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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对陕西苹果产业影响的调查报告

产业经济研究室 刘天军 霍学喜

陕西是中国苹果产销第一大省，苹果也是陕西特色农业“3+x”

工程的支柱产业，是农民增收、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重要产业。2019

年季苹果上市以来，陕西面临销售不畅、价格低迷的营销环境，新

冠肺炎疫情对苹果产业发展的影响尤为严重。为此，近期开展了《新

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对苹果产业的影响》的专项调，共获取陕西省

问卷 437 份，具体报告如下：

一、样本基本情况

截至 2020 年 2月 18 号 22：00 时，共收集到有效样本 437 份，

问卷涉及的调研对象包括生产环节（合作社、家庭农场、普通苹果

户、农技人员）、加工储藏环节（苹果加工企业、农资生产及加工

企业）、销售环节（苹果经纪人、苹果营销企业）以及农业、果业

部门、村委会干部。其中，苹果户样本为 138 份，占总样本 31.58%；



农业、果业部门样本为 126 份，占总样本 28.83%；新型经营主体（涉

果企业、合作社、家庭农场）样本为 71 份，占总样本 16.25%；技术

人员样本为 114 份，占总样本 12.59%（见表 1）。

表 1 调研对象分布

二、新冠肺炎疫情对陕西苹果生产的影响

疫情爆发以来，陕西各市县乡均采取了封路、设置路障、交通

管制、限制人员流动等防控措施，防控效果显著。但 86.04%的样本

认为封路、设置路障等疫情防控措施对苹果生产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其中认为影响非常大占 36.38%，影响比较大占 24.71%（见表 2）。

