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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猕猴桃产业发展现状及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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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年来我国猕猴桃产业发展迅速，产业发展潜力很大，但由于起步较晚、主导品种不明确、管理技术体系落后、

质量标准体系不完善等原因，仍然存在诸多问题。主要问题包括：（1）尽管采收面积和产量均位居世界第一位，但单位

面积产量低，而且生产总量占水果总量的比例仍然很小；（2）果实品质较差，进口单价始终高于出口单价，进出口贸易

逆差明显。笔者通过对国内外猕猴桃生产、贸易数据的统计分析和产业调研，总结产业发展现状，梳理出我国猕猴桃

产业存在的主要问题，并分析产生的原因，为促进我国猕猴桃产业健康发展提出对策及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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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status and suggestions on Chinese kiwifruit industry
QI Xiujuan, GUO Dandan, WANG Ran, ZHONG Yunpeng, FANG Jinbao*

（Zhengzhou Fruit Research Institute, Chinese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Key Laboratory for Fruit Tree Growth, Development

and Quality Control, Zhengzhou 450009, Henan, China）

Abstract: Kiwifruit is an old plant and a newly developing fruit species. Because of its rich vitamin C

content and unique taste, kiwifruit is now more and more popular with the consumers, and has become

one of the main 26 kinds of fruit crops of the world’s largest consumption. China ranks first in the

world both in the cultivated area and the production of kiwifruit. So, it plays a very important role in the

world's kiwifruit industry. The purpose of this article was to sum up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kiwifruit in-

dustry through the statistical analysis and industry investigation of the production and trade data at

home and abroad, to sort out the main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kiwifruit industry in China, and to find

out the causes, so as to develop some countermeasures for promoting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ki-

wifruit industry in China. The data in this article were from the United Nations Food and Agriculture Or-

ganization (FAO) statistics database, the United Nations Commodity Trade Statistics Database (UN

Comtrade) and the Agriculture, Rural and Crop Management Division database, and the latest data dat-

ed from May 2019. The data of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kiwifruit production and trade were analyzed.

The results provided us some information to find out the main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development of

kiwifruit industry in China and to give suggestions to develop healthy kiwifruit industry in China. It

was found that: (1) From 1999 to 2017, the cultivated area and production of kiwifruit in the world in-

creased steadily, and the growth in Asia was most obvious. During these years, the area of 2017 was 4.6

times as large as in 1999, and the production in 2017 was 3.3 times more than the production in 1999.

The top ten countries accounted for 98.29% of the total kiwifruit cultivated area in the world. Similarly,

98.46% of the world's total production came from the top 10 countries. From 2000 to 2017, the cultivat-

ed area of kiwifruit in China increased by 2.37 times, and the production in 2017 was 1.38 times more

than the production in 2000. In 2017, China's cultivated area and production of kiwifruit accounted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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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89% and 50.13% of the world, respectively, but kiwifruit yield in China just ranked around 20th in

the world. The sum of cultivated areas and productions in Shaanxi, Sichuan, Guizhou, Hunan and

Henan provinces accounted for 77.2% and 90.3% of the total of China, respectively. Despite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kiwifruit industry, the proportion of its production to total fruit industry was still very

small. (2) According to the data of 2006—2016, 16 countries and regions exported more than 5 000

tons a year, of which the top five were New Zealand, Italy, Chile, Belgium and Greece. The average ex-

port volume and trade value of the five countries accounted for 84.26% and 87.05% of the world aver-

age respectively, in the last five years. From 2006 to 2016, there were nearly 30 countries and regions

with annual imports of kiwifruit above 5000 tons. According to the 2006—2016 ranking, the top three

of the 30 countries were Belgium, Germany and China, and the growth rate of China’s import volume

and import value was the most obvious in the top three. In China, the import and export trade deficit of

kiwifruit was obvious, and the import unit price was always higher than the export unit price. In 2017,

