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理论探讨 

 188 

辽宁葡萄滞销现状和对策研究 
陆晓祥 1  王银行 2 

(1.2.沈阳工业大学中央校区经济学院  辽宁  沈阳  110870） 

摘要：文章介绍了辽宁省葡萄产业发展现状，针对历年葡萄滞销情况进行了原因分析，认为果农对葡萄产业重视不够、“五统一”
管理模式链条不畅通和缺乏销售渠道是主要原因。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对策研究，建议打造多渠道葡萄销售方式、打通“五统一”
链条并且将葡萄产业深度国际化等措施将会改善辽宁省葡萄产业滞销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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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辽宁地理位置优越，日照时数高达 2900 小时，降雨量充足，

是中晚熟葡萄的重要种植地区。2009~2018 年区间葡萄总产量从

18.54 万吨增长到 58.17 万吨，葡萄产量稳中有涨。目前大部分地区

采用滴灌技术进行灌溉，大部分地区有了一定的基础设施和前期栽

培的培训，葡萄产业已经形成了规模化，研究葡萄的种植现状对未

来的发展影响重大。 

通过查找相关的资讯，我们可以发现辽宁葡萄滞销情况时有发

生，2014 年霞浦县柏洋乡错过了最佳上市时节，销量大减滞销 3000

余吨，朝阳地区也滞销了几十万斤，2015 年，全国葡萄价格低迷，

多地葡萄收购价跌破 0.9 元一公斤 2019 年辽宁营口盖州市巨峰葡萄

滞销 15 万吨。葡萄长达多年的滞销状况不仅给果农带来巨大的经

济冲击，也严重影响着辽宁地区的经济发展。 

1 辽宁葡萄产业的现状 
根据辽宁的气候条件和位置，辽宁葡萄产区主要划分为 4 个产

业带，即环渤海、辽宁中部、辽宁北部、辽西干旱半干旱四个葡萄

产业带，有 20 多个品种，其主要的品种为巨峰、阳光玫瑰、辽峰

等。葡萄在全省内均有分布，葡萄的价格在各地市级区域有着明显

的波动，不仅受到葡萄上市时间的影响，更受到当地小范围的政策

方针影响。 

表 1 是辽宁省葡萄产量在国内的占比，综合来看，辽宁每年的

葡萄产量在小幅度增长,葡萄产量占全国葡萄产量的 2%~5%，从辽

宁果园面积来看，葡萄园种植达到果园面积的 8%以上，通过相关

的数据也可以发现，辽宁的葡萄产业已经形成了规模化。提出解决

葡萄滞销的对策，有助于提升葡萄的经济效应，改善葡萄的产业结

构。 

表 1 近十年辽宁及全国葡萄总产量的变化 

年份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辽宁葡萄产量（万吨） 18.54  19.34  27.56  30.75  43.03  39.70  52.21  58.61  61.37  58.17  

全国产量（万吨） 764.90  813.50  857.70  1000.6 1088.5 1173.1 1316.4 1262.9 1308.3 1366.7 

