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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州市辣椒产业发展现状及对策建议
李洪振1　胡　蕾2　刘东升1

武城县农业农村局1　山东德州　253300 

武城县广运街道办事处2　山东德州　253300

摘　要：辣椒产业是德州乡村产业振兴的一个样板,目前已形成涵盖育种、种植、加工、仓储、物流、贸易、品牌推

广等各个环节的全产业链经营模式。2018年“德州辣椒”地理标志证明商标通过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核准注册，

并予以发证。该文章从辣椒的育种、种植面积、加工及贸易等方面阐述了德州市辣椒的现状，及全市辣椒产业发展

面临的问题，并提出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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辣椒是目前我国第一大蔬菜作物，全国种植面积达

到3200多万亩。近几年，山东省辣椒种植主要分布在德

州、济宁、菏泽、聊城、潍坊等地，面积维持在170万

亩左右，年产量达到490万吨左右，居全国第6位。全

省辣椒合作社300多家，加工企业180多家，贸易型企业

390多家，经纪人2万余名。山东省有德州市武城县、济

宁市金乡县、青岛市胶州市3大交易中心。鲜椒制品出

口方面，山东省约占全国总量的80%左右，山东省在全

国辣椒产业处于龙头地位。随着食辣人群的不断扩大和

消费需求的多样化，辣椒产业迎来良好的发展机遇，发

展前景十分广阔。

1.德州市辣椒产业发展现状

德州市位于山东省西北部，是黄河冲积平原，地形

西南高、东北低，地处北纬36度—38度之间，特别适合

辣椒种植。德州市武城县的尚庄辣椒市场和玄帝庙辣椒

市场是北方干辣椒重要市场和集散地。全市拥有中椒英

潮辣业发展有限公司、馨赛德(德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多元户户食品有限公司、山东飞达集团生物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东顺斋食品公司等辣椒加工企业60余家，

其中，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2家、省级3家，加

工产值常年在30亿元以上。			

1.1德州辣椒育种情况

德州市注重种质资源的保护利用，按照“正本清源、

提纯复壮、自繁自育、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育种计划，

启动高端育种项目，中椒英潮辣业发展有限公司与德州

市农科院合作，选育了德红1号和英潮红4号2个辣椒新

品种。积极引进“北京红”“朝天椒”等优良品种，建立

了良种扩繁基地，推广种植辐射山东、山西、河北、河

南等省部分区域，实现了良种自育、扩繁和区域推广种

植，形成了“育繁推一体化”发展格局。与中国工程院

农业学部院士邹学校合作成立院士工作站，开展辣椒优

异种质创新和强优势杂交品种选育技术研究。

1.2德州辣椒种植情况

德州市的土壤、气候、水文等农业生产条件非

常适合辣椒的生产，土壤类型为沙壤土，有机质含量

高，pH值6.5~7.5，属暖温带半湿润季风气候，无霜

期在120d以上，年活动积温在3100℃以上，年降雨量

450mm~550mm。是全国辣椒生产优势产区，生产的辣椒

商品性好、产量高、加工品质好，深受国内外市场欢迎。

德州市辣椒常年种植面积30多万亩，种植区主要分布在

武城县、齐河县、平原县、陵城区等地，其中武城县种

植面积最大。全市发展辣椒种植基地11万亩，年产鲜辣

椒32万余吨，2000亩种植基地通过有机食品产地认证，

10.5万亩通过无公害农产品认证，被认定为省级标准化

基地和生态农业示范基地。形成了五统一的种植模式，

即统一工厂化育苗、统一机械化移栽、统一保姆式服务、

统一订单式回收、统一市场化运作，在武城县、平原县

建设了智能化辣椒育苗温室，建设了武城县农产品质量

安全监管追溯平台，将辣椒种植基地纳入追溯范围，实

现了生产有记录、信息可查询、流向可跟踪、质量可追

溯、责任可追究、产品可召回。德州市自2002年起开

始进行标准化辣椒种植推广，为提高辣椒产品质量，使

之符合国际国内市场需求，2019年德州市辣椒协会提出

了制定《加工型辣椒栽培技术规程》团体标准工作，于

2020年3月份开始实施。2013年“武城辣椒”国家农业

部认定为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2018年“德州辣椒”通

过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核准注册，并予以发证。

1.3德州市辣椒加工业情况

近年来，德州市辣椒产业发展迅猛，尤其在加工环

节，培育了一大批国内外知名的辣椒加工企业。辣椒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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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产品涵盖了辣椒粉、碎、丝、圈、片、籽，辣椒食品、

