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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品牌带动  产业链不健全
    

据云南省绿色食品发展中心一位

专业人士介绍，柑橘“卖难”的一个

主要原因是种植面积和产量增加，导

致市场供过于求。2014 年以来，水

果种植成为很多地区脱贫攻坚、产业

结构调整、生态修复的首选，在短短

五六年间种植面积大幅增长。2018 年

以来，多地柑橘集中挂果上市，省内

市场迅速饱和。而云南柑橘在国内和

国际市场上的销售渠道比较单一，短

期内出现“卖难”不可避免。

永胜县部分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

长均表示，目前市场上不管什么品牌

的柑橘，产品卖相、口感大同小异，

同质化严重。加之，除了个别名牌产

品外，大部分柑橘产品缺乏强有力的

品牌效应，客户在市场上的选择范围

广，普通柑橘市场竞争力比较弱。

此外，目前云南柑橘产品 90% 以

上以销售鲜果为主，除少部分作为工

业原料销往四川等地外，由于精深加

工发展滞后，导致每年 11 月到次年

1 月、2 月柑橘鲜果大量集中上市，

一旦市场饱和，大量柑橘很可能会烂

在田间地头，让种植户遭受损失。

    

优化区域布局  发展精深加工
    

“‘卖难’问题势必会影响果农

的信心和市场供给，必须及时解决。”

云南省农村干部学院培训部副主任、

云南农业大学教授杨文良认为，应进

一步优化柑橘区域布局。从全省来看，

种植总面积不宜再扩大，而应通过建

设配套设施和拓展销售市场，进一步

做强柑橘种植规模大、经济效益好的

地区和优势品种。同时，合理调配效

益和规模一般化的地区和品种，及时

淘汰效益差、品种老化地区的产品，

实现整体产业“去库存”。

同时，积极创新、优化、改良种

植和管护技术，通过品种更新、树种

更新和新品替代等方式，逐步淘汰效

益较差、种植面积较大的大众化品种。

依托“一村一品”等政策，积极发展

具有错季、杂交等差异化性质的品种，

形成“特色品种 + 错季上市”的发展

格局，有效破解同质化竞争问题。

在云南省农科院农产品加工研究

所所长李宏看来，应积极完善产业链，

特别是补齐精深加工短板。他建议，

采取政府扶持、企业主导等办法，通

过开展“一企一策”分类指导，围绕

精深加工设备购买和升级、人才引进、

产品研发、市场拓展、品牌建设等方面，

大力扶持一批拥有大规模柑橘种植基地

的龙头企业，积极建设一批精深加工厂，

将部分鲜果加工为罐头、工业原料等产

品。同时，以“企业+合作社”的模式，

将企业和种植户结成利益共同体，共同

抵御市场风险。

在加工方面，2020 年 7 月，云南

出台《支持特色农产品加工和冷链物

流建设政策措施》，柑橘行业的中小

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种植大户、

县域柑橘主管部门应积极抓住政策机

遇，因地制宜建设一大批适于柑橘特

性的田间初加工、保鲜小冷库等设备

设施，延长上市期，避免集中上市出

现产品滞销。 

    本刊记者  刘  宇 / 文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