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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菜真的太快乐了”

“如果是反复种植的泥土，建议留
下一些植物的须根，让菌根菌为植物
输送营养元素”“尽量选择清晨或傍晚
种植，避开强光”“我喜欢用条播，种
出的菜有观赏性”……网络平台上，
博主“爱折腾的 Jin”分享种菜心得，收
获超 1 万点赞，还在评论区和网友热
情互动。

“之前种的小香菜，现在已经满满
两盆。”90后博主“Hannah辣辣”分享了
从播种到发芽再到实现“香菜自由”35
天的经历，她说：“种菜真的太快乐了！”

近段时间，一些自媒体和博主在
社交平台分享阳台种菜经验，收获不
少关注。这背后是越来越多年轻人化
身“都市农人”，追赶阳台种菜的时
髦。淘宝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上
海、东莞、北京、苏州、广州位列最
爱在阳台种菜的城市前 5 名，种菜人
群以85后到95后为主，而相关产品市
场规模有望达到百亿元。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年轻人生活
需求呈现多样化、个性化发展趋势，他们
对农产品的新鲜、安全等要求较高，阳台
种菜一方面迎合了他们的兴趣爱好，也
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其对高品质蔬菜的
需求。”中国农业大学国家农业市场研究
中心主任韩一军教授告诉记者，“尤其是
新冠疫情暴发以来，买菜焦虑加速改变
了消费者生活习惯，消费者对阳台种菜
的需求持续提升。”

阳台种菜，“门槛”并不高，只需一

些简单工具和原料，将种子浸泡发芽
后播种，坚持喷水，不久就能收获一
茬菜。而有些“发烧友”并不满足于
此，他们还要配上温室环境控制系
统，通过湿帘、水泵、喷头、排风
扇、保安系统、增光灯等设备来控制
温度、湿度、光照。

消费者对阳台种菜的热情，催生
了火热的“阳台经济”，一条覆盖果蔬
培育成长周期的产业链逐渐形成。

“我们的营养土疏松通气，保水
保肥能力强，经过处理后还能避免害
虫 滋 生 ， 方 便 打 理 ， 能 为‘ 都 市 农
人 ’节 约 挖 土 栽 培 的 时 间 和 操 作 成
本。”成立不到 3 年的江苏小田园艺科
技 有 限 公 司 总 经 理 郭 永 华 介 绍 ，

“2020 年以来，阳台种菜市场规模不
断扩大，我们赶上了行业风口，去年
在电商平台总销售收入超1.4亿元。”

另一家主打种植箱等家庭园艺场
景产品的企业潍坊魔盒电商同样表现
不俗。“我们在拼多多开了 7 个店铺，
日发货量 2000单左右，年销售额 3000
多万元。”魔盒电商拼多多运营负责人
彭阳说，“种植箱、种菜盆、自吸水花盆
等产品都很受欢迎。”

既能带来种植体验，又不占用太多
精力，智能种菜机也火了一把。“种上种
子或幼苗，通了电，剩下的工作如补光、
给水、补充营养液等统统交给智能种菜
机，用户只需坐等收割。”郑州立迎机械
设备有限公司总经理卢永建告诉记
者，“前不久有位美国客户看到我们的
产品能种蔬菜、花卉、香料，非常喜欢，
当即订购了10台。”

“答案藏在细节里”

“在消费者旺盛需求驱动下，阳台
种菜设施、蔬菜种子甚至阳台装修都
成为网络热词，蔬菜种子、智能种菜
机、有机质营养土、浇水壶等线上销
售额快速增长。”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
理学院经济贸易系副教授高颖表示，

“大额种菜装备需求也逐渐增长，国内
外农业企业抓住商机，涌现出一批阳
台种菜相关的企业品牌和产品品牌，
获得了较高知名度。”

这些品牌是如何脱颖而出的？
“答案藏在细节里。考虑到阳台种

植的特点，种植箱必须做到‘三高’：颜
值高、空间利用率高、材料安全性
高。”彭阳说，“我们的产品不仅容量
大，还能够根据阳台面积进行多层组
装，自由组合造型、增减数量，方便
灵活。另外，种出的菜要入口，材料必
须安全，我们的产品通过中国合格评定
国家认可委员会（CNAS）认证，让消费
者种得放心。”