韩式风味酱、辣椒红色素、辣椒油树脂、辣椒碱、鲜椒

酱等五大系列100多个产品。成功打造了“英潮”、“辣

贝尔”“多元户户”、“东顺斋”“虎邦”等多个品牌，中

椒英潮公司的辣贝尔牌麻辣花生获得山东省名牌称号，

英潮牌辣椒及制品荣获山东省首批一百家知名农产品企

业产品品牌。拥有国内最大的辣椒配料生产企业——中

椒英潮辣业发展有限公司，国内最大的韩式风味酱生

产企业——山东多元户户食品有限公司，国内第二大辣

椒提取物生产企业——山东辣贝尔天然食品有限公司等

3家省级以上龙头企业。拥有全球最大的香辛料生产企

业——馨赛德（德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常年加工辣

椒15万吨以上，产品加工转化率达80%以上，辣椒加工

产值达23.88亿元，占全省20%左右。

1.4德州市辣椒贸易情况

德州市辣椒交易市场主要分布在武城县和陵城区两

个县（区）。按照建设、规模、管理、服务“四个一流”

的总要求和“买全国、卖全国”的总目标，实施尚庄辣

椒市场扩建工程，建设“中国武城辣椒城”，近几年随

着辣椒贸易繁荣活跃，又自发形成了郝王庄镇后玄辣椒

市场，两个市场有收购交易门店1000余间，经销商200

余家，吸引了河北、浙江、内蒙古、四川等	20	多个省

市的辣椒商前来交易，年交易量20万吨（4亿斤），交易

额15亿元左右，是江北最大的辣椒交易市场之一，被授

予“中国辣椒第一城”、“全国最具影响力的市场”等荣

誉称号，被农业部认定为“定点农产品批发市场”。以中

椒英潮辣业发展有限公司、山东多元户户食品有限公司

线上交易等为龙头，积极创新辣椒营销模式，利用大数

据、“互联网+”新思维，构建“线上+线下”营销模式。

在云栖小镇打造了中椒英潮天猫官方旗舰店，园内自有

品牌“英潮”牌、“辣贝尔”牌、“户户”牌	等多种辣椒

加工产品实现了在“天猫”“京东”等线上销售。组建营

销团队，与“饿了么”对接，成功开辟“互联网+外卖”

