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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 2003～2016年中国草莓主产区种植数据和 2018年 4～5月江苏省草莓生产调研数据,分析江苏

省草莓种植变化情况,并与其他主产区进行比较,测算江苏省草莓产业的集中度和竞争力。结果表明：江苏省草莓种

植面积和产量不断增加,2016年已位居全国第二,但是单产仅为其他草莓主产省份(山东、辽宁、河北)的 65%～75%；

专业化程度和集中系数不高,主要是受单产较低的影响；综合比较优势明显,主要得益于效率优势和规模优势初见成

效。制约江苏省草莓产业集中度和竞争力提升的因素主要有：品种单一,标准化生产水平低；农户繁育脱毒苗比例

低,种苗繁育规模化程度低；连作障碍严重；产业组织化程度不高；品牌意识差,宣传力度不够。据此提出提升江苏

省草莓产业集中度和竞争力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草莓产业 集中度 竞争力 

草莓种植周期短、见效快，近年来在全国范围内发展迅速，种植面积由 2003年的 7.73万 hm2上升到 2016年的 12.97万 hm2，

增长了 67.8%；产量由 2003年的 169.79万 t上升到 2016年的 342.00万 t，增加了 101.4%。江苏省是我国草莓种植大省，近年

来种植面积和产量不断上升，2016年更是跃居全国第二位，但是其单产水平却远低于其他草莓主产省份，2013～2016年甚至低

于全国平均水平。为了探索其原因并找到目前江苏省草莓产业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本文运用 2003～2016年中国草莓主产区种

植数据和 2018 年 4～5 月江苏省草莓生产调研数据，对江苏省和其他草莓主产区的种植情况进行了对比，然后对江苏省草莓产

业的集中度和竞争力进行测算，并在分析江苏省草莓产业集中度和竞争力进一步提升的制约因素基础上，提出促进其发展的对

策建议。 

1 江苏省草莓种植概况 

1.1江苏省草莓种植情况 

由图 1 可见，在 2009 年之前，江苏省草莓种植面积和产量无明显规律特征，2009年之后稳定增长；单产则在 2008 年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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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现先增后减的变化特征，2008～2010年持续增长，2010～2013年呈现大小年交替特征，2013年起单产较为稳定，略有下降。

江苏省草莓单产在 2012年达到最高值，为 28274kg·hm-2，之后几年均未突破该值。 

1.2江苏省与其他草莓主产区种植情况比较 

1.2.1种植面积比较 

中国草莓种植大省有江苏、辽宁、安徽、山东、河北，其次为浙江、河南、湖南、四川。江苏省草莓种植面积在 2016年跃

居全国第二位，仅次于安徽省，约占全国草莓种植总面积的 14%。从 2003～2016 年种植面积的增幅来看，江苏省也位居第二，

同样仅次于安徽省。 

可以看出，这 14年间江苏省和安徽省的草莓种植面积增幅巨大，除了市场前景好的因素，也和当地近几年大力发展草莓产

业的政策密不可分。调研发现，近年来随着居民消费能力的增加和消费结构、消费观念的转变，草莓消费未来仍然有很大的增

长空间。尤其是江苏省属于长三角经济发达地区，消费能力较高、消费理念靠前，兼具养生、保健、美容功效的草莓，越来越

得到消费者尤其是年轻消费者和女性消费者的喜爱（常向阳等，2018）。 

 

1.2.2产量比较 

可以看出，2016 年江苏省草莓产量较 2003 年增加 2 倍多，既属于产量大省，也属于产量增长大省。同样，2016 年江苏省

草莓产量位居全国第二，约占全国草莓总产量的 13.45%，仅次于山东省，与安徽省持平。 

1.2.3单产比较 

可以看出，2016 年山东、辽宁、河北的草莓单产较高，分别为 38594、36801、34230kg·hm-2，虽然江苏省 2016 年草莓种

植面积和总产量均居全国第二位，但是其单产与山东、辽宁、河北等省相比差距还很大，仅为 25306kg·hm-2，约为山东省的 66%、

辽宁省的 69%、河北省的 74%，甚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26395kg·h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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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后，江苏省草莓产业的发展应该更加注重单产的提高，而不是一味地扩大种植面积，加之目前土地成本和劳动力成本不

