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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金苹果特色产业发展对策研究

——以小金县沃日乡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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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加快推进特色农业发展，对于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和农村发展有关重要意义。小金县沃日乡特色农

业——苹果产业，基于发展现状及其所具有的优劣势和面临的机会与挑战，可以通过采取加快土地流转促进规模化

经营、加强技术培训提高农户技术水平、进行苹果深加工提高果品附加值、认证苹果品牌扩大知名度、发展专业合

作社提高组织化程度等措施，促进其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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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加快推进特色农业发展，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和农村发展，是当前农业现代化的重要课题之一。小金县沃日乡苹

果产业的发展及其转型升级，带动了当地经济发展，增加了农民收入，为各地推进特色产业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帮助。

1 沃日乡苹果产业发展现状分析

1.1 沃日乡苹果生产及效益状况

沃日乡是小金县最早种植苹果的地方，1982 年，沃日乡从山东引进苹果，经过沃日乡的果农们不断的坚持与努力，苹果产

业已形成一定规模，首创小金县苹果种植基地，又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已成为小金县苹果产业发展的领头羊。现今已经有苹

果 146.67hm
2
，年产 20000t 以上，苹果产业是农户经济收入的重要来源，是沃日乡的支柱产业。

不同品种的苹果每 667m
2
种植的苗数不一，所以产量也不一样。不同家庭种植苹果的成本有微小差异，即便是种植相同苹

果品种的果农，成本差异使苹果销售收益会有不同。小金县沃日乡三种苹果的销售收入情况如（表 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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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面的销售情况来看，这三种苹果平均每 667m
2
地销售收入，果树挂果后，果农每年投入的成本主要是在 15000 ～ 20000

左右，果农的收益受产量和价格的影响，有可能会出现亏损的情况，具体的纯收益情况详见（表 2）

1.2 沃日乡苹果销售状况

沃日乡苹果销售部分是采取自产自销的方式，少数大户会从外地联系收购商上门收购，余下的就是合作社统一组织销售。

这样以此培养苹果经销队伍，初步形成了统一包销、中介组织推销、农户自销的多层次的市场销售网络。不同品种的苹果销售

价格不一样，销往不同地区的苹果，销售价格也不一样，具体的销售价格及去向详见（表 3）

沃日乡苹果市场虽有多层次销售网络，但交通运输对苹果销售产生很大限制，其村级公路有待改善。沃日乡苹果在产后保

鲜、贮存等的基础设备建设也不足，每逢苹果收获季节，大量鲜果集中进入市场，造成农民卖果难，挫伤农民种果积极性。

1.3 沃日乡苹果加工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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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 2006 年引进四川宝清果业有限公司，提出苹果产业坚持走鲜销与加工相结合的路子，不断壮大生产规模，努力延伸产

