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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柑橘产业发展的经济分析①

一、 前言

( 一) 研究背景及意义
柑橘类水果是世界第一大水果，在全球水果生产和贸易中均占有

十分重要的地位。我国是世界柑橘原产地之一，柑橘栽培历史有 4 000
多年。近年来，随着我国柑橘产业的迅速发展，柑橘种植面积不断扩
大，产量稳步提高，目前我国柑橘种植面积和产量均居世界首位，根据
中宏统计数据库数据显示，到 2010 年我国柑橘园面积达 2 211 千公顷，
总产量 2 645． 2 万吨;果汁加工、罐头制作、香精提起等产业迅速发展，
柑橘罐头产量和出口产量均超过世界 70% ②。柑橘产业正成为增加柑
橘产区农民收入的支柱产业。

四川省是我国柑橘生产大省，2010 年全省柑橘种植面积 253． 2 千
公顷，产量 292． 9 万吨，分别居于全国第四和第五位，形成了安岳柠檬、
金堂脐橙等十多个全国柑橘地理标志产品; 同时，柑橘产业链不断完
善，橘瓣、橘汁、橘皮深加工发展迅速。经过多年发展，柑橘产业已成为
四川省调整农业产业结构、促进农民增收的重要产业。《中国柑橘优势
区域布局规划 2008 － 2015》将四川列入长江中上游柑橘带，作为全国
柑橘优势区域发展，这为四川省柑橘产业发展提供了良好契机。在此
背景下，对四川省柑橘产业进行分析，对正确认识四川省柑橘产业的地
位，为全省制定相关柑橘产业政策，抓住机遇，加快柑橘产业发展具有
重要的现实和战略意义。

因此，本文在充分把握四川省柑橘生产、消费、加工现状的基础上，
分析其供给与需求、比较优势与产业竞争力，寻找影响产业竞争力的因
素，力求为四川省柑橘产业发展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科学的理论指导
和决策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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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执笔:郭晓鸣、杨锦秀、张娟、朱玉蓉、耿学燕、刘丹等。
中国柑橘优势区域布局规划( 2008 －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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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相关概念界定及研究现状
1．柑橘及柑橘产业概念界定
通常所说的柑橘是指芸香科种植物中，以生产果实为主的柑橘属

( citrus) 、金柑属( fortunella) 和作为砧木用枳属( poncitrus) ，其中具有商
业意义的主要是柑橘属，该属品种繁多，主要包括甜橙、酸橙、橘( 桔) 、
柑、柚、葡萄柚和柠檬等( 祁春节，2001) 。中国国家统计局统计用产品
分类目录指出，柑橘类水果包括柑橘、橙、宽皮柑橘、柚类、金柑及其他
柑橘类水果。本研究基于数据可得性，借鉴国家统计年鉴柑橘分类，将
柑橘或柑橘属水果定义为柑橘、橙、宽皮柑橘、柚类、金柑及其他柑橘六
类。

产业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产业是指经济社会的物质生产部
门。在中国广义的产业指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其中，第一产业包括
农、林、牧、渔业，第二产业包括制造、建筑、电力等，第三产业则由流通、
服务等组成。狭义的产业是指同类产品及其可替代产品的生产销售贸
易活动的集合。柑橘产业属于狭义“产业”范围，是广义产业第一产业
农业中的一个组成部分。祁春节( 2001) 将柑橘产业定义为围绕柑橘类
水果而进行的生产、加工、销售、贸易、消费等产前、产中及产后三领域
各部门所组成的经济集合体。本文结合研究的需要，将柑橘产业界定
为由柑橘类水果及其衍生产品( 如橙汁、罐头等产品) 的生产销售贸易
消费等活动所组成的经济集合体，具体包括柑橘的生产、加工、销售、贸
易、消费等环节各部门，本文将重点研究柑橘的生产与消费，供给与需
求及产业竞争力等方面。

2．柑橘产业研究现状
从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国家对水果进行了以市场为导向的流通

