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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我省柑橘产业稳定发展的五点建议

近年来，我省柑橘产业快速发展，已经表现出区域化布局、规模

化经营和优质化生产的显著产业特点，柑橘大省的发展态势基本形

成，柑橘产业已成为全省调整农业产业结构、促进农民增收的重要产

业。但同时，我省柑橘产业进入新发展时期还存在一系列不容忽视的

问题，深入分析柑橘产业发展面临的现实和潜在挑战，进而有针对性

地及时制定应对措施，对推动我省柑橘产业持续良性发展和助农增收

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我省柑橘产业发展面临的主要挑战

1．供过于求和同质化竞争全面加剧 近年来，我省柑橘产业发

展迅速，各地基地面积快速扩张，投产面积不断扩大，产量不断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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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全省柑橘投产面积 202 万亩，产量 277 万吨，到 2013 年，

柑橘投产面积已达 265 万亩，产量 375 万吨，投产增长率为 31%，产

量增长率达 35%。反观柑橘市场的消费需求增长却相对缓慢，从全省

水果消费量来看，消费增长率仅为 0.2%。据此判断，如果没有消费

水平的显著提升，我省柑橘产业将难以避免进入供大于求的供需失衡

状态。同时，我省柑橘品种过于集中，同质化现象严重。调查显示，

我省柑橘品种主要集中于宽皮橘和甜橙等晚熟品种，二者产量占全省

柑橘总产量的 77%，因产品成熟期大致相同，无法形成错位竞争，往

往导致销售期集中上市而供给过剩，市场卖难的销售困境，致使柑橘

价格优势丧失，橘农利益受损。

2.产销脱节矛盾趋于尖锐 我省在柑橘产业的发展过程中，重生

产轻流通的现象十分普遍，一方面由于市场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缺乏

产地批发市场和龙头企业，从而柑橘产地销售主要依赖中间商，销售

价格波动较大。另一方面在物流体系建设上，缺乏专业化、规模化的

流通、贮藏、加工等产业链后端建设，致使传统的小农供应模式仍占

主导地位。从总体上看，我省柑橘产业发展中产销脱节矛盾已全面凸

显，不仅现代市场营销体系建设极其薄弱，而且采后商品化处理和贮

藏环节发展也严重滞后，导致产地销售价格与市场零售价格差距较

大，柑橘生产者利益往往被边缘化，柑橘产业综合经济效益难以有效

提升。

3.产业支持政策失衡突出 我省柑橘产业发展中的支持政策失

衡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重生产基地轻流通加工，各级政府在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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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柑橘产业发展过程中大都将工作重心放在生产环节，对生产基地建

设高度关注，但缺乏对产业链的整体扶持，对市场营销、品牌打造、

产品加工、仓储物流等流通环节政策激励不强。二是重龙头企业，轻

专业大户。各地支持柑橘产业发展存在明显的规模偏好倾向，对龙头

企业大规模流转土地扩大种植面积等支持政策较多，而对更稳定和更

具规模理性的适度规模种植大户的政策支持则明显不足，二者之间支

持政策的严重失衡，对我省柑橘产业发展中全产业链的均衡打造和新

型经营主体的多元化发展都极为不利。

4.市场预警和风险机制缺失 在柑橘产业供大于求压力不断加

剧，需求因素已上升为主导因素的背景下，依托完善的市场信息系统

进行市场预警指导，有效引导和调控柑橘市场平稳有序发展，无疑是

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但就现实看，我省整体市场预警系统严重缺失，

市县政府提供的产业信息仅能提供局部市场的供销情况，省级柑橘产

销市场信息严重不足，从全省柑橘生产情况看，橘农难以准确得到何

时扩大种植面积、怎样调整品种结构、如何选择销售方式等关键性信

息，盲目从众的情况十分普遍。种植的随机性和价格的波动性使得柑

橘生产总体上缺乏稳定性，产业发展的起伏和波动致使农户从事柑橘

生产的经济效益难以保障，缺乏稳定持续的生产积极性。同时，我省

柑橘生产的风险防范机制尚未建立，既缺乏政策性保险的保障，也没

有商业保险的进入，更没有相应的价格应急机制，风险防范体系的整

体滞后构成了我省柑橘生产进一步发展提升的严重制约。

5.缺乏集体行动能力 就全省范围而言，尽管各主产区陆续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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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些柑橘合作社，在保护橘农利益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但一方面

现有柑橘合作社数量不足，覆盖面比较有限。另一方面相当数量的柑

橘合作社有其名而无其实，并不能真正发挥合作互助的功能作用。再

加上现有柑橘合作社普遍小、散、弱，在没有相对完善的利益协调机

制的条件下，合作社之间往往缺乏集体行动能力，在出现供过于求矛

盾时往往容易出现恶性竞争、相互杀价，最终导致橘农的总体利益遭

受损失。同时，我省尚没有柑橘行业协会,缺乏行业内部内生性的产

销协调,这就使得各种柑橘生产和营销主体难以形成合力,不能通过

相互合作的集体行动有效缓解盲目扩大生产、产品结构趋同、销售渠

道狭窄和产销严重脱节等突出矛盾。

二、推进我省柑橘产业稳定发展的对策建议

1.强化中长期规划约束 我省应着力强化中长期规划的空间布

局约束，有效抑制非适宜区柑橘产业基地的无序扩张，重点打造优势

特色产业带，突出比较优势。要加大熟期调整力度，从而形成错位供

给，显著提升我省柑橘产业市场竞争力。

2.调整政策支持重心 重点是从单一的基地扩张扶持转向更加

重视对产后流通和加工环节的支持，要切实提高对柑橘产业加工、储

藏、营销等后向产业链的扶持力度，从根本上扭转我省柑橘生产全产

业链失衡的现状。

3.整合资源打造区域品牌 当务之急是要立足全省角度在不同

柑橘主产区之间建立沟通协调机制,凝结共识，合作互信，致力于打

造整体公共品牌,提高我省柑橘产业知名度，共同解决柑橘生产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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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的瓶颈性问题。与之同时，还应针对不同目标市场、不同品种着

力打造各主产区的个性品牌，力求统一公共品牌下形成个性鲜明、特

色突出的企业品牌和产品品牌。

4.建立市场预警机制 首先，柑橘主产区要及时收集国内有关柑

橘的产业政策、生产、加工、保鲜、市场及自然灾害等方面的信息，

建立及时准确、系统、权威的柑橘产品预警信息发布系统，为生产者

和经营者者提供决策参考，达到调控柑橘产品市场的目的。其次，要

多层次建立产销预警系统，建立柑橘产业信息化网络平台，及时提供

预警性行情信息，导向产销活动，防范市场风险。

5.构建危机处置机制 面对客观存在的自然或市场的不可控风

险，关键是要及时构建完善的危机处置机制。首先，应设立应急保险

资金，建立“政府+保险公司+农户”的保障体系，避免“果贱伤农”

现象出现。其次，应制定柑橘产业危机处置办法，建立价格应急机制，

一旦市场价低于设定保护价，政府应启动应急资金给予橘农一定补

贴，切实保障橘农利益。此外，如果市场出现交易饱和，柑橘产品出

现较大规模卖难现象，政府应以提供补贴方式及时引导物流企业和加

工企业收购果品，扼制价格过度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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