表 2 疫情防控措施对苹果生产的影响

影响程度 样本量 百分比（%）

没有影响 61 13.96%

影响比较小 54 12.36%

影响一般 55 12.59%

影响比较大 108 24.71%

影响非常大 159 36.38%

合计 437 100%

1.果园管理措施受阻

春季果园管理包括清园、修剪、土肥水管理、花期霜冻害防控

等 4 项关键技术环节，新建果园也主要在春季。调查显示，果园修

调研对象分类 样本量 百分比（%）

农业、果业部门人员 126 28.83%

村委会干部 21 4.81%

苹果经纪人 10 2.29%

合作社成员 31 7.09%

家庭农场人员 19 4.35%

涉果企业人员 21 4.81%

技术人员 55 12.59%

苹果种植户 138 31.58%

其他 16 3.66%

合 计 437 100.00%



剪、清园、土肥水管理、花期冻害预防和病虫害防控受到影响的村

分别达到占 66.67%、66.67%、42.86%和 28.57%，61.9%的村 2 项及

以上的果园管理措施受到影响；没有完成土肥水管理、清园和修剪

的果园占到 78.08%、69.62%和 35.27%，只有 11.15%的果园全部完成

以上三项关键技术；新建果园的苗木供给、农资机器服务供应和接

穗等均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影响程度分别占到 58.58%、49.43%和

41.49%（见表 3）。

表 3 新建果园遇到的困难

困难方面 样本量 百分比（%）

苗木 256 58.58

接穗 180 41.19

定植沟穴 67 15.33

农资、机器服务供应 216 49.43

其他 121 27.69

果园管理关键技术环节缺失，将对 2020 年苹果种植面积、产量

和质量产生一定影响。39.68%的管理部门人员认为，2020 年所在部

门辖区的苹果种植新增面积会减少；72.73%的技术人员认为 2020 年

鲜苹果产量和质量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其中，认为影响较大的

占 47.27%；总体样本中 32.04%的认为 2020 年苹果总产量会下降。

2.苹果生产者生产要素获取困难

苹果生产环节主要需要劳动力、资金、农资、苗木、果园机械

和技术服务等要素。新冠肺炎疫情的防控措施（封路、设置路障、

交通管制等）导致区域内农资断货、跨区域农资运输、苗木供应困

难。苹果作业属于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需要投入大量人工，禁止

人员流动导致雇工难题更难解决，特别是技术人员无法进入果园开

展技术指导与现场培训。总体样本中，认为疫情防控措施对雇工、



购买苗木、购买农资、技术服务、农机租赁等产生影响的样本分别

占到 92.35%、88.46%、86.61%、81.79%和 78.08%。

表 4 疫情期间苹果生产遇到的困难

困难方面 样本量 百分比（%）

农资购买困难 182 58.52

苗木购买困难 69 22.19

技术指导与培训无法到位 140 45.02

果园机器租赁使用困难 73 23.47

雇工困难 155 49.84

融资困难 73 23.47

其他 40 12.86

311 名直接参与果园生产和技术服务的调查对象中，认为购买农

资困难的占到 58.52%；雇工困难的占到 49.84%；技术指导与培训无

法到位的占到 45.02%（见表 4）。认为化肥、农药、果袋准备充足

的样本不足 20%，分别占到 17.04%、15.11%和 15.76%，三项农资都

准备充足的样本仅占到 5.79%。其中，138 名苹果户的调查数据显示，

位列前三位的是购买农资困难、接受技术指导和培训困难、雇工困

难，比例分别达到 56.52%、45.65%和 44.20%。化肥、农药、果袋准

备充足的苹果户仅占到 15.94%、10.14%和 14.49%，三项农资都准备

充足的样本仅占到 5.80%；71 名苹果新型经营主体负责人（涉果企

业、合作社和家庭农场）的调查数据显示，位于前列是购买农资困

难、雇工困难、接受技术指导和培训困难、融资困难，比例分别达

到 66.20%、57.75%、49.30%和 33.80%。化肥、农药、果袋准备充足

的只占到 14.08%、14.08%和 12.68%，三项农资都准备充足的样本仅

有 1 个，占 1.41%（见表 5）。

表 5 不同群体苹果生产困难及农资准备

样本分类
普通农户

样本量

普通农户百

分比（%）

新型经营主

体样本量

新型经营主体

百分比（%）

生产 农资购买困难 78 56.52 47 66.20



困难 苗木购买困难 28 20.29 18 25.35

技术指导与培训无法

到位
63 45.65 35 49.30

果园机器租赁使用困

难
32 23.19 16 22.54

雇工困难 61 44.20 41 57.75

融资困难 29 21.01 24 33.80

其他 18 13.04 8 11.27

农资

准备

齐全

化肥 22 15.94 10 14.08

农药 14 10.14 10 14.08

果袋 20 14.49 9 12.68

3.生产成本呈上升趋势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农资、苗木企业复工率较低，人员流动

