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葡萄经济价值高、保健作用强、人工栽培管

理容易、产量高、效益好[1]。用其浆果酿造的山葡萄

酒呈宝石红色，鲜艳透明，醇厚爽口，具有独特的果

香和酒香，畅销国内外，市场发展前景广阔[2]。近年

来，集安市山葡萄发展面积逐年增加，经济效益显

著，已成为集安岭南农民增收的主导产业，但随着

全国各地葡萄产业突飞猛进的发展，集安市山葡

萄产业的发展既面临机遇又面临挑战。

1 集安市山葡萄产业发展状况

1.1 山葡萄产业发展历史

集安市山葡萄产业规模性发展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所种植的品种主要用途是为葡萄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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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饮料生产企业提供果汁原料。纵观几十年的发

展历程，曾有过辉煌的业绩和成功的经验，也有低

谷的阵痛和深刻的教训，是一个曲曲折折的发展

过程。
1976 年，集安县供销社引进吉林左家特产研

究所培育的公酿一号山葡萄新品种试种，由于该

品种具有耐寒、抗旱、结果早、产量高的特性，再加

上集安得天独厚的生态条件，1980 年以后，该品种

迅速在集安大面积推广。1998 年，山葡萄总面积达

到 601 hm2，产量达到 8 076 t。最好年份实现销售

收入 300 万元。但由于加工企业的生产能力、辐射

带动能力和市场开发能力有限，1989 年起，山葡萄

出现滞销现象，造成原料大量积压，农民蒙受巨大

损失，不得不砍掉苦心经营的葡萄园，到 1995 年，

全市山葡萄仅剩下 161 hm2，产量 807 t[3]。90 年代

中期，随着葡萄酒市场的升温，通化葡萄酒、通天

葡萄酒、茂祥葡萄酒业等企业纷纷来我市培育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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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007～2009 年集安山葡萄种植面积及产量

品种
2007 年 2008 年 2009 年

面积(hm2) 产量(t) 面积(hm2) 产量(t) 面积(hm2) 产量(t)
公酿一号 589.7 13 102.0 588.7 10 900.0 588.7 10 550.0

双优 376.3 6 959.0 380.8 5 563.0 395.6 5 450.0
双红 233.0 2 762.0 238.2 2 440.0 261.7 2 235.0

左优红 100.5 201.5 104.0 163.0 105.0 220.0
维代尔 6.0 18.5 13.0 15.0 53.0 21.0

合计 1 305.5 23 033.0 1324.7 19 081.0 1404.0 18 476.0

表 2 集安市山葡萄加工企业及其加工能力

编号 企业名称 厂址 储汁能力(t) 加工能力(t)
1 通集葡萄酒公司 开发区 10 000 8 500
2 福海特产加工厂 麻线乡 5 000 4 200
3 祥和食品开发公司 青石镇 3 500 3 100
4 通天酒业公司 青石镇 2 000 1 700
5 茂祥药业公司 青石镇 2 000 1 700
6 华丰绿色果汁厂 开发区 2 800 2 400
7 长白山葡萄加工厂 通沟村 2 200 1 900
8 鑫义葡萄原汁加工厂 青石镇 1 300 1 000
9 霖园葡萄种植公司 青石镇 1 800 1 500
10 协和榨汁厂 开发区 1 000 800
11 于春辉榨汁厂 开发区 800 600
12 盛大葡萄酒公司 开发区 1 300 1 200
13 德林葡萄原汁厂 麻线乡 1 600 1 300
14 仁盛福加工厂 开发区 400 300

