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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017年苹果产业发展状况 

（一）种植面积与产量稳定增长。根据国家现代苹果产业技术

体系抽样调查，预计 2017 年全国苹果种植面积为 3764.4 万亩，比

2016年增加 1.73%；其中，黄土高原优势区面积同比增长 4.16%，环

渤海湾优势区面积同比减少 1.99%；甘肃、云南、四川、新疆等地区

种植面积增速较快。2017年，苹果产量预计为 3522.37万吨，比 2016

年增长 3.44%。 

（二）价格止跌回涨。2017 年，苹果价格小幅上涨，未延续近

几年苹果价格下跌趋势，但主产省区销售进度缓慢，特色产区销售

进度快，整体滞销风险加大。全国苹果批发价格为 4.69 元/公斤，

比 2016年上涨 11.12%；全国苹果销售价格为 6.31元/公斤，与 2016

年基本持平。 

（三）生产成本小幅上升。2017 年全国苹果种植环节生产总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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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为 5013.33 元/亩，比 2016年增加 2.02%，成本增长趋于平缓。其

中，黄土高原优势区生产总成本为 4960元/亩，同比增加 3.99%；环

渤海湾优势区生产总成本为 5480元/亩，同比减少 0.63%；全国苹果

生产人工成本为 2326.67元/亩，同比增加 2.47%，物质成本约为 2220

元/亩，同比增加 1.15%；管理及齐涛费用成本为 466.67 元/亩，同

比增加 3.92%。 

（四）苹果出口恢复性增长。2017/2018 榨季，浓缩苹果汁产量

预计为 62 万吨，2017 年出口量预期达到 56.47 万吨、出口总额为

5.56 亿美元，比 2016 年上涨 21.71%和 10.51%，出口数量及金额均

实现恢复性增长。2017 年，鲜食苹果出口量预计达到 134 万吨，与

2016年（132.20万吨）基本持平。 

（五）苹果产业助力精准扶贫成效显著。苹果产业已经成为吸

纳数千万从业者、兴业富民的大产业，在脱贫攻坚的关键时期，苹

果产业正在六盘山区、燕山-太行山区、吕梁山区等集中联片特困地

区发挥着重要的扶贫富民作用。仅黄土高原优势区的 69个苹果产业

基地县中，30个是国家级贫困县。陕西、甘肃、河北、河南、宁夏、

山西等中西部省区，及云南、贵州、四川等西南省区，均将苹果产

业列为精准扶贫的产业抓手，有力地促进农业发展、农村繁荣、农

民增收。 

二、2017年苹果产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一）市场供需结构性矛盾凸显。2017 年苹果种植面积与产量

继续稳步增加，果品供给与消费需求结构性矛盾显现；加之，其他

水果产量同期增加带来的消费替代冲击，苹果主产区销售缓慢，滞

销风险与产业波动风险加大。如何把苹果生产的数量优势转变为质

量优势,进一步推动我国苹果产业持续健康发展，是当前时期产业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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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二）果品质量有所下降。2017 年是我国苹果灾害发生比较严

重的一年，各主产区连阴雨、霜冻、寒潮、干旱、高温、冰雹等灾

害时有发生，虽经体系专家、试验站长联系当地政府业务主管部门

组织果农及时施救，但仍给苹果生产造成较大的影响，优质苹果数

量和质量比往年有所下降。 

（三）优质脱毒大苗供给不足。产业体系聚焦苹果产业升级发

展，各生态区砧穗组合优化研究、规模化繁育示范基地建设与各主

产省矮砧栽培综合配套技术规程推广均取得显著进展，但与苹果新

兴产区快速发展新建果园对优质种苗的需求相比，优质苗木数量供

给不足、苗木质量参差不齐等问题是制约新兴产区苹果产业发展质

量的瓶颈因素。 

（四）农资废弃物回收利用率低。在果园管理中，农药瓶、纸

袋、反光膜等废弃农资得到有效回收处理的比例不高，对果园环境

与生态造成影响。需要进一步完善农资废弃物回收体系与机制，引

导和教育从业者提高合理处理农资废弃物的意识和能力，有效推进

绿色生产。 

三、2018年苹果产业发展趋势 

（一）技术进步推动老龄低效老果园改造加速。围绕我国现阶

段老龄低效果园数量多、改造任务重等难题，产业技术体系联合技

术攻关，老龄低效果园重茬更新与新旧模式转化技术进展明显，连

作障碍克服技术和老园土壤修复与质量提升技术已得到普遍应用，

主产区老龄低效果园更新改造力度加大、改造速度加快。 

（二）苹果高效平衡施肥技术大力普及。通过研究现代现代苹

果园肥水需求规律，产业技术体系制定并积极主推黄土高原和环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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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湾两大优势产区“苹果高效平衡施肥指导意见”和“果园水肥一

体化技术规范”，为国家配方施肥行动、国家苹果化肥零增长行动

提供了技术支撑。 

（三）新育品种的繁育、示范、推广与转让加快。随着基因组

测序、砧穗组合优化的苹果新品种选育资源基础研究系统深入和自

根砧木规模化繁殖技术进一步完善，以“福丽”、“瑞阳”、“瑞

雪”为代表的苹果新品种繁育加快；校地企合作，联合种植、销售

和苗木生产企业、合作社等利益关联单位，共同建设苹果新品种试

验示范基地、组建新品种推广联盟，加快新品种的市场化推广和产

业化转让。 

（四）三产融合加快苹果产业升级发展。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以三产融合为现代果业发展抓手，将农业生产、农产品加

