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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019 年苹果产业发展状况 

1、苹果面积稳定增长，特色产区增速明显。2019年全国苹果面

积为 3128.71 万亩，比 2018 年增长 3.14%。受甘肃（主要是陇东、

陇东南、陇南产区）、陕西（主要是陕北黄土高原丘陵沟壑产区）

苹果面积扩张明显，黄土高原优势区苹果面积保持稳定增长态势；

环渤海湾优势区处于苹果产业结构优化调整期，种植面积小幅增长；

云南、贵州、四川、西藏等西南冷凉高地及新疆南疆特色产区，苹

果产业作为重要的精准脱贫产业，受到地方政府高度重视，苹果面

积增长较快。 

2、气候条件整体良好，全国苹果产量恢复性增长。2019年度气

象条件总体有利于苹果丰产，预计 2019年苹果产量恢复性增长，达

到 4190 万吨，比 2018 年增产 7.1%，比 2017 年略有增长。201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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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月苹果膨大期环渤海湾优势区遭受中度干旱，导致部分产区果实

偏小；7-10 月，环渤海湾、黄土高原优势区降雨偏多，影响苹果着

色及内在品质，优质果率和商品果率比常年下降 10%左右。2019 年

早熟品种嘎啦，中熟品种红星、元帅、红将军等苹果，以及晚熟品

种红富士苹果产量均有不同幅度的增产。根据体系抽样调查数据估

计，早中熟品种苹果产量占到总产量的 32%左右，红富士为主的晚熟

品种产量占到 68%左右，近年来苹果品种结构调整的效果初步显现。 

3、生产成本持续增长。2019 年全国苹果生产总成本平均为

5347.38 元/亩，比 2018 年上升 10.18%。其中，黄土高原优势区生

产总成本平均为 5288.71 元/亩，比 2018年上升 13.52%；环渤海湾

优势区生产总成本为 5474.12 元/亩，比 2018 年上升 3.97%。2019

年全国苹果生产物质成本平均为 2335.46 元/亩，比 2018 年上升

7.78%；人工成本平均为 2542.85元/亩，比 2018年上升 12.08%；生

产管理及其他费用成本平均为 469.07元/亩，比 2018年上升 11.12%。 

4、苹果价格回落，总体水平低于上年。受 2018 年果品减产等

综合因素影响，2019 年 1-8 月苹果批发及零售价格均高于上年。随

着新产季苹果上市，苹果价格在 9 月中下旬开始已回落，2019 年下

半年苹果总体价格低于 2018 年同期水平，也略低于 2017 年价格水

平。但高质量苹果价格和特色产区苹果价格仍将保持高位运行。早

中熟苹果收购价格高开低走，加之替代型水果竞争影响，苹果收购

价格、零售价持续走低。 

5、鲜苹果出口量和出口额下降，进口量增长趋势明显。根据中

国海关统计数据，2019年 1-10月全国鲜苹果出口量仅为 63.77万吨，

较 2018年同期下降 32.87%，预计 2019年鲜苹果出口量为 95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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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 2018 年减少约 23 万吨。2019 年 1-10 月我国鲜苹果出口金额为