业链，提高产品附加值。小金县沃日乡目前有苹果汁加工厂一家，年总加工能力 6 万 t，解决部分残次果的销售和利用，切实

增加了果农收入。

2 沃日乡苹果产业发展的 SWOT 分析

2.1 苹果产业发展的优势

2.1.1 拥有独特的自然资源。小金县沃日乡当地土壤含有盐硝，适合苹果生长，苹果产区主要位于冷凉高地，地处河流源

头，远离工业区，空气清新，水源洁净，无有害污染，满足生产优质苹果海拔高、温差大、污染少等生态要求，生产的苹果具

有着色好、糖分高、风味佳、耐储存等特点。

2.1.2 存在苹果成熟的季差。小金县地处青藏高原东部边缘，海拔高，导致年平均气温比内地低，春、夏季气温回升较慢，

各种水果上市始终存在较长的季节差。县内每年苹果的收获季节在 9 ～ 11 月，而川内大多数地区的收获季节都在 7 ～ 10 月，

因此，苹果具有抢占淡季市场空间的比较优势和季差优势。

2.1.3 形成了较好的产业基础。在政府支持下，建设了苹果生产示范园，实施更新换代老果园，提质增效低产果园。在品

种更新换代上，引进优良品种进行覆盖式推广；在增强市场竞争力上，引导种植户成立专业合作社；在苹果的深加工上，坚持

走苹果鲜销与附加产品相结合的道路，提升苹果产业竞争能力；在苹果的对外营销上，小金县政府邀请四川公共频道拍摄小金

苹果采摘纪录片，打开苹果销路，提升苹果市场认知，使得“小金苹果”品牌让更多人熟知。政府也组织合作社参加在川举办

的农博会，结合眉山、金堂对口援建的优势，支持合作社到内地召开小金苹果推介品鉴会，拓宽销售市场，为果农增产增收力

劈新路，有力促进和保障了农户增收。

2.2 苹果产业发展的劣势

2.2.1 果农分散经营，生产规模小。小户一般经营面积为 667 ～ 1334m
2
地，大户一般经营 4669 ～ 5336m

2
地，而且大多

数都是家庭经营。所以苹果生产规模小、较分散，这种经营方式产业化、规模化程度低，成本较高，当小果农面对大市场进行

苹果销售时，无法实现规模经济，可能会承担非常大交易成本。

2.2.2 果农技术素质不高，经营管理不善。果农们缺少专门的种植技术指导，只知道一些简单修枝的技术和病虫害防治技

术，当地也缺乏经验丰富的区域规划人才以及园林管理人才，对一定深度的园林规划、果园管理和病虫害防治技术没有进行深

入学习，不利于小金县沃日乡苹果发展。

2.2.3 苹果深加工滞后，附加值低。小金县沃日乡的苹果加工发展起步晚，基础设备投资较落后，苹果深加工建设规模小、

附加值低。在鲜果集中进入市场销售时，短时间内无法缓解苹果购销压力，造成苹果的严重浪费。政府之前引进的苹果深加工

厂龙头企业，希望通过苹果深加工途径让更多的果农走上致富之路，但是由于缺乏同类厂商的竞争，厂商在沃日乡处于垄断地

位，所以以极低价格收购果农的苹果，又迟迟不付款。垄断导致深加工技术创新不足，欠款损害种植苹果积极性。

2.2.4 苹果商品化程度低，初级产品比重大。本地果农采摘的苹果在果实的大小、着色、成熟度和分级存在问题。少部分

进行商品化处理，苹果的商品化基础相对落后，有部分地区的苹果在对外销售时，会采取简单的商品化操作，但大多都是人工

处理，相当多的农户和批发商的商品意识不强，包装的外观简陋、质量差。在这些方面，使沃日乡苹果极度欠缺竞争能力，不

可能在很大程度上进入果品高端商场，产生不出令大众满意的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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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5 品牌实力不强，缺乏竞争力。小金苹果虽在川内小有名气，有专门的网站，如博雅特产网、阿坝日报、旅游联盟等

