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川地区是我国重要的柑橘基地，近年来晚熟柑橘快速发
展。本文以四川省为代表，从四川晚熟柑橘产业发展现状以及发
展优势，预防等方面阐述了促进晚熟柑橘发展的主要措施，对适
宜晚熟柑橘栽培的地区有一定实际指导意义。

一、四川晚熟柑橘产业发展现状
近年来，四川省充分利用区域优势，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

主线，着力调优品种结构、推行标准化生产、提升品质，提出了
“不与两广抢早、不与赣南争中”、着力推进“双晚战略”的发
展思路，大力发展晚熟柑橘产业。

（一）产业向优势区聚集发展
2018 年全省晚熟柑橘面积 200 万亩，较 2017 年增加 38 万

亩，增长 19% ；总产量 240 万吨，比 2017 年增长 18 万吨，同比
增长 7.5%。基本形成“成都蒲江丑柑”“青神碰柑”“丹棱不知
火”“资中血橙”“东坡耙耙柑”等特色晚熟柑橘集中发展优势区。

（二）产业科技支撑有力
积极引进新品种新技术开展试验示范研究，集成、创新、

研发了一整套适宜四川晚熟柑橘生产的优质、丰产、高效栽培技
术。其中，柑橘留树保鲜晚采技术连续多年成为部、省农业主推
技术，标准果园技术规程全国领先。国家柑橘体系功能室对留
树保鲜的经济评估，全省平均每亩增收 4000 元，其中，金堂县
11700 元，资中 9600 元，青神县 2100 元。搭建了“专家大院+科
技特派员+专业服务队+专合社+基地+农户+互联网”的技术支
撑体系，核心竞争力不断提升。

（三）产业链条不断延伸
四川省发展了各类晚熟柑橘专业合作社、企业，建立了从良

种繁育、苗木生产、标准化栽培基地建设到商品化处理及加工的
产业体系，柑橘初加工业主 260 个，初加工生产线 230 条，冷库
库容 87 万吨，年初加工量 145 万吨，柑橘电商销售平台 11 个，
年销售柑橘 100 吨以上的企业和电商 336 个，年销售柑橘 57 万
吨。

（四）品牌影响力逐步提升
结合乡村振兴战略，推动柑橘产业转型升级，着力打响中

国晚熟柑橘的金字招牌，产业品牌附加值不断攀升。先后创建农
产品地理标志保护产品 8 个、产地证明商标 1 个、有机食品 11
个、绿色食品 26 个。“眉山春橘”“丹棱桔橙”“蒲江丑柑”“青
神椪柑”“资中血橙”等晚熟柑橘品牌逐渐在全国打响，产品进
入北京、上海、杭州、广州等各大城市，部分出口东南亚地区和
俄罗斯。资中血橙、眉山晚橘等成功入围第二批“中国特色农产
品优势区”，四川省 7 个县（市）上榜“全国柑橘产业 30 强县
（市）”。

二、四川省晚熟柑橘发展优势与潜力
（一）无黄龙病蔓延，进一步扩大规模占领市场
柑橘黄龙病防控是世界性百年难题，迄今为止世界各国都没

有找到有效地防治方法。南非、菲律宾、印尼等国家的柑橘产业
曾一度被黄龙病摧毁。世界最大的甜橙园美国佛罗里达州 80%的
柑橘树受到了柑橘黄龙病的感染，大面积毁树弃园，短期难以恢
复，美国全国总产减半，从柑橘强国沦为净进口国。四川省冬季
气温较低，黄龙病传播源木虱不能在盆地内越冬，黄龙病在川南
偶有零星发现，但不能蔓延传播，为四川省弥补国内市场，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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柑橘规模提供了有利条件。
（二）消费需求改变，国内市场进一步扩大
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

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地发展之间的矛盾，以“质”
为特征的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取代了以“量”为特征的物质文化需
要。人民对农产品的要求更高，期望更大，极大扩大了国内消费
市场，需要我们加快推进产能结构调整，产品品质优化，产业业
态丰富，以适应不同层次、不同需求、不同类型的消费者对农业
消费的需求。世界人居柑橘占有量为 17.2kg，占世界总人口 22%
的发达国家，人均柑橘占有量达世界柑橘总量的 54.5%，人均年
消费量达 35kg，我国人均年消费量 25kg，每月消费 2kg，1 ～ 4
月只有晚熟柑橘销售，全国需求量在 1000 万吨左右，四川省晚熟
柑橘产量占全国 60%，目前产量仅 240 万吨，远远不能满足全国
消费。

（三）一带一路发展，国际市场进一步扩大
蓉欧快铁通过打通欧亚大陆通道建立泛亚（包括中国大陆、

东南亚、南亚、东北亚、太平洋西侧、印度洋南侧）与欧洲大陆
这两大经济区域的紧密联系来推动欧亚经济一体化发展，成都将
成为欧亚大陆桥中心节点，充分融入国家“一带一路”战略，晚
熟柑橘作为四川省高品质特色农产品将更多进入欧亚大陆。

