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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核桃产业发展现状、问题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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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助力我国核桃产业健康和可持续发展，阐述了我国核桃产业现状，指出了我国核桃产业

发展的问题，并提出了针对性的建议。核桃适应性强，在我国２０多个省（区）均有种植，２０２０年我
国核桃产量达到４７９．５９万ｔ，核桃油产量为３．１２万ｔ。我国核桃产业存在经济林发展速度缓慢，采
摘机械化程度低，采后处理技术手段落后，加工的专用装备落后，缺乏龙头加工企业等问题。建议

在政府的支持和引导下，通过优化核桃品种，积极推进新产品、新技术、新装备的研发和应用等措

施，解决我国核桃产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促进我国核桃产业稳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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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桃又称胡桃，是胡桃属植物的核果，是“木本
油料之王”，也是世界四大干果之一［１］。核桃是药

食同源的果品，含有丰富的营养物质，具有很高的营

养价值及保健作用［２－５］，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６］。

我国核桃栽培历史悠久，是世界核桃起源地之

一［７］，近年来我国核桃产业发展较快。作为特色优

势农产品，核桃在增加农民收益、产业扶贫等方面发

挥了重要作用。然而我国核桃产业发展中存在经济

林发展速度缓慢，采摘机械化程度低，采后处理技术

手段落后，加工的专用装备落后，缺乏龙头加工企业

等问题。为了助力我国核桃产业健康和可持续发

展，探讨了制约我国核桃产业发展的主要因素，并针

对性地提出了相关建议。

１　我国核桃产业现状
１．１　核桃生产情况

核桃适应性强，在我国分布极为广泛，全国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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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个省（区）均有种植。２０２０年，我国核桃种植面积
为８００万ｈｍ２，其中云南、四川、陕西、山西、新疆、贵
州、甘肃、河南、湖北、广西、河北等１１个省（区）的
种植面积均超过１０万 ｈｍ２［８］。目前，我国核桃生产
第一大省是云南省，２０２０年核桃产量为１５０．２７万ｔ，
其次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２０２０年核桃产量达到
１１５．４１万ｔ，第三位的是四川省，２０２０年核桃产量为
６０．５８万 ｔ，第四位的是陕西省，２０２０年核桃产量为
４４．３５万ｔ，上述四省（区）核桃产量占全国核桃总产
量的７７．２８％［９］。表１是２０１１—２０２０年我国核桃产
量情况。由表１可见，２０１１—２０２０年间，我国核桃
产量总体呈增长趋势，年均增长率为１２．５％。

表１　２０１１—２０２０年我国核桃产量 万ｔ

年份 产量 年份 产量

２０１１ １６５．５５ ２０１６ ３６４．５２
２０１２ １９７．９６ ２０１７ ４１７．１４
２０１３ ２３２．５０ ２０１８ ３８２．０７
２０１４ ２７１．３７ ２０１９ ４６８．９２
２０１５ ３３３．１７ ２０２０ ４７９．５９

　注：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

１．２　核桃进出口情况
我国是全球核桃消费量最高的国家，国内的产

量基本能满足国内需求，产销率在１００％左右，虽然
每年有大量的核桃进出口，但总体的进出口量相比

于国内的产销规模较低，国内市场基本保持供需平

衡，不过近年来核桃出口保持了较高的增长速率。

２０１４—２０２０年我国核桃进出口情况见表２。由表２
可见，２０１４—２０２０年，我国核桃进口量波动变化，总
体呈下降趋势，而核桃出口量总体呈增长态势，年均

增长率达到２２７％。
表２　２０１４—２０２０年我国核桃进出口情况 ｔ

年份 进口量 出口量

２０１４ ８３０４．９ ５９
２０１５ ５６６４．６ ６０．９
２０１６ ４８０１．８ ２５３．８
２０１７ ５１７６．３ ７２５８．１
２０１８ ４８６８．４ １９０４５．４
２０１９ ４４０７．１ ７４０３５．５
２０２０ ５５２６．４ ７２４５９．５

　注：数据来源于中国海关

１．３　核桃油加工情况
目前，我国核桃油市场正处于快速发展阶段，除

了传统的核桃油外，还有各种核桃油新产品，如核桃

油微胶囊粉、核桃油胶囊、核桃油医药制剂、核桃油

化妆品等。２０１８年，我国核桃油产量为３．０７万 ｔ，

约占当年植物油产量的０．１％；２０２０年核桃油产量
为３．１２万ｔ，约占当年植物油产量的０．０６％［１０］。可

见，我国核桃油产量占植物油总产量的比例很小，还

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２　我国核桃产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随着核桃产业发展政策的大力实施，近年来全

