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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核桃产业集群发展策略研究

赵向豪，杨景淳

（新疆财经大学 经济学院，乌鲁木齐 ８３００１２）

摘要：产业集群建设不仅是加快乡村产业振兴的重要载体与机制，也是助推农业农村现代化、实现

产业富民的重要基础与保障。在系统梳理新疆核桃产业集群发展优势的基础上，探究新疆核桃产

业集群发展面临的现实困境，并提出新疆核桃产业集群发展路径。新疆核桃产业集群发展具有地

理位置优越、生态环境良好，产品品质优良、市场需求向好，产业基础稳固、相关政策利好等优势，但

面临生产机械化水平低、精深加工能力弱、市场开拓不足、仓储冷链设施建设滞后等困境。基于此，

提出应推广核桃增产提效技术、夯实产业集群生产基础，增强核桃精深加工能力、促进核桃产业集

群转型升级，加大新疆核桃品牌宣传力度、优化产业集群市场开发模式，推进产业集群基础设施建

设、完善各主体利益联结机制等发展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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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
展，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大力发展农村特色产业，拓

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产业振兴作为乡村振兴的题

中之义，连续多年为中央一号文件所高度关注，其

中，推动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培育乡村新产业新业

态，壮大县域富民产业，促进农村三产融合发展是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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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乡村产业振兴顺利实施、助推农业农村现代化建

