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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浙江果业的 

发展策略和新技术 

陈 怡 

【摘 要】浙江是我国重要的水果产区，面对不断变化的市场需求和国内外贸易新形势，浙江果业界应坚持正确

定位、因地制宜发展名特优新品种、培育龙头企业实施产销一体化经营、创立和经营著名品牌、及时调整和优化果

业结构等果业发展基本策略，积极探索采用设施进行延后或促成栽培，利用薄膜或生草技术进行覆盖栽培以及建设

高档次休闲观光果园等栽培和经营新模式，打造精品果业，实现高效经济回报，获取良好的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和

经济效益。 

【关键词】浙江；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果业；新技术；策略 

水果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经济作物之一。过去 10年中，世界水果生产一直保持着较快速度增长。水果生产也是我国种植业的

重要组成部分，是产区广大农民脱贫致富、奔小康的支柱产业之一。果树生产对振兴我国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城乡

人民生活水平、增进身体健康、改善生态环境等均具有重要作用。 

浙江省作为我国水果生产重点省份之一，水果生产的产业化水平、效益高低直接影响到广大果农的经济收入和生活质量。

2007 年，浙江全省水果栽培面积为 31.43 万 hm2，居全国第 13 位；产量 355.8 万 t，居全国第 11 位；果品产值 96 亿元，占全

省农业总产值的 6%，果品加工产值 31.2亿元；全省人均水果占有量 70.3kg。 

近年来，浙江省水果产业规模稳步发展，生产效益明显提升；商品化处理意识日益增强，科学技术日益普及，加工水平有

所提高；组织化程度不断加强，果品市场逐步扩大，品牌建设受到重视。当前，浙江水果产业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水果生产

中标准化技术到位率较低；果园生产设施较落后，精品水果生产能力偏弱；商品化处理和加工工艺较落后，果品品牌知名度不

高；保障产业持续发展的研发平台缺失等。随着消费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对水果的消费需求早已从数量转向质量，市场竞争

日趋激烈，生产高品质的水果已成为当前果树栽培的核心，也是果业发展的必然趋势和客观要求。因此，在新一轮社会主义新

农村建设高潮中，浙江果业该如何发展？应当采取怎样的策略和技术，才能确保果业在浙江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发展中

发挥最大的作用？在对浙江各地果业发展现状充分调研的基础上，笔者现就这些问题提出一些看法和建议，供业界人士参考。 

一、果业新概念与特点 

所谓果业，是指以果树植物为中心的农业生产和经营产业，是整个农业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果树是指能生产人类食用的

果实、种子及其衍生物的木本或草本植物的总称，包括水果和干果
[1]
。果树植物不仅种类繁多，利用部位、利用目的多样，生产

方式复杂多变，而且产品利用形态多为生鲜和加工状态，价格较高而变动较大，受市场形势的影响较为明显。果树产品既是人

类必需的食品和营养品，也是重要的工业原料，同时具有绿化、美化环境、修身养性及明显的医疗保健作用。生产和营销高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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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富营养、食用又安全的果品，需要全新的理念、先进的科技和创新的文化内涵。因此，在一定意义上，果业是技术与艺术、

科学与文化的复合体
[2]
。 

二、浙江果业发展策略 

1.正确定位 

发展果业的主要目的是得到高品质的产品和获得高额的利润。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发展果业首先就得定位正确。 

出口果品进出口贸易在我国农产品贸易中占有重要地位，随着全球贸易日益自由化，我国果品出口呈现出快速增长的新态

势，尤其是优势果品出口保持旺盛的增长势头。加入 WTO以来，我国果品出口增速显著，已成为主要的贸易顺差农产品。但是，

我国水果鲜果出口主要集中在苹果、柑桔和梨等大宗产品上，加工品主要集中于苹果汁、桔瓣罐头、核桃仁罐头等少数产品上，

且出口市场主要集中在俄罗斯、日本、东南亚和美国等国家和地区，出口的鲜果、加工品种类及市场均比较有限，拓展潜力非

常大
[3]
。因此，将果业发展定位于生产或经营优质、营养、安全的鲜果或加工制品出口，是获取高额利润并具有广阔市场前景的

重要策略之一。如浙江的天子果业与圣德果业公司均主要定位在出口贸易上。 

礼品果 

随着我国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以优质果品馈赠亲朋之风日盛。逢年过节、探亲访友、朋友聚会或探视病人，人们多