工业、农产品市场服务业深度融合，不断拉长农业产业链，延伸农

业价值链和效益链。政策驱动培育和发展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的特

色果品村镇、现代果业产业园，把果业发展与旅游、采摘、观光、

休闲、养生和体验结合起来，打造“一村一品”、“一乡一品”升级

版，发展果园（田园）综合体。 

（五）“互联网+”等多种新型果品经营业态加速发展。“互联

网+”和新型零售等现代商业模式的兴起，各类电商交易平台以及线

下果品便利店发展迅速，不仅极大促进了果农与市场之间的互联互

通，而且充分调动果农、企业、和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催生“互

联网+果业”的新型苹果产业经营业态，融合政务信息服务、农业技

术推广、电子交易平台和果品质量监管，促进果业要素市场与产品

市场的深度整合。 

四、2018年苹果产业发展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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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深化果业供给侧改革，切实优化产业规模和布局。全国

苹果种植面积和产量稳定增长，供需结构性矛盾突出。基于区域农

业资源禀赋、苹果产业发展基础和环境适宜性原则，因地制宜优化

品种特性及配置，注重提高苹果品质和效率，同时注重发挥市场配

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抑制地方政府违背自然生态规律、过度干预

果农生产等行为，深入推进果业供给侧改革。在区分优生区、适生

区、次生区的基础上，注重整合和优化配置支持苹果产业发展的科

技政策、财政政策、信贷政策、保险政策、市场规制政策，引导技

术、资本、人才等先进要素向优势区聚集，有效控制非优势区的苹

果产能，形成合理的产业布局和规模。 

（二）做强一产、做优二产、做活三产。在全产业链、全业态、

大体系、大服务的发展趋势下，苹果产业应以满足消费需求为目标，

调优、调高、调精产业结构、品种结构和品质结构，创新融合发展

模式，培育融合发展多元化经营主体，提高优质、安全、绿色、有

机农产品生产供给能力，提升产业效益和竞争力。同时，不断改良

品种，发展优质特色苹果，坚持数量质量并重、效益生态优先，围

绕生态保护可持续发展，改善现代果业绿色融合发展能力。 

（三）健全优质大苗繁育体系，持续推进产业栽培制度转型。 

大力推进区域适宜性优质大苗的专业化、标准化、规模化、产

业化、品牌化栽培模式，健全优质大苗繁育体系。完善栽培制度建

设，实施品种资源创新和砧木选育工程，探索与总结适合区域特征

的栽培技术综合管理规范，实现品种区域化以及区域化品种和品牌

的创建，变革传统栽培制度，注重栽培制度转型的持续性、连贯性

和稳定性。 

（四）全面落实“两减一增”系列政策，强力助推技术升级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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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转型。围绕病虫害综合防治、农药化肥减量增效等目标，加强

监测调查，组织农药使用情况监测调查、农药利用率测算研究和抗

药性监测调查。加强示范引导，组织统防统治与绿色防控融合示范、

蜜蜂授粉与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集成示范以及高效低风险农药与高

效节药植保机械示范。加强农企合作，组织新型经营主体、病虫害

防治专业化服务组织与农资生产企业对接，共建示范基地。加强培

训宣传，充分利用各种媒体，宣传各地农药使用量零增长行动的好

经验、好做法，增强农户安全用药意识。强化政策扶持、示范带动、

科技支撑、机制创新、督查指导，保障果业生产安全、质量安全和

生态环境安全。大力推广高效节药植保机械和低风险农药的同时，

强力引导果业生产技术升级，加快果业绿色转型。 

（五）扶持培育新型果业经营体系，提升产业化经营水平。在

现行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下，分散化、小规模的苹果种植户向专业

化、规模化、组织化的新型经营主体转变是创新生产技术、应对市

场风险、提高生产效率的有效举措。多措施扶持和培育多元化懂果

业、爱果业、爱果园的新型经营主体和农技推广服务人员，利用技

术、管理等专业技能培训，提高果业经营主体和农技服务人员的人

力资本，促进苹果种植技术的创新与应用，增强其市场谈判能力，

促进苹果产业的持续发展。通过创新农业经营组织形式，整合产业

链上下游资源，共同分担专用性资产投资及其市场风险。 

（六）信息共享促进产销衔接，产业延伸拓展国内外销售市场。

苹果产业商品化、专业化程度较高，应注重集成创新，加大信息技

术及网络技术的推广力度，构建销售信息、技术信息等多种信息共

享平台。以信息化为纽带，促进信息技术、网络技术、管理工程技

术与果业资源、果业生态、果业环境治理一体化，促进产业资源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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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和市场资源整合，强化产业发展信息服务功能，注重披露产业发

展、市场价格、库存及产能等信息，强化苹果产业监测与苹果市场

风险管理功能，有效克服果农与市场间的矛盾。重点支持苹果优势

产区和果品集散地的批发市场、新型市场业态培育等基础设施建设，

支持各类新型经营主体开拓国内外市场，鼓励充分利用国内外市场

资源和信息，促进产业的国内外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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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送：各苹果主产省农业厅、各功能研究岗位专家、综合试验站站长 

     首席科学家办公室成员 

国家苹果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办公室            2018年 1月 25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