设的坚实基础。在“大国小农”的基本国情农情下，

小农生产方式仍是我国农业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需

要面对的现实［１］，我国农业高质量发展过程中长期

存在的产业结构不合理、三产融合度不高、产业竞争

力弱［２］等问题仍未得到有效解决，农业集约化程度

低、生产效率低下仍是阻滞我国建设农业强国和实

现农业现代化的重要因素。农业产业集群在推动乡

村产业振兴过程中可整合多方发展力量，通过加强

各生产经营主体与多方机构组织之间的紧密联系，

促进传统农业转型升级，有效推动乡村产业振

兴［３］。相关理论研究与发展实践表明，农业产业集

群作为现代农业发展的一种新趋势，能有效缓解农

业生产效率低、农业产业链短、农产品附加值不高等

问题，在促进农业现代化发展、提升农业竞争力水

平、推动乡村振兴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４］。

为贯彻落实中央一号文件，响应《国务院关于

促进乡村产业振兴的指导意见》大力推动乡村产业

振兴的要求，２０２０年农业农村部、财政部联合发布
《关于公布２０２０年优势特色产业集群建设名单的通
知》，积极开展优势特色产业集群建设工程，批准建

设５０个优势特色产业集群。截至２０２３年底，我国
已累计建设优势特色产业集群１８０个，农产品加工
转化率高达７２％［５］，各地全力打造区域公共品牌，

带动地区经济振兴发展。新疆积极响应中央号召，

依托自然资源与优势产业基础，成功创建薄皮核桃、

库尔勒香梨、葡萄等产业集群，各地围绕标准化生产

基地建设、仓储物流体系建设、品牌市场开拓力度及

三产融合等全产业链环节，着力打造布局合理、功能

互补的优势特色产业集群，带动当地特色农业发展，

助推乡村产业振兴。新疆薄皮核桃产业集群入选

２０２０年优势特色产业集群建设名单［６］，其中，新疆

阿克苏市、温宿县、乌什县、新和县、叶城县、和田县

和墨玉县等７县市被列为产业集群建设优势区［７］。

核桃是一种重要的油料作物，在我国粮油加工、副食

生产等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近年来，在中央财政

奖补资金的大力支持下，新疆阿克苏市、墨玉县等７
县市围绕薄皮核桃标准化生产基地建设、品牌建设、

市场开拓等全产业链环节，贯通“产 ＋销”体系，通
过全产业链齐发力，以“小核桃撬动大产值”推动新

疆核桃产业集群年产值突破百亿元大关［８］。本文

在系统梳理新疆核桃产业集群发展优势基础上，探

究新疆核桃产业集群发展面临的现实困境，提出发

展路径，对于助推新疆优势特色产业体系构建、助力

乡村振兴发展以及推动我国现代化产业集群建设等

都具有重要的理论参考价值和实践意义。

１　新疆核桃产业集群发展优势
１．１　地理位置优越，生态环境良好

新疆地处亚欧亚大陆中心地带，是我国向西开

放的重要桥头堡。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

域，新疆连接中亚、南亚、西亚和欧洲各国，为我国与

周边沿线国家开展紧密贸易合作提供了有利的地缘

区位优势。新疆深居内陆，远离海洋，四周均有高山

阻隔，海洋气流不易到达，形成了典型的温带大陆性

气候，表现为昼夜温差较大，日照充沛，年日照时间

高达２５００～３５００ｈ，为当地农业种植提供了良好的
气候条件。新疆地区的农业灌溉主要依靠山脉冰雪

融水与地下水，依托其平坦的地势与充足的光热资

源，为当地农业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环境优势。

核桃作为一种喜温树种，最适宜的生长温度一般在

８～１５℃。新疆，特别是南疆地区常年日照充足，积
温高，为核桃生长提供了有利的外部条件。同时，核

桃还是一种喜光植物。为了保证良好的发育，在进

入盛果期后，核桃生长的日照时间需保持在３个月
以上［９］。新疆日照充足，昼夜温差大，其中阿克苏、

和田、喀什地区年日照时间均在２７００ｈ以上，利于
核桃进行光合作用以获取充足养分，同时也利于核

桃开花、挂果，在保证核桃产量的基础上提升了核桃

品质。核桃生长对于地形地势也有一定要求，若土

地坡度过大，径流量与径流速就会变大，水肥流失量

也会随之增加。新疆核桃种植区域多为地势平坦、

规模连片的平原地区，不仅很大程度上减少了水肥

流失，维持土壤养分，也便于对种植区进行规模化、

集中化管理。新疆虽距内地较远，但偏远的地理位

置使得其农业种植区域远离工业区，有效减少了农

作物生长过程中的空气、土壤、水污染等污染源，加

之新疆优越的自然环境及中心地理区位，为当地推

动建设核桃产业集群提供了有利的生态基础与地缘

优势。

１．２　产品品质优良，市场需求向好
新疆核桃产业集群主要位于南疆地区，其中阿

克苏、和田、喀什地区为核桃核心种植区。南疆核桃

主产区内核桃品种丰富、品种化率高且品质优良，主

栽品种包括“温１８５”“新新２”“新丰”“扎３４３”等，
其中，“温１８５”品种核桃在平均出仁率和核桃仁平
均含油率方面均具有较大优势，平均出仁率远高于

国内其他主栽品种，其仁中含油率高达６８．３％，分
别高出云南“大泡”核桃和辽宁“辽核 １号”核桃
１９８、２．５０百分点［９］。赵明等［１０］研究表明，“温

１８５”“新新２”“扎 ３４３”等品种核桃出仁率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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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５．９％、５８．０％、５５．８％，不仅营养价值高，还具备果
实大、果壳圆亮、果仁饱满等特点，且核桃内褶壁退