China’s kiwifruit exports accounted for only 0.21% of total domestic production. China’s imports of ki-

wifruit mainly came from New Zealand, Chile and Italy. The imports from these three countries ac-

counted for 97.20% of the total import volume and 98.24% of the total import value. Among them, New

Zealand accounted for the largest proportion of imports. (3) The above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kiwi-

fruit industry in China developed rapidly and had great potential for development. However, in compari-

son to some countries like New Zealand, the kiwifruit industry in China had the problems of late start,

low unit yield, poor quality, low export ratio, etc. The reasons for these mainly included the following

aspects: the dominant variety in each region was not clear to cultivators, the male pollinated varieties

and good rootstock varieties were insufficient, breeding and seedling technology system were back-

ward, the cultivation management technology system was lagged behind, the flower and fruit manage-

ment was over-dependent on the plant growth regulators, the lack of systematic research on the diseases

and insect pests, low storage and processing ability, imperfect quality standard system, etc. (4) The strat-

egies and suggestions on promoting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kiwifruit industry in China were

proposed in the following: redrawing the industrial layout and improving the role of demonstration; cul-

tivating some operators with strong driving power and strengthening the internal sources of growth;

strengthening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support to enhance the core strength; building regional brands

and brand ecology; promoting the integration of primary, secondary and tertiary industries, and acceler-

ating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rural areas and rural residents.

Key words：Kiwifruit; Production; Trade; Development status; Suggestions

猕猴桃（Actinidia）为猕猴桃科（Actinidiaceae）

猕猴桃属（Actinidia Lindl.）雌雄异株大型落叶木质

藤本植物，是 20 世纪人工进行果树驯化栽培成功

的四个树种之一 [1]，国内又名羊桃、阳桃及猕猴梨

等，国外又名奇异果、基维果、中国鹅莓等[2]。在猕

猴桃属植物生物学研究的许多方面, 我国被公认为

是世界的研究中心[3] ，同时我国猕猴桃种质资源极

为丰富，曾孕育了全球猕猴桃产业的发端，但我国

从国家层面进行猕猴桃科研及产业发展，始于 1978

年农业部和中国农业科学院主办的全国猕猴桃科

研座谈会在河南信阳召开[4]；而新西兰猕猴桃产业

发展始于 1904 年从我国引种猕猴桃，并于 1930 年

在新西兰建立第一个猕猴桃栽培果园[5] 。

猕猴桃既是一种古老植物，又是一种新兴水

果，因其丰富的维生素含量和独特的口感被誉为

“水果之王”[6]，越来越受到消费者青睐，并已成为世

界消费量最大的 26 种水果之一。黄贞光等[7]、黄宏

文[8]、韩礼星等[9]将中国 20 世纪猕猴桃产业发展情

况和产业发展策略进行了分析，之后张计育等[10]对

2001—2010 年世界猕猴桃产业发展以及中国猕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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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贸易与国际竞争力进行了分析。近几年来随着

