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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苹果产业技术体系 2012 年 11 月 6 日

2012 年甘肃省苹果产销形势调研报告

平凉综合试验站 马 明 董 铁

天水综合试验站 安维军

2012 年 10 月 13-19 日，体系平凉、天水综合试验站组织相关人

员对平凉市（静宁县、庄浪县、崆峒区、泾川县）、庆阳市（合水

县、西峰区、宁县）、天水市（麦积区、秦安县）、陇南市（礼县）

等苹果产区的 10 个县（区）33 个果园进行了产量、品质及销售情况

调研，同时与当地果业管理人员、果农、果商进行了深入交流。现

将调研情况报告如下：

一、甘肃省苹果面积、产量稳步增长，产业效益日益凸显一、甘肃省苹果面积、产量稳步增长，产业效益日益凸显一、甘肃省苹果面积、产量稳步增长，产业效益日益凸显一、甘肃省苹果面积、产量稳步增长，产业效益日益凸显

据省、市、县三级果业管理部门不完全统计，截止 2012 年上半

年甘肃省苹果面积超过 460 万亩，较 2009 年净增长 70 万亩，较 2011

年净增长 47 万亩，新植果园建设与老果园更新交替进行，苹果面积

近 10 年来在波动中增长，全省 1990 年以前栽植的老果园存园率仅

占总面积的 1%，但仍有个别 70 年代末期栽植的果园仍在健康、高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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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生产着。现在，承担苹果产量的主要是 1990-2005 年建立的果园，

基本占全省总产量的 85%-90%。2012 年全省苹果总产量将达到 260

万吨以上，较 2009 年增长 75 万吨，较 2011 年增长 32 万吨，按照

苹果市场最低售价测算，2012 年全省苹果总产值达到 110 亿元，较

2009 年增加 75 亿元，较 2011 年增加 22 亿元。

二、优质商品果率显著提高，高档精品果率依然较低二、优质商品果率显著提高，高档精品果率依然较低二、优质商品果率显著提高，高档精品果率依然较低二、优质商品果率显著提高，高档精品果率依然较低

近 5年来，甘肃省苹果优质商品果率显著提高（指果径 75mm 以

上的果实），全省平均优果率从 2008 年的 45%提高到 2012 年的 65%，

年均递增 4 个百分点。而以静宁县、麦积区为代表的几个果园整体

管理水平较高的主产县区，优质果率达 85%以上，80#以上果也高达

70%以上。但是，随着果品市场的发展变化和消费者的不断追求，仅

从果个大小来划分优质商品果的标准显然已不适应市场的要求，取

而代之的是“个大、形正、色艳、味浓、安全”俱佳的果品。而被

同行看好并公认为能够生产中国最好苹果之一的甘肃省，其高档精

品果率现今依然较低，该类果品所占比例不足全省总产量的 10%，堪

称红富士苹果品质最好的静宁县也仅占 20%左右。因此，苹果提质增

效工作任重而道远。近年来甘肃省委、省政府为提升不断发展的苹

果产业，成立了“甘肃省果品产业管理办公室”，把苹果产业从地

方支柱产业转变为全省战略性主导产业来抓，每年资助苹果产业发

展的资金达到 1 个多亿并逐年增长。苹果主产市县各级政府、果业

管理部门和广大果农更是把苹果当成“金娃娃”、“摇钱树”，狠

抓“基地扩规模、生产提质量、果农强培训、管理上水平、市场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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渠道、产业增效益”工作。值得提出，自国家苹果产业技术体系成

立以来，首席科学家、多名岗位专家和综合试验站站长多次来甘肃

进行讲课培训、实地考察和现场指导，不但为甘肃的果业管理者、

科技人员和广大果农传授了新的知识、技术。以“静宁红富士”、

“天水花牛”为代表的甘肃苹果之所以在全国有今天的知名度，在

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体系各位专家和站长的无私奉献，国家苹果产业

技术体系对推动甘肃苹果稳步健康、优质高效发展功不可没。

三、苹果售价高低起伏，销售市场扑朔迷离三、苹果售价高低起伏，销售市场扑朔迷离三、苹果售价高低起伏，销售市场扑朔迷离三、苹果售价高低起伏，销售市场扑朔迷离

2012 年采收期，甘肃苹果客商收购价基本态势是采收前期高，

中后期降低，并且降幅较大。元帅系苹果（花牛）收购价基本稳定，

富士系苹果收购价高低起伏。近 3 年来，甘肃苹果收购的特点是果

农不再按等级给客商交售，而是客商根据果农的苹果好坏一次性定

价整园收购，包括采收、包装的临工费都由客商支付，这样除果价

之外客商还要每斤支付 0.15-0.2 元的工杂费。

以天水市为主的元帅系苹果今年采收期自 9 月上旬开始到 9 月

底全部结束，外地和当地客商收购价格自始至终基本稳定，并且出

现客商抢收、抬价的局面，截止 10 月底花牛苹果总产的一半已销往

终端市场，现在当地库存占一半。销售价格的基本态势是：品种为

瓦里短枝、俄矮 2 号等果面呈“黑红色”的花牛苹果精品果园（75#

以下果占 10%-15%，75#-80#果占 35-40%，80#以上果占 50%以上）收

购价 3.5-4.0 元/斤，较好的果园收购价 3.0-3.5 元/斤，一般果园

2.3-3.0 元/斤；首红等果面呈“艳红色”同等质量的花牛苹果收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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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较“黑红色”的每斤低 0.7-1.0 元，天水市麦积区南山万亩花牛