体制，柑橘产业迅猛发展，国内出现了不少柑橘产业的相关研究。通过
文献查阅，发现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柑橘生产技术方面。如，柑橘的病毒防治技术( 尹建道，
1997) 、无公害生产技术( 王洪祥，2003 ) 、嫩芽嫁接技术( 陈泽雄，
2006) 、有机无机肥使用技术( 范美蓉等，2009 ) 等研究; 柑橘分级新技
术( 韩东海，1998 ) 、柑橘加工技术( 吴厚玖，2006; 汪薇等，2009 ) 、柑橘
香精油提取( 李于善等，2004 ) 、柑橘皮、皮胶运用( 臧玉红，2005; 汪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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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等，2007;易文凯等，2010) 、果酒加工工艺( 安冬梅，2010;熊海燕等，
2010) 等柑橘深加工工艺、技术研究。

其二，柑橘产业发展方面。具体的可分为: ( 1) 柑橘的生产与消费
研究，如，世界、中国柑橘生产形式、产量与消费市场、贸易格局的研究
( 邓秀新，2001; 蔡派，1999; 祁春节，2000; 托马斯．斯普林，2002; 张玉，
赵玉，祁春节，2007) ，柑橘生产成本、全要素生产率、技术进步率与效率
变化的核算( 陈云、李强、祁春节，2002;潘伟光，2005; 李道和、康小兰，
2010) 等。( 2) 柑橘供给与需求研究，如供给特征及需求容量预测( 祁
春节，2001) ，柑橘鲜果供给价格研究 ( 潘伟光，2005; 何劲、祁春节，
2010;鲁晓旭、张劼，2010 ) 等。( 3 ) 产业发展及竞争力研究，如国外柑
橘产业发展模式借鉴、中外柑橘产业发展对比等研究( 张志恒，1998;祁
春节，2000;邵景安等，2007;何劲、祁春节，2010) ，柑橘产业比较优势及
产业竞争力研究 ( 祁春节，2001; 乔娟、颜军林，2002; 苏杭、谢金峰，
2004;陈德、向东梅，2008;李道和、康小兰，2010) 等。

从以上文献查阅可见，柑橘及柑橘产业研究领域广泛，从柑橘鲜果
到柑橘深加工产品、从柑橘的生产形式到市场发展、供给到需求、从柑
橘产业发展到竞争力分析都有涉猎，这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借鉴和启
示，尤其柑橘产业的相关经济分析，为本文研究提供了理论参考和方法
支持。以往研究从宏观把握的较多，注重世界和国家分析，对四川省的
研究较少，尤其是从经济分析角度的研究更少。因此，对四川省柑橘产
业的经济分析将有助于为四川省柑橘产业发展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科
学的理论指导和决策参考。

二、四川省柑橘产业发展概况

四川省是我国柑橘优势发展区域———长江上中游柑橘带的重要组
成部分，柑橘是四川传统的大类果树产业。近年四川省柑橘种植面积
不断扩大，产量不断提高，产业链不断完善，柑橘产业已成为四川省具
发展潜力的高效益产业。

( 一) 四川省柑橘生产基本情况
1．种植规模及生产布局
根据中国农村统计年鉴数据显示，1998 － 2010 年四川省柑橘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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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呈逐年扩大趋势，到 2010 年末，全省柑橘种植面积达 253． 2 千公
顷，占全省实有果园面积 45． 84%，比 1998 年增加了 110． 2 千公顷，增
长率为 77． 06% ; 柑橘产量从 117． 84 万吨增加到了 292． 9 万吨，增长
1． 49 倍;单产从 8． 24 吨 /公顷增加到了 11． 57 吨 /公顷，增长 40． 41%。
图 1、图 2 分别显示了 1998 － 2010 年四川省柑橘面积、产量和单产的变
化趋势。从图中可见，从 1998 年到 2010 年，四川柑橘生产大致可以分
为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1998 年到 2005 年，期间随着柑橘种植面积的
扩大，单产的提高，柑橘产量于 2005 年首次突破 200 万吨; 第二个阶
段，从 2006 年开始至今，产量和单产均略有下降后快速增长，柑橘种植
规模增长相对平缓。