我国脱贫攻坚任务带动，猕猴桃产业得到了快速发

展，2019 年 7 月联合国粮农组织（FAO）最新统计数

据显示 [11] ，截止到 2017 年底，世界猕猴桃总面积

247 793 hm2、产量 4 038 872 t，分别是 2010 年的

1.44 倍和 1.42 倍；中国猕猴桃采收面积和产量分别

为 165 728 hm2 和 2 024 603 t，分别是 2010 年的

1.69 倍和 1.62 倍。目前中国无论采收面积还是产

量均稳居世界第一位，在世界猕猴桃产业发展中占

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重新梳理目前世界猕猴桃产

业发展客观现状，可为推进产业健康发展提供科学

决策依据。文章中有关猕猴桃生产、贸易数据来自

联合国粮食与农业发展组织数据库（FAO）[11]、联合

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UN Comtrade）[12]以及农业

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数据库[13]，数据截止到 2019 年

5 月。

1 猕猴桃生产发展现状

1.1 面积、产量稳步增长

目前世界五大洲均有猕猴桃作物种植，分布排

序依次为亚洲、欧洲、大洋洲、美洲及非洲；亚洲是

主要产区，不论采收面积还是产量均超过世界总量

的 60%以上；非洲数量很少，至 2017 年面积仅为 6

hm2，产量仅为 34 t。1999—2017 年，世界猕猴桃面

积从 54 347 hm2增长到 247 793 hm2，增加了 4.6 倍，

产量从 944 581 t 增长到 4 038 872 t，增加了 4.3

倍。其中贡献最突出的是亚洲增长数量比较明显，

面积从 6 923 hm2增长至 2017 年的 181 786 hm2，增

加了 26.3 倍；产量从 100 324 t 增长至 2 429 057 t，

增加了 24.2 倍（图 1）。

图1 1997—2017年世界猕猴桃生产面积、产量波动趋势（FAO）

Fig. 1 Area harvested and production fluctuation trend of kiwifruit in the world from 1997 to 2017 (F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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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全世界共有 23 个国家有猕猴桃生产的数

据记载。2017 年世界采收面积、产量及单位面积产

量分别排名前十位的国家见表 1。采收面积位于前十

位国家占世界采收面积的 98.29%，产量排名前十位国

家占世界总产量的 98.46%；单位面积产量排名前十

位国家均超过了同期世界平均水平的 16.299 t·hm-2。

同年中国猕猴桃采收面积和产量分别占世界的

66.89%和 50.13%，均位居世界第一；单位面积产量

仅为 12.216 t·hm-2，排名位居世界第 20 位。

FAO 数据库从 2000 年开始有中国猕猴桃数据

资料。中国猕猴桃采收面积自 2000 年的 70 000

hm2增长至 2017 年的 165 728 hm2，增加了 2.37 倍，

其中 2012 年到 2016 年增长尤为明显，但是在 2017

年采收面积出现了较明显的下降；总产量从 2000

年的 850 000 t 增长至 2017 年的 2 024 603 t，增加

了 2.38 倍；单位面积产量在 2000—2012 年间一直

7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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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稳，2013 年明显下降，2014 年小幅回升后近四年

表现平缓（图 2）。

根据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统计数据，目前

全国有 20 个省份有猕猴桃种植。2016 年种植面积

排名前 5 位的依次是陕西、四川、贵州、湖南、河南，

产量排名前 5 位的依次是陕西、河南、四川、湖南、

贵州。上述 5 省份栽培面积占全国总量的 77.2%，

产量占 90.3%。其中栽培面积和产量最大的陕西

省，2016 年面积和产量分别占全国的 32.07%和

54.91%；面积大于世界排名 2 至 5 位的意大利、新

西兰、伊朗、智利 4 个国家的总和，产量大于排名 2

至 4 位的意大利、新西兰、伊朗 3 个国家的总和。

我国排名前 5 位的省份 2001—2016 年的产业

发展变化情况（图 3）表明，产量和种植面积整体而言

在 2001—2008 年变化幅度不大，从 2008 年开始出

现了快速提升。2008 年和 2016 年数据相比，陕西省

面积从 27 700 hm2 跃升至 63 200 hm2 ，增加了 2.28

倍；产量从 349 801 t 跃升至 1 312 506 t，增加了 3.75

倍。四川省面积从 11 100 hm2跃升至 40 000 hm2，增

加了 3.6 倍，产量从 48 324 t 跃升至 244 499 t，增加了

5.06 倍。河南省面积从 9 300 hm2到 11 200 hm2，增

加了 1.2 倍；产量从 176 006 t 上升至 455 660 t，增加

了 2.59 倍。另外贵州省从 2011 年开始面积加快增

长，但产量变化不明显；湖南、河南面积均较为稳定。

表1 2017年世界及排名前10位国家猕猴桃采收面积、产量及单位面积产量（FAO）

Table 1 Area harvested, production and yield of kiwifruit in the world and the top 10 countries in 2017 (FAO)

