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果品业是河北省农业三大主导产业之一，果品

业对于提高农民收入，优化产业结构、改善生态环

境、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具有十分重要意义。为加

快果品业发展，河北省人民政府发布了《关于加快

建设果品产业强省的意见》提出到 2015 年，全省果

树总面积发展到 200 万 hm2、果品总产量达 200 亿

kg、果品产业总产值达到 1 000 亿元的目标。

1 河北省果品业产销现状

1.1 果树种植面积、产量、出口不断扩大，经济效

益显著增加

截至 2011 年底，河北省果树种植面积 157.5 万

hm2，位居全国第 1 位，果品年产量 124 亿 kg，位居

全国第 2 位，全年果品出口量在 3 亿 kg 左右，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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梨、板栗出口占全国首位，苹果、葡萄、梨已进入欧

美等高端市场。目前全省共有 1 400 多万农民从事

果品生产经营，靠果品业人均收入 3 000 元以上的

村已达 2 000 多个，果品收入在果品主产区占农

民人均收入的 1/3。
1.2 果品树种、产业优化布局初步形成

河北省果树主要栽培树种有梨、苹果、桃、葡

萄、枣、板栗、核桃、柿子、杏扁等。其中苹果、梨、
葡萄、枣、板栗和核桃栽培规模大，产业化经营程

度较高，是河北省果品产业的主要支柱。经过近

10 年的结构优化与布局调整，已经形成了 8 个果

品经济带。同时按照国际标准，培育和完善了鸭

梨、黄冠梨、红富士苹果、京东板栗、红枣、核桃、仁
用杏等 7 大果品外向型商品生产基地。
1.3 栽培技术不断提高

随着人们对果品质量要求的提高，河北省果

品生产逐渐由规模数量型开始向质量效益型转

变，采用了与新品种相配套先进树体管理技术、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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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管理技术、保护地栽培技术、生产标准化、矮化

高效无公害栽培技术，果树定位化、定量化、定时

化节水节肥等综合栽培技术，大大提高了果品质

量。
1.4 果品标准化程度不断提高

全省果品大多实现标准化生产，至 2011 年，

果品标准化生产面积达到 126.7 万 hm2，占果树

种植面积的 86.3%。并制订了苹果、梨等果品的栽

培和质量标准 70 多项，这些标准在指导果品生产

和流通、提高果品质量、规范果品市场、维护生产

销售消费利益中起到了重要作用，目前河北果品

做到了果品质量安全事故 100%可追溯，果品抽

检合格率 98.91%，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
1.5 果品产业化经营能力明显增强