图 1 1998 － 2010 年四川省柑橘总产量及种植面积变化
数据来源于:新中国农业 60 年资料汇编，四川省统计年鉴 2010、2011

图 2 1998 － 2010 年四川省柑橘单产变化趋势

从柑橘在全省的种植情况来看，全省 21 个市、自治州，除阿坝藏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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羌族自治州外，均有柑橘种植。表 1 显示了 2010 年全省各区柑橘产量
分布。从表可见，产量排前五位的依次是:眉山市、成都市、南充市、资
阳市、宜宾市，其产量分别占了全省产量的 14． 24%、13． 63%、12． 56%、
12． 18%、7． 65%。参考四川省各地气温条件、地形地貌、土壤、生产现
状等因素，可以将四川省柑橘种植划分为三个区域:

( 1) 河谷丘陵区
本区包括盆南长江河谷、丘陵区( 宜宾、自贡、泸州) 和攀西金沙江

干热河谷、安宁河河谷区( 攀枝花市和凉山州部分县区) 。该地区光热
资源丰富、水源充足、土壤肥沃，主要是橙类生产区。

( 2) 中丘陵及平原区
本区包括成都、乐山、内江、资阳、眉山、广安、南充、遂宁、德阳、绵

阳、达州等地。该地区全年平均温度 18℃以上，年均降雨量 1 000 毫米
以上，土质条件优越，是橙桔、柑柚生产混合区，有安岳柠檬、金堂脐橙、
新都柚、通贤柚、龙安柚、邻水脐橙、南部脆香甜柚、遂宁矮晚柚、雁江蜜
柑、青神椪柑、金华清见等多个地理标志产品。2010 年全省柑橘产量
前五位，有四个地区属于该片区。

( 3) 盆北丘陵及盆边山区
本区包括广元、巴中及甘孜州、雅安的小部分山地地区。本区在三

个柑橘分布区域中，属于柑橘种植自然条件较差区，主要以宽皮橘种植
为主。

表 1 2010 年四川省各地区柑橘产量统计表 ( 单位:万吨)

行政区域 产量 排名 行政区域 产量 排名

眉山市 41． 71 1 乐山市 8． 67 11
成都市 39． 94 2 广元市 7． 13 12
南充市 36． 79 3 泸州市 5． 38 13
资阳市 36． 71 4 德阳市 5． 10 14
宜宾市 23． 80 5 遂宁市 3． 67 15
达州市 19． 42 6 巴中市 2． 22 16
内江市 18． 73 7 凉山彝族自治州 1． 80 17
自贡市 16． 14 8 雅安市 1． 41 18
广安市 13． 78 9 攀枝花市 0． 62 19
绵阳市 9． 88 10 甘孜藏族自治州 0． 05 20

数据来源:四川统计年鉴 2011

2． 品种结构和品牌建设
四川柑橘品种多样，从柑橘鲜果品种构成来看，甜橙包括夏橙、脐

·6·



四川柑橘产业发展及相关政策研究 综合报告

橙、锦橙、血橙等，宽皮橘包括温州蜜柑、椪柑等，柚类包括早熟柚、沙田
柚、梁山柚、垫江柚等，另外，还有杂柑、柠檬。红桔等品种。从产量品
种结构构成来看，2009 年，橙占31． 9%，柑占 34． 1%，柚占 9． 9%，桔占
16． 9%，其他柠檬等品种占 7． 0% ①，品种结构不合理。

按照果实成熟时间不同，柑橘通常分为早熟、中熟和晚熟品种。四
川省的早熟品种有，早熟、特早熟温州蜜柑、早桔、文旦柚等;中熟品种
有，普通甜橙、锦橙、脐橙、尾张温州蜜柑、红桔、椪柑、柠檬、沙田柚、梁
山柚、垫江白柚等;晚熟品种有夏橙、血橙、黄果柑等。目前四川柑橘主
要以中熟为主，产量超过全省柑橘总产量的 80%，而早熟和晚熟品种
不到 15%，成熟期过于集中。

从柑橘品牌建设来看，四川省注重强化柑橘的市场竞争力和影响
力。当前已经申请成功十多个柑橘地理标志产品，覆盖面积 6． 2 万公
顷，年产柑橘 140 万吨( 郭晓鸣，2011 ) 。这些柑橘地理标志品牌分别
是:安岳柠檬、金堂脐橙、新都柚、通贤柚、龙安柚、凉山雷波脐橙、邻水
脐橙、南部脆香甜柚、遂宁矮晚柚、广元橄榄油、石棉黄果柑、雁江蜜柑、
青神椪柑、红格脐橙、金华清见等。

