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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花椒产业发展现状及对策分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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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花椒是四川省重要的特色经济树种，具有悠久的栽培和利用历史。为促进四川花椒产业健康、有序发展，
在深入调查省外及四川省内花椒产业发展情况的基础上，客观分析了四川省花椒产业的发展现状、发展成效和存

在问题，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以“建基地、搞加工、创品牌、拓市场、强支撑”为主线的四川花椒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的对策和建议。

关键词：花椒；产业；现状；对策分析

中图分类号：Ｓ５７３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５５０８（２０１８）０２－００５０－０６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ｏｕｎｔｅｒ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ｏｆＺａｎｔｈｏｘｙｌｕｍ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ｉｎＳｉｃｈｕａｎ

ＷＡＮＧＬｉｈｕａ１　ＺＨＡＯＷｅｉｈｏｎｇ２　ＰＥＮＧＸｉａｏｘｉ１　ＱＩＮＭａｏ２

ＸＩＯＮＧＬｉａｎｇ１　 ＷＵＺｏｎｇｘｉｎｇ１
（１．ＳｉｃｈｕａｎＡｃａｄｅｍｙｏｆＦｏｒｅｓｔｒｙ，Ｃｈｅｎｇｄｕ　６１００８１，Ｃｈｉｎａ；２．ＳｉｃｈｕａｎＦｏｒｅｓｔｒｙ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Ｃｈｅｎｇｄｕ　６１００８１，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Ｚａｎｔｈｏｘｙｌｕｍｉｓｏｎｅｏｆ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ｔｒｅｅｓｐｅｃｉｅｓｉｎＳｉｃｈｕａｎ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ｗｉｔｈａｌｏｎｇ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Ｔｏｐｒｏｍｏｔｅｈｅａｌｔｈｙａｎｄｏｒｄｅｒｌｙ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Ｚａｎｔｈｏｘｙｌｕｍ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ｉｎＳｉ
ｃｈｕａ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ｗａｓｍａｄｅｏｆ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ｅｆｆｅｃｔｓａｎｄｅｘｉｓｔｉｎｇ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ｏｎｔｈｅ
ｂａｓｉｓｏｆｉｎｄｅｐｔｈ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ａｂｏｕｔ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ｄｏｍｅｓｔｉｃＺａｎｔｈｏｘｙｌｕｍ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Ｃｏｕｎｔｅｒ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ａｎｄｓｕｇｇｅｓｔｉｏｎｓｗｅｒｅｐｕｔｆｏｒｗａｒｄｆｏｒｔｈｅｓｕｐｐｌｙｓｉｄ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ｒｅｆｏｒｍｏｆＳｉｃｈｕａｎＺａｎｔｈｏｘｙｌｕｍ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ａｓｔｈｅｍａｉｎｌｉｎｅｏｆ“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ｔｈｅｂａｓｅ，Ｍａｋｉｎｇｔｈ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Ｃｒｅａｔｉｎｇｔｈｅｂｒａｎｄ，Ｅｘｐｌｏｉｔｉｎｇｔｈｅｍａｒｋｅｔ
ａｎｄ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ｉｎｇｓｕｐｐｏｒｔ”．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Ｚａｎｔｈｏｘｙｌｕｍ，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Ｃｏｕｎｔｅｒｍｅａｓｕｒｅｓ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花椒为芸香科（Ｒｕｔａｃｅａｅ）花椒属（Ｚａｎｔｈｏｘｙｌｕｍ
Ｌ．）小乔木，原产我国中西部。全世界约有花椒属
植物２５０种，分布于亚洲、非洲、大洋洲、北美洲的热
带和亚热带地区［１］。中国是世界花椒第一生产大

国，有３９种１４变种［２］。除新疆、内蒙古外全国各地

都有野生分布，四川汉源、茂县，陕西韩城、凤县，重

庆江津、甘肃武都，山东莱芜、沂源，河北涉县、平山

等地均为我国花椒著名产区［３－７］。

四川花椒栽培历史悠久、品质上乘、用途广泛。

先秦时期，花椒主要作为香料出现在祭祀和敬神活

动中，同时也做药物、象征物和殉葬品使用。清朝以

后，花椒作为一种独立的基本味应用于烹饪中［８］。

据《汉书．食货志》、《后汉书．西南夷传》记载，汉武
帝（公元前１２９年）汉源花椒被作为贡品，自唐元和



１年（公元８０６年）起，正式列为
$

廷皇室贡品，年年

进贡，距今已有 １２１１年。宋太宗开宝二年（公元
９６９年），越西花椒被选为“贡椒”。四川花椒果实以
色泽艳丽、油多粒大、芳香浓郁、酥麻可口、麻味纯正

的独特风味享誉国内外，位列川菜七味“麻、辣、咸、

甜、酸、苦、香”和调料“十三香”之首，是川菜的灵

魂。

花椒系典型的药食同源植物，是集食用、药用和

生态价值于一体的木本油料树种［９］。近年来，花椒

在食品、香料、化工、药用和生态治理方面的功能不

断得到开发，为区域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属

于典型的生态林业和民生林业。花椒产业快速发展

的过程中也存在一些问题，为促进四川花椒产业健

康、有序发展，在深入调研省内外花椒产业发展情况

的基础上，本文客观分析了四川省花椒产业的发展

现状、发展成效和存在问题，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以

“建基地、搞加工、创品牌、拓市场、强支撑”为主线

的四川花椒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对策和建议。

１　发展现状

花椒作为我省林业发展的战略主导产业之一，

各地特别是花椒主产区充分发挥产业的地理、区位、

种植、加工、科技、品牌和市场优势，采取有效措施，

大力发展花椒产业，花椒面积、产量逐年上升（图

１）。四川省花椒栽植范围已扩展到 ２１个市（州）
１３３个县（市、区），全省花椒面积２９３３万 ｈｍ２，其
中红花椒 ８３９万 ｈｍ２，青花椒 １８７５万 ｈｍ２，藤椒
２１４万ｈｍ２，其它００５万 ｈｍ２，约占全国总产量的
１７６％，特别是青花椒在近５年内呈指数增长，面积
和产量跃居全国第一。２０１７年四川花椒产量６７９
万ｔ，约占全国总产量的１７９％；产值６２７亿元，其
中干、鲜果收入５３亿元，加工产值９７亿元。全省
花椒加工企业及农民专业合作社９４家，花椒系列产
品远销 ３０多个国家，出口量约占全国出口量的
７６％，年均出口创汇 ２０００多万美元。花椒成为我
省山区经济发展的增长点和助农增收的突破口，惠