以形美味佳、包装考究的精品果相赠，以示祝福；每逢重大节庆，尤其是春节前后，果品的集团消费盛行，高档果品成为节日

市场的主角。因此，定位于着力生产高品质的礼品果也是浙江水果生产的重要策略之一。如地处僻远山区的丽水市云和县仙宫

果业有限公司，将以翠冠梨为主的云和雪梨定位于高档礼品果，倾力打造“中华名果”，近年来公司生产的梨果售价都在 6元/kg

以上，而相同品种的普通梨果售价都在 2元/kg以下。又如，赫赫有名的“岩鱼头”牌临海蜜桔全部作为礼品果销售，近年售价

稳定在 50元/kg以上。 

高端市场 

主要指宾馆、酒店、大型聚会及高档会议等场合用果。这些场合所需果品不仅要求外观鲜美，更要求色、香、味俱佳，而

且安全、卫生，因此，必须精挑细选、精美包装、个果匀称、风味浓郁。如能进入这些市场，果品价格自然也就比较昂贵，收

益颇丰。近年来，浙江省部分精品胡柚、精品杨梅、优质欧亚种葡萄都已成为高端水果市场的宠儿。 

加工原料 

随着我国水果加工制品在国内外贸易中的比重不断增加，分散的原料来源和加工原料良莠不齐的局面，已远远不能适应水

果加工企业发展的需要。因此，在规划、新建果园时，瞄准加工市场，建立对应于加工制品的规模化原料基地，通过标准化生

产，提供高质量的、安全的加工原料也是促进浙江果业发展的重要定位之一。 

休闲观光 

人类来自于自然，在生理上和心理上离不开自然与绿色，因为那里潜藏着人类最原始的情愫。果树既是自然的、绿色的，

又富有枝叶、花果和季相变化，观赏性、知识性、体验性强，因而更具亲和力，一直为人类所利用，早已融入人类历史和文化

之中。在人类物质文化生活日益丰富的今天，观光果园理所当然成了休闲观光农业的主力军。观光果园以休闲、观赏、科普、

体验为主要功能，以知识性、趣味性见长，人们通过置身其中，参与体验，达到放松心情、回归自然的休闲效果。从现有观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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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园对生态、社会、经济等方面的综合效益来看，发展观光果业能加速果农的转移和增收，实现果品销售多元化，提高果园经