化、横隔露膜质且易取整仁。近年来，随着提质增效

工程不断推进，新疆林果品质得到大幅提升，其中核

桃白仁率超过８０％，空壳率、瘪壳率下降约５％［１１］，

为新疆核桃产业集群建设提供了品质保障。近年

来，人们对优质健康食品的需求不断增加，新疆核桃

在市场上受到愈来愈多消费者的青睐，市场对新疆

核桃的需求量与认可度也呈现出持续增长的态势。

新疆核桃主产区着力打造当地核桃知名品牌，相继

推出“西域美农”“楼兰蜜语”“宝园核桃”等一批当

地知名品牌。“阿克苏核桃”和“叶城核桃”荣获“中

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称号。新疆核桃产业集群不

断提升市场开发力度，打造知名品牌，畅通营销体

系，在核桃主产区内建设核桃批发交易市场，开发仓

储加工项目，开展集核桃采购、加工、销售、流通、电

子商务等一体化的经营服务，贯通“产 ＋销”，创建
多个区域公共品牌，加大培育本土品牌的宣传推广

力度，积极引导企业以优质核桃为纽带，全力打响新

疆薄皮核桃金字招牌，为新疆核桃产业集群建设提

供强力支撑。

１．３　产业基础稳固，相关政策利好
新疆拥有悠久的核桃栽培历史，是我国最早种

植核桃的地区之一，新疆核桃以营养价值高、结果

早、个大壳薄、品质优良等特点驰名中外，素有“全

国核桃产业看新疆”的美誉。近年来，新疆核桃产

业在集约化栽培、机械化生产、精准化水肥管理等方

面积累了丰富经验［１２－１３］。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林果

产业发展中心数据显示，截至２０２１年底，新疆核桃
种植面积为４２．０６万ｈｍ２，产量高达１１３．２２万ｔ［１４］，
核桃产业已成为南疆地区的特色支柱产业，核桃收

入占当地农户年收入的４０％以上［１５］。新疆薄皮核

桃产业集群聚焦三大核桃主产区，积极优化产业发

展布局，围绕７个重点发展县市，形成以阿克苏地区
为主，和田、喀什地区为辐射带动副中心，和以南疆

联动发展环为主环，疆内产销融合网、全国品牌营销

网为双环的“一主两副、一环双网”的空间布局形

态［１６］，推进薄皮核桃产业向优势区集聚发展。为打

造优势特色标准化生产基地与“原料车间”，新疆核

桃产业集群园区积极提升农产品生产基地规模化和

商品化生产水平，２０２１年３月，经过１年的建设，新
增薄皮核桃优势产业集群标准化示范园区２个，示
范园区面积超１００ｈｍ２，核桃产量大幅提升，优质核
桃比率增至８０％以上，核桃白仁率由 ２０％提升到

６０％以上［１７］。此外，新疆核桃产业园区大力开发核

桃脱青皮加工生产线，助力核桃加工产业产能转换

升级。截至２０２０年，新疆核桃主产区内共生产加工
１０万余ｔ核桃，核桃的本土化加工能力高达３０万ｔ［１６］，
核桃品质大幅提升，实现“面积、产量、品质”三连

增。新疆薄皮核桃产业集群还产生了很大的空间溢

出效应，该效应由温宿县、叶城县、和田县等７个产
业集群优势区辐射至南疆其他多个县市，其他县市

纷纷对标产业集群标准化设施建设，将核桃产业作

为当地农业发展的重要抓手，一大批农民依靠核桃

产业实现了增产增收。为加快新疆核桃产业集群高

质量发展，自治区林业和草原局结合《自治区林果

产业发展“十四五”规划》《关于培育发展自治区特

色优势产业集群的指导意见》，联合自治区农业农

村厅共同起草编制了《自治区绿色有机果蔬产业集

群建设行动计划（２０２３—２０２５年）》，高位推动新疆
林果产业高质量发展。为支持新疆大力发展优势特

色产业集群，２０２２年中央财政拨款０．５亿元用于薄
皮核桃产业集群建设，该奖补资金为当地核桃产业

集群建设提供了坚实的保障和支撑。

２　新疆核桃产业集群发展面临的现实困境
２．１　核桃种植技术落后，生产机械化程度不高

新疆核桃种植面积大、产量高，具备一定的规模

与产出优势，但在种植技术、机械应用程度、精准化

田间管理等方面仍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

３方面：①在核桃种植技术方面，当前大部分新疆核
桃种植区域仍采用传统农林间作、密集种植的发展

模式，而密集化间作方式导致核桃种植园区内透光

性与通风性较差，植物光合作用效率低，加上机械化

修剪设备难以进入密集种植区域进行作业，只能大

量依靠高成本、低效率的人工进行作业。该模式不

仅难以满足大规模种植需求，还易引发病虫害和核

桃果实营养不足、空壳率高、产量低等问题，严重影

响核桃品质［１８］。②在精准化田间管理方面，新疆核
桃种植以小农户为主，种植分散且规模较小，核桃种

植户多数缺乏与核桃种植相关的专业知识与技能，

基本没有应用叶面诊断等精准化田间管理手段，在

施肥环节全凭自身经验进行非合理化施用，随意性

较大，导致种植过程中效率低下、成本较高等问题频

出，不仅影响产区土壤安全与质量，还在很大程度上

影响该地区核桃种植户的收益。③在机械化设备使
用与推广方面，由于新疆核桃产业科研成果储备不

足，新技术推广与应用能力落后，南疆核桃主产区内

机械化设备使用率偏低，机械化专业服务组织数量

少，难以满足核桃产业现代化发展需求。同时，核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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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社会化服务发展较为落后，专业技术人才数量

