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攀枝花市盐边县位于干热河谷地带，由于该地区的海报较
高，特殊的地理位置优势使得此地区的日照较长，因此，盐边县
的芒果品种质量优良，气候独特，芒果上市时间跨度长，晚熟的
主要品种为凯特芒果，可持续上市达半年之久，具有较高的市场
价值和发展前景。但是，由于该地区的芒果种植产业虽然面积较
大，但仍还未形成规模化建设，果农对于芒果种植的技术和销售
水平有限，盐边县的芒果在市场中的占有率仍需要进一步提高。

一、芒果产业发展现状
（一）管理模式不够完善
四川的攀枝花芒果的知名度越来越高，其中盐边县的凯特

芒果品种具有着较高的市场价值，但是在实际的芒果生产和销售
过程中，多数都是以单个农户为单位，从种植到销售模式还未形
成统一化和规模化，这就导致了农户在芒果种植和销售中承担了
极大地风险，也不利于整个芒果产业的长久发展。对于芒果种植
阶段来说，由于果农的种植技术和环境有限，导致芒果的种植方
式较为传统，并且盐边县各乡镇还在加大芒果种植面积，已发展
为以凯特为主的较单一品种生产基地，这也提高了果农的种植风
险。对于芒果种植管理来说，由于果农自身的经验有限，对于种
植技术的创新性不足，尤其针对病虫害的防治、中山区芒果遭遇
寒害等问题不能及时地进行救治，从而影响了芒果的产量和品
质。并且，由于盐边县地理位置的局限，多数种植基地为山路、
弯路，对于海拔较高地区的芒果种植和管理存在着一定的困难。
对于芒果的销售问题，以种植户个体为单位的芒果销售成效并不
高，对于盐边县的芒果销售缺乏统一的管理制度，不能形成统一
的经营模式，这就影响了盐边县芒果产业的发展和壮大。

（二）芒果销售渠道有限
由于凯特芒果的主要成熟期集中在每年的下半年，在市场的

占有率也不持久，在经济体制竞争激烈的今天，经销商需要能够
长久供货的产品，因此，凯特芒果的经济效益需要在有限的时间
内进一步提高。并且，虽然已有部分芒果加工成芒果干，由于主
要销售量仍以鲜果为主，鲜果的销售对于销售周期有着明显的要
求，如若高产量的芒果不能及时地拓宽市场销路，将会直接影响
芒果产业的经济效益。就目前的凯特芒果的市场效益来看，芒果
市场的覆盖率仍需要进一步提高，政府、合作社、家庭农场以及
果农还未形成一体化的经营模式，这对拓宽芒果的市场是不利的。

二、提升芒果产业效益的对策
（一）完善产业管理模式，提高芒果产量
想要提高凯特芒果产业的经济效益，首先要提高芒果的产

量，在芒果高产的前提下才能为芒果产业提供可持续发展的动
力。因此，芒果产业需要建立统一的管理模式，从种植技术到种
植环境的改善，全面的提高盐边县芒果的产量和质量。对于芒果
的种植模式，较为突出的管理模式就是发展种植合作社的形式，
这转变了传统的果农单一、分散种植的现象，降低了单个种植户
所承担的经济风险。种植合作社对农户进行统一的管理和技术指
导，对种植技术进行统一的培训和管理，整合了当地的种植资
源，实现了芒果种植科学、统一的规划管理。对于芒果的种植条
件来说，由于盐边县的地理位置有限，农户想要改善原有的种植
条件需要花费大量的资金，这对单个种植户来说很难实现。在种
植合作社的统一管理下，合作社联合企业和政府对芒果的种植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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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我国芒果产业的不断发展，芒果种植的面积不断扩大，芒果的产量和销量都在逐年上涨。攀枝花市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优势，使得攀枝花芒

果的气味芬芳、口感顺滑软糯、含糖量高，具有较高的市场价值，攀枝花芒果在市场中的占比逐年加大，因此，本文分析了芒果产业的发展现状，以及针对

芒果产业的发展问题，提出进一步提升攀枝花芒果经济效益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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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进行改善，例如，通过对当地水资源的合理改善和农用物资的
统一调配，解决种植户芒果灌溉和施肥的问题等。

（二）创新芒果生产技术，提升产品档次
对于芒果技术的创新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对病虫害

的防治要更有针对性，随着芒果产业范围的不断扩大，对于单一
品种的生产会使芒果面临新型病虫害的风险。因此，农技人员要
根据芒果种植的实际情况，研发出更加适宜的防治病虫害产品，
尤其要加强对于有机化肥、无公害农产品的研发，保证芒果的生
长的绿色环境，同时保护生态环境和农田资源。另一方面要加强
对芒果新品种的研发培育，由于凯特芒果属于晚熟品种，因此，
要提高盐边县芒果的产量，利用独特的地理位置优势拓宽芒果种
植的种类，对于芒果早熟品种和中熟品种进行研发，弥补凯特芒
果如今的市场空缺。并且，要加大对单项技术的培育技术，我国
目前对于芒果单项的培育技术仍不够完善。因此，要针对芒果的
种植和栽培技术开展单项研究，对于应对芒果产业中的问题起到
技术支撑。尤其对于芒果种植中的水分不足问题，要针对此问题
进行单独的科研研究，创新对抗旱品种的科研培育技术，不断地
改进芒果的种植技术。

（三）拓宽芒果销售渠道，提升经济效益
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各行各业都在通过网络平台来改

善销售模式，由于芒果的销售主要以鲜果为主，因此，芒果产业
急需利用网络模式来拓宽销售渠道，加速芒果的销量。目前盐边
县芒果虽然已有部分利用益农信息社、微信、直播平台、淘宝店
铺等网络渠道销售，让农户足不出户就能对攀枝花盐边芒果进行
宣传，拓宽了盐边芒果的销售渠道，提高了盐边芒果的知名度。
但是随着网络时代的高速发展，随之而来的信誉问题也逐渐显
现，由于网络是虚拟平台，因此要对于网络销售平台进行统一管
理，这有助于提升盐边县芒果产业的品牌效益。对于政府来说，
要加强对网络渠道销售的管理，建立绿色的互联网销售平台，让
互联网能够有效地促进芒果产业良性发展。首先，政府要针对芒
果高产地区建立科学的网络机构，便于政府对芒果的网络销售进
行管理和宣传，规范互联网销售行为，并对本地区的芒果进行统
一的市场规划。同时，在开展网络渠道销售时，要注重通过互联
网建立品牌效应，才能够保证芒果产业的可持续发展，通过政府
制定的推广政策进行营销，既能保证本地区芒果产业的信誉，又
能够加快芒果产业的统一和发展。其次，要组建专业的网络销售
团队来进行网络营销，并对果农进行科学的网络销售指导，共同
促进芒果产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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