排名

Ranking

1

2

3

4

5

6

7

8

9

10

采收面积Area harvested

国家

Country

世界 World

中国 China

意大利 Italy

新西兰New Zealand

伊朗 Iran

希腊 Greece

智利 Chile

法国 France

土耳其 Turkey

葡萄牙 Portugal

日本 Japan

数值

Value/hm2

247 793

165 728

26 403

11 705

10 771

9 200

8 720

3 798

2 744

2 650

1 826

产量Production

国家

Country

世界 World

中国 China

意大利 Italy

新西兰New Zealand

伊朗 Iran

希腊 Greece

智利 Chile

法国 France

土耳其 Turkey

葡萄牙 Portugal

美国 The U.S.

数值

Value/t

4 038 872

2 024 603

541 150

411 783

311 307

274 600

224 916

65 632

56 164

35 411

30 480

单位面积产量Yield

国家

Country

世界 World

新西兰New Zealand

希腊Greece

伊朗 Iran

智利 Chile

以色列 Israel

瑞士 Switzerland

意大利 Italy

土耳其 Turkey

塞黑 Montenegro

斯洛文尼亚 Slovenia

数值

Value/（t·hm-2）

16.299

35.180

29.848

28.903

25.793

22.599

21.082

20.496

20.468

20.001

20.000

图2 2000—2017 年中国猕猴桃种植变化波动趋势（FAO）

Fig. 2 Fluctuation trend of kiwifruit planting industry in China from 2000 to 2017 (F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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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猕猴桃生产总量占水果总量比例仍然很小

尽管 20 年来世界猕猴桃产业发展迅速，但它

始终是一种小宗水果。2017 年世界主要水果采

收面积 65 220 334 hm2，产量 865 590 060 t，同期猕

猴桃果品占比分别为 0.38%和 0.47%。猕猴桃在

五大洲中占各自主产水果面积和总量的比例都非

常小，无论面积还是产量均未超过其总量的 6%，

其中大洋洲、欧洲和亚洲占比超过世界平均水

平。面积和产量占比均最高的大洋洲分别为

1.98%和 5.15%。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近几年大洋

洲猕猴桃面积占比呈现缓慢下降趋势，但其产量

占比却未出现下降（图 4）。2017 年中国水果总面

积 16 130 216 hm2、产量 264 737 19 1 t，猕猴桃分别

占 1.03%和 0.76%。

图3 2001—2016 年中国猕猴桃前5名生产省份种植变化波动趋势（中国种植业信息网）

Fig. 3 The trend of planting industry in the top five provinces in China from 2001 to 2016

(China Planting Information Net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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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1997—2017年世界猕猴桃与主要水果生产面积、产量所占比例变化波动趋势（FAO）

Fig. 4 Fluctuation trend of area harvested and production ratio of kiwifruit and main fruits in the world

from 1997 to 2017 (F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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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猕猴桃国际贸易情况

2.1 新西兰、意大利、智利出口占比极高

猕猴桃年出口量在 5 000 t 以上的国家和地区有

16 个。按照 2006—2016 年出口总量排名，位居前 5

位的分别是新西兰、意大利、智利、比利时和希腊。

近 5 年来世界每年平均出口量为 1 409 472 t、出口值

225 046.2 万美元，上述 5 个国家近 5 年年平均数值

分别占世界平均总量的 84.26%和 87.05%。世界出

口前 3 位国家出口量、出口值变化波动趋势见图 5。

图5 2006—2016年世界出口前三位国家出口量、出口值变化波动趋势（FAO）

Fig. 5 The fluctuation trend of export quantity and export value of the top three countries from 2006 to 2016 (FAO)