受到限制，将导致苹果生产资料供需不平衡，苗木、农资、人工、

装备租赁服务等价格出现不同程度的增长，苹果生产成本将会呈现

上升趋势。总样本中，预期农资、苗木、雇工和机器租赁成本上升

的样本占 28.02%、21.74%、43.23%和 24.66%；预期农资、苗木、雇

工和机械租赁的价格平均上涨 25.71%、30%、25%和 20%。生产成本

上升，将加大苹果户增收难度。

三、新冠肺炎疫情对苹果储藏与销售的影响

2019 年陕西苹果丰产，其中库存达到 310 万吨，截止目前全省

苹果库存总量在 230 万吨左右。在正常年景，春节前后是苹果黄金

销售期，销售量通常要占到库存量的 50%左右。但受新冠肺炎疫情影

响，93.01%的样本认为今年春节前后苹果销售存在困难，销售量明

显下降，价格呈低走态势，认为缺乏果商/客商、物流/运输不通畅

造成苹果销售困难的样本分别占到 64.93%和 60%。

1.储藏企业苹果出库销售缓慢

受疫情防控措施影响，苹果规模化批发和物流渠道基本阻断，



出库运销活动基本停滞，成为制约苹果规模化运销的主要原因。疫

情管控导致人员流动难、物资采购难、物流难。疫情管控还导致市

县镇村组封闭，进而导致苹果零售市场、产地市场基本封闭。调查

数据显示，11 家苹果贮藏企业中出库率最高的为 45%，最低的近为

15%，平均出库率在 26.36%（见表 6）。贮藏企业库存量居高不下，

导致未来 3 个月（即 3 月至 5 月底销售、清库阶段）苹果销售压力

较大。

表 6 储藏企业出库率情况

地区 企业名称 库容量（吨） 出库率（%） 备 注

陕西

延安贮藏企业 1 2000 32.0%

延安贮藏企业 2 1000 28.0%

延安贮藏企业 3 1200 25.0%

延安贮藏企业 4 12000 15.0% 有出口业务

延安贮藏企业 5 1000 20.0%

延安贮藏企业 6 5000 15.0% 有出口业务

渭南贮藏企业 1 7000 30.0% 有出口业务

渭南贮藏企业 2 15000 25.0% 有出口业务

渭南贮藏企业 3 3000 30.0% 有出口业务

渭南贮藏企业 4 10000 25.0% 有出口业务

渭南贮藏企业 5 10000 45.0% 有出口业务

平均出库率 26.36%

2.部分果农面临销售压力和损失风险

138 名苹果种植户的数据显示，目前还有 37.97%的果农面临苹

果卖难问题，其中 53.15%的果农库存量高于去年同期水平。在疫情

防控期间，有销售行为的果农仅占到 11.59%，绝大部分果农销售停

滞。即疫情防控期间，果商、客商产地收购处于停滞状态，果农销

售面临压力较大。现阶段果农贮藏的苹果中，13.13%采用的是土窑

洞、窖藏、保鲜袋等简易贮藏技术，存在贮藏期短、贮藏效果差等

问题，目标市场是春节前后的本土市场。疫情管控及本地市场封闭，



这类库存苹果不能正常按期出库，随着近期气温回升加快，库存苹

果病害（侵染性的炭疽病、轮纹病和生理性病害虎皮病、二氧化碳

伤害等）相对严重，这类果农面临巨大损失风险。

表 7 苹果种植户苹果销售状况

销售状况 样本量 百分比（%）

苹果是否售完
售完 86 62.03

没有 52 37.97

疫情防控期间是否有交易行为
有 16 11.59

没有 122 88.41

3.终端市场低迷及价格将呈下降趋势

2019 年苹果丰产，再加上疫情影响，被调查对象中 67.28%的样

本对 2020 苹果产销市场行情担忧，19.22%的样本认为未来价格将呈

下降趋势；48.05%认为未来苹果销售充满不确定性。全国其他主产

区的数据显示，2020 年 1 月全国富士苹果平均价格由去年同期的

7.59 元/公斤下降到 6.89 元/公斤；甘肃、山西、河南、河北、山东、

辽宁等主产区批发市场富士苹果的销售价格比去年同期均出现不同

程度的下降（见表 10）。我省苹果产地跟踪调查显示，2019 年第四

季度（10-12 月）以来，苹果市场行情出现拐点，市场行情总体呈下

行态势。2019 年 10 月，延安果农纸袋 80 富士苹果价格为 4.60-5.20

元/公斤，其中统货价格 3.6-4.2 元/公斤。2019 年 12 月份因节假日

需求旺盛、苹果入库成本上升等因素，库存 80 富士苹果价格上升至

5.6-6.00 元/公斤，其中统货价格在 3.80-4.60 元/公斤。春节前苹

果行情持续低迷，价格下降，自 2月 10 日部分产地恢复库存销售以

来，洛川、白水等地 80 富士苹果价格在 2.60-2.80 元/斤之间，统

货价格为 1.80-2.10 元/斤。总之，2020 年苹果价格将呈低走态势，

疫情防控影响导致销售滞后库存量高，整体苹果市场销售压力加大。



表 8 不同时期富士苹果价格表

区域范围
2019 年 1 月

（元/公斤）

2020 年 1 月

（元/公斤）

全 国 7.57 6.59

甘肃酒泉春光农产品市场 10 6

太原市河西农副产品市场 9.03 5.69

山西晋城绿欣农产品批发市场 7 6.45

山西汾阳市晋阳农副产品批发市场 6 4.74

河南商丘市农产品中心批发市场 5.33 3.78

河北邯郸（魏县）天仙果品农贸批发交易市场 4.87 3.65

河北秦皇岛（昌黎）农副产品批发市场 5 4.19

河北省邯郸市（馆陶）金凤禽蛋农贸批发市场 3.4 2.6

河北省怀来县京西果菜批发市场 4.75 4

辽宁省朝阳果菜批发市场 6.24 4.63

数据来源：全国农产品商务信息公共服务平台

4.苹果出口受阻

被调查的 11 家贮藏企业中，7 家涉及出口贸易，这些企业鲜苹

果出口市场主要集中在东南亚市场，春节时期，由于国内交通、人

流管控，涉果企业外销果品至口岸之间的物流几乎停运，企业签订

苹果出口订单面临较大风险。目前只有泰国市场保持基本畅通，如

果不采取有效措施，出口目的地国家会以疫情风险管控为理，采取