营效益，在发挥高效生态示范作用的同时也丰富了都市人的田园生活。 

2.因地制宜，发挥优势，特色发展 

果树种类、品种繁多，各地的生态条件又千差万别，如何选择最适宜的种类、品种常常令生产者和经营者头痛。其实，在

因地制宜的前提下，结合当地的生态条件，周密调查分析市场需求信息，详细了解果树优良品种生长发育最适宜的生态条件，

就可以比较准确、有效地选定果树发展对象。例如，我国中、北亚热带地区，就可根据当前果树生产的现状和市场态势，适当

发展特早熟柑桔、特早熟梨、高抗性的优质欧亚种葡萄，或适于加工的黄桃、蓝莓和树莓等优良品种。这些水果在浙江省也都

还有较大的发展空间。 

3.培育龙头企业，推动产销一体化经营 

产业化经营是果业发展的必然趋势，规模化、集约化和专业化生产是果树产业化的主要特征，而培育龙头企业则是实现果

树产业化的关键所在。多年的实践表明，仅靠各级财政支持果业发展，对农产品采取应急性绿箱、黄箱政策既缺少活力，也难

以长效持久，只有充分利用市场融资之路，果业才能实现自我发展、健康发展。在当前市场机制尚不完善、行政分割不能迅速

彻底消除的情况下，应尽快争取组建或形成若干个具有规模经济优势的跨区域果品龙头企业，并大力吸引跨国公司和工商资本

投资，推行规模化经营，建立具有竞争力的大基地、大产业。对缺技术、缺劳力、缺资金的果园可把经营权有偿转包给有资金、

有技术、懂管理、会经营的龙头企业或种植大户；也可由龙头企业对部分集中连片果园实行代管，或者由一个种植者组织集中

经营若干个农户果园。提倡果业资源向经营能人或龙头企业集中，通过聚零为整的方式形成规模化、集约化和专业化生产。 

同时，在果树产业化发展过程中，政府应充分发挥自身的服务职能，鼓励、引导果树生产者、经营者和科技工作者联合成

立各类专业协会或合作社，规范其生产经营行为；采用产销一体化经营模式把分散的果农与大市场联结起来，增强水果产业抵

御自然灾害和市场风险的能力，协调产销关系，减少流通环节，规范市场行为，推动果品产销一体化经营。 

4.整合资源，打造著名品牌 

品牌是产品的灵魂。培育知名品牌，全面实施名牌带动战略，是提高浙江果品知名度，扩大其国内外市场份额，从根本上

提升浙江果品档次和市场竞争力的关键。近年来，各地品牌意识逐渐增强，虽然水果品牌不断涌现，但品牌过多过滥的弊端也

开始显露。有些产地一个乡镇就有数十个相似的品牌，低水平重复和恶性竞争现象异常突出，最终结果只能是品牌叫不响，效

益上不去。因此，整合资源，打造著名品牌对浙江水果产业来说已显得十分迫切。近年来，临海市由政府牵头，引导、整合全

市数十个柑桔品牌，统一推出“临海蜜桔”这一品牌。经过短短两三年的努力，目前“临海蜜桔”已发展成为中国著名品牌，

其果品销售效益和市场竞争力名列我国柑桔类产品前茅，稳居浙江第一。衢州市的“天子果业”同样如此，品牌整合发展后，“天

子果业”已成为浙江省柑桔类果品出口第一大品牌。由此可见，打造精品果业，不但要提高果品质量，更要注重品牌的创立、

宣传和经营，不断提升果品档次，打造具有国际化竞争力的著名品牌。 

5.把握市场行情，优化果业结构 

果业结构包括地域结构、生产结构、品种结构、加工结构、营销结构和竞争力结构等，并应随着市场行情的变化作出及时

的调整和优化，墨守成规、一成不变肯定是道路越走越窄，效益越来越低。很多果园因长年固守于老品种、老经验、老方法而

逐渐衰败；但也有不少果园因迎合市场需要，创新求变，改良品种，优化技术，从而日益兴旺。因此，各地在果业发展中应根

据发挥优势、突出特色、适度规模、适应市场的原则，及时调整和优化果业结构，特别是对一些传统老产区更应作出相应的调

整和优化。在区域布局上，一定要根据适地适栽的原则，科学规划，集中发展最适区，改造次适区，淘汰不适区。在品种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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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根据当前果业生产现状和市场需求，突出早熟、晚熟优质品种，大力发展反季节和多样性的时令特色果品。在栽培技术上，