为其推广宣传。但是由于缺乏品牌认证机制，存在来自茂县、甘孜和盐源混合和冒充苹果问题，破坏消费者对小金苹果的良好

印象，削弱了沃日乡苹果品牌的竞争力、号召力和影响力。

2.2.6 苹果产业合作组织少，组织化程度低。小金县村民成立的专业合作社目前较少。现在有发展较成功的，如小金县金

冠种植合作社，但与发达苹果生产地比，还存在差距。农民的生产组织化程度低，各自为政，多头对外，缺乏统一的组织和协

调，招致无序竞争和收益不高，小规模的生产方式与市场需求不符合，会产生果农自身苹果销售与市场衔接不够，出现小农户

与大市场的链接矛盾，使其市场谈判能力和抵御风险的能力不强，经营形式面临严重的挑战。

2.3 苹果产业发展的机遇

2.3.1 产业政策优厚。为发展苹果产业，提高小金县沃日乡苹果品质，维护好小金县苹果品牌，小金县委、县政府将沃日

乡木兰村、官寨村作为试行村，建设苹果生产示范园；多次邀请省农科院果树专家到木兰村、官寨村授课，召开苹果提质增效

现场观摩会，向果农传授苹果栽培技术；组织果农代表赴陕西千阳等地考察，学习先进的苹果种植技术，引进陕西种植苹果的

技术和种苗，大力推行苹果矮化培植，推进苹果产业更新换代，开阔果农的视野，增加果农种植苹果的信心。如今，小金县县

委县政府在沃日乡投入 60 余万元资金，建立了一个矮化苹果生产种植示范基地。基地采用先进的生态生产技术，实现肥水一体

化生产技术，最大限度的对灌溉、园林管理、喷药、苹果施肥等实行自动化生产，改变了传统的栽植模式，对该县引领苹果产

业健康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2.3.2 产业融合发展。小金县土司官寨村苹果专业合作社，是一个具有十多户果农一起出资共同劳动共同创收共同收益的

经济组织，计划创建成为一个基本智能化的苹果基地，实行从栽植到开花、结果，再到采摘的全监控模式，并且把监控视频上

传到网上，打造一个全新的绿色小金苹果生产基地，同时具有观光，休闲的功能。计划以“绿色、环保、健康、娱乐”的主题

带动沃日乡的苹果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

因为生长在沃日乡木兰村葡萄的品质很好，含糖量很高。所以近年来，沃日乡也计划将苹果生产与木兰村的葡萄生产相结

合，打造田园风光休闲旅游，再结合土司官寨文化、龙灯碉古战场遗址、沃日土司经楼碉楼，把这里打造成为集主题度假、户

外体验、乡村休闲为一体的精品旅游产业带，形成“葡萄—苹果”双园旅游区。

2.3.3 市场潜力大。随着消费水平的提高，人们的水果消费量不断提高，并更加追求“绿色、环保、健康”。小金县沃日

乡优质的土壤、空气和水源等良好的自然条件，生产出来的优质生态苹果，自然会受到消费者的青睐。

2.4 苹果产业发展的挑战

2.4.1 自然灾害和病虫害威胁。小金县沃日乡受季风影响明显，四季分明，降雨集中，气候变化幅度大，又地处青藏高原

东部边缘，生态脆弱，各种自然灾害易发，缩短果树寿命，影响苹果质量，降低经济效益。苹果生产还面临干腐病，干腐病多

发生于树皮裂缝和冻害的枝条上。目前对于这种病只能是药物控制其蔓延速度，不能根治。这些成为小金苹果产业发展的制约

因素。

2.4.2 市场体系不健全。近年来，各级政府和各类企业在市场体系建设上做了相当努力，但是还远远不够。苹果市场销售

体系仍不完善，苹果丰收时少数果农视苹果生产和市场需求情况决定其销售，市场需求大，且售价高，就外销，反之者内销。

更甚的是，苹果种植户往往是依据收购价格的高低与客户进行交易，与其他客户履行的协议往往被忽视，常常出现价高者得的

现象，合同、协议二者的约束力并不强。这就是市场交易标准、规则缺失，监管不力，体系不健全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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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3 市场竞争加剧。市场是苹果产业兴旺的一个关键点。摆在我们面前的现实问题是，首先苹果生产供给端正当竞争和

不正当竞争压力大，外地苹果以次充好，本地苹果销售受阻。其次，就是苹果销售的区域品牌冲击，山东的红星、陕西的富士

和山西的万荣等有较好品牌效应的苹果会对小金苹果品牌造成影响。

3 促进沃日乡苹果产业发展的对策建议

3.1 采取多种途径，推进苹果生产的适度规模经营

沃日乡目前以家庭为单位进行栽培和经营苹果，人均耕地为 1267.3m2，规模小且没有统一管理、统一经营和统一标准，必

须建设标准化的苹果园。为此，一要以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为契机，通过承包地租赁、调换、置换、入股等途径，组织引