非关税贸易壁垒对我国鲜苹果出口贸易设限，影响陕西苹果出口。

5.整体形势研判

短期内，新冠肺炎疫情主要影响库存苹果销售，但从长期看对

苹果生产影响更大。基于对部分苹果技术专家的调查表明，如果疫

情管控在 2 月底结束或松动，对苹果春季管理及后续影响不大；如

果疫情管控延续至 3 月上中旬，将对果树修剪、春季灌溉施肥、果

园清园、重茬果园改造、苗木出圃等春季果园农事操作和管理具有

影响。如果疫情管控延续至 4 月上旬的开花期，春季灌溉施肥、病

虫害防控、疏花疏果等田间管理受到影响，将严重影响 2020 年苹果



产量与质量。

调查发现，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主产区果业部门在做好疫情

防控的同时，积极开展了恢复或保障果园生产措施。针对 126 名果

业管理人员的调查表明，为果农提供网络田间技术指导服务、苹果

销售信息、农资供应渠道和信息的部门占到 55.56%、46.03%和

41.27%；大家对恢复果园正常生产充满信心。

四、主要建议

针对新冠肺炎疫情对陕西苹果销售的短期影响和果园管理的长

期影响，应坚决落实分区分级精准复工复产的政策要求，按照短期

与长期相结合思路，制定有效应对策略。

1.疏通物流，助推产销有效对接

苹果主产区政府必须全力保障物流绿色通道畅通，帮助苹果经

营者实现查验、过关等操作便利化，确保运得出生产一线、运得到

消费一线，实现果农与果商有效对接、产区与销区有效对接，助力

苹果供需有效对接。

2.优化市场营销，创新果品营销模式

调查显示，80%的果农是通过果商/客商收购方式销售苹果，利

用网络销售的比例仅占 11%。因此，充分发挥电商资源优势，积极组

织产区和销区对接，确保果农苹果快速、保价销售，特别是要减少

贫困果农的损失，巩固脱贫成果。但除京东、阿里巴巴、拼多多等

网络平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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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苹果销售依然是平面市场和无序竞争市场。新型经营主体的目

标销售市场主要是国内市场，以批发市场和超市销售为主，出口比

例低且以东南亚市场为主，实现“销+产”或“产+销”一体化经营



的比例较低。因此，依托苹果供应链、价值链和产业链模式，围绕

苹果基地县发展促进“三产”融合的经营体系创新，加快新零售模

式、新商业模式创新刻不容缓。

3.有序开展春季果园生产管理，确保产业健康发展

我省绝大多数苹果基地县和主产县属于低风险地区，相关市

（县、区）政府要分区分级制定差异化防控策略和精准复工复产计

划，有序开展春季果园生产管理，认真落实苹果冬剪、病虫害防控、

土肥水管理、新果园建立和花期霜冻防控等 5 项关键技术环节，做

到疫情防控与苹果春季生产两不误，确保 2020 年苹果生产高质量发

展，实现优质、丰产、高效。做好相关农业企业的复工对接工作，

重点保障苗木、化肥、农药、果袋等生产物资供应，确保春季果园

生产农资质量可靠、市场稳定、运输顺畅；借助网络技术平台、微

信、QQ、短信等方式，实行线上辅导，强化线上技术培训，做好技

术服务工作。

4.推进果业基础设施建设，提升果业发展水平

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过程中暴露的问题表明，支撑我省苹果产

业发展的基础设施方面存在明显的短板，贮藏、保鲜及加工能力弱，

高效贮藏、冷链物流等方面约束尤其明显，应该汲取这些教训，完

善苹果智慧贮藏、现代物流建设；疫情期间交易中断，产销信息不

对称，果业信息化建设薄弱，苹果大数据建设急需加强，集苹果生

产、加工、流通、价格数据、产业信息和行业动态等内容的产、供、

销信息网络平台建设滞后。应建立以产业组织、产业结构、产业布

局、产业科技、产业市场、产业政策为核心，构建涵盖产前、产中、

产后环节的苹果产业大数据系统和云计算支撑的决策支持的智慧果



业体系。

5.优化果业发展政策，促进果业转型升级

表面上看，此次疫情对我省苹果生产销售带来严重的影响，但

可以采用物流运费以奖代补、贷款贴息、减免涉果企业房租、降低

担保费率、延期缴纳税款、返还失业保险费、增加就业补贴等政策，

扶持涉果企业、苹果合作社、家庭农场、果农渡过难关。从深层次

看，我省现代果业体系建设还存在薄弱环节，应对风险能力不足。

我省苹果产业正处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阶段，面临产业布局优化、

栽培制度创新、苗木繁育制度变革等突出问题。主产区政府应该重

视改革体制、创新机制，构建现代果业发展政策体系，重点支持产

业基础设施改善、标准化生产管理、产业链条延伸、品牌培育与推

广等关键环节，促进苹果产业转型升级。

报送：农业农村部科技教育司、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

发送：各苹果主产省农业农村厅、各功能研究室岗位科学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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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3 月 1 日刊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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