( 二) 四川省柑橘加工现状
1．柑橘加工产品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每年用于加工的柑橘果实不足产量的 10%，

其加工品主要有柑橘罐头、柑橘果汁、柑橘蜜饯、柑橘果冻等②。2008
年全国约有 80 万吨柑橘用于加工，大约生产柑橘罐头 30 万吨，橙汁
( 以原汁计) 20 万吨，其他有少量蜜饯、果酱( 含柑橘茶) 、果冻等( 吴厚
玖、王华、孙志高等，2009) 。

根据四川省农业厅数据，到 2008 年，四川省已建立柑橘生产基地
10 万公顷，年商品化处理柑橘约 60 万吨，年加工柑橘鲜果 23 万吨，加
工产品主要以柑橘罐头和柑橘果汁为主。目前，四川橙汁产量位居全
国第一，境内四川佳美食品工业有限公司目前橙汁的年产量居全国首
位，具备年加工柑橘 30 万吨以上的生产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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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于: 中国农村年鉴 2010。
数据来源于:商务部． 柑橘深加工项目． 中国国际招标网． http: / /www． chinabidding．

com /zxzx － detail － 180508040． 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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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柑橘企业及规模
根据四川省柑橘种植区域划分，全省柑橘加工企业可分为三个片

区，包括宜宾、自贡、泸州等地的川南片区，柑橘加工企业有泸州老窖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州绿苑农林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江安绿园果业有限公
司等;包括成都、乐山、资阳、眉山、德阳、绵阳等在内的成都片区，柑橘
加工企业有四川佳美食品工业有限公司、安岳华通柠檬开发有限公司、
安岳县龙腾贸易有限公司、安岳县绿峰柠檬产业有限公司、四川禾嘉股
份有限公司、蒲江县名特果业有限公司、蒲江鹤山柑桔协会、雁江蜜柑
协会等;包括遂宁、南充、广安在内地的南充片区，柑橘加工企业有，四
川佳美食品工业有限公司分厂、四川遂宁市永红矮晚柚有限公司、邻水
柑橘开发总公司等。近年，随着柑橘产业的不断发展壮大，四川省柑橘
加工企业规模也不断扩大，如四川佳美食品工业有限公司( 辖内江、南
充两个加工厂) 目前橙汁的年产量居全国首位，具备年加工柑桔 30 万
吨以上生产能力;安岳华通柠檬开发有限公司是目前全国最大的柠檬
鲜果加工企业。

( 三) 四川省柑橘消费现状
1．国际消费
四川省柑橘鲜果及加工品主要供国内和省内消费，仅小部分供应

国际消费。根据海关统计数据显示，2010 年四川省柑橘鲜果出口
1 043． 2吨，仅占生产总量的 0． 04%，占全国柑橘出口总额的 0． 11%。
柑橘加工品主要以柑橘果汁和柑橘罐头为主。2010 年四川省柑橘罐
头出口总额 1 065． 94 吨，占全国柑橘罐头出口额的 0． 32%，出口额及
所占比例都较 2009 年有所下降;柑橘果汁以橙汁为主，2010 年四川省
出口冷冻橙汁 373． 1 吨，占全国冷冻橙汁出口总额的 30． 90% ; 出口非
冷冻橙汁 4． 98 吨，占全国非冷冻橙汁出口额的 0． 03%。

2．国内消费
( 1) 鲜果消费
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鲜食柑橘消费国之一，鲜食消费以宽皮橘和

橙为主，分别占鲜果消费总量的 54． 54%和 31． 98% ①。2006 年我国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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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数据来源: 我国柑橘产品消费情况． 曲靖市农业局． http: / /www． ynagri． gov． cn /qj /
news799 /20111128 /1272816． 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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橘鲜果年人均消费量为 12． 7 千克①，占全年人均水果消费的 21． 11%。
从 2000 － 2010 年我国城镇居民年人均水果消费情况( 如图 3) 来看，我
国城镇居民年人均水果消费量处于不稳定状态，大致在 55 － 60 千克之
间呈升 －降 －升的趋势变化，其中，2005 年最低，为 44． 11 千克，2006
年最高，为 60． 17 千克，柑橘作为我国水果消费的主要品种，其消费变
化与此基本一致。