合计 35 700 30 200

建设原料基地，使我市山葡萄产业又重新得以发

展，同时，吉林左家特产研究所选育出的山葡萄新

品种双优、双红也在我市得到了大面积推广，这也

成为集安山葡萄发展的第二代品种 [4]。随着种植

面积的扩大，产量的增加，葡萄价格受市场影响也

波动很大，特别是老品种(公酿一号)在 2003 年曾

一度只卖到 560 元 /t。
1.2 山葡萄产业发展现状

随着葡萄酒市场的逐步繁荣，葡萄酒生产企

业加大了原料基地的培育力度，而集安具有半大

陆半海洋性气候，积温高、无霜期长、光照充足、雨
量充沛等适合山葡萄种植的优越生态自然条件，

因此成为了厂家的首选之地。目前有通化葡萄酒

公司、通天酒业、茂祥酒业三户企业与我市农民签

订了 15 年 733 hm2 的山葡萄原料基地合同。定

单农业的发展激发了农民的积极性，据 2009 年末

统计，集安山葡萄种植总 面积已发展 到 1 400
hm2[5](表 1)。

我市现已成为国家级农业标准化绿色山葡萄

基地，农业部农产品绿色山葡萄标准化生产示范

区。基地种植区域主要集中在岭南的青石、太王、
麻线等 6 个乡镇，其中青石镇是最大产区，面积和

产量均占全市的 40％以上份额。主要销售方向是

山葡萄原酒生产企业和浓缩汁生产企业。现有公

酿一号、双优、双红、左优红、维代尔 5 个山葡萄品

种，其中左优红是可酿造干红葡萄酒的葡萄新品

种[6]。而双红、双优、公酿一号的果实含酸量高、含
糖低，只能生产半汁甜红葡萄酒，国家经贸委新颁

布的《中国山葡萄酒技术规范》强制规定，不允许

生产和销售半汁山葡萄酒。因此，左优红对于更新

上述高酸低糖山葡萄品种和山葡萄产业发展具有

重要作用 [7]；维代尔是近几年发展的用于制作冰

葡萄酒的新品种，其所生产的冰酒在国际市场上

是珍品，是一个极具开发潜力的产业[8]。但由于品

种更新成本较高，过渡期较长，原有品种虽然经济

附加值不高，但仍有一定的市场。
尽管集安山葡萄产业经历过一个曲折的发展

过程，出现过滞销、砍伐等令人痛心的现象，但几

年来，经过对比山葡萄效益还是要远远高于粮食

作物，可大幅度提高农民的经济收入，从现有规模

来看，已经成为我市农村主导产业之一，对农民的

增收致富起到了一定的支撑和拉动作用。2009
年，全市山葡萄总产量为 18 476 t，实现销售收入

3 700 万元。
1.3 山葡萄产业加工现状

集安的山葡萄榨汁加工企业几乎与山葡萄基

地建设同时起步，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先后投资

建设两家企业。1997 年我国葡萄酒产业走出低谷

以后，山葡萄加工企业纷纷建立，2009 年集安山

葡萄榨汁加工企业发展到 14 户，加工能力较大的

企业有通集葡萄酒公司、福海特产公司、祥和绿色

食品公司、华丰绿色果汁厂等(表 2)，从业人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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册)200 人左右，加工季节临时雇工 500 人左右，