8.40亿美元，比 2018年同期下降 26.15%。2019 年 1-10 月中国鲜苹

果进口量为 12万吨，比 2018年同期上升 114.3%。 

6、浓缩果汁出口量和出口额下降，出口价格持平略增。根据中

国海关统计数据，2019年 1-10月中国浓缩果汁出口量为 23.77万吨，

与 2018 年同比下降 51.65%；出口总金额为 2.74 亿美元，同比下降

49.37%。预计 2019 年浓缩苹果汁出口量为 35万吨，比 2018年减少

20 万吨。其中，2019 年 9 月、10 月高于 2018 年同期水平，其他月

份均低于 2018 年同期水平。2019 年 1-10 月中国浓缩苹果汁平均出

口价格为 1150.96美元/吨，与 2018年同期相比上涨 0.05%，其中出

口单价最高为 3 月份，达到 1255.10 美元/吨；最低为 10 月份，仅

有 1029.61美元/吨。 

7、苹果产业助力精准扶贫成效显著。贫困地区抢抓国家苹果产

业整体转型升级和“北扩西进”的机遇，形成比较完善的苹果产业

化体系，带动相关产业联动发展。“三区三州”是我国特色苹果产

区，产业基础较好，政府重视发挥苹果产业的脱贫效应。据体系调

研统计表明据体系调研，“三区三州”依托苹果产业实现脱贫的乡

村，贫困发生率均低于 5%，即苹果产业助力精准脱贫、稳定脱贫、

长效脱贫的效果显著。 

8、绿色发展理念助力苹果产业转型升级。延安市遵循“稳面积、

控总量、提单产、增效益”原则，优化产业结构与布局，推进 “双

减”行动落地，注重升级供应链、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加强

产后贮藏加工体系建设。制定苹果绿色发展规范和技术标准，颁布

《延安现代苹果标准化生产技术》和《果农实用技术手册》，引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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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现代果业绿色发展。 

二、2019 年苹果产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1、产业防灾抗灾能力弱。2018 年 4月苹果主产区出现严重霜冻，

苹果产业遭受损失，西北地区减产严峻。2019 年苹果主产区虽无大

灾，但灾害性天气案例频发。如 2019 年 4月三门峡产区发生花期和

幼果期低温、大风和高温干旱，8月保定地区发生密集冰雹，夏季山

东产区出现干旱，这些不良天气对苹果产业产生不利影响。整体而

言，苹果产业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仍然较弱。 

2、品种区域布局仍待优化。全国相当比重的苹果园布局在次适

宜区、非适宜区，在气候变化的情境中类似产区的苹果质量缺乏稳

定性、产量波动呈扩大趋势，并成为触发全国苹果市场波动的重要

原因。2007 年以来，我国在苹果种质资源搜集及资源圃建设、育种

技术创新及品种创制方面进步较快，形成一些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新品种，并推广应用，但适宜性品种的区域布局仍待进一步优化。 

3、果园病虫害有所反弹。受 2018 年灾害影响，果农对果园放

松管理，导致 2019 年果园病虫害有所反弹，部分产区有加重现象。

根据体系病虫害相关岗位及综合试验示范站监测调查，黄土高原产

区发出苹果早期落叶病流行预警，陕西旬邑、富平、印台、白水、

洛川等地腐烂病普遍偏重，牡丹江地区发生苹小卷叶蛾害虫，云南

昭通、曲靖、红河及丽江等地都发现桔小实蝇，局部地区果园虫害

严重，虫果率达 30-50%；河北省部分苹果产区果实黑红点和黑斑病

发生严重，个别果园果实发病率达到 30%。此外，受上年锈病和黑星

病越冬菌源的影响，部分产区花期和幼果期遭受锈病菌和黑星病菌

的侵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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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贸易战阻碍国际市场开拓。受中美贸易摩擦因素的影响，中

国鲜食苹果和浓缩果汁对美出口量和出口额均呈现下降趋势，导致

2019 年中国鲜食苹果和浓缩苹果汁出口数量出现较大幅度的下降。

更为重要的是，中美贸易战的长期性预期加剧了贸易波动，不仅不

利于开拓苹果国际市场，而且使业界对市场预期产生较大负向心理

影响。 

5、苹果品牌建设与市场管理亟待加强。当前我国苹果产业正处

于由传统果业向现代果业转型升级发展的关键时期，除京东、阿里

巴巴、拼多多等新型市场主体初步构建了苹果市场细分体系和目标

市场定位解决方案外，我国苹果品牌市场依然是平面市场和无序竞

争市场，市场管理创新亟待加强。 

三、2020 年苹果产业发展趋势 

1、果业转型升级步伐加快。围绕苹果产业“节本、提质、增效”

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在政府、产业技术体系及业界的共同努力下，

全国苹果低效果园改造加速推进，老果园更新换代和新旧模式转换

步伐加快，现代栽培模式已在新建果园普及。围绕克服水资源短缺

瓶颈，注重果园生态保护，精准施肥施药技术、保水保墒措施、肥

水一体化管理技术等得到广泛应用。果园生产管理机械化、智能化、

采后处理与机械化和智能检测及分级方面取得显著进展，一批自主

研发的省力化机械得到推广应用。产业体系瞄准早中熟品种结构优

化目标，优良品种选育及推广力度大，苹果矮化砧木扦插技术也取

得明显突破。 

2、“绿色发展”推动苹果技术创新。在苹果生产领域，果农积

极响应农业部启动的“减肥减药”专项行动，做到禁用农药坚决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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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中毒农药尽量少用，增加低毒农药、生物农药的使用频率和比