图 3 2000 － 2010 年我国城镇居民年人均水果( 瓜果) 消费量
数据来源于: 2001 － 2011 中国统计年鉴

( 2) 柑橘加工产品消费
国内柑橘加工类产品消费主要以橙汁和柑橘罐头为主。2008 年我

国人均橙汁原汁消费量大约 0． 3 升，低于世界人均水平 3 升，浓缩橙汁
90%依赖进口②。根据海关统计数据显示，2009 年我国柑橘属果汁进口
7 369． 3吨，比 2008年增长了 54． 93%，其中冷冻橙汁进口4 893． 32吨，占
66． 46%。罐头消费以餐饮行业消费为主，目前我国柑橘罐头国内年销
量约占总产量的 15%，年销量在 9 万吨左右。

3．四川省内消费
( 1) 消费支出
四川省园林水果种植以柑橘、苹果和梨为主，2010 年这三种水果

产量占全省产量的 58． 54%，其中柑橘占 40． 52%。2010 年人均柑橘占
有量约 36． 41 千克，出口柑橘仅占全省产量的 0． 04% ③。据此可推测，
四川省居民水果消费中，柑橘消费比重较高。基于数据的可得性，我们
从本省水果消费支出的情况来窥探柑橘消费变化。由表 2 可见，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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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数据来源于: 中国柑橘优势区域布局规划( 2008 － 2015)
数据来源于: 中国柑橘优势区域布局规划( 2008 －2015)
数据来源于:四川省统计年鉴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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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四川省干鲜瓜果年人均消费支出整体呈上升趋势，与食品消
费支出的发展趋势基本一致。2010 年与 2005 年相比，四川省城镇居民
年人均干鲜瓜果消费支出增加了 155． 08 元，增长 91． 81%。人均瓜果
消费支出占食品消费支出的比重，2005 年到 2007 年呈逐年上升趋势，
2008 年略有下降，2009 年有所回升，这可能的原因在于四川省鲜果消
费中柑橘消费比率较大，2008 年受广元蛆虫柑橘等特殊事件的影响，
柑橘消费下降明显，随着消费信心的回升，

表 2 2005 － 2010 年四川省城镇居民年人均食品和干鲜瓜果消费支出情况

2005 年 2006 年 2007 年 2008 年 2009 年 2010 年 平均

干鲜瓜果消费支出( 元) 168． 92 194． 44 246． 65 223 277 324 239
食品消费支出( 元) 2 710 2 838 3 580 4 255 4 392 4 780 3 759． 17
所占比率( % ) 6． 23 6． 85 6． 89 5． 24 6． 31 6． 78 6． 36

数据来源于:四川省统计年鉴 2006 － 2011。

柑橘消费支出增加。
城镇居民中不同的收入阶层其柑橘消费支出差异明显。图 4 显示

了 2000 － 2010 年四川省城镇居民不同收入等级人均干鲜果消费支出
情况。由图可见，四川省城镇居民高收入组相对于低收入组其鲜果人
均年消费相对较高，大致是低收入户的 2． 14 － 3． 88 倍，并呈逐年下降
的趋势;随着城镇居民消费收入水平的提高，不同收入组对鲜果消费支
出均有所增加。其中，低收入组增加速度最快，2010 年与 2000 年相比，
增加了 3． 45 倍;高收入增加最慢，增加了 1． 44 倍; 这一方面是人民生
活水平整体提高了，另一方面是低收入组本身基数小。

从农村居民消费来看，2010 年四川省农村居民年人均纯收入
5 139． 51元，其中食品支出占 36． 60%，均接近城镇居民低收入组相应
收入和支出，可推断，随着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其水果及柑橘消
费支出将进一步提高。