观察魔盒电商的产品，会看到很
多设计者的“小心思”：从透明的水位
窗即可观测水量，防止缺水；胡萝卜
种植箱坑位加深便于生长；棉线自动
吸水省去浇水的麻烦……

“每推出一款产品前都要不断测试
调整、拍摄图片、制作说明，打磨好才拿
给消费者，现在我试种过的蔬菜已不下
千种。”彭阳说，“一边不断升级完善种
植箱，一边拓展更多产品，让‘菜迷’乐
得在店里一站式采购全套产品，尝试新
品种。以前每天发货量只能装满一个小
三轮，现在每天能装满3个大货车，复购
率超60%，销售额噌噌涨。”

小田园艺的飞速发展不仅得益于
过硬产品，更在于对行业痛点的精准
把握。

“营养土的成本和利润都很薄，消
费者买土的钱，大头都付在了物流上。”
郭永华说，“一包40斤的营养土售价20
元左右，仅快递成本就15元。”

为此，小田园艺在国内 14个省份
建了 30多个生产基地，直接从源头发
货，将快递成本减到最低。“有自建工
厂，但更多的是盘活闲置产能，和各
地工厂合作。”郭永华说。“这个痛点，
从业者都知道，但之前基本都是个体
户单打独斗，即便有些跨地域合作，
深度也不够。”

“在阳台种植产品行业，没人用公
司化、体系化手段来解决痛点。”郭永
华说。经过一番布局，小田园艺把 40
斤包装的营养土物流费用降到 10元左
右，流量也随之而来。去年 3 月，小
田园艺日出单最高达 10万单，月销售
额超2000万元。

“想要打开销量，小田园艺的任务
不只在于做好品质把控，还要降低物
流成本，给消费者更优惠的价格。”

不仅有智能种菜机，立迎机械还
有立柱系统、鱼菜共生系统等多种产
品形态，订单产品价格不菲，利润也
高。“这更考验与用户需求精准匹配的
能力。要综合考虑种植品种、智能化
程度、空间利用方式等多种因素。满
足挑剔的海外客户并不容易，但在家
庭园艺市场 30余年积累的技术和品质
让公司游刃有余。”卢永建说。

“提升品牌满意度和忠诚度”

眼下，“都市农人”对阳台种菜乐
此不疲，但也有人认为“性价比低”“一
阵风”“产品质量监督尚不健全”。高颖
坦言，目前国内阳台农业用品生产主
体数量众多，但具有规模化、专业化
能力且产品覆盖面广的厂商数量较
少，品牌创新发展能力不足，品牌知
名度有待提升。

如何进一步壮大市场、培育品牌？
“经过一段时间的快速增长，消费

者对阳台种菜的关注和需求逐渐进入
较为平稳的状态。企业须重视消费者
需求变化和消费反馈，创新产品品
类，改善产品品质，加强售后服务，
不断提升品牌满意度和忠诚度。”韩一
军说。

彭阳表示，兴趣经济要经历逐渐
成熟进而发展为常态化产业的过程。
他认为，阳台种菜不仅仅是为了饱
腹，更多的还是为了精神上的收获
感、快乐感、安慰感。随着市场变
化，人们会对阳台种菜相关产品提出
更加多样化的需求。公司将在产品研
发方面不断加大投入，在种植品种和
工具设备上不断上新，同时保持产品
性价比和服务优势，满足不同地区、
不同人群的需求。

作为家庭园艺类产品的重要销售
渠道，电商平台不可忽视。“拼多多拥
有数量庞大的消费群体，电商平台要
搭好台，让企业和品牌唱好戏，把优质
产品导向消费大市场。”拼多多相关负
责人表示，“线下培训、品类调整、营销
策略指导……我们正在多渠道支持品
牌发展。未来还将持续引入适合家庭
环境的蔬菜品种，孵化更多高颜值、实
用、智能的园艺用品，多渠道为‘都市
农人’种菜提供一站式服务。”

值得一提的是，去年开始，种菜
等农业生产劳动被纳入劳动课程，这
意味着未来的年轻人将更加熟悉种菜
等农耕活动，而城市家庭的阳台屋顶
正是完成相关活动和施展个人兴趣的
便利舞台，这也为包括阳台农业在内
的都市农业发展创造了良好氛围。

