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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游花应用市场前景的探究
宋开春　黄　帅　周佳怡　王雅文

（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江苏 句容 212400）

摘要：文章介绍了浮游花应用市场的基本情况，分析了浮游花的目标市场和发展前景、国内浮游花应用的市场优势以及在拓展市场

的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探索国内浮游花应用市场应对方案，制定发展策略，以期对国内浮游花市场发展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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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对生活品质要求的提升，人

们对精油和花卉产品的认识也越来越深入，开始寻找一种既能保

持花卉美又能有保健作用的新产品，于是浮游花应运而生，最先

起源于欧洲和日本，很受市场欢迎。目前，在我国浮游花产品应

用范围也越来越广，是居家装饰、庆典活动、花艺设计理想的花

卉产品。

一、浮游花的简介

浮游花，又称浮油花，是把经过工艺处理的花卉（干燥花或

者永生花）及一些天然素材乳果木等与矿物油一起，装饰在各种

造型的瓶子里而制作而成的产品。浮游花产品是目前国内较为畅

销的植物标本之一，它可使用紫藤、合欢花、兔尾草等花材，经

过脱水、烘干、配色、剪切、装瓶、浸油等一系列工序加工，最

后装饰在造型各异的玻璃器皿中制成浮游花，这既保持了鲜花的

色泽质感，又似永生花一样可以长期保存，且无须浇水、护理。

针对人们日益提高的生活追求，浮游花能够对周围环境起到

美化装饰作用，视觉上带给人具有冲击力的美感。外观上，浮游

花色彩鲜艳，保存了花卉、果木原有的色泽、质感、形态和柔韧性，

呈现的姿态十分优美；环境上，不需要勤加换水，也不需要刻意

挑选环境，简单地静置在室内就可以装饰。精致高雅不挑剔的设计，

完美契合任何环境的氛围。再加上超脱仿真花、永生花制品的灵

动和幽香，使其成为了花卉市场的黑马。保存上，浮游花瓶装的

永生花经过一系列工艺处理既保存了花卉、过目原有形态和色泽

及结构，也不会因缺水或环境脆化。因此，浮游花可以长期保存，

便于运输，无须护理，是花卉产品创新点。

二、浮游花市场概况

目前鲜切花是世界上最受欢迎的花卉产品，而浮游花的出现

满足了客户对花艺设计和芳香疗法的需求，在市场上十分畅销，

受到不少白领阶层的喜爱追捧。在家居装饰中，大部分人更愿意

用颜色鲜艳的花来装饰。颜色鲜艳的浮游花摆放在家中，更显朝

气和活力。作为新兴产品，浮游花不光在线下拥有实体店和加盟

店铺，线上的销售渠道更是层出不穷，因此市场需求量大。

（一）国外市场概况

以日本为例，作为浮游花的起源地，日本浮游花生产技术不

断改良升级，花材品质和精油提纯技术都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当

前国外浮游花制作的工艺已比较稳定也环保，保鲜工艺强，染色

纯正，安全标准也高，品种选择较多。同时，浮游花作为新式花

卉产品被赋予了情感特征，满足消费者的情感需求，以此浮游花