在政府部门的大力支持和推动下，果品产业

化经营能力明显增强。第一，龙头企业增多，目前，

全省规模以上果品企业达到 2 000 多家，如露

露、长城、栗源等大、中型果品加工龙头企业，果品

贮藏与加工能力有了较大的提高。第二，果农组织

化水平增强，果品合作组织已达 1 300 多个，带

动农户数达到 20%以上。第三，品牌产品增多，创

建了天华牌黄冠梨、富岗苹果、华夏冬枣等知名品

牌。在知名品牌的带动下，产业的集聚程度进一步

加强，全省果品产业化经营率达到 50%以上，个

别地区已达到 85%。
1.6 果品销售网络初步形成

河北省果品生产总量的 80%以上是在国内

市场销售，现在，河北省已建成各类批发交易市

场 2 600 多个，果品专业批发(交易)市场 52 个，

季节性果品市场 800 多个，经营果品的城市综合

批发市场 255 个，经纪人队伍 10 万多人。苹果、
桃、板栗、红枣等大宗果品，以省外销售较多，约占

其总产量的三分之二，在京津市场占有率达 45%
以上。

2 存在问题

2.1 优质果率低，精品果少

目前我省果树栽培面积和总产量在全国名列

前茅，但优质果率相对较低，农民往往增产不增

收。造成优质果率低的原因一是果农素质较低。很

多果农依靠以往经验管理果园，如许多枣农仍沿

用传统管理方法对果树进行修剪，造成树体高大、
内膛光秃、结果部位外移，产量低、品质差。同时由

于使用肥料品种、时期、方法不当，造成花少，坐果

率低，果实品质差。二是一些果品品种老化，错季

水果、名优特水果种植面积少。如柿子的栽培品种

仍主要是涩柿，甜柿虽有引进，但量很小，还没形

成大的规模和产量；桃也以老品种居多，而鲜食黄

肉桃、优质蟠桃和优质油桃居少。三是新引入的品

种缺乏适合本地区的栽培技术，在许多地区，由于

缺乏适合品种特点的栽培技术，造成果实品质下

降的问题相当普遍。
2.2 龙头企业带动能力较弱，果农组织化程度依

然较低

虽然河北省全省规模以上的果品企业数量不

少，但总体规模小，总资产在千万元以上的果品龙

头企业和组织只有 80 多家，果品龙头企业带动能

力弱，直接影响着果品产业化的水平和成效。
目前河北省很多地区还是以户为单位种植，

一些乡村无果品生产合作组织，而已建立的合作

社往往实力也比较弱，规模小、组织松散，无法实

现产业化运作模式。据调查我省只有 4.61%的农

户的苹果是通过专业协会等农民合作组织进行销

售，小农户与大市场的矛盾突出，难以抵御生产风

险、销售风险、竞争风险。
2.3 采后商品处理与深加工能力弱，果品附加价

值低

果实的优良品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采后商

品化处理水平，河北省目前只有 5 条果品产后商

品化处理生产线，产后采用商品化处理线处理的

果品尚不到总产量的 10%，而发达国家水果采摘

后要实行预冷、贮藏、洗果、涂蜡、分级和冷藏运输

等内容的规范配套的操作流程，产后商品化处理

的比例接近 100%；河北省果品加工率仅为 18%，

且仅 9.6%为精深加工制品，特别是苹果、梨等大

宗果品精深加工能力更小，与河北省苹果、梨的产

量不成比例，发达国家果品加工率超过 40%，且

80%的为精深加工制品；河北省果品附加值仅为

0.4∶1，美国果品加工附加值与初级产品的价值之

比是 3.7 ∶1，日本为 2.4 ∶1，附加价值低，严重制约

了果品产业整体经济效益的快速提升。
2.4 流通环节薄弱，销售渠道少

我省果品流通环节相对薄弱，表现为一是果

品流通设施陈旧，储藏条件差。目前我省果品贮藏

量仅占总产量的 32%，大多果品贮藏还以地窖等

简易设施为主，而气调贮藏仅占总贮量的 1.5%，

绝大部分果品是用土窖和机制冷库贮藏，造成保

鲜质量差。二是产地批发市场规模较小、环境简

陋、交易手段落后、功能不全，是果品流通中的薄

弱环节。三是果品销售渠道少，主要靠经纪人、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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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贩的收购，多数农户没有十分稳定的销售渠道，