2.2 中国进口数量增加明显，主要来源于新西兰

猕猴桃年进口量在 5 000 t 以上的国家和地区

有近 30 个。按照 2006—2016 年进口总量排名，位

居前 3 位的国家分别是比利时、德国和中国。由图

6 可见，中国进口数量和进口金额在排名前 3 位的

国家中上升最为明显，2015 年和 2016 年均为世界

进口数量最大的国家，2012—2016 进口值为世界第

一；其他两个国家表现平稳。近 5 年，世界猕猴桃

每年平均进口量为 1 385 024 t、进口值 232 598.6 万

美元，其中中国平均数值均占第一。

图6 2006—2016年世界进口前3位国家进口量、进口值变化波动趋势（FAO）

Fig. 6 The fluctuation trend of import quantity and import value of the top three countries in the world from 2006 to 2016 (F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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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UN Com-

trade）资料，目前国内猕猴桃进口主要来源于新西

兰、智利和意大利。2017 年 3 个国家进口量分别为

8.11 万 t、1.77 万 t 和 1.05 万 t，该 3 个国家进口数

量占总数值的 97.20%，进口金额的 98.24%。其中

新西兰进口比例增长最大，进口数量 5 年间一直稳

步上升，2017 年进口数量占中国总进口数量的

72.07%，占总金额的 81.29%（图 7）。

图7 2013—2017年中国猕猴桃进口主要来源国家变化波动趋势（UN Comtrade）

Fig. 7 The fluctuation trend of kiwifruit import in China from 2013 to 2017（UN Comtr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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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中国进出口贸易逆差明显

尽管国内猕猴桃生产总量逐年提高，但是我国

出口量仍然很小。根据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

库（UN Comtrade）资料，近 10 年来我国猕猴桃出口

数量、出口金额的增长远没有进口数量增长快，特

别是 2013 年以来，国内进口猕猴桃数量增长呈现

直线上升趋势；2017 年出口数量 4 298 t、出口金额

705.4 万美元，但进口数量 112 532 t、进口金额

36 327.1 万美元，分别是出口数值的 26.18 倍和

51.50 倍（图 8）。按 FAO 统计数据，2017 年国产猕

猴桃总产量为 2 024 603 t，因此出口数值仅占总产

量的 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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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2007—2017年中国猕猴桃进、出口贸易变化波动趋势（UN Comtrade）

Fig. 8 Fluctuation trend of China kiwifruit Import and Export Trade from 2007 to 2017 (UN Comtr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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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从进出口数值和贸易值来推算市场单