一抔土、几粒种子、些许清水和肥
料，悉心照料下就能收获新鲜蔬菜、可口
瓜果。一段时间以来，一些生活在城市中
的年轻人养成了在自家阳台种菜的习惯。
据调查，上海、东莞、北京等地居民最爱
种菜，且以85后、90后为主，阳台上最受
欢迎的是韭菜、辣椒等好养活、长得快的
蔬菜和樱桃萝卜、地黄瓜等新品种。阳台
种菜，已成为城市生活中的一股新潮流。

如果单纯算经济账，“阳台种菜”未必划
算。但为什么人们仍乐此不疲？一方面，“自
己种的菜远比菜市场的有味道”，亲手栽培
让人吃着放心，吃着可口。另一方面，在快节
奏的城市生活中，种菜让人们感受到一分耕
耘、一分收获的确定性，这有利于缓解焦虑、
放松心情。此外，阳台种菜为年轻人带来了
新的社交可能性。有人热衷于晒出种菜成
果，有人喜欢探讨种植技巧，还有人经常与

他人互换自产农产品……通过在阳台上种
菜，“都市农人”们不仅满足了口腹之欲，还
收获了精神愉悦，建立起更多情感连接。

事实上，阳台种菜的火热，不仅是现实
因素的作用，还有深厚的历史文化背景。有
人说：“中国人走到哪里，都得想办法种点
菜。”此话不假。几千年的农耕文化，将种菜
的天赋刻在了中国人的基因里。文人喜爱
诗酒耕读的惬意栖居，老百姓也向往归园田
居的乡村生活。当各色作物占据都市阳台，
种下的是种子，得到的不仅是果实，还有一
种想象生活的满足。过惯了都市的忙碌生

活，人们在作物的成长中密切了与大自然的
联系，收获内心的纯粹与宁静。

年轻人的种菜热情逐渐增长，带动电
商平台阳台种菜有关产品热销。在某电商
平台上，各类蔬菜种子的购买人数已连续3
年增幅超 100%。同时，商家也在开发各种
适配阳台种菜场景的产品：从小份装种
子、开箱可种的幼苗，到配齐花盆、营养
土、肥料、种子、园艺工具的家庭套装，
再到种菜机、缺水提示仪、营养液检测
笔、智能自动浇水器等智能设备……电商
平台迅速敏锐地捕捉消费者个性化需求，

推动种子及其周边园艺用品商家及时转
型。作为生产主体，相关企业既要密切交
流、高效合作，又要加大技术研发投入，
借助科技手段提高产品的便捷性、实用性
和附加值，抓住行业机遇，赢得更大市场。

同时也应当看到，阳台种菜仍属新兴业
态，不可避免存在“成长的烦恼”。比如种子
质量难以把控就是突出问题之一。由于验
证种子是否出芽需要时间，造成出芽率低
的原因也较多，种子质量验证和理赔追责
存在困难，这就容易让少数商家钻空子以
次充好、造假售假。相关部门应完善监管

机制，提高侵犯消费者权益行为的违法成
本。电商平台应落实主体责任，对相关经
营者加强资质审验和日常监管，拓宽消费者
维权渠道。商家也应强化自律，坚持诚信经
营的价值取向，从而赢得消费者信任，合力
推动行业长远发展。

目前，“阳台种菜”尚未成为一种大众化
爱好，市场规模比不上花卉种植，相关产
业还有不小的成长空间。平台和企业只有
紧跟潮流、把握机遇，不断推出适合家庭
环境种植的蔬菜品种，孵化更多安全、实
用、智能的园艺用品，才能让“都市农人”
拥有更多消费选择，也才能让更多人享受阳
台种菜的乐趣。

适合阳台盆栽种的蔬菜

蔬菜长得慢，可能是……蔬菜长得慢，可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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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家阳台变菜园，都市居民成“菜迷”——

小阳台种出百亿大市场
本报记者 康 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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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中国人都有田园梦。在快节奏的
城市生活中，越来越多居民化身“都市农
人”，把自家阳台变成小菜园，阳台主角从
文竹、绿箩、吊兰等绿植换成了青菜、辣
椒、小番茄等蔬菜。在社交网络分享种菜
经验，邀请朋友来家里尝尝自种绿色蔬
菜，人们在阳台的方寸之地体验归园田居
的乐趣。

“都市农人”的热情，正悄然撬动一个
新的百亿级市场。

魔盒电商生产的多层种菜盆。 魔盒电商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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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迎机械为澳大利亚客户提供的庭院种植方案。 立迎机械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