不足，管理人员技能水平低，产业基层技术支撑能力

弱，人才建设方面难以匹配当地核桃产业发展速度，

导致新疆核桃产业集群在发展理念、经营管理与科研

水准等方面都处于滞后状态，阻碍当地核桃产业集群

的高质量发展。

２．２　核桃精深加工能力弱，全产业链开发不足
新疆核桃加工业发展起步晚，加工产能远落后

于产量增速，大部分地区仍采用采后就地初加工模

式，依靠人工作业方式对核桃进行采摘、脱皮、清洗、

干燥、分级、破壳等初加工处理，作业效率低下，难以

匹配核桃产量，形成较大的产能缺口。在核桃采收

季节，易出现由人员短缺造成的季节性用工紧张问

题，导致大量核桃因未及时处理而腐烂变质，霉果率

一度上升至 ２５％ ～４０％［１５］。此外，因存放时间不

同，核桃的外观、品质相差甚远，严重影响其口碑与

销售情况，造成“增产不增收”的现象。近年来，新

疆多地联合农业科学院等科研机构积极研发并推广

针对核桃加工的机械设备装置，新型加工机械在新

疆三大核桃主产区逐步投入使用，但仍未能改变产

区内依靠人工作业为主的初加工现状。核桃产业集

群园区内多数企业生产规模偏小，加工转换能力弱，

核桃加工多聚焦于采后初加工环节，精深加工品

类少。常见的核桃深加工产品包括核桃油、核桃

粉、核桃饮品、枣夹核桃等。这类商品虽广受市场

青睐，但对于核桃精深加工产业来说仍显品类不

足，导致新疆核桃难以摆脱目前品种单调、核桃滞

销、市场收购价格持续走低［１９］、农户收益逐步下降

的发展困境，阻碍了新疆核桃产业集群产业链进

一步延伸。此外，对于以核桃废果以及核桃青皮、

核桃壳、核桃隔膜等副产物作为原料制备染色剂、

植物农药［２０］等产品的开发能力不足，难以实现核桃

更大价值的转换能力［２１］，阻碍了核桃加工产业利润

延伸，造成核桃加工链价值链短、全产业链开发不足

等问题。

２．３　核桃市场开拓不足，产品竞争力有待提高
与内地其他省份核桃产业集群建设相比，新疆

核桃在品牌建设、市场营销力度方面略显不足，主要

表现为市场开拓程度不够、品牌影响力有待进一步

提升等［２２－２３］。在核桃产品市场竞争力方面，新疆核

桃主产区大多数核桃种植农户以传统方式销售核

桃，如：混装混销，未对核桃进行分拣、分级处理等，

使得流通在市场上的核桃品类混杂，品相不一、卖相

不佳，致使新疆核桃在内地市场的口碑形象和品牌

建设受到影响。在核桃品牌建设方面，新疆核桃品

牌多而杂，尚未形成“大品牌”局面，且同一品牌下

产品品质良莠不齐，品牌建设仍属“挂牌销售”的初

级阶段。在产品体系建设方面，不同地区生产加工

能力差异较大，未形成统一的标准化生产模式，产品

追溯机制尚未形成，产品质量安全体系建设尚不完

善［２４－２５］。在核桃产品包装方面，多数品牌存在相互

模仿等现象，各地区之间品牌同质化严重，少有品牌

能凸显出其产品特色，形成深入人心的品牌形象，导

致新疆核桃市场竞争力平平，品牌建设略显滞后。

在产品销售方面，目前，新疆核桃销售主要采取批发

商线下考察、现场订货、装箱发车至内地的方式，电

商平台及网络销售渠道发展滞后。新疆地理位置距

离内地较远，运输里程长，对于核桃保鲜冷藏技术的

要求较高，导致新疆核桃远销内地受阻，品牌建设与

市场拓展程度受限。在组织体系建设方面，南疆地

区农民组织化程度不高，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农带农

水平有限，龙头企业带动发展能力不强，难以有效发

挥衔接小农户与大市场的作用，导致新疆核桃产品

竞争力弱，市场开拓力度不足。

２．４　物流体系不健全，仓储冷链设施建设滞后
新疆距离内地较远，基础设施建设落后，铁路网

络完善程度低，导致铁路运输速度慢、容量小。公路

运输受复杂地形环境的限制较大，加上缺乏合理的

物流组织，返空率常年维持在５０％ ～７０％［２６］，物流

成本高昂，物流运输极不方便。新疆地区物流公司

大多为规模小的地区性物流公司，其业务辐射范围

小，辐射全国的物流公司不足１５％［２６］，缺乏参与国

内物流市场的竞争力。大部分物流公司缺乏先进的

管理手段与专业技术装备，其服务信息网络系统不

健全，未能有效整合物流信息，导致产业发展效率低

下。为保证品质，农产品在仓储、运输、配送过程中

对冷链设施的要求更为严苛，而新疆冷库设施建设

较为落后，据统计，截至２０２０年，新疆地区共有冷库
约２８００座，总容量约为４００万ｍ３［２７］，其中低温库
占比较高，保鲜库数量较少，多数冷库采用老旧技

术，冷藏和制冷能力不足。此外，新疆现有冷链运输

车辆大多没有配备ＧＰＳ和实时监测的温控系统，仅
能满足简单的冷藏需求，农产品在运输过程中极易

受损、变质［２８］。新疆地广人稀，冷库主要分布在城

市与县区，农村地区冷库数量较少、冷链配套设施不

足且冷链物流标准化管理程度低，导致在仓储、运

输、配送环节中核桃的品质难以得到保障。同时，新

疆冷链物流体系信息平台建设相对落后，政府对于

物流体系建设的关注和补贴不够充分，有关部门对

冷链物流建设的重要性缺乏深刻认识，致使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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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信息发展相对缓慢，信息网络服务滞后，物流信