价，由图 9 可见，除 2016 年外，我国猕猴桃进口单

价始终高于出口单价，并且出口单价在 2016 年出

现了一次明显上升后又于 2017 年出现显著下滑。

3 我国猕猴桃产业存在问题成因分析

综合上述分析表明，我国猕猴桃产业发展起步

较晚，但具有发展迅速、产业发展潜力大、对高质量

果品仍有较大需求等优势。我国猕猴桃产业与新

西兰等产业优秀国家相比存在单产低、质量差、出

口占比小等问题。究其产生的原因从技术层面分

析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3.1 主导品种不明确，雄性授粉品种和砧木缺乏，

苗木繁育技术体系落后

我国猕猴桃资源丰富，从中选育的品种繁多，

采用野生选种、杂交育种等方法，目前仅我国已公

开发表选育的雌性品种及品系就有百余个 [14]，红、

黄、绿果肉颜色丰富多样。但是，品种多、地域广

阔，加之猕猴桃品种的区域适应性较差等问题，导

致标准化管理和商品一致性难以保证；各地主导品

种不明确，栽培品种存在一定缺陷。新西兰主栽品

种目前主要为绿肉的‘海沃德’和‘G14’（Delicious

Sweet），黄肉的‘阳光金果’（Golden 3）。主栽品种

虽少，但为标准化、规模化栽培带来了便利。

猕猴桃是一种雌雄异株、具有较强花粉直感效

应的树种，授粉品种的选择对雌株果实形状、单果

质量和品质有很大影响[15]。作为果树植物，目前生

产上对雌株的经济价值和需求明显大于雄株，育种

工作仍主要集中在雌性品种选育方面[16]，雄性品种

少，导致生产中选用的雄株混乱，机械授粉等人工

授粉技术也刚刚开始不久，并未得到广泛应用。新

西兰进行配套的雄株筛选，并系统开展了机械授

粉、蜜蜂授粉等重要授粉技术研究[4]。

猕猴桃是对土壤、气候要求较为严格的树种，

新西兰早有专用砧木‘布鲁诺’（Bruno）实生苗 [17]、

‘凯迈’（Kaimai）[18]等应用于生产，不仅成活率高，而

且定植后第二年产量能够达到 7.5~12 t/hm2。我国

一般采用裸根小苗或实生苗定植，虽然苗木成本

低，但定植后管理困难，成活率低，进入结果期需 3~

4 年，影响早期果园效益；抗性砧木（抗高 pH 值、抗

涝或抗旱、抗热、抗寒）的研究和使用最近两年才刚

刚开始[19-20]。

3.2 栽培管理技术体系落后，花果管理过度依赖植

物生长调节剂

猕猴桃属藤本植物，对环境适应性较差，对光、

热、土、肥、水等要求较高，管理难度大，因此高投入高

产出特征明显。新西兰属于海洋性气候、风力较大，

因此在果园建设过程中注意人为创造最佳种植环境，

果园四周专门设置防护林；同时重视土壤质量，当地

种植猕猴桃土壤以火山灰为主，疏松透气，有机质含

量可达 10%以上，并且在管理过程中种植者也会特别

重视土壤的修复与养护，施入大量有机肥，并将修剪

下来的枝条进行粉碎还田[21]；建园前定植好果园架材，

促使定植的幼树尽快上架及减少人为损毁；果园均采

用抗风力强、架面光照一致的水平大棚架；近些年来

枝蔓生长期多采用牵引式管理，保证冬季修剪后保留

下来的结果母枝粗度及长度均匀一致。

我国猕猴桃建园选址不够严格，缺少合理规

划；土壤有机质整体含量较低，多数果园有机质含

量都在 1.0%以下[22-23]，苗木定植前或种植过程中，果

农考虑土壤改良较少；建园之前果园定植架材不

多，多数在苗木定植后一年内进行架材定植，因此

影响了主干上架时间，并在架设架材的过程中苗木

被人为踩踏、损毁，直至死亡；风大地区建园缺少防

护林。由于立地条件和栽培技术等多种原因，我国

猕猴桃主栽品种单果质量在不使用植物生长调节

的情况下大部分达不到 80 g；为了迎合市场对大果

的需求，解决低产和低价造成的效益不佳问题，个

别果园使用植物生长调节剂不甚规范。生产中仅

以果实可溶性固形物含量的高低作为适期采收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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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2007—2017年中国猕猴桃进出口贸易单价变化波动趋

势（UN Comtrade）

Fig. 9 The fluctuation trend of unit price of kiwifruit

import and export trade in China from 2007 to 2017

（UN Comtr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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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早采现象也较为普遍。滥用植物生长调节剂和