虽然销售问题不大，但价格容易被压低导致收益

降低，四是信息渠道不畅，近年来，我省虽然也建

立了一些针对果品产销的信息渠道，如河北果品

网、河北果业网、河北信发果品网，但存在着信息

更新不及时、缺少有关市场行情预测等问题，而农

民由于没有电脑或不知怎样通过电脑、手机等信

息平台获得信息，同时也不能准确地对信息进行

分析判断，造成了农民种植及销售的盲目性，出现

上市时间一致、不知何时出售最佳等问题。
2.5 知名品牌少

我省各地企业或合作组织虽为果品注册了不

少品牌，但大部分品牌缺乏市场知名度和影响力，

造成果品附加值并不高。当前问题主要表现在：一

是只注重地域品牌，而企业品牌宣传不够。例如很

多人都知黄骅冬枣，但当地的古园品牌人们并不

知晓，这样就容易造成以假乱真的现象，不论哪里

的冬枣，一律宣传为黄骅冬枣，结果一旦个别水果

商出现问题，整个区域的冬枣都会受到牵连。二是

获得绿色认证、地理标志的产品少，名牌产品是以

高质量为基石的，而有绿色食品标志、地理标志是

高品质的证明。三是包装没有细分，造成一等产

品，三等包装。而河北很多果品都是只用塑料袋或

者瓦楞纸箱简单包装，上面标明产地和品牌名称

就什么都没有了，而这样的包装往往让人感觉档

次低，和品牌形象不符。

3 我省果品发展对策

3.1 加大科技服务，提高果品品质

①完善科技服务体系，组建县、乡、村三级科

技服务网络，通过提供技术培训、技术指导、技术

咨询等服务，提高果农管理水平。②加强良种繁育

体系建设，调整果品结构，种植适宜当地特色的名

优品种。③要以绿色果品为目标，推广果品无公害

生产技术，提高果品质量。④加大科研投入，支持

各大院校和农业院所研究解决果树配套栽培技术

及与产业发展紧密相关的一些关键技术中存在的

问题。
3.2 完善扶持政策，加快投资，促进果品产业化

发展

为促进果品业的发展，应成立省级果品产业

领导小组，制定财政扶持政策，加强果品产业的组

织和协调，建立起果农专业合作社、加工企业、运

销组织、批发零售市场有机融合的产业链。政府应

在龙头企业的金融贷款、项目引进、征用土地、市

场流通等方面给予扶持，鼓励龙头企业更新改造、
开发新品种、延长产业链条，尤其是出口型龙头企

业要给予优先支持，争取通过果品的外销来拉动

我省果品价格的提高。
要引导和加强果农的组织建设，倡导合作社

及时注册，使农民从自发型组织向法制型的组织

上发展，充分发挥合作组织和果品经纪人在新树

种引进、病虫害综合防治、物资供应、储藏加工、销
售渠道、权益维护等多方面的作用。
3.3 加强信息网络建设，建立价格预警体系

只有果农及时接收信息，才能通过市场引导

生产、销售，因此要搭建国家、省、县三级联动的果

品种植及销售信息平台，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各

地政府应配备专业人员到超市、产地批发市场、销
地批发市场、生产基地收集信息，及时向果农提供

有关天气、栽培技术、流通、库存、价格及有关的政

策信息，建立价格预警体系，引导果农科学种植、
适时销售，信息传播渠道可以通过专门网站、广

播、手机报、或农村技术员来传递，必要时可以对

果农进行信息收集方法的培训。
3.4 加强市场流通体系建设，扩宽销售渠道

果品市场的开拓是我省建设果品强省的必经

之路，因此要实施市场带动战略，增加我省果品在

全国乃至全世界的市场占有率，为果品业的发展

提供广阔的市场空间。
3.4.1 多渠道融资，改造果品储藏企业设施，完

善产地批发市场建设

多渠道融资，改造果品储藏企业，建设一批气

调果品贮藏库，以增加果品的保鲜水平；为给果农

和外地客商提供良好的交易环境，要通过多元投

资的模式，在果品产地建设规范化的现代果品批

发市场，提高果品的保险、分级、包装、贮运水平，

在市场内要建立果品农药残留检验中心。同时也

要逐步改进交易手段，引进拍卖交易、样品交易、
期货交易等。
3.4.2 减少流通环节，加大农超对接力度

果品从采摘到销售给消费者，往往需要 5 到

7 个环节，每个环节都要有一定的利润，这样就造

成消费者的购买价格偏高而果农收入没有增加。
而农超对接这种现代流通方式，可以减少中间环

节，显著降低成本，建立稳定的产销关系，使消费

者、果农、超市三方受益。如高阳天丰农业合作社

与家乐福旗下的蔬果茂农超对接中心合作，将果

品销往欧洲等国，使农民收入明显提高。因此政府

要做好扶持工作，搭建信息、服务平台，保证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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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53 页)才能生长旺盛，才能为以后的出耳奠

定良好的基础。本试验证明，葡萄枝屑含量以

40%～60%较为适宜，若超过 60%，由于料内通气

性下降，对菌丝生长和生殖生长均不利，培养料中

养分难以被充分利用。在实际生产中，可根据培养

料其它成分的不同作适当调整。
3.4 不同的培养料栽培黑木耳，由于生长过程中

其长势及代谢能力的差异，产出的黑木耳营养成

分及品质也不同。不同样品，在脂肪、粗纤维及总

糖含量方面并没有明显区别；但蛋白含量差异较

大，其中 N3 蛋白质含量达 12.37%。比 N1 高出

21.0%，比对照高 7.3%。可见，培养料配方各营养

组分合理搭配有利于蛋白质的生物合成。
样品 N3 鲜耳的含水量稍高于其他，推测 N3

中蛋白质的含量较高，子实体更易与水的结合。
3.5 黑木耳是一种珍稀、味美、保健的食用菌，近

年来在本地区发展速度较快，但黑木耳产量高低

不等，这与培养料配方等栽培技术有关。本试验研

究表明，配方 F3 为较好的黑木耳培养料配方，可

用于生产中栽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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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李锡香 . 新鲜果蔬的品质及其分析法 [M] . 北京：中国农业

出版社，1994：180- 259 .
[11] 邓百万，杨海涛，李志洲，等 . 红汁乳菇子实体营养含量成分

的测定与分析[J] . 食用菌学报，2004，11(1)：49- 51 .
[12] 惠丰立，魏明卉，刘 征 . 黄伞菌子实体营养成分分析 [J] .

食用菌学报，2003，10(4)：20- 23 .

流通发展的良好外部环境，通过“超市 + 基地”、
“超市 + 农村合作经济组织”、“超市 + 龙头企业”
等模式来实现农超对接。
3.4.3 开拓国内和出口市场

积极参与国家和各省市举办的各种果品鉴评

会、展销会，扩大我省果品的知名度。在巩固华北

市场的基础上，逐步扩大国内市场，同时也要主动

联系国外市场，要支持和鼓励龙头企业、合作社、
经纪人在全国各主要果品批发市场设立稳固的直

销网点。
3.4.4 开通网上销售渠道

果品业可以通过网络实现直销，弥补现实市

场在时间和地域上的界限，通过在网上建立自己

的网页，展现产品的外观、生产过程，树立企业形

象，或在各果品专业网站发布产销信息，改变过去

盲目跑市场的情况，以降低成本，提高效益。
3.5 实施名牌战略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购买水果的品牌

意识也在不断加强，而名牌果品代表着高知名度，

容易进入消费者选购范围，因此应实施名牌战略，

在实施名牌战略时要注意：一、在借助地域品牌的

基础上，要加强企业品牌的宣传力度，通过参加在

京津等地举办的河北果蔬节、各产地举办的赏花

节、采摘节、果品销售大会以及报纸、电视、广播、
网络等渠道进行宣传，提高知名度，同时还要对已

知名的品牌有保护意识，主动配合工商部门打假，

防止假冒产品对知名品牌的损害。二、政府要加大

引导和扶持力度，鼓励果农进行“三品一标”的认

证。三、果品实行分级包装，对于家庭用可以用简

易包装，体现经济实惠，而对于高档礼品水果，要

豪华大方，采用透明的礼盒装，在产品外包装上要

图片配文字，突出产品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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