导承包地合理流转，形成适度的规模生产经营；二要扶持龙头企业建设苹果标准示范基地，建设大户苹果示范果园；三要果农

自己联合起来发展苹果生产，或者是委托专业苹果生产管理组织进行承包经营，也可以通过私营企业出资建设果园等方式实现

苹果规模经营。四要进一步发展苹果生产经营的专业合作组织，以种植大户为典型，发挥苹果专业合作组织辐射作用，实现由

个体果农生产的零星散打到农户自发组织联营的抱团发展，实现苹果种植标准化、规模化、组织化发展，提高苹果行业的组织

化程度。

3.2 加强农技推广工作，提升苹果生产的科学化水平

一是加强县园艺站、农技推广中心建设，充实基层农技服务组织的技术力量，采取有效措施激励农技推广人员深入到村、

到户、到田间地头对果农进行苹果栽培的技术指导。二是加强果农的技术培训，要通过面对面地教学，手把手地指导，边学习，

边实践，切实提升果农的栽培技术和经营管理水平。三要加强社会服务系统建设，完善现代化信息服务体系，不断提高信息的

收集、整理、发布能力，为生产者和经营者提供全方位信息服务，充分动用各式各样的媒体进行技艺推广和科普宣传，以信息

化推动产业化，从而带动果农增收。

3.3 加强苹果深加工，努力增进苹果附加值

随着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消费者将增加对苹果饮品、脆片、罐头等加工品的消费。所以，一要坚持苹果产

业走鲜销和商品化相结合的道路，做出商品化的苹果，多样化发展苹果产业；二要引进苹果深加工企业，削弱行业垄断，促进

小金县沃日乡苹果深加工行业公平竞争；三要加强深加工技术研发，提升苹果产业竞争能力，努力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

增进苹果附加值。

3.4 加强市场体系建设，为苹果生产经营提供有力保障

一是完善市场交易相关法律法规，推进市场体系建设，加强果品质量安全监管、加强对企业的监督管理，明确惩罚措施。

部门联合完善市场的准入机制，完善绿色果品市场体系，健全对果品的认证标准和检测服务体系，打击假冒伪劣的果品，保障

生产果品企业和果农的利益；二是发展以微型节能保鲜库为重点的产地果品藏业，还需大力建设高标准的冷冻库、冷藏库和果

品气调库，扩大贮藏保鲜能力，联合其他销售地的冷库公司，应用现代化的储藏运输设备，建立健全苹果采摘后销售全程的冷

链技术体系，保证苹果优质的商品性，延长产业链，拉长供应期，扩大市场占有率；三是改善果区基础设施条件，提升市场能

力；完善园区道路、对外交通、灌溉设施、农机装备等建设，为市场提供稳定的高质量苹果打下坚实的基础。

3.5 优化品种结构，加强小金苹果品牌建设

按生态区域调整与优化苹果品种。一要因地制宜，充分发挥地区优势，优化果树地域结构。二要根据市场需求变化，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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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良品种的种类，提高优质果品的比例，提升苹果的整体质量，保证苹果市场优势品种的主导地位。三要重视苹果品种改良研

究，以提高果品质量和经济效益，推动苹果产业持续发展。

拥有优质的苹果品牌，能够促进苹果产业快速发展。要成立小金苹果产业协会，以协会为主体，开展小金苹果品牌建设的

一系列工作，包括：申请地理标志产品保护、注册地理标志商标，进行原产地保护工作；帮助果农和企业树立品牌意识，向果

农和企业普及商标法律知识，规范商标注册和使用行为；指导果农为自己生产的苹果进行商标注册申请；加强小金苹果品牌的

宣传推广，使小金苹果品牌走进电视、走上网络，建立“小金苹果”品牌的良好形象；组织专家开展专题讲座。

4 结束语

小金县沃日乡是苹果生产基地，具有悠久的苹果生产历史和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条件。经过多年建设，小金县沃日乡苹果

产业发展已具有相当的优势，已经成为当地重要的特色产业，但发展也存在着问题，做大做强小金沃日特色苹果产业，可以形

成很多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进而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促进小金沃日苹果产业健康、良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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