要整合技术资源，优化技术措施，突出技术创新，实施优果工程，强化绿色果品基地建设。 

三、创新栽培模式，打造精品果业 

在产量大幅提高，某些大宗果品销售不畅的新形势下，如何提高果品质量和种果效益是我国果业当前面临的重大课题。近

年来，浙江省在反复分析、论证国内外和本省果业发展形势的基础上，提出了“打造精品果业”的口号，并实施了如下 5 项创

新技术，取得了很好的成效，值得进一步总结和有效推广。 

1.促成栽培 

加温促成栽培是果树栽培的一种类型，具有早熟、丰产、优质，技术难、投入大及果实售价高等特点。该技术是采用钢质

大棚加盖薄膜，通过加温保温、水分控制等调节手段，配套使用有机肥、增施二氧化碳等综合技术，使大棚内的温度适宜于果

树的生长发育，从而提早上市，以实现周年均衡供应。该技术目前在浙江主要应用于早熟温州蜜柑的促成栽培，另外也用于一

部分中晚熟柑桔的早期上市和防寒栽培。象山县 2006 年 1 月 17 日开始对 5 年生特早熟温州蜜柑进行加温促成栽培，果实在 8

月上中旬实现了完熟采收，受到了消费者的欢迎；2007年和 2008年提早到 12月中旬加温，果实于 6月中下旬成熟，外观光滑、

皮薄汁多、细嫩化渣、酸甜适口，可溶性固形物含量达 11%以上，市场售价 80～100 元/kg，引起了各级领导及相关生产、经营

者的浓厚兴趣和高度关注。 

2.延后栽培 

大棚延后栽培是一种非加温型设施栽培，能减轻不良天气对果树生产的影响，达到春季避雨防病、夏季抗旱防日灼、秋季

控水减浮皮、冬季延长采收期等目的。临海市等柑桔产区大面积推广的宫川温州蜜柑延后栽培，果实可溶性固形物含量达到 14%

以上，酸度较低，果肉极易化渣，风味口感特佳，果皮色泽鲜艳，综合性状明显优于露地果实；同时，大棚内的日灼果、裂果

和病虫果明显减少，商品果率达 90%以上。临海市涌泉镇桔园近 3年平均每 667m
2
产量达 2596kg，春节前果实销售价格为 32～40

元/kg，经济效益成倍提高。目前浙江全省采用这种栽培模式的水果面积已近 66.67hm
2
，经济效益普遍较好。 

3.覆盖栽培 

自古以来，人们便有利用秸秆等农业废弃物覆盖土壤，减少土壤水分、养分流失，抑制杂草及病虫害的发生。近年来，浙

江各地大力推行的果园地膜覆盖技术更是具有促进果实提早成熟、提高水果产量、改善果实品质、节省肥料和农药等优点，在

果树生产中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果树地膜覆盖栽培技术分为全年覆盖和秋季覆盖两种。全年地膜覆盖可以减少

土壤肥料流失和水分蒸发，节约果园管理用工，降低生产成本，提高果实质量和产量。秋季地膜覆盖主要是通过控制土壤水分

来提高果实糖度，从而提高果实品质。尤其是幼年果园铺设反光膜后，果园由于增加了反射光，果树下部和内膛也能得到较好

的光照，从而使这些部位的果实着色明显改善，糖度明显提高。这种技术措施对柑桔、枇杷等果树效果特别明显，其果实可溶

性固形物含量一般可提高 1～2个百分点。 

4.生草栽培 

生草法是果园特别是幼龄未封行果园目前较理想的土壤管理方法，也是一项省力化栽培技术，目前浙江很多果园都已采用。

采用果园生草栽培最大的好处是能增加土壤有机质含量，改善土壤理化性状和果园生态环境，从而显著提高果实品质和产量。 

我国地域辽阔，不同地区气候、土壤条件差异很大，各地应针对当地的实际情况选择适宜的草种。南方果树产区大多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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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黄壤地区，土壤瘠薄偏酸性，春夏多雨，水土流失严重，夏季高温干旱，应选择耐瘠薄、耐高温干旱、水土保持效果好、适

于酸性土壤生长的草种，如百喜草、藿香蓟、黑麦草等。沙性土壤可选用马唐。提倡两种或多草种混种，特别是豆科草种和禾

本科草种混种，这样既能够充分利用土壤空间和光热资源，提高鲜草产量，又可以增强群体适应性、抗逆性。如豆科植物具有

固氮性能和较强的富集磷、钾的能力，分解腐烂快，补充土壤有效氮素和其他矿质养分较快；而禾本科杂草分解腐烂较慢，有

利于土壤有机、无机复合胶体的形成和提高土壤有机质含量。一般混种比例以豆科占 60%～70%，禾本科占 30%～40%较为适宜。 

5.建设高档次休闲观光果园 

鉴于原有的观光果园大多定位不明、档次不高和特色不足等问题，近年来浙江省着力于将观光果园引向高品位、综合性方

向发展。主要以发展城郊观光果园为主，充分利用地理、环境和交通优势，统一规划，合理布局，适应游客的不同品位需求，

把观光果园建成一个集生态示范、科普教育、赏花品果、采摘游乐、休闲度假与生产创收于一体的综合性果园。目前，杭州、

宁波、温州、绍兴等城市近郊都有一批高品位、高档次的综合性休闲观光果园，成了都市人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和农民增收的新

的经济增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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