断上升，江苏省草莓产业必须通过集约化发展来提高单产水平。 

2 江苏省草莓产业集中度和竞争力评价 

2.1江苏省草莓产业集中度分析 

产业集中度常用的评价指标有区位商和集中系数（韩振兴等，2018），其中 i 表示产业，即草莓产业；j 表示地区，即江苏

省；江苏省的上一层次区域为全国。 

从计算结果可知，江苏省草莓产业的区位商 2010年以前在 1.0附近上下波动，2010年之后稳定地大于 1.0，且呈小幅波动

上升趋势，近年来稳定在 2.0左右，说明江苏省草莓产业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江苏省草莓产业的集中系数在 2010年之前有增

有减，无明显规律特征，2010年之后呈稳定增长态势，近年来稳定在 2.0以上，说明江苏省草莓产业的集中化程度较高。综上，

江苏省草莓产业的区位商与集中系数变化几乎同步，且二者大小差异不大，说明相较于全国范围而言，江苏省草莓产业具有明

显的集中度优势。 

2.2江苏省草莓产业竞争力分析 

产业竞争力常用的评价指标有效率比较优势指数、规模比较优势指数、综合比较优势指数（韩振兴等，2018）。 

从计算结果可以看出，江苏省草莓产业的效率比较优势指数在 2009年以前呈无规律增减波动，2009年之后波动上行，近年

来稳定在 2.0左右，2016年更是达到了 2.31，说明江苏省草莓产业在全国范围内具有一定的产出效率优势。江苏省草莓产业的

规模比较优势指数在 2009 年之前呈无规律的增减变动，在 2009 年之后总体呈稳定增长态势，近年稳定在 2.0左右，2016 年达

到 2.32，可以看出江苏省草莓产业的效率比较优势指数和规模比较优势指数不仅同步变动且大小相当，说明其产出效率优势和

规模优势程度相当。 

从综合比较优势指数来看，江苏省草莓产业由于其产出效率优势和规模优势程度相当且变动同步，使得其综合比较优势同

样是在 2009年之前的增减变化无明显规律，2009年之后总体稳定增长，在 2013年超过 4,2016年超过 5，说明江苏省草莓产业

综合比较优势明显，即具有较高的产业竞争力。 

3 江苏省草莓产业集中度和竞争力提升的制约因素 

3.1品种单一，标准化生产水平低 

2018年 4～5月，江苏省草莓产业技术体系产业经济研究团队对苏南、苏中、苏北地区草莓主产区的 176户草莓种植户进行

生产抽样调查（样本包括镇江市句容市、淮安市盱眙县、连云港市东海县、徐州市新区街道、扬州市广陵区和江都区、盐城市

盐都区和亭湖区）。调研结果如图 2所示，江苏省草莓种植品种较为单一，主要为红颜、章姬、久香，尤其是红颜的采纳比例高

达 73%。单一的品种结构，容易造成草莓集中上市，市场竞争激烈，有市无价，且产品用途单一，不利于延伸产业链、提高产品

附加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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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调研中还发现，江苏省草莓种植标准化水平低，缺乏标准的生产技术流程和操作规范，如草莓栽培垄高度不科学、宽度