息网络建设管理相对宽松，产业集群物流体系发展

缓慢。

３　新疆核桃产业集群发展路径
３．１　推广核桃增产提效技术，夯实产业集群生产
基础

一方面，在保证核桃产量与质量的基础上，主推

“温１８５”“新新２”“扎３４３”等优良品种进行规模化
种植，持续推进核桃品种良种化，改善新疆地区核桃

品种混杂的现状。注重核桃新品种的选育及开发工

作，通过筛选培育出具有高产、抗病、适应性强等优

良性状的核桃品种，促进新疆核桃产业形成良性循

环，实现产量与质量双提升。另一方面，持续探索核

桃种植模式，推进产业集群园区内基地建设，加强核

桃种植园区内疏密改善工作，通过修剪树冠、调整植

株间距等方式优化核桃种植区域的透光性和通风

性；加大机械化设备的使用率，积极引入现代化设

备，争取实现核桃产业集群各生产环节的机械化、高

效化；打造标准化“原料车间”，实现核桃生产基地

规模化、标准化水平，通过精进生产技术，先建立起

地方核桃产业集群标准化示范园区，再向全区辐射

推广，加快核桃产业集群向现代化集群转型升级。

３．２　增强核桃精深加工能力，促进核桃产业集群转
型升级

坚持全产业链开发路径，积极培育链条完整、布

局合理、竞争力强的核桃产业集群，立足新疆优势特

色资源，在鼓励发展核桃采后初加工模式下，引进高

新技术企业，大力发展核桃精深加工体系，着力提升

新疆核桃产业集群附加值。积极提升核桃加工产业

机械化水平，改善新疆核桃加工业大量依靠人工作

业的现状，破解当前新疆核桃加工能力无法匹配生

产能力的现实困境，促进核桃产业集群转型升级。

发展核桃采后一体化生产流水线，使用机械作业完

成核桃分拣、脱青皮、清洗、烘干、破壳等一系列步

骤，实现核桃采后初加工规模化、机械化生产，降低

核桃加工成本，提高核桃产品商品化率。同时，鼓励

开发多样化核桃精深加工产品，在核桃油、核桃粉等

大众化核桃衍生产品的基础上发展核桃酥、核桃奶、

核桃蛋白粉等副食产品，加强对核桃青皮、核桃壳、

核桃隔膜等的开发利用，提高核桃精深加工产能与

综合利用技术水平，延伸核桃加工产业链，提升核桃

产品附加值，打造链条完整、竞争力强的核桃产业集

群，带动当地核桃种植户增产增收，将核桃产业打造

成当地富民惠民的特色产业，让核桃产业集群成为

推动当地乡村振兴的主要抓手。

３．３　加大新疆核桃品牌宣传力度，优化产业集群市
场开发模式

在核桃产业集群内部开展多样化的产品展销

会，积极邀请全国各地农产品相关企业参展，将内地

城市特色产品展销会与疆内展销会有机结合，搭建

双方合作互助平台，增进内地企业对新疆核桃的了

解，提升新疆核桃品牌在内地市场的口碑与宣传力

度。面向核桃产品批发商、经销商、各地大型商超等

进行广泛招商活动，并开展多样化的农产品展销会，

广开新疆核桃销路。与此同时，推动建设周边地区

仓储物流基地，保障核桃在销往各地途中的品质。

探索电商销售平台与网络营销路径，加强相关人员