国外市场需求较大，也有着较好的市场前景。浮游花在国外深受

消费者喜爱，在酒店、咖啡厅等中高档场所都能见浮游花装饰品

的身影。在一些经济发达的西方国家，浮游花也因为简约时尚的

外观，深受国外消费者的喜爱，成为居家装饰必不可少的点缀。

（二）国内市场概况

浮游花进入中国市场后，很长一段时间都处在垄断经营下，

由于进出口海关经销加盟等费用层层叠加，浮游花昂贵的售价令

人望而却步，热衷者也只能选择找国外亲戚朋友代购。2018 年开始，

浮游花愈发受到国内市场关注，国内大多生产家主要集中在云南

等地，最初基本以小作坊、小微店铺为主，后来随着浮游花市场

的打开，一些生产浮游花企业的不断成立，在国内也出现了浮游

花的一些知名品牌，如“花逅”“野兽派”等。目前，国内浮游

花市场在线上线下均已良好的态势发展壮大，一些实体鲜花店基

本上铺开了浮游花市场。

三、浮游花应用市场前景

（一）浮游花的应用价值

1. 浮游花同市面上人造花卉制品相比

浮游花比仿真花更加环保，仿真花所使用的塑料无法降解，

制造过程产生异味，对人们居住的环境有着较大的影响。浮游花

与永生花相比则更加灵动，制作原料也可以自然降解，环保无污染，

对人体无害。浮游花选用的花材会随着玻璃器皿的形状和放置的

角度而产生变化，不同于永生花的死板，会动的浮游花更能展现

生机之美。

2. 浮游花同市面上其他植物浸渍标本相比

浮游花比传统植物浸渍标本更安全，传统浸渍液采用福尔马

林或高浓度酒精，不仅气味刺激，对人体健康有一定影响，还会

影响标本的展示。浮游花则采用白矿油，还添加了精油，散发的

香气沁人心脾，具有宁心安神、舒缓情绪的功效。浮游花比矿油

浸渍植物标本更保健，最大限度展现了植物标本风采。

（二）浮游花的市场前景

在 20 世纪 90 年代，国内首次萌芽保鲜花技术，但受技术条

件限制，小作坊式生产较多。随着国内经济的高速发展和国外文

化的冲击，国内的花卉行业开始转型，从鲜花到仿真花到永生花

再到浮游花，人们对这个行业的重视可见一斑。浮游花作为新兴

产品，生产技术还停留在摸索阶段，产品供应量也很少。

国外成熟技术下生产的浮游花，枝叶分明、花萼相应、层次

均匀，一经推出，便收获了一大堆狂热爱好者。在人口数量多、

人员聚集密度高、人均收入水平上涨的中国，只要在技术成熟、

营销得当的情况下，定会激起不小的消费浪潮。因此，浮游花的

市场前景是非常广阔。

四、国内浮游花的优势及存在问题

（一）浮游花的产品优势

1. 色彩保持优势

俗话说“花无百日红”，传统鲜花大多数是单瓣花，花瓣薄、

软容易脱落，花秆较软，保质期短，枯萎速度快。相比之下，浮

游花因为烘干显色和在精油中浸泡的缘故，在色彩上，不仅似鲜

花般艳丽，而且浮游花保持色彩的时间更长，满足市场需要的同时，

实现了人们对芳菲永在的美好期待。

2. 环境适应优势

鲜切花容易积尘，潮湿天气容易引起发霉变质，适合的环境

少。浮游花不需要像鲜花那样精心照料，也不必考虑过于苛刻的

摆放环境，只需避阳光直射即可，还可通过瓶内精油的挥发成分，

在室内散香，简单地静置在室内即可装饰，没有太大的环境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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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合大部分室内环境的氛围。