过大或过小；农户根据自己的经验用药、施肥、疏花、疏果，经常造成施药、施肥的剂量过大或不足、时期偏早或偏晚，疏花

疏果过密或过疏；对高温、大风、雨雪等自然灾害抵御能力差等，进而导致草莓产量低、品质差。 

3.2农户繁育脱毒苗比例低，种苗繁育规模化程度低 

对草莓种苗繁育的调研结果显示：江苏省草莓种植户选择种苗自繁、外购、自繁+外购的比例分别为 57%、35%、8%，其中采

取外购、自繁+外购的农户部分是因为自繁苗死亡或者数量不足才进行外购，可见江苏省草莓种苗很大比例还是来自自繁。 

农户自繁苗比例过大带来诸多问题：一是农户繁苗任务重；二是种苗质量参差不齐、脱毒苗质量难以保证；三是难以形成

规模化繁苗，从源头上影响了草莓的产量和品质。江苏省草莓种苗繁育仍以传统的露地育苗为主，因其处于长江流域，夏季高

温高湿天气易导致草莓苗染病（尤其是炭疽病）和质量差，裸根苗定植后成活率低。避雨育苗和高架育苗能缓解上述问题，但

因成本过高等问题导致采用率低（于红梅等，2017；吉沐祥等，2017）。 

3.3连作障碍严重 

目前江苏省草莓种植的主要方式是设施栽培，由于设施投入和土地租金较高，农户不会每年更换草莓种植地块，导致连作

问题比较严重（张玉军和李国平，2016）。容易引起致病菌积累、营养失衡和根系分泌物自毒等问题，从而导致黄萎病、炭疽病

等病害的发生，或植株长势弱、果实小，进而影响了草莓的产量和品质。 

3.4产业组织化程度不高 

江苏省是草莓种植大省，但是草莓生产的组织化程度并不高（赵密珍和钱亚明，2010）。本次调查结果表明，合作社是江苏

省草莓种植户加入最多的组织，但是加入比例也仅为 30.11%；其次为加入草莓产业体系，比例为 9.09%；加入果品企业示范基

地的农户仅为 3.41%；加入合作社的草莓种植户中通过合作社销售草莓的仅有 1/3，约占总样本的 9.66%，可见江苏省草莓种植

的组织化程度整体偏低。 

3.5品牌意识差，宣传力度不够 

在区域品牌推广方面，相较于号称“草莓之乡”的安徽长丰、浙江建德，虽然江苏省东海县的“黄川草莓”获得国家质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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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局地理标志产品保护，句容市草莓种植历史悠久，溧水傅家边草莓示范园草莓品质好，但是其知名度仅限于本省、本市，知

名度和影响力均不大，区域品牌辐射效应不足。安徽长丰多次在北京、合肥举办“中国·长丰草莓节”，既吸引了商客的注意，

也大幅度提升了长丰草莓的品牌知名度（章军，2009）。 

虽然江苏省也多次举办草莓文化节和国际草莓品牌大会，但影响力有限。一是国际草莓品牌大会只举办了两届，虽然会议

在江苏举办，但是江苏省参会的成员并不是很多；二是虽然草莓文化节举办次数多，但是仅辐射本县、本市，你方唱罢我方登

场的形式更像是走马观花，除了一些大型的草莓文化节，商客和消费者对多数地方性小型草莓文化节没有太多关注。 

在产品品牌推广方面，虽然江苏草莓也有一些当地的品牌，如句容的云兔、柏生、国生、永丰、万山红遍等，但是品牌打

造和维护力度不够（吉沐祥等，2017），甚至部分产品包装上并未明确标识。调研中发现，在路边水果摊、水果超市和综合超市

购买散称草莓的消费者更注重草莓的外观而不注重品牌，但是购买带包装的、采摘的消费者就更注重草莓品牌，并在意草莓品

牌的商标设计、包装、知名度、健康理念等。 

4 提升江苏省草莓产业集中度和竞争力的对策建议 

4.1加快新品种培育，推进草莓标准化生产 

江苏省草莓目前主栽品种为红颜，其色泽鲜艳、口味酸甜适中，深受消费者的喜欢，但是红颜抗病性差，尤其对炭疽病和

灰霉病较为敏感。此外，江苏省乃至全国草莓品种选育工作起步较晚，致使大多数主产区主栽品种仍为国外品种。首先，应加

强草莓育种工作，培育出适合江苏省气候条件的优质、高产、抗病虫害、抗逆境的新品种（王彩芬，2012）；其次，依据专用型

用途培育新品种，如保护地专用型、鲜食专用型、耐贮运型、加工专用型等，在优化草莓品种的同时，可以延伸草莓产业链；

再次，继续有针对性地引进国外特色品种，并根据市场需求和当地生产条件进行引种筛选。 

标准化生产有利于整体提高草莓品质和产量，降低市场风险和自然风险，提高农户收益。推进草莓标准化生产，一是在劳

动力成本不断上升的今天，可以在育苗、生产环节节约劳动力投入（于红梅等，2017）；二是可以降低农户对农药、化肥施用量

的盲目性和施用时期的随意性，同时节约农药、化肥的投入成本；三是提高单产，尽管江苏省草莓种植面积和产量已居全国第

二位，但是单产却远低于其他草莓主产省份，甚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面对不断上升的土地成本和劳动力成本，推进草莓标准