专业技术人员 50 人。截止目前，全市山葡萄榨汁

加工能力已达到 3 万 t，总储汁能力达到 3.5 万 t，
2009 年全市山葡萄加工量为 17 000 t，原酒产量

10 200 t，加工产值 5 600 万元。目前集安山葡萄

加工途径单一，产品主要是葡萄原酒，产品主要供

给张裕、王朝、长城、威龙、通化等国内葡萄酒生产

企业。国家全汁葡萄酒标准出台后，目前生产主栽

的山葡萄品种公酿一号、双优、双红的果实含酸高

达 1.96%～3.64%[7]，只能用于调色和调酸，这样

就严重影响到集安山葡萄的市场需求量。
1.4 山葡萄产业综合评价

集安山葡萄产业无论是从规模上还是从品质

上都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规模上是省内最大的

山葡萄生产基地，品质上有着野生山葡萄含汁多、
色泽好、酸度高的特点，特别是最新发现的山葡萄

果实中所含有的能预防癌症和心脑血管疾病的白

黎芦醇和前花色甙等植物抗毒素物质含量比欧亚

种葡萄品种高 1 倍多，深受消费者青睐和好评 [1]。
另外，集安的生态、气候、土壤等自然条件得天独

厚，又有着多年的发展历史，积累了丰富的生产管

理经验，懂技术、会管理的技术人才多，在生产加

工方面虽然深精度不高，但具备一定规模，有一定

的营销网络。这些比较优势为我市山葡萄产业的

可持续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2 集安市山葡萄产业发展存在的问题

2.1 精深加工企业带动力不强，缺乏终端产品

目前，集安 14 户山葡萄加工企业的生产工艺

和产品雷同，全部加工葡萄发酵汁，生产销售半成

品山葡萄原酒，用于葡萄酒生产原料，没有直接面

对消费者的市场终端产品，其产品科技含量不高、
附加值低，缺乏终端产品，市场销售完全掌握在葡

萄酒生产企业手里。虽然产业规模有一定的比较

优势，但始终没有打造出产品优势和经济优势，整

个产业对我市工业经济和财政税收的贡献率很

小。虽然现有吞吐能力已达到 3.5 万 t，可以全部

吃掉集安的葡萄资源，但从实际加工看，平均年加

工数量还不到设计能力的 2/3。特别是 2006 年实

际加工量不足设计能力的 50%，不仅产能大量闲

置，造成资源浪费，而且由于生产成本的增加，市

场竞争力也开始减弱。我市山葡萄加工企业没有

科学的经营方针和策略，没有形成完善的市场营

销体系，缺乏有能力的销售队伍，生产经营存在盲

目性和机遇性。没有去认真研究市场发展态势和

山葡萄的品质特性，对企业的发展缺乏长远规划

和目标。另外，加工企业之间还存在无序竞争和互

相拆台现象，对我市发酵汁的信誉和品牌造成一

定损害。
2.2 宣传展示不到位，资源优势未得到显现

集安山葡萄开发种植有着 30 多年的历史，虽

然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但目前看无论从规模

上、品质上和发展条件上都具有比较明鲜的区域

优势和比较优势。首先，在品种上，虽然公酿一号

品种相对老化，且仍占有 40%左右份额，双优、双

红等较优品种占 60%的份额，但集安山葡萄酸度

高、含汁量高，色泽好。这些山葡萄品种适宜生长

的区域较少，全国总产量有限，具有很强的区域优

势。近年来，集安市各相关部门加大了对葡萄产业

宣传推荐和品牌打造力度，成功申报了国家农业

标准化绿色山葡萄基地和示范区，创建了绿色食

品品牌，但其产品特有品质还没有针对性地宣传

展示到位，应有的知名度还没有完全显现。
2.3 科学生产不规范，品种结构不尽合理

集安山葡萄产业经过多年的生产经验积累，

现绝大多数种植者都能掌握常规性的生产管理技

术要领，从育苗、栽培到施肥、病虫害防治、养护直

至采摘和储运都能有效地组织实施，产量也有保

证。可是农民为追逐经济效益，存在重产量、轻质

量的观念。一味地使用化肥催产，导致葡萄有效成

分含量下降，品质和档次降低。同时，从山葡萄生

产到收购缺乏必要的质量控制和标准化指标，这

种不科学的生产管理和维护方法，严重影响了集

安山葡萄的品质，照此发展必将在激烈的市场竞

争中被淘汰。
集安山葡萄产品结构仍是以具有 30 多年历

史的公酿一号为主体，该品种滞销态势日趋严重。
双优、双红、左优红等较受市场欢迎的品种还不能

唱主角，而具有广阔市场发展前景的威代尔只是

刚开始试种，且没有较强的增长趋势，预计短时间

内不会有产业规模。同时，山葡萄加工企业对开发

研制新产品的积极性不高，制约了山葡萄优良品

种的改良速度，不利于山葡萄产业的后续发展。

3 集安市山葡萄产业面临的形势

总体上看，集安山葡萄产业具备了一定规模，

品种结构上有独有的品质特色和区域优势，有良

好的发展基础和条件，但所面临发展形势不容乐

观，必须认真对待。
一是产业还没有完全实现订单农业，订单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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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数为 733 hm2，占总面积的 52%。由于我市生产