3. 颜色设计优势

浮游花的颜色丰富多彩，其带来的不仅仅是单纯的视觉感受，

还有深刻意义的刺激，对人类的认知和情绪深有影响，这就使色

彩有了情感效应。浮游花在颜色设计上采用撞色、同色系、灰亮

色搭配等方式，形成明暗、动静的对比，营造从吵闹趋于理性的

氛围，形态上用直线与直角的形式表现一种硬朗的感觉，在视觉

上可以形成鲜明对比，作品表现出聚散有致、轻重有度的原则。

4. 姿态美丽优势

浮游花不仅能够完美保存好花朵的姿态，而且不同色彩的花

瓣、不同样式的花型以及高低错落的摆放都会影响最终的成品美

感。较之一瞬定格的永生花，浮游花姿态灵动，像一个小女孩一样，

随着时间的沉淀，愈显成熟祥和之美。别出心裁的器皿设计更是

锦上添花，姿态优势凸显无疑。

5. 芳香疗法优势

打破传统浮游花以观赏为主的第一价值，将美与香相结合，

在浮游花的浸渍液中添加复合配比的芳香精油。可根据客户需求

进行私人订制，独特配比，通过花材为介体挥发到空气中，起到

不同功效的保健作用。这样的设计综合了人们观赏与保健的需求，

更具有创新性，符合时代发展趋势。

6. 心灵治愈优势

在配色的作用下，浮游花呈现出来的饱和度没有那么的高，

灵动的身影和柔和的色彩，可以舒缓眼部疲劳。在精油的作用下，

香气沁人心脾，让人们的心灵从这红尘俗世中获得了片刻的宁静，

留驻感动与美好，延长了人们那份美化心灵的期限，达到了一种

治愈的效果。

（二）存在问题

1. 品牌效应不足，营销方式落后

目前，国内浮游花的生产还在代加工阶段，自有品牌稀缺，

“THEBEAST”“roseonly”等小众国牌在一线城市小有名气，但

也因为品牌名字原因被人们曲解为外国品牌。浮游花在国外出现

后就受到了西方国家白领阶层和上流社会的追捧，但在国内，营

销依旧停留在 B2B、C2C 模式，人们对浮游花的了解较少，市场

没打开，因此需求量也不高。

2. 技术水平落后，成本差距明显

国内花农修建花材的工具还停留在家用剪刀或是铡刀，这样

落后的工具极易破坏花材的形态，造成不必要的损耗，增加成本。

脱水以及烘干的设备还需要依靠老工人的经验来把控机器运行时

间。浮游花的浸渍精油包括未经稀释的单方精油和稀释的复方精

油，老旧的精油提取设备提取速度慢、萃取纯度不高，事倍功半。

国外品牌设备价格高昂，引进成本较高，而国内技术不成熟，设

备元件市场鱼龙混杂、价格浮动大，需要生产厂家仔细斟酌实验。

3. 花材选择少，品质参差不齐

从品种来看，花农缺乏对新品种的研发保护意识，适合浮游

花生产加工的优质鲜切花难以进入市场，适合生产的浮游花品种

过于单一，花卉企业很难选到优质的花材品种；从外观来看，花

农自身管理能力和花材养护能力薄弱，导致花材质量不稳定，耗

损难以避免；花卉的种植依旧停留在靠天吃饭、野性生长的阶段，

对浮游花花型、规格、高度等要求不明确，导致花材品质参差不齐；

企业生产的浮游花造型容易破损，包装粗糙降低了产品的质量。

4. 生产标准不一，示范工厂稀缺

市场上的一些花卉企业生产的浮游花存在花材劣质、做工粗

糙，甚至有异味的问题。在没有大工厂示范和统一生产标准的发

展态势下，即使生产优良的厂家依然很多，但也不能保证所有消

费者都能买到物美价廉的优质浮游花，甚至会出现相同价格买到

的浮游花，质量大不相同的情况。同样，这样的发展态势也很难

保证高品质生产的厂家不会为了牟取暴利而偷工减料，抹黑浮游

花的品控，欺骗消费者。

五、国内浮游花应用市场问题的应对方案及长期发展策略

（一）强化品牌效应，拓宽营销渠道

国内企业应打破传统的销售经营方式，建立以浮游花时尚设

计为主导，浮游花商品化、多样化发展的经营模式。与时俱进，

结合“互联网 +”的时代背景，健全浮游花网络营销平台，依据

大数据分析结论，拓宽销售渠道，更好地满足消费者的市场需求。

通过经营模式和市场营销手段的优化，以及浮游花销售模式的创

新直通，产业链不停扁平化，将是浮游花市场发展趋势与未来。

（二）整合优良资源，完善制造设备

浮游花 2016 年兴起于日本，国内起步较晚，经验不足。因此，

可以采取技术资金双向合作的办法，快速借鉴国外的先进技术，

为国内的浮游花市场寻求长远发展。在借鉴国外技术的同时，联

系浮游花相关企业，整合国内技术资源，共享精油等配方，形成

品牌效应，提高竞争力。

其次，提升工艺水准、完善制造设备是长期发展的重中之重。

对现有的制作工艺和设备做进一步改进，不仅要引进国内外浮游

花先进的制作工艺，还要不断探索，不断创新。此外，提高设计

水平，增强艺术性以适应不同的市场需要，实现利益最大化。结

合引进国外浮游花新品种的契机，引进和购置配置设备，实现浮

游花种植、采收和加工生产的机械化操作。

（三）引进优良品种，满足市场需求

进一步加大科技投入，加速品种创新。根据花材产地气候情

况及植物生长情况，坚持可持续发展原则，不断开发国内优良品

种，例如迷你文心兰、紫藤“普罗旺斯”等等。在丰富国内浮游

花品种的同时，满足消费者的多元化需求，引进国外最新品种，

从国际市场上选购花材，以弥补原材料“短板”的问题；从欧洲、

日本等地引进新品种，并开展温室小面积尝试性种植，例如日本

长寿竹、南非凤凰花等等。

（四）统一生产标准，形成示范效应

借鉴日本、米兰和澳大利亚等国家的行业管理经验，建立适

合国情的浮游花种植、生产和管理运营、监管等一体化的行业规

范，以法律法规形式对行业进行有效管理。同时，可由政府牵头，

开办浮游花中外合资企业，加强对浮游花的原料使用和生产监管，

对废料处理、污水排放设置排放指标，并以此为标准公告给其他

浮游花企业，不仅可以形成大厂示范效应，供其他生产商借鉴，

还可以规范行业和市场秩序，提升花卉企业的持续发展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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