同年占比 2% 2%  3% 3% 4% 3% 4% 5% 5% 4% 

2 辽宁葡萄滞销的主要原因 
2.1 辽宁葡萄种植规模巨大，但果农对果业重视程度不高，技

术性生产不强 

在葡萄的种植方面大多是一些生产小户，缺乏必要的技术骨干

和更多的栽培技术推广培训，有些果农虽然重视果业，但对新品种

和新技术缺乏重视。在各地开展的一些农业技术推广会上仅有专业

的技术人员参与，大多果农参与程度较小，同时也缺乏对新产品、

新技术的重视，和一些先进的葡萄生产国家相比，我国葡萄种植的

机械化程度也相对较低，机器采收、防虫害技术、无人机滴灌技术

也相对滞后。 

2.2 产业体系的匮乏 

“五统一”管理模式链条不通畅，即先是合作社采取统一生产

资料供应、统一生产标准、统一技术指导、统一质量标准、统一产

品销售，5 个链条没有及时实现一个贯通，管理模式缺乏必要的沟

通与联系，“五统一”模式不仅可以优化葡萄的种植成本，也可以

提高葡萄的质量和销量。在 5 个链条上，农业合作社的作用没有被

充分的挖掘出来，其次是葡萄的品牌性较弱，没有竞争力，同时葡

萄的储藏和保鲜技术对保鲜效果不理想，部分还会对身体造成伤

害。 

2.3 缺乏强有力政策的支撑，和多渠道的销售模式 

目前大部分的滞销没有事前进行一定的补救，大多的滞销采用

的模式是事后进行一个悲情营销，其效果不明显。其次是葡萄的销

售只注重最后的市场流通，对互联网和新平台以及葡萄的加工处理

机构极度匮乏，在对葡萄生产环节上面存在着高成本的生产模式和

技术。个体户种植较多，合作社参与感较低，种植农户缺乏一些必

要的种植技术和销售渠道。 

3 葡萄滞销对策建议 
3.1 深度打通“五统一”管理模式链条 

在生产链条上面加大农业合作社的参与感，依托大型农业合作

社，引进先进农资设备，降低生产成本。依靠区块链等全新技术建

立植株信息库，提升冷藏保鲜技术以及冷链处理技术。建立类似西

欧的 IFP 病虫害防治制度，加强品牌化战略，做到专业化、低成本、

高效益、标准化。 

3.2 打造多渠道的葡萄供应链企业 

为了应对单一格局带来的局限性，应该加强农超对接、打造销

售、种植、旅游、观光一体化销售体系，增强信息化管理，包括因

季节性波动带来的信息管理及预测系统。同时注重发展葡萄的深加

工企业，从内部消化巨大的葡萄产量，以及采取一些新的商业模式

来达成销售目的，包括认养农业和休闲农业的多渠道体验模式，加

强应用互联网等新电商平台的销售模式。 

3.3 加强同农业政策和保险的合作 

目前国家对农业政策和保险补贴较大，为了应对一些自然灾害

以及价格波动带来的影响，说服农户参与农产品保险是一个较好的

途径。主要的农产品保险有产量保险和价格保险，产量保险可以保

障农产品的产量。而价格保险是比较有优势的，其种类比较多元化，

可以减低因滞销带来的部分价格损失。部分大型葡萄种植户应用包

括产量保险、价格保险等在内的农业政策保险可以防范灾害，减低

损失。 

3.4 深度拓展国际化市场 

目前葡萄主要分为鲜食葡萄和葡萄加工品，葡萄的加工品中葡

萄酒占据巨大的市场规模，而中国作为最大的葡萄酒进口国，其葡

萄酒需求巨大，向葡萄酒的深度加工不仅可以解决巨大的葡萄销

量，更可以创造更大的经济价值。 

3.5 产业发展平台建设与滞销管理 

葡萄产业的平台建设包括电子商务销售平台、植株信息库、滞

销舆论管理平台和信息沟通平台。销售平台主要采用全新的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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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平台辅助销售，也包括对订单农业、休闲农业等新模式的管理，

植株信息库主要走产品品牌化的道路，依托全新的技术和平台实现

植株信息透明化、公开化、营养化。在滞销舆论管理平台上主要是

要发挥新媒体等大型媒体平台的优势，依靠村落及各地的党政机关

形成良好的推介作用。同时也要注重滞销产品的质量指标检测，而

不是实现悲情式的营销。在对滞销产品的处理上也可以考虑通过公

益或者其它方式对葡萄生产农户进行帮扶，信息沟通平台主要是进

行各种葡萄种植技术推广大会或者各种经验信息分享大会。 

3.6 标准等级的确立改进与创新 

辽宁目前的葡萄品种主要包括巨峰葡萄、玫瑰香葡萄和阳光玫

瑰等其他品种，葡萄的质量指标应该建立在糖含量、外观品质、风

味品质等一些评价葡萄质量的指标上，对葡萄进行质量认证，不仅

可以提升葡萄的品牌力度，也可以激励葡萄品种的改进，应该结合

营养价值和个性化消费特色。推出全新的产品，提升葡萄的营养价

值，同时也要注重对葡萄生产技术的改进，不断的创新出新技术和

新的农资设备，从而降低葡萄的生产成本。 

4 结论 
辽宁是葡萄的重要产区，葡萄产业规模已经趋于一个稳定。针

对层出不穷的滞销状况，在研究葡萄的滞销时本文首先分析葡萄的

产业特点，然后结合产业特点提出了一个全局的滞销解决机制，从

“五统一”的管理模式改善葡萄产业链，再到针对产业特点打造多

渠道的葡萄加工企业、产业平台化建设、品牌化发展、滞销管理等，

最后运用保险和一些全新的技术为解决滞销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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