例。同时减少化肥等人工肥的使用，增加有机肥、生物菌肥和农家

肥的施用面积，这些措施不仅提高了土壤肥力，还提高了苹果品质。

在“绿色发展”理念的倡导下，果农将进一步提高粘虫板、诱虫灯

等物理防虫设施的使用比例，切实保证每一颗苹果的安全性与健康

性。 

3、“三产”融合加快苹果产业升级。按照“三产”融合发展理

念，深入推进苹果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苹果生产、加工及

储藏、运销及中介服务深度融合，以龙头企业为依托，以苹果供应

链整合为抓手、价值链优化为关键、产业链延伸为重点，以现代苹

果产业园、果园综合体和特色村镇为载体，注重规划和设计苹果产

业研发价值链，推进集成创新。 

4、信息化技术加速多种新型果品经营业态的发展。“互联网+”

和新型零售等现代商业模式的兴起，电商企业涉足数据果业、智慧

果园在客观上促进苹果产业经营业态的转型升级。各种 O2O 形式的

交易平台以及线下果品便利店方兴未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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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催生了“互联网+果业”的新型苹果产业经营业态。这种经营

业态融合了政务信息服务、农业技术推广、电子交易平台和果品质

量监管，不断推动各种果业市场要素深度融合，使果业发展产业链

不断健全。 

5、农地产权制度改革提升规模化经营水平。为深化农村土地制

度改革，顺应农民保留土地承包权、流转土地经营权的意愿，将土

地承包经营权分为承包权和经营权，实行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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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置并行。这一举措将有力地推进苹果生产现代化，果园土地流转

市场将逐步被盘活，以龙头企业、农民合作社、专业大户为主体的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将逐步取代原有的细碎化、分散化的小规模种植

户。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之间将引发良性的市场竞争，促进苹果生产

技术的进一步革新。 

四、2020 年苹果产业发展建议 

1、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优化苹果产业规模和布局。按照政

府主导、科技界引领、行业深度参与的思路，着眼苹果产业“十四

五”高质量发展思路，顺应苹果产业市场化竞争需要，服务巩固精

准脱贫战略，促进苹果主产区“三产”融合发展及苹果产业兴旺目

标，细化苹果产业发展规划和优化苹果产业布局，促进苹果产业布

局区域化、差异化、特色化，构建区域分工清晰与区际协作高效的

现代苹果产业布局体系。 

2、完善苹果品种区试和评价体系建设，培育高效的苹果苗木市

场。以砧木及砧穗组合优化设计、科学及规范评价、区域化布局为

抓手，构建前沿、高效、优质的苹果品种区试、评价和优化布局解

决方案。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健全苹果苗木繁育体系建设规程和管

理标准、苗木繁育技术规程和质量标准、苗木知识产权保护机制和

体系，以及形成信用度高的商品苗木市场准入监测机制、规制措施，

健全高效的苹果苗木市场。 

3、支持并完善省力化栽培技术集成创新，助力苹果产业转型升

级。完善化学疏花疏果技术，特别是创新与完善其风险管控模式和

面向服务苹果户的集成推广化学疏花疏果技术模式；必须围绕苹果

抗逆品种选育、脱毒苗木技术整合、栽培模式改革、果园肥水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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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体化、病虫害绿色防控模式创新，着力解决着色及外观品质控制

问题，为加速推广苹果无套袋技术奠定基础；必须探索苹果物联网

技术，开展智能化果园设计、试验、示范工作，重视智能化装备设

计与创新，为实现信息技术、网络技术助力苹果产业转型升级，提

供技术支撑。 

4、全面落实“两减一增”系列政策，助力果业绿色发展。围绕

病虫害综合防治、农药减量增效等目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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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注重品牌建设，创新市场管理体制机制。重视研究和探索基

于苹果企业（苹果合作社/苹果大户）的标准体系建设，重视基于苹

果行业标准的标准体系建设，以及国家苹果质量最低强制标准体系

建设，并形成具有统筹管理功能、权威的认证管理体系和管理解决

方案。同时，需要探索苹果私人品牌、区域/产地（公共）品牌、行

业品牌统筹建设、管理方案。 

6、扶持培育规模化新型果业经营体系，提升产业化经营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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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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持和培育多元化新型经营

主体（主要包括种植大户、合作社和果品企业等）应利用技术、管

理等专业技能培训，提高果业经营主体的人力资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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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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