国各地的核桃产业发展有了长足的进展，但仍存在

一些问题。

２．１　核桃经济林发展速度缓慢
核桃是我国主要的经济作物，在农业发展中发

挥着重要作用。早实核桃和嫁接核桃２～３年可以
见果，晚实核桃和实生核桃则要８～１０年才能结果。
晚实核桃虽结果晚，但树体抗病能力强，后期产量较

大，故生产上不建议采用早实苗建园。自２０世纪被
引入我国的薄壳山核桃，一般情况下在种植后需要

经过１０～１２年才能完成开花结果，而其实现预期产
量所需时间更长，往往需要１５～２０年之久［１１］。此

外，近年来核桃价格持续走低，甚至滞销，对核桃产

业造成了很大的冲击。

可见，由于核桃的生长周期较长、投入较大、产

出较慢、收购价格低等原因，严重影响了种植者的积

极性。另外，由于品种老化、品种选择和管理不当等

问题，导致核桃经济林发展速度较为缓慢。

２．２　核桃采摘机械化程度低
随着我国核桃产业不断发展，核桃的种植面积

迅速增长，但核桃的采收基本由人工完成。人工采

收耗时长、效率低，如果不能及时采收还会对核桃的

品质造成一定影响。虽然目前有很多品牌的农业机

械，并且也应用了很多技术手段，但由于我国核桃采

摘机械或效率不高，或易对核桃树枝条造成损伤，或

因识别系统存在弊端不能识别果实等原因，导致我

国核桃采摘技术不成熟、适用性差、利用率不高等问

题较为突出［１２］，还需要较大投入进行进一步的

研发。

２．３　核桃采后处理技术手段落后
目前，核桃去青皮、清洗等处理基本依靠人工完

成，去青皮后主要靠自然晾干，机械化程度低。若采

后遇阴雨天气，大量果实处理不及时，容易引起霉

变，导致核桃质量下降，给后续核桃加工带来不利

影响［７］。

核桃干燥是核桃采后处理的一个重要环节，我国

传统的核桃干燥以自然晾晒为主［１３］，干燥过程易受

环境影响，规模生产受到很大程度限制，产品质量难

以保证［１４］。随着我国核桃种植规模和产量的不断提

高，新的干燥方式不断被引入和应用于核桃干燥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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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如热风干燥、微波干燥、太阳能干燥和红外干燥

等［１５］。但目前我国核桃干燥技术仍有很多短板，高

新干燥技术未能真正实现规模化应用，适用性较低。

２．４　核桃加工的专用装备落后
我国的核桃加工专用装备较为落后，与核桃制

油及深加工的需求不匹配，如核桃破壳技术方面，早

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期，美国、意大利、法国等已相
继推出了各种坚果破壳机，经过数十年的应用与发

展，核桃破壳机已经成熟，并朝着机电一体化方向稳

步发展，但我国的核桃破壳设备发展缓慢，存在破壳

率低、损失率高、果仁完整性差、机具性能不稳定、成

本高等多种问题［１６］。

２．５　缺乏龙头加工企业
我国核桃产品加工行业的起步较晚，加工规模

较小，产品种类少，核桃加工技术较为落后。十余年

来，尽管核桃加工企业数量有明显增多，但由于产品

销售不畅，生产线常态化停产，设计产能较小而且严

重过剩，大多数的核桃加工企业（初级加工除外）发

展都较为困难。大多数精深加工企业存在融资难、

设备落后、品牌意识不强等问题，尚未形成市场话

语权［１７］。

３　我国核桃产业发展建议
３．１　合理规划核桃种植资源，配套相应政策

核桃生长受气候、土壤及地形地貌等生态环境

的影响，不同核桃品种对其适应性不同。建议在有

优势和前景的地区，政府有关部门加强对核桃种植

产业的引导，合理规划种植资源，推广良种种植，科

学管理，并配套相应的种植补贴和收购价格保护［１８］

等相应政策措施，支持核桃种植产业发展，调动核桃

种植户的积极性，促进核桃产业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３．２　提高核桃采摘设备效率
针对我国在核桃采摘技术方面采摘设备适用性

差、利用率不高等问题，近年来科研人员做了很多研

究，已研制出多种品牌的农业机械，如可在较平整地

块使用的多功能动力平台及采摘机器人等，在很大

程度上减少了劳动力的投入，初步实现对生产过程

的把控和调节，但机械质量问题依然是我们关注的

重点，我国仍需在此方面加大攻关力度，早日实现安

全、高效采摘。

３．３　加强核桃采后技术及设备的研发与推广
加强核桃采后处理技术的研究，对采后处理进

行机械化推广，消除后续核桃加工的隐患，节省人力

物力，省时高效。从优化干燥工艺参数、提高干燥速

率、改善产品品质、降低能耗和研发推广新型干燥技

术方面［１９］入手，提高核桃干燥技术水平。

３．４　解决核桃深加工技术滞后问题
从政府层面加大力度解决核桃深加工技术滞后

问题，推动研制效率高、适用性广、质量稳定的脱壳、

烘干和压榨等核桃精深加工和综合利用的装备，确

保产品质量，降低生产成本，以提高核桃加工的附加

值，进而增加农民种植的收入。

３．５　加大对核桃加工企业的扶持力度
核桃精深加工效益好，是今后产业发展的重点。

建议政府积极引导社会资金向核桃加工产业转移，

加大对核桃加工企业的扶持，引导核桃产业向多元

化发展。

３．６　研发市场接受度高的核桃产品
根据市场需求状况，生产出适合不同地域和不

同人群的具有核桃风味的产品，在更多行业中充分

发挥核桃产品的附加值［２０］，同时确保产品质量，进

一步提升广大消费者对核桃相关产品的认知度。

３．７　审议核桃产业发展战略
国家层面上，进一步审议核桃产业的发展战略。

控制我国核桃种植规模，加强现有种植林的管理，提

高核桃的种植效率，增加核桃种植林效益。

４　结　语
虽然我国核桃种植、初加工及精深加工产业中存

在各种问题，但产业化大发展已势在必行。建议在政

府的引导和政策支持下，优化核桃品种，积极推进新

产品、新技术和新装备的研发和推广应用，鼓励高端

技术合作，建立可靠、高效、适用性强的核桃加工技术

及装备体系，积极引进、消化吸收国外先进的加工装

备和技术，加快核桃机械化进程，解决核桃产业发展

中的各项问题，在带动人民收入增长的同时也解决我

国部分食用油脂缺口问题。通过技术升级带动企业

崛起，必将带动核桃产业向更好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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