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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核桃产业作为盘县生态农业发展的标杆, 盘县核桃生态农产品在市场上已经占据

一定的份额。 以此同时, 盘县生态农业的发展存在许多问题, 其发展受多很多因素的制约。 

本文分析了这些问题和制约生态农业产业发展的因素, 调查研究盘县核桃产业的现状、 优势, 

并针对核桃产业发展存在的问题及目前的核桃产业发展的国内外形势, 提出解决的措施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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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盘县核桃产业存在的问题及制约因素 

1.1 把核桃作为产业来发展的经济意识不够。 盘县除近几年在政府部门的主导下种植核

桃外, 其他核桃基本是原生的自然生长, 这种缺乏规划的自然繁殖, 由于核桃和其他农作物

生长对空间和阳光的需求, 如和玉米, 小麦, 马铃薯等农作物。 农户多数选择砍伐核桃树以

保障其他农作物对光的采集。 由此导致只有在荒山和坡地上有少量的核桃树, 且由于土壤贫

瘩, 核桃树长势不好, 核桃的病虫自然多, 挂果数量少, 产量低, 尽管市场上核桃的价格高

于其他农产品的数倍, 并且能在核桃收获的季节给农户带来一笔不小的收人, 农户会把一个

成年的核桃树视为自己的家庭的一笔财富, 但是他们依然不会主动成片的去种植核桃。这种经

济意识的缺乏和农村交易市场的不完善有很大关系。 

1.2 相关替代品市场竞争大。 核桃属于坚果系列, 相关的替代品有花生, 扁桃、 腰果

和棒子, 尽管核桃的营养价值被逐渐发现并得到认可, 但是相比其他坚果系列的产品来说, 

核桃的市场份额比较小, 和其他饮品相比, 核桃乳进人市场的壁垒虽然低, 但竞争过大, 但

是如饮料, 功能饮料市场被可口可乐, 百事可乐, 非常可乐占据, 瓶装水市场被娃哈哈, 农

夫山泉, 康师傅占据。 而植物油市场更是被菜籽油、 花生油、 橄榄油、 豆油垄断, 很少

看到核桃油, 核桃油要在市场占有一席之地难度很大, 当然一方面也是因为核桃油价格昂贵。 

1.3 农村市场发育不完善阻碍核桃交易流通。 在农村核桃交易市场, 农户在市场中处于

劣势地位, 即存在买方市场, 由于和核桃品种杂乱, 良芬不齐, 市场价格也不一样, 农户与

消费者交易以小笔交易居多, 一般一笔交易几斤至几十斤, 核桃消费也是直接生食, 没有进

行深加工, 市场交易关系也是简单的生产者与消费者的关系。 信息的不通畅, 市场发育的不

完全, 核桃只能在本地市场被消化。 未进行深加工的核桃其附加值比较低, 除去成本农户基

本没有什么收益。 

 

2.盘县发展核桃产业的比较优势分析 

2.1 人力资源优势。 盘县有人口 118 万, 其中农业人口 96 万, 贫困人口 38.97 万, 

农民居住在山区, 土地产出率低, 收人薄, 无固定收人来源, 农民平均纯收人 4305 元, 不

到云岩区农民人均村收人 9124 元的二分之一, 排全省第四十位, 所以在盘县广大农村发展

核桃种植可以得到老百姓的支持, 获得更多地农村劳动力投人, 盘县众多的农民和农村人口

推动盘县核桃产业发展的关键, 积极调动群众参与退耕还林, 营造经济生态林, 发展核桃这

一绿色产品, 能带动农户就业致富, 提高农民收人水平和经济生活水平。 

2.2 政策优势。 20 世纪 90 年代, 盘县县委、 县政府提出了 “六个十万亩” 农业产

业化建设项目, 其重点是发展 4.9995 万亩核桃种植。近年来, 县委、 县政府高度重视农业

产业建设, 整合农业扶贫项目等资金发展核桃产业, 2008-2009 年种植核桃 3.15 万亩。 贵

州省 “十二五” 期间把核桃产业作为连片扶贫开发的重点产业, 预计在六盘水完成 80 万

亩的核桃种植面积。2010 年 9 月贵州省扶贫开发领导办公室编制的 《贵州省 2010 一 2015 年

核桃产业化扶贫建设规划》, 将盘县列为核桃重点发展的地区之一。盘县 2011 年财政扶贫资



金核桃产业化项目总共投人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600 万元, 在水塘镇、 板桥镇, 种植核桃 