（四）柑橘价格理性回归，比较效益仍然较高
塔罗科血橙 4 元/千克，平均亩产 3000 ～ 4000kg，每亩效

益 1.2 万～ 1.6 万元；爱媛、春见等 8 ～ 10 元/千克，平均亩产
2000 ～ 2500kg，每亩效益 1.6 万～ 2.5 万元，果农除去肥料、农
药、薄膜等生产资料成本 2000 左右，每亩纯利润仍然超过 1 万
元。据调查，大约 10%晚熟柑橘的高标准化管理果园，出产柑橘
品质优，有稳定的客源，爱媛、春见等单价可达到 18 ～ 20 元/
kg，每亩利润可达到 3 万元。通过标准化生产，提升产品品质，
拓展目标市场，晚熟柑橘利润仍然有上升空间。

三、提升发展四川省晚熟柑橘产业的主要举措
（一）大力推进产业布局优化
进一步调整优化布局，着力强化区域功能、提升供给能力、

保障质量安全、高效利用资源，把结构调优、调绿，让布局更合
理、优势更突出、产业更集聚，调整优化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和
品质结构，构建优势区域布局和专业生产格局。柑橘产业实施
“双晚”战略，老柑橘园高换一批不知火、清见、塔罗科血橙等
晚熟柑橘，大力发展爱媛等中熟品种，推广应用留树保鲜晚采技
术。

（二）大力推进良繁体系建设
首先，加快品种创新。启动特色经济作物良种联合攻关，组

织相关作物产业技术体系专家和省内实力强的种子种苗企业组成
联合体，集中优质资源和优势力量，聚焦攻关目标，在育种理论
与技术创新、种质创新、品种创新、机制创新上开展联合攻关，
加快选育一批有突破性的新品种。加强遗传资源保护，加强品种
资源开发利用和新品种培育。其次，加强良繁基地建设。结合实
施现代种业提升工程，加快建设一批区域性种苗繁育基地，提升
无病毒苗木良种苗木供给能力。加快建设与基地发展规模相适应
的良种繁育基地，建设一批集约化、工厂化良繁中心，建立完善



国家、省、市、县四级良繁体系。探索良繁基地管理运行机制，
以市场为导向，政府引导，企业为主体、有利润，种植业主受益
的原则，推进良繁基地健康、可持续发展。

（三）大力推进特色产业基地建设
在产业基地科学布局养殖小区，推进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

降低面源污染，推行有机肥替代化肥行动，提高产品品质。完善
基地田网、路网、水网、电网、互联网“五网”设施，提升基地
生产能力、排灌能力和农机作业能力，提升特色农产品优势区物
质装备水平，推进产业基地规范化建设。充分利用自然生态优
势，提升产业基地景区化水平，着力发展新产业新业态。对有基
础、有潜力的优势特色产业要推动基地规模快速扩张，对已建
成、初步形成规模的产业基地，要在提质增效上下功夫，全力锻
造一批绿色优质高效的中高端柑橘产业基地。

（四）大力推进标准化生产
这是提高品质效益的重要途径。首先，修订标准。要在系统

梳理现有标准基础上，清理、废止一批不适应绿色发展的标准，
制修订一批农药残留、技术规程、产品等级、废弃物资源化利用
等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完善标准体系。鼓励规模生产主体实施
严于国家标准的企业标准，引导柑橘标准化生产在更大范围、更
高层次上推进。其次，创新技术。要以资源节约、环境友好为重
点，加快集成组装一批绿色高产高效技术模式。以节肥节水为主
的技术模式，重点是推广精准施肥，以及水肥一体化技术。以绿
色防控为主的技术模式，重点是推广物理防治、生物防治和生态
调控等技术。以废弃物资源化利用为主的技术模式，重点是推广
有机肥替代化肥、秸秆综合利用技术、生草栽培。以土壤修复治
理为主的技术模式，重点是推广增施有机肥、合理轮作、深翻改
土、生物防治及土壤消毒技术。最后，提升农机化水平。加快推
进农机农艺结合，重点研发推广整地、植保、采收机械及采后保
鲜、储运、加工成套设备，提升生产效率和产品标准化水平。

（五）大力推进全产业链运营
延长产业链、提升价值链，推进一二三产业融合，是实现柑

橘绿色优质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重点是：培育大企业。支持
优势企业通过兼并收购、联合重组及合资合作等方式，整合中小
企业。鼓励有实力的企业跨区域整合资源，组建产销集团，形成
资源集中、生产集群、营销集约的格局，合理配置资源，充分发
挥龙头带动作用。促进三产融合。引导企业在优势区建设标准化
生产基地，构建“龙头企业+合作社（种植大户）”的原料供应机
制，保障产品质量安全和稳定的原料供应。支持企业建设高标准
加工基地，配套现代化加工装备，提高商品化处理水平。以产业
基地为载体，以果为介，充分挖掘民俗文化、农耕文化的内涵，
配套建设步游道、观景台、休闲农庄等农业旅游基础设施，把产
业基地打造成休闲农业精品景点。加快推进“互联网＋”特色农
业发展，推进线上线下融合发展，满足不同群体不断升级的消费
需求。创响大品牌。以优势企业和行业协会为依托，打造地域特
色突出、产品特性鲜明的区域公用品牌、企业品牌和产品品牌，
推动企业技术创新、改良生产工艺、优化包装设计，提升产品档
次，塑造品牌核心价值。积极搭建品牌产品销售推荐平台，加大
宣传营销力度，扩大品牌知名度。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文章对深入重点产区调研进行了分析，了解国际

国内形势，认真分析产业发展现状、产业优势与挑战，结合四川
省实际情况提出发展对策，为四川晚熟柑橘产业发展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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