的网络专业技能培训，积极组织核桃产业集群示范

园区、龙头企业等经营主体与电商平台对接，依托第

三方电子商务平台线上化、便捷化等特点，在抖音、

淘宝、拼多多等线上购物平台积极推广核桃线上销

售。此外，构建标准化核桃生产体系，统一规范不同

地区核桃生产、加工等一系列流程，打造符合新疆特

色的产业化标准体系，并在此基础上构建新疆核桃

品质溯源体系，严格把控核桃品质。实施品牌战略，

加强当地“三标一品”认证工作，积极打造新疆核桃

地理标志产品、区域知名品牌以及企业驰名商标，通

过当地主流媒体、新媒体等方式进行核桃产品的推

广宣传，提高新疆核桃知名度，优化新疆核桃产业集

群市场开发模式。充分发挥对口援疆作用，在施援

地积极开展新疆核桃展销会及产品线上平台建设，

探索“供应商＋经销商 ＋批发市场”销售模式，畅通
新疆核桃销售渠道，拓宽新疆核桃销售市场，提升新

疆核桃在内地市场的占有率，打响新疆核桃品牌影

响力。

３．４　推进产业集群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各主体利益
联结机制

立足新疆核桃资源优势，在核桃产业集群内部

建立一批集仓储、冷链、加工、交易、配送一体化的现

代化物流设施体系，积极打造核桃种植示范园区，推

广“采后就地初加工＋园区精深加工”模式，带动新
疆核桃产业集群供销一体化经营模式的转变。新疆

各地应围绕“转型、提质、增效”的总要求，开展标准

化基地建设、加工流通体系建设、品牌市场建设等工

程，将联农带农机制作为发展重点，鼓励各生产主体

有机结合，发挥龙头企业引领作用，提升农民专业合

作社带农助农作用，全力打造布局合理、各主体齐发

力的产业集群体系，日益完善和巩固核桃产业全产

业链建设。加强各要素向产业集群流动，引导专业

技术人才、金融资本、先进科学技术等要素向产业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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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快速集聚，为新疆核桃产业集群建设提供保障和

支撑。同时，健全组织经营体系，支持龙头企业进行

多样化的市场开拓和品牌营销，支持农民专业合作

社发展订单农业，支持家庭农场、农户参与组织化生

产，形成差异化竞争、功能互补格局；健全各主体间

利益联结机制，培育功能互补的核桃产业集群生产

联合体，带动农户参与产业发展，让农民分享产业发

展红利，各主体共同发力推动新疆核桃产业集群向

高质量发展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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