17340 亩。这些政策无疑是盘县为盘县核桃产业的发展提供了保障。 

2.3 市场优势。 核桃果仁味美可口, 营养丰富, 具有医病、 强体、健脑的特殊功效。 随

着人们对智能绿色食品需求的不断扩大和消费方式的改变 (由单一的带壳消费向鲜食、 油、 

粉、 露等多元化消费费转变), 市场供需矛盾日益尖锐; 从发展现状看核桃特别是优质核桃中

短期内将难以满足国际国内市场需求; 从经营效益看, 优质核桃综合效益相当于普通核桃近 

10 倍，核桃产品市场需求旺盛，价格逐渐上涨，是纯绿色有机食品，发展核桃产业市场潜力

巨大。 

 

3. 核桃生态农业产业化发展对策建议 

3.1 提高核桃产品的研发能力，引进并增加技术投入。成立核桃研发机构，专门负责核桃

的苗木培育，核桃的嫁接技术的研究，培育适合盘县生产发展的优质核桃幼苗。研究核桃的病

虫害技术和药品，增加对核桃病虫灾害的防治。对核桃的生理特性进行研究，提高在栽培核桃

和管理的科学性，研究核桃的采摘技术，可以减小核桃的采摘难度，较少核桃在采摘过程的损

失，并且可以节省人力资源投人，降低核桃生产成本。此外，最重要的研发核桃产品的技术，

深度发掘核桃产品的价值，提高核桃生产加工的附加值和扩大核桃产业发展的空间。 

3.2 加强农村水利& 网络基础设施建设。2011 年盘县新增小水窖 2.79 万口，但是这些

水窖只能满足村民基本生活用水，对农业的贡献微弱，盘县各乡镇地势陡峭，即使有村庄旁边

和河流经过，但是山高谷深，取水较为困难，各地的取水方式夏季多用人担，而早季取水苦难

则改用马驮。由于经济农村经济水平低，加之地形地势的影响，农用水泵的使用率低。 

目前农村网络发展速度滞后于城市，在盘县，农户了解市场信息的基本方法是每周一次的

农村乡镇集市，或者电视，电话等信息渠道，目前盘县电视的普及率为 92.8%，电话普及率为 

74.35%，移动电话的普及率为 62.71%。农户对信息的获取有限，对市场需求状况不了解，导

致农户经济行为具有一定的盲目性。盘县农村互联网建设落后，互联网覆盖的点只有县城和 37 

个乡镇镇中心，而当今是信息化时代，信息经济时代，通过互联网可以了解国内外市场核桃的

需求状况，核桃产业的发展状况，以此来调整经济行为。新一代的农民，对互联网的使用娴熟

，他们通过网络购买外地商品。盘县核桃产业的发展也可以通过物联网的建设，来了解市场需

求状况，核桃产业发展信息，同时通过互联网来扩展销售渠道。 

3.3 加大政策支持和金融扶持。国家从 2004 年起，减免农业税和取消除烟叶以外的农业

特产税，盘县发展核桃产业除坚持国家政策外，盘县地方政府应对新建的核桃生产加工企业给

予减税费或免税费政策，扶持核桃企业的发展，税费优惠政策，有利于增强核桃企业的市场竞

争力。 

对核桃产业的发展实行财政补贴，如对核桃种植农户按核桃种植面积实现直接财政补贴，

对积极进行核桃良种推广的农户补贴，对采购用于核桃加工的机械的农户进行部分财政补贴。

这种补贴政策可以提高农民的积极性同时也对核桃产业发展的间接投人。 

促进龙头企业的发展，增强龙头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形成龙头企业与农户之间 -风险共担

，利用共享. 的运行机制。以龙头企业的发展来提高核桃加工转化率，提升盘县核桃的品牌，

提高盘县核桃的附加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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