苹果基地会长武正权说：品种太重要了，客商都喜欢黑红色的花牛

苹果；同时，受地域、交通等因素不同产地之间差价较大，麦积区、

秦州区的价格比礼县、庄浪县、清水县等地高出 0.5-1.0 元/斤，但

最低售价也在 1.8 元/斤以上。11 月 4日天水市麦积区，当地贮藏客

商发往外地的价格（25 斤装）180 元/箱，单价 7.2 元/斤。

甘肃红富士苹果不同产地、不同采收期价格差距较大。从表面看，

全省以静宁县、庄浪县的售价最高，采收前期售价显著高于采收中、

后期售价。在采收初期，静宁县按等级划分 80#以上、形、色、味面

面俱到的精品果售价 5.5-6.0 元/斤；70#以上果占 90%的果园整园收

购价 4.0-4.5 元/斤，75#以上果占 90%的果园整园收购价 4.6-4.9 元

/斤；庄浪县部分管理好的果园整园收购价 4.3-4.5 元/斤；麦积区、

秦安县、礼县 70#起步整园收购价 3.0-3.6 元/斤，崆峒区、泾川县、

合水县、西峰区、宁县 70#起步整园收购价 2.7-2.9 元/斤，个别果

园收购价 3.0-3.3 元/斤。10 月 25 日后，各地红富士苹果收购价陆

续下跌，均以 70#起步，静宁县 2.6-2.8 元/斤，其它产地 2.2-2.5

元/斤。全省果汁厂收购的等外果、残次果前期价格 0.7-0.8 元/斤，

后期价格 0.5-0.6 元/斤。

由于受终端销售市场疲软的影响，据果农反应今年来甘肃收购苹

果的客商较往年略少，加之今年精品优质果较少、收购起步价过高，

部分外地客商仅仅问价观望。静宁县陇原红果品有限公司总经理靳

玉国如是说：现在产地苹果价格下跌的主要原因是剩下的都是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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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的果品，现在若有质量好的精品果绝大多数客商仍愿出高价收

购，而果农不看自己的苹果质量如何非要和精品果攀比价格，大多

数冷库还未收满，缺口近一半，我经销苹果 20 多年了，精品果收价

高出价也高，还赚钱，赔钱的往往是一般货。现在，各地有贮藏条

件（土窑窖）的果农把自己的红富士下窖贮藏，不愿交售给客商，

等待涨价后再出售。没有贮藏条件的果农正在和客商反复讨价出售，

收购价一直在 2.0 元/斤以上波动。

四、多地苹果采收期较早，严重影响果品质量四、多地苹果采收期较早，严重影响果品质量四、多地苹果采收期较早，严重影响果品质量四、多地苹果采收期较早，严重影响果品质量

全省红富士苹果采收期最晚的要数静宁县，其次是庄浪县，今年

的开采期在10月 5日以后，但70%-80%的果园在10月 15-25日采收，

个别果园到 10 月底才采收完毕（10 月 13 日早霜来临）。静宁县苹

果采收晚的原因一是客商整园收购后不让采收，二是果农不愿采收，

绝大多数果农已经认识到采收晚了品质好，也能卖上好价。其它县

（区）的红富士开采期在 9 月中旬，绝大多数果园采收高峰期在 9

月下旬，少数果园在 10 月初采收。静宁县的红富士含糖量多在

13.5%-16%之间，而其他县（区）的红富士含糖量多在 12.5%-14.5%

之间。六盘山以东产区的庆阳市、平凉市苹果早期落叶病历年来发

生较重，大多数果园到 9 月中旬基本落叶一半，除早采外，是造成

品质较差的主要原因。10 月 16 日，四川成都客商李老板包好静宁县

的几个果园后在庆阳市合水县收购苹果，70#起步 2.8 元/斤，我们

问他这里的苹果个头、色泽和静宁县的差不多，为什么您的收购价

要比静宁县低 2.0 元/斤，回答是“静宁苹果好吃，市场认卖”。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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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宁本县而言，南部产区的红富士要比北部产区的高出 1.5-2.0 元/

斤，差价依然甚大。调研中发现，甘肃东部红富士苹果产区几乎所

有的收购包装箱全都是“中国 甘肃 静宁”，同时标有“气调专

用”或“超市专用”，据客商介绍邻近省份有的也用静宁包装箱，

这是静宁红富士苹果的“喜”还是“忧”？。

五、甘肃苹果的市场去向五、甘肃苹果的市场去向五、甘肃苹果的市场去向五、甘肃苹果的市场去向

元帅系苹果（花牛）主要收购的客商是：广州、上海、北京、沈

阳、内蒙、河南等地，当地客商（冷库）贮藏量占 1/3 左右。

富士系苹果主要收购的客商是：四川、重庆、湖北、广州、上海、

北京、内蒙、云南、广西等地，六盘山以东产区陕西客商收走的较

多。当地客商（冷库）贮藏量占 1/5 左右。

报送：农业部科技教育司、农业部种植业管理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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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 年 11 月 8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