( 2) 消费特征
其一，柑橘鲜果消费的城乡差异明显。由图 4 可见，不同收入阶层

其水果及柑橘的消费上都存在较大差异。四川省城乡居民收入较大差
距，其水果消费( 包括柑橘消费) 呈现相应的差异。根据中国统计年鉴
数据，2008 西部地区城镇居民人均水果消费量 48． 73 千克，四川省城镇
居民年均水果消费量略高于此，而四川省农村居民人均水果消费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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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2000 － 2010 年四川省城镇居民不同收入等级人均干鲜瓜果消费支出
数据来源于:四川省统计年鉴 2001 － 2011

12． 32 千克①，可见城乡消费存在一定差距。
其二，柑橘鲜果消费由季节性消费向常年消费转变。四川柑橘主

要以中熟为主，产量超过全省柑橘总产量的 80%，而早熟和晚熟品种
不超过 20%，受柑橘种植品种影响，四川省柑橘消费季节性明显。中
熟品种成熟期为 11 月至 12 月，元旦至春节前后为四川省柑橘消费旺
季。随着全国柑橘品种结构和成熟结构的不断优化，柑橘冷藏保鲜技
术的应用以及国际贸易的发展，柑橘淡季进口补充，在四川较大超市均
能看到柑橘常年供应，柑橘消费逐渐由季节消费向常年消费转变。

其三，柑橘消费结构趋于多样化发展。由于我国柑橘种类和品种
的多样化、柑橘品质特征的差异化以及加工技术和营销渠道的现代化，
给消费者提供了在品种、购买时间与地点等方面多种选择机会，促进柑
橘消费从单一化走向多样化( 何劲，祁春节，2011 ) 。近年，四川省柑橘
注重柑橘品种结构的优化和区域地理标志性产品建设，逐渐形成了不
同的柑橘地区品牌;柑橘产业链的拓展，使柑橘加工品丰富多样，橙汁、
柑橘罐头、果冻等满足了不同消费者的消费需求，柑橘产品消费趋于多
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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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数据来源于:四川省农村统计年鉴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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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四川省柑橘的供给与需求分析

( 一) 四川省柑橘的供给分析
1．柑橘供应渠道
目前，四川省柑橘鲜果供应主要有四个种方式: 第一，橘农—消费

者，采用直销供应，供给价格低，但供应量小，采用这种供应方式的主要
为柑橘种植面积小，产量较低的橘农向柑橘生产周边城镇供应，这种自
产自销的模式减少了中间供应商带来的差价，但耗费了大量的人力成
本，且柑橘价格表现出一定的随意性。第二种，橘农—中间商—消费
者，是目前四川省柑橘供应主要渠道，从橘农到消费者，经过采购、运
输、批发、零售四个环节，中间环节加大了柑橘成本，使零售价格与采购
价格价差偏大。第三种，橘农—专业合作社、协会—消费者，这是四川
省正在努力发展的供销模式。以安岳县为例，目前全县已建立柠檬专
业合作社 147 个，基地规模达 36 万亩，辐射带动当地农民 28 万人。目
前，农民柑橘专业合作社主要集中在生产技术指导环节，对产后指导相
对不足，橘农—专业合作社、协会—消费者的供应模式有待进一步完
善。第四种，橘农—基地—龙头企业—消费者的供销模式，目前，四川
省已有四川佳美食品工业有限公司、成都市统力食品饮料实业有限责
任公司、四川禾嘉股份有限公司、四川省安岳柠檬王科技开发公司、四
川邻水柑橘产业开发有限公司等一批龙头企业。以邻水县柑橘产业开
发有限公司为例，公司主要采取“公司 +基地带农户”和“公司 +贮运
大户带农户”的运作模式，回收果农果品或与果农合作共同经营果品，
解决了果农售果难的问题①。但是目前，四川省柑橘龙头企业规模整体
较小、实力较弱、速度缓慢，实力弱，有待进一步提高。