过分早采，造成果实干物质含量下降、风味变劣、贮

期缩短，同时带来安全隐患，已成为限制我国猕猴

桃产业健康发展的关键因素，也是影响我国猕猴桃

果品市场竞争力的重要因素。

3.3 对病虫害发生发展规律缺乏系统研究，贮藏加

工能力落后、质量标准体系不完善

猕猴桃与其他落叶果树相比，病虫害较少，并

由于栽培历史较短，人们对猕猴桃病虫害的发生发

展缺乏系统研究，防治技术与其他果树相比整体薄

弱。随着猕猴桃栽培面积扩大，逐渐老龄化果园的

病虫害也越来越严重，已经影响到了猕猴桃产业健

康发展。以细菌性溃疡病为例，几乎可危害所有猕

猴桃栽培品种，对猕猴桃产业发展构成严重威

胁[24]。如新西兰的黄肉品种‘Hort16A’[25]、我国选育

的红肉品种‘红阳’[26]都是溃疡病易感品种，四川、陕

西等很多主产区已经发现有该病害传播，对产业可

持续发展造成了严重威胁。

我国生产上栽培的猕猴桃类型多、品种杂，但

缺乏与之相配套的贮藏加工技术，例如冷库化学保

鲜剂使用不规范，严重破坏了猕猴桃正常的生理成

熟过程，造成果实不能变软食用或软后失去食用价

值；鲜果分等分级标准体系不完善，指标参数不合

理；采后分级、包装、贮藏研究力量薄弱，贮藏期长

短与食用品质关系研究更是未涉及；贮藏技术水平

与工艺设备落后，知名品牌缺乏；减少加工过程中

果实维生素 C 的损失和产品护色[27-28]是加工中的关

键技术及注意事项。新西兰由于国产品种主要用

于长距离海运出口，所以冷链运输、保鲜等方面都

有规范的标准并严格实施，尤其是猕猴桃冰点温度

贮藏技术的确立及采收标准的规范化为其果品的

国际化运销提供了有效的技术保障[4-5]。

4 促进我国猕猴桃产业健康发展的对

策建议
4.1 区划产业布局，突显示范带动

巩固提升猕猴桃现代高效农业示范园区建设

水平，按照绿、红、黄肉型以及软枣猕猴桃生长适宜

区域，科学布局，打造标准化、绿色化、规模化生产

基地建设，建立“区域化+规模化+标准化+产业化+

信息化（大数据、物联网）”于一体的现代化生产经

营体系。按照绿色、有机食品等生产要求，制定产

前、产中、产后全过程配套系列生产标准，指导和规

范经营主体按标生产，推进标准化基地建设，大大

提高果实商品率。

4.2 培育经营主体，增强内生动力

评选、推选省市级重点龙头企业、重点示范合

作社等，并将财政资金项目等向其倾斜，重点培育

一批带动能力强的经营主体；构建切实有效的质量

标准体系，建立现代企业管理制度，运用工业化、信

息化的管理思维和方法提升企业综合能力，辐射带

动零散种植个体更好发展。充分发挥带动作用，推

动龙头企业与地方村民精准对接，发动个体村民积

极投工投劳，主动参与建设，实现从分散生产向组

织化生产转变。大力发展订单种植，促进企业持续

增效、农户稳定增收、产业健康发展。

4.3 强化科技支撑，提升核心实力

积极发挥国家猕猴桃科技创新联盟平台、集聚

和协同三大“优势”，强化科技支撑；利用联盟“基础

研究+技术研发+试验示范+生产推广”一条龙的科

技创新平台，实现全国猕猴桃产业有序发展和绿色

提质增效。建立专家团队服务工作点，构建专家咨

询服务系统，着力解决产业发展瓶颈，围绕产前、产

中、产后全产业链推进，全方位提供技术支撑，保证

和提升果品品质，全面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

4.4 铸造区域品牌，构建品牌生态

立足各省区域优势，优化品种结构，形成早中

晚熟、绿黄红肉合理组合，打造地区特色生态品

牌。加强区域品牌培育，促进企业品牌壮大，强化

多渠道宣传。提升我国猕猴桃市场知名度和竞争

力，实现“走出去、引进来”，获得最大效益。

4.5 推动“三产”融合，促进“三农”发展

通过全产业链谋划，促进“三产”融合发展。鼓

励各主产省份深度挖掘猕猴桃资源，发展休闲观

光、养生养老、创意农业、农耕体验、乡村手工艺等

产业，拓展和挖掘休闲农业市场，与猕猴桃生态公

园休闲旅游融汇互促，建设猕猴桃元素专业镇，以

点带面，建成猕猴桃产业大县；加大加工开发，丰富

产品种类，提高产品品质。以信息化管理、大数据

综合应用为主要内容，综合集成物联系统、生产溯

源、电子商务、产销衔接、技术服务等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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