的公酿一号原酒不能用作中、高档葡萄酒原料及

双优、双红葡萄原酒酸含量高的原因，只能用作调

色和调酸原料，严重影响了集安山葡萄和山葡萄

原酒的市场需求量。二是近几年国内的酿酒葡萄

种植发展较快，多数规模较大的葡萄酒生产商纷

纷开始在河北、山东、甘肃、宁夏等地建立自己的

基地和发酵站，而且山葡萄品种结构在不断优化。
另外，本省梅河口、柳河、通化等地山葡萄种植面

积也有发展，一定程度地冲击了集安山葡萄销售

市场。三是由于国家对进口葡萄酒及半成品关税

下调，国外一些葡萄原酒大量涌入，抢占了国内葡

萄产品的市场份额。这些不确定因素都将对集安

山葡萄产业的巩固和发展构成巨大威胁。

4 集安市山葡萄产业发展的对策与

建议

4.1 整合资源，构筑发展平台

要充分发挥政府的重要作用，积极协调社会

各方面力量，构建我市山葡萄产业发展公共平台，

建立高层产业谋划体制，以市场为导向，以科技为

依托，创新服务机制。各级政府要进一步解放思

想，明确责任，结合实际尽快制定和出台切实有效

的扶持优惠政策，为山葡萄产业发展创造更优更

好的经济和社会环境。在积极引进投资者的同时，

整合现有加工企业和葡萄基地资源，利用政策科

学引导，形成合力，使集安山葡萄产品提高质量和

档次，提高科技含量，增加经济附加值，增强市场

竞争和拓展能力。要充分发挥产业协会的积极作

用，加强技术培训和指导服务，深入研究市场，及

时准确掌握市场需求，为农户和企业提供可靠信

息。加强对农民市场意识的培养，提高他们驾驭市

场的能力，让他们充分认识到当前市场人们的消

费理念和发展趋势，强化田间管护，使产品真正达

到有机绿色标准。
4.2 加快葡萄终端产品开发，培育壮大龙头企业

近年来，一些以葡萄产业而闻名的地区其产

业优势更加显现，而集安虽是优质山葡萄产地，但

并没有被成功打造成山葡萄产业优势城市。所以，

我市要立足本地优势，抢抓机遇，争取主动，努力

延伸山葡萄产业链条，促葡萄产业优势形成。目前

集安山葡萄制品多为初级产品或半成品，产品增

值有限，市场竞争力不强，不能实现效益最大化，

这是影响集安山葡萄产业高效发展的一个突出问

题。要搞好葡萄产业发展，必须立足国内外市场需

求，具体实现二个转变，引导企业重点向精细型、
深加工、多品种、高效益方向发展。一是由粗放型

加工向精细型加工转变。要围绕拉长葡萄产业链

条，广泛采用具有先进水平的新技术、新设备、新

工艺，不断提高产品档次和质量。同时，要针对人

们生活消费水平及保健意识的提高，加快发展高

档的葡萄酒产品，这是提高效益、推进葡萄产业向

纵深发展的重要领域，有条件的企业要抢抓机遇，

争取先行一步。二是从小作坊向大企业转变。要勇

于借助外力，吸引域外厂商来集投资兴业，尤其是

要与影响力大的知名企业开展不同形式的合作，

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伙伴关系，做到优势互补、取
长补短。要集中培植一批带动力强的龙头骨干企

业，充分发挥聚合效应和规模效应，尽快改变集安

是原材料的供应地、输送半成品初级加工厂的地

位，占领葡萄产业链条的至高点，要在葡萄终端产

品上做出大文章、好文章，达到实现经济效益最大

化的目标。
4.3 多措并用，加快优良品种推广

在稳定现有生产面积的基础上，积极进行品

种结构调整，大力发展优质左优红品种，逐步减少

公酿一号品种的种植面积，尽早完成山葡萄品种

更新换代，优化品种结构，以适应市场需求。要发

挥政府的主导作用，扶持建立山葡萄种苗培育中

心。正确引导广大农户广泛种植优良山葡萄品种，

对更新优良品种的农民给予适当补贴，鼓励广大

葡萄种植户自愿主动积极改良葡萄品种。要强化

本市企业的引领作用，在进一步加强企业加工工

艺水平提高的同时，要引导企业实施优质山葡萄

品种产品开发，这样不仅增强企业与市场的关联

度，而且能通过企业订单发展，逐步引导广大葡萄

种植户改变种植观念，广泛种植市场前景好、品种

优良的山葡萄品种。在继续同全国知名企业开展

深入合作的同时，要进一步加强与通化山葡萄酒

城的合作，除继续提供部分原料或半成品外，要建

立生产基地，尤其要突出优良山葡萄品种的地位，

加强优良山葡萄品种基地的开发建设，破解更新

优良品种的资金和技术瓶颈，实施优良品种规范

种植、规模化发展。另外，要注重培育一批葡萄种

植大户，给予葡萄种植大户更多的关注，引导种植

大户改良优质山葡萄品种、联系加工企业，发展订

单种植，引进先进技术和实施有效指导，力争通过

种植大户带动本地区葡萄种植户合理调整山葡萄

种植品种，进而加快优良品种的推广速度。
4.4 科学管理，提高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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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经贸委颁布《中国山葡萄酒技术规范》，

规范首次对葡萄酒的原料品质以法规的形式予以

界定，山葡萄被列入特种葡萄酒中，对果农选择山

葡萄品种、企业生产山葡萄酒都有严格的技术标

准。我市应根据此标准制订具有可操作性的实施

方案，一是通过积极开展科技示范园区建设，设立

葡萄科技示范园区，为新品种、新技术的推广提供

试验基地，全面推进山葡萄标准化、规范化种植。
制定和规范酿造葡萄生产规程，进行绿色、有机、
无公害基地化生产模式和管理，减少农药化肥的

残留，做到增质增效，提高产品的价值和竞争力。
二是对加工企业严格规范生产标准和环境条件，

严格实施 QS 体系认证准入制度，提高产品的内

在质量。
总之，集安山葡萄产业发展的前景非常广阔，

要总结过去的成功经验，正视今天的严峻挑战，不

断总结我市发展葡萄 30 多年的历史经验，把握市

场行情，不断开发新品种，拓宽葡萄销售渠道，积

极为葡萄产业发展寻找出路。要按标准化进行管

理，打造特色品牌，抵御市场波动，力争在葡萄市

场激烈竞争的大潮中立于不败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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