2．柑橘供给价格
根据不同的产销环节，柑橘鲜果供给价格可分为生产价格( 收购价

格) 、批发价格和零售价格三种，处于不同的流通环节，柑橘价格存在较
大的差异。一般而言，随着流通环节的增加，柑橘的价格随着增加。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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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数据来源于:四川省邻水县柑橘产业开发有限公司．中柑所在线． http: / /old． cric． cn /
show － 2657 － 1． 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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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价来看，2000 － 2007 年我国宽皮柑橘年平均生产价为 213． 2 美元 /
吨，甜橙 169． 53 美元 /吨，柠檬 128． 3 美元 /吨，柚类 278． 57 美元 /吨
( 何劲，祁春节，2010) 。从批发价看，根据国内 13 个批发市场平均价显
示，2009 年 全 国 柚 子 批 发 价 为 3． 1 － 4 元 /千 克，脐 橙 为
2． 9 － 4． 0 元 /千克; 2010 年柚子批发价 2． 3 － 4． 4 元 /千克，年平均批发
价与 2009 年一致;脐橙批发价为 3． 6 － 9． 9 元 /千克，价格波动较大，年
平均批发价比 2009 年上涨 78% ①。如图 5 显示了 2009 － 2011 年上半
年国内柚子和脐橙批发价格变化趋势。由图可见，2009 － 2011 年上半
年，国内脐橙批发价格波动加大，尤其 2010 年下半年，价格大起大落，
而柚子价格从 2010 年下半年开始一直处于上升趋势，到 2011 年 2 月，
价格已高出 2009 － 2010 年最高水平。

图 5 2009 － 2011 年上半年国内柚子、脐橙平均批发价变化趋势
原始数据来源于:《北方果树》，2009 年 2 期 － 2011 年 4 期

目前，四川省柑橘供应环节过多，生产价和批发价存在较大差距。
同时，不同品种柑橘，价格相差较大。以批发价为例，根据四川省主要农
产品批发市场报价，2011 年 12 月，四川省椪柑批发价为 2 － 4 元 /千克，
脐橙为 3 － 6 元 /千克，柚类为 4． 6 － 5． 4 元 /千克，柠檬 5 － 7 元 /千克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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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于:《北方果树》2009 年 2 期 － 2010 年 5 期
数据来源于:食品商务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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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受益于较低的劳动成本和土地成本，四川省柑橘在全国具有一定
的价格优势，但四川省柑橘销售以随行就市为主，几乎没有订单生产，柑
橘价格受市场需求信息、不确定因素的影响较大，价格起伏显著。以砂
糖桔为例，四川省广安邻水县农产品交易中心数据显示 2011 年 12 月 13
日和 16 日，受市场供求影响，其批发价由 4 元 /千克变为6． 5元 /千克;
2008年，受广元“大实蝇”事件影响，四川柑橘价格亦波动显著。

3．柑橘供给量预测
1998 年到 2010 年四川省柑橘保持了 7． 26%的年平均增长率，随

着四川省对柑橘产业发展重视程度的不断加深，柑橘产量势必会稳定
增长，但是我们注意到影响柑橘产量增加的因素有很多，如农民种植柑
橘的积极性、柑橘虫害防治技术、优良品种选择、国际价格波动等，这些
信息有些是已知的，有些是未知的，所以我们把柑橘产量的变动作为一
个灰色系统，采用 GM( 1，1) 模型进行柑橘产量的短期预测。

从图 3 可见，四川省柑橘产量整体上市呈上升趋势，但是其中有些
年份存在明显的波动性，为了保证数据的平稳性和相似性，本文以
2000 年到 2009 年的数据为预测基础数据，以 2010 年的数据作为检验。
灰色预测结果如表 3 所示。

表 3 四川省柑橘产量预测表 ( 单位:万吨)

年份 2010( 实际值) 2010 年( 预测值)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产量 292． 90 293． 56 315． 06 338． 13 362． 88 389． 46 417． 97

由表 3 可见，2010 年的实际值和预测值相差 0． 66 万吨，相对误差
为 0． 2%，误差小。根据预测，2011 年四川省柑橘产量将突破 300 万
吨，到 2015 年左右将达到 400 万吨，与《新一轮优势农产品区域规划汇
编》提出的 500 万吨的发展目标存在一定的差距。由于土地的限制，未
来四川省柑橘产量的提高，重点在于单产的提高，主要提高柑橘种植技
术和柑橘优质果率。

( 二) 四川省柑橘的需求分析
1．鲜食需求
从省内需求来看，城镇居民年人均瓜果消费支出呈上升趋势，通过

回归预测，预计到 2015 年，四川省城镇居民人均瓜果消费支出将达到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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