销售渠道。龙头企业建设综合门户网站，并采用	B2C	电

子商务模式，实现自有品牌辣椒制品线上销售。发布了

唯一全国布点采价的辣椒价格指数，指数涵盖8个省12

个辣椒专业市场19个品种，设立了100余个辣椒采价点。

自2018年8月15日正式上线以来，“中国•武城英潮辣椒

价格指数”平台共交易辣椒总量40.2万吨，交易总金额

61.8亿元。

1.5平台建设情况

2012年8月，成立德州市辣椒协会，吸纳德州市上

规模、经营规范、知名度高的辣椒种植、经营户加入协

会。2020年12月，中椒英潮辣业发展有限公司牵头，成

立山东省辣椒协会，协会在德州、武城均设有办事处，

主要服务于山东省尤其是德州市辣椒产业发展，实现德

州市辣椒产业新引擎。2021年7月，德州市人民政府与

山东省农业科学院进一步合作，武城县人民政府主要负

责同志与省农科院蔬菜所首席专家签订《共建（武城）

辣椒产业技术研究院合作协议》，成立山东省农业科学院

（武城）辣椒产业技术研究院，为德州市辣椒产业发展

插上科技的翅膀。德州市吸引省外辣椒行业企业、高校

与科研院所共建各类平台，涵盖辣椒育种研发、全程机

械化耕收、辣椒生物工程、辣椒提取技术、辣椒健康食

品开发等内容的多元化技术研发。目前建有“食品安全

与低碳加工协同创新中心”、“中国新农村发展研究院武

城分院”、“山东省辣椒生物工程研发中心”、“山东省认

定企业技术中心”、“山东省英潮辣椒提取技术中心”等

多处国家级、省级研究平台，拥有各种专利10余项。

2.德州辣椒产业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2.1主导品种少，市场占有率低

德州市辣椒种植面积达20万亩左右，占全省辣椒

种植面积的1/9，但与之不相匹配的是我市没有1家辣椒

种子企业能排进全国前十名。辣椒制种大省主要集中在

湖南、贵州、四川、重庆等地，其中湖南省辣椒制种最

为突出，育成辣椒品种165个，占全国品种的二分之一。

德州市辣椒种业发展的问题是大品种几乎没有，品种同

质化程度高，推广面积不大。

2.2缺少高品质、专用化、抗病性、适宜机械化采收

的辣椒品种

近年来，由于辣椒及辣椒提取物在医疗、保健、美

容等领域的作用越来越突出，国内外对辣椒深加工产品

如：辣椒红色素、辣椒碱等的需求越来越大。随着辣椒

用途的的细分，一个辣椒品种兼用多用的情况已不存

在。研发专用化品种是辣椒育种的主流方向。随着辣椒

种植成本的提高，发展农业机械化栽培和采收是解决种

植成本问题的有效途径。辣椒病害种类正在增加，一些

病害的生理小种也在发生改变，需要加快新型病害的抗

病育种。	

2.3种子企业规模偏小，产学研、育繁推一体化尚未

形成

德州市辣椒种子企业规模偏小，绝大多数以种子代

加工、销售为主，基本没有研发能力，没有自主研发的

当家品种，自主创新能力仍然不足。目前我市辣椒科研

育种工作主要集中在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农作物种业

科研体制改革尚未见到成效。在联合育种、良种的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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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关、龙头企业出资组建分子育种平台方面，科研单位

与企业的产学研衔接不紧密，高校、科研院所种业科研

成果难以得到有效的转化应用。

2.4价格起伏波动大，抗风险能力弱

德州市大部分辣椒经纪人没有相关专业知识学习，

没有有形成一套完整的专业知识体系，对现国内外辣椒

市场行情、面对瞬息多变的市场，动态信息掌握不准确，

信息不及时，常常错过发展良机。辣椒经营企业和辣椒

种植户之间缺乏紧密的对接不畅通，二者的关系还停留

在简单的买卖阶段，还不没有形成真正的利益共同体，

难以实现辣椒的小生产与流通大市场相接。

2.5产业链及社会化服务体系不健全

加工产品多以初级产品为主，整个产业链中，精深

加工骨干企业少、规模小、分担能力弱，与龙头企业没

有形成合理化的专业分工，难以形成企业间有机衔接，

无法形成加工企业的集群优势。农业龙头企业带动能力

不强。大部分辣椒加工企业加工在当地，原料生产在外

地，对当地一产带动能力弱。冷库储藏能力差，干椒鲜

椒都需冷库储存，干椒需冷藏保持色泽，鲜椒需冷库速

冻后交易，仓储冷藏物流环节严重滞后，是制约我市辣

椒产业发展的一大短板。

3.对策建议

3.1广泛调查，摸清底数

一是联合各县市区农业主管部门及育种企业，摸清

德州市现有辣椒种质资源家底，对稀有、珍贵、特有、

濒危的种质资源，加大保护力度，为辣椒育种工作打下

坚实基础。二是摸清全市辣椒育种、育苗科研单位及企

业的底数，对全市对各个单位的当家品种及特性用途等

关键指标进行统计，建立大大数据库，对种植户开放，

即利于品种推广，有利于种植户增收致富。

3.2设立专项，重点支持

2021年3月，财政部发布了《全力做好“十四五”

开局之年财政支农工作助力乡村全面振兴和农业农村现

代化》的文件，改文件对支持打好种业翻身仗做了明确

安排部署。建议按照财政部通知要求，设立专项资金，

重点扶持我省辣椒等特色蔬菜种业发展。发挥企业创新

主体作用。打好种业翻身仗，企业是重要一环。建议设

立专项资金，进一步加强对种子企业的扶持力度,发挥其

市场主体的作用。支持优势种业企业间实行联合，实现

资源共享、资源聚集，支持规模较大的种业企业承接实

施政府有关种业发展的项目，加强品牌建设，打造一批

具有市场竞争力的种业品牌。

3.3尽快编制"十四五"辣椒特色产业发展规划，在

武城、乐陵等县市依托辣椒加工龙头企业和市场重点发

展辣椒产业。学习借鉴先进地区的做法，实施振兴特色

产业工程，对辣椒等特色产业专用品种选育、高效栽培

模式研发、标准化园区建设等加大财政投入，给予持续

稳定支持。

3.4加大仓储冷藏物流等生产服务设施投入及建设力

度，支持有条件的县市建设北方辣椒智能化交易及仓储

物流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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