硫磷、氧化乐果) 、

拟除虫菊酯类( 如氯氰菊酯) 、甲脒类( 如甲虫脒) 等, 其中微

生物( 源) 类、有机磷类、拟除虫菊酯类使用得最多, 分别占杀

虫剂总用量的14 .0 % 、51 .0 % 和11 .0 % 。杀菌剂主要有混合

型( 如杀毒矾、病毒净、克露、抑快净) 、唑类( 如世高、粉锈宁、

多菌灵) 、取代苯类( 如百菌清、甲基托布津) 、抗生素类( 如链

霉素、农用链霉素) 、有机硫类( 如大生、代森辛) 、氨基甲酸酯

类( 如叶霉威、普力克) 、苯基酰胺类( 如雷多米尔) 、二羧甲酰

胺类( 如扑海因、速克灵) 、无机类( 如可杀得、甲双铝铜) 、杂

环类( 菌核净、安克等) 等, 其中混合型、唑类、取代苯类、有机

硫类和二羧甲酰胺类使用得较多 , 分别占杀菌剂总用量的

16 .8 % 、10 .9 % 、11 .0 % 、17 .0 % 和10 .0 % 。目前, 在蔬菜生产

中仍大量使用一些高毒高残留农药, 如甲基对硫磷、对硫磷、

久效磷、甲拌磷、氧化乐果、水胺硫磷等。

2 .2 .2  寿光市蔬菜种植区农药投入现状。寿光市蔬菜种植

区全年农药投入量为137 .5 kg/ hm2 , 分别为藁城市与曲周县

蔬菜种植区农药用量[ 5 - 7] 的5 .2 倍和6 .4 倍, 是2000 年我国

平均施用水平的17 .7 倍[ 8] 。

对于喷洒的农药, 真正对植物病虫害起防治作用的仅占

喷施量的0 .1 % , 其余99 .9 % 都挥发到大气或通过淋溶流失

到土壤、水域或残留于作物中[ 9] 。而藁城市蔬菜种植区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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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日常的人力资源管理工作, 也需要适时监控外包服务商的

服务质量和水平。根据合同规定的双方期望达到的绩效水

平和衡量标准, 定期讨论和评价合同履行的情况和外包商所

提供服务的质量, 一旦发现问题应及时解决, 从而追求外包

效率的持续改善。

此外, 还应建立相关的激励机制。企业应致力于和外包

商建立长期的战略伙伴关系 , 而不是简单的委托—代理关

系, 双方结成利益共同体, 利润分享 , 风险共担, 这样既降低

了企业的风险, 又能更好地整合企业外部的优秀资源。

一旦企业不再采用外包方式或是与另一家外包公司合

作, 还会涉及到如何正确处理与原外包商的关系, 避免企业

内部消息的泄漏等问题[ 8] 。

3 .5 合理安置分流员工  部分人力资源管理工作外包之

后, 企业应对裁撤和分流的员工进行妥善安置。对由于职能

的撤销而裁撤的员工应做好安抚工作, 留下来的员工要进行

相应的培训, 使其适应新的工作。外包之后 , 人力资源管理

部门从日常繁琐的工作中逐步解脱出来, 集中精力于企业更

高层次的人力资源发展与管理。这对于从事人力资源管理

的人员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他们必须迅速从过去那种行

政、总务、福利委员会角色转变为学习型组织和教育的推动

者、高层主管的咨询顾问、战略业务伙伴、管理职能专家和变

革的倡导者[ 9] , 这也正是人力资源管理在企业中战略地位的

真正体现。

3 .6  妥善处理外包员工的权益问题  由于人力资源管理外

包带来的间接人事关系还会引起一系列的新问题, 如外包职

工的劳动安全、卫生监督、工伤待遇和民主管理等问题。由

于法规的缺乏, 这些问题对现行的法律和执法监督提出了新

的挑战。因此, 企业在与外包商签订合同时应该特别关注这

些问题, 界定双方的权利义务, 妥善处理外包员工的权益问

题, 避免产生不必要的纠纷, 影响企业的正常经营。

4  结语

人力资源管理外包在具有许多优势的同时也存在许多

潜在风险, 关键是如何预期外包行为的利益与风险, 做好风

险防范, 并有效地处理两者之间的关系[ 10] 。另外, 企业应不

断改善资源配置, 在自己的核心业务和优势资源的培育上不

断努力, 提高和扩展自己的核心竞争力 , 使企业获得持续的

竞争优势, 这样才能真正从外包中获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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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中水溶性农药残留的初步调查结果表明, 当地地下水已

受到农药污染[ 5 ,7] 。“中国农业面源污染控制对策”课题组

认为 , 我国农业生产中过量使用化肥和农药现象相当普遍,

已导致东部沿海地区严重的面源污染[ 10] 。可以推测, 在大

量滥用农药的情况下, 寿光市地下水、菜田土壤也将受到不

同程度的农药污染。

3  小结

寿光市集约化蔬菜种植区化肥、农药等农用化学品的

投入很高。但该市化肥营养结构极不合理 , 因此应采取减

氮磷增钾的施肥方案。而长期、大量施用化肥、农药 , 对生

态环境造成了恶劣影响 , 因此有必要采取一定措施以合理

施用化肥和农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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