化生产可以在既有的土地和人工约束条件下有效地提高草莓单产，解决江苏省草莓产业目前面临的最大问题。 

4.2种苗繁育规范化、规模化 

农户采用自繁苗的原因多是出于节约成本和对自繁苗熟悉的考虑，规模化种苗繁育不仅可以减轻农户繁苗任务、降低繁苗

成本，更能提高种苗的标准化水平和脱毒苗的使用率和质量。推进规范化种苗繁育可以减少农户对外购种苗认知的不确定性，

同时提升草莓苗的整体质量，进而提高草莓产量和品质。具体可以采取的措施如下：制定相关优惠政策，扶持和培育草莓种苗

繁育企业（胡奇和王宝海，2015）；鼓励科研专家对种苗繁育企业的技术支持，技术专家可以采用技术入股的形式入股种苗企业，

进而推动江苏省草莓种苗繁育的规范化、规模化发展。 

4.3推广脱毒苗使用，加强连作土壤处理 

加强草莓种苗体系建设，加快脱毒苗的繁育和推广，制定脱毒苗推广的补贴制度，鼓励农户使用脱毒苗，降低自繁苗的使

用比例（胡奇和王宝海，2015）。江苏省草莓种植以设施栽培为主，应加强对连作土壤的处理，如采用日光高温消毒、秸秆生物

反应堆和植物疫苗，以及施用无害化处理的优质有机肥，在优化草莓种植土壤条件的同时，可以增加土壤有机质、减少病虫害、

提高抗重茬能力（温映红等，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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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提高草莓产业组织化程度 

提高农户加入合作组织的比例。鼓励和引导草莓种植户与果品企业合作、加入合作社，发展“企业+农户”“合作社+农

户”“企业+合作社+农户”等模式，实行标准化的生产、采收和采后管理，增加农户对自然灾害和市场风险的应对能力，同时

通过合作组织为农户提供技术指导和服务、产品销售信息和服务。 

提高合作组织为农户销售草莓的比例和合作程度。合作组织不仅要帮农户种草莓，更要帮农户卖草莓，合作组织较之分散

的家庭经营，不仅增加了抵御自然灾害和市场风险的能力，而且增强了市场议价能力，相当于不仅帮农户降低了损失，还增加

了盈利的机会。此外，可以逐步深化合作组织和农户的合作程度，如统购农资、统一品牌、统一包装、统一运输、资金扶持等，

在提高草莓生产组织化程度的同时推进草莓标准化生产。 

4.5加强品牌建设，加大宣传力度 

加大区域品牌的宣传力度。利用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的优势加大对“黄川草莓”的宣传力度，利用种植历史悠久、经验

丰富、技术水平先进的优势加大对句容草莓的宣传力度，利用休闲农业、观光农业和连续举办世界草莓品牌大会的优势加大对

溧水傅家边草莓的宣传力度。整合各地草莓文化节的资源，联合知名企业共同举办草莓文化节，提升草莓文化节举办的规格和

质量，在促成草莓交易的同时，更旨在扩大江苏草莓的知名度。 

加强产品品牌建设。通过注册、认证，有的放矢地利用策划和宣传对已有品牌进行打造和维护，如：通过微信群、朋友圈、

公众号、微博、QQ空间、抖音等新媒体对草莓安全绿色的生产方式、优良的品质保证以及养生、保健、美容的功效进行宣传等，

在提高草莓品牌知名度的同时，也会增加美誉度；通过 logo设计、展板宣传、参加草莓文化节等提高草莓品牌的宣传力度；培

育龙头企业，在严把质量关、提高草莓品质的同时，利用龙头企业的影响力加大草莓品牌的宣传力度，如南京的金色庄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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