及农村人口 １５００余万。

２　发展成效

２．１　产业基地快速增长
花椒适应能力强，耐瘠薄干旱，适合我省广大山

图１　２０１１年～２０１７年四川花椒面积、产量趋势

区栽植。近年来，结合现代林业产业基地建设、林业

重点县建设、退耕还林和大规模绿化全川等生态工

程建设，花椒栽植面积快速增长。２０１７年７月底，
全省２１市州１３３个县花椒面积达２９万 ｈｍ２，其中
超过０．３万ｈｍ２的县有１９个（表１）。已建成万亩
花椒示范区 ４个，千亩花椒示范园５６个，带动区域
协调发展。

表１ 四川省花椒种植大县面积统计

Ｔａｂ．１

规模 县名
面积

（万ｈｍ２） 种植花椒品种

金阳县 ５．４７ 金阳青花椒

盐源县 ３．１９ 金阳青花椒、正路红花椒

布拖县 １．４４ 金阳青花椒

６６６７ｈｍ２ 雷波县 １．３５ 金阳青花椒

以上 平昌县 １．２ 蓬溪青花椒

喜德县 ０．８３ 正路红花椒

汉源县 ０．７７ 汉源花椒

冕宁县 ０．６７ 灵山正路红花椒

渠　县 ０．６４ 九叶青花椒

宁南县 ０．５４ 正路红花椒

德昌县 ０．５１ 正路红花椒

昭觉县 ０．５１ 正路红花椒

三台县 ０．４９ 藤椒
３３３３ｈｍ２～
６６６７ｈｍ２

越西县 ０．４４ 越西贡椒

茂　县 ０．４１ 茂县花椒

美姑县 ０．３７ 正路红花椒

九龙县 ０．３４ 越西贡椒

峨眉山市 ０．３３ 藤椒

木里县 ０．３３ 正路红花椒

２．２　科技成果显著，科技支撑增强
“十五”以来，涉林科研院所、大专院校及企业

联合开展花椒良种选育［１０～１２］、丰产栽培、病虫害防

控、呈味物质分析［１３～１６］、加工综合利用等技术攻关

与成果转化。全省已选育出经四川省林木品种审定

委员会审（认）定的花椒良种１０个，建立２３个丰产
示范园，面积 １５８７ｈｍ２，带动２１５０户科技示范户。
研发与推广花椒容器育苗、以采代剪、测土配方水肥

管理［１７－１９］、病虫害防治［２０，２１］、花椒油超声萃取［２２，２３］

等实用技术２０余项，探索创新以“良种”为基础的

１５２期 王丽华，等：四川花椒产业发展现状及对策分析研究 　　



花椒产业化推广模式。围绕花椒栽培与加工利用申

请了多项国家发明专利，先后获得国家、省、市奖励

１０余项，为全省花椒产业发展提供了有力的科技支
撑。

２．３　加工能力初具规模
随着花椒栽培面积的不断扩大，花椒产品加工

工艺技术［２４～２７］创新发展。针对花椒的晾晒、储藏、

保鲜与花椒油提取，在引用先进技术的同时善于创

新，其中“藤椒油的制备方法”、“一种幺麻子藤椒油

鲜榨工艺”、“藤椒油超声波生产线”、“一种新型藤

椒油生产工艺”已获得国家发明专利，研发出保鲜

花椒、干制花椒、花椒油、花椒粉、花椒酱等花椒系列

产品，创立了“贡椒源”“幺麻子”、“六月红”等驰名

省内外花椒品牌，茂县六月红花椒已成功打入法国

等欧美市场。以花椒加工为主的四川五丰黎红食品

有限公司、四川广安和诚林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被

认定为“国家林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极大提升了

“四川花椒”在国内外的知名度与美誉度。

２．４　脱贫攻坚成效显著
目前，花椒产业已成为我省山区农民增收致富

的主要途径之一。花椒多生长在中高山地区，投产

早、见效快，是四大片区林业脱贫攻坚的优势产业，

也是茂县、九龙县和越西县等深度贫困县脱贫奔康

的主导产业。我省青花椒鲜椒产量平均 ７５００ｋｇ·
ｈｍ－２～１０５００ｋｇ·ｈｍ－２，价格１８元·ｋｇ－１～２０元
·ｋｇ－１，红花椒干椒产量平均 ３０００ｋｇ·ｈｍ－２～
４２００ｋｇ·ｈｍ－２，价格４５元·ｋｇ－１～５０元·ｋｇ－１，
花椒收入１３５０万元·ｈｍ－２～２１００万元·ｈｍ－２，
是玉米的４倍 ～５倍。和草本作物和水果相比，花
椒生长迅速且为一次种植多次采收，方便储存和运

输，生产资料和劳动力投入相对较少，适应农村青壮

年劳动力不足的实际。２０１６年，全省花椒平均产量
１００ｋｇ·００６６７ｈｍ－２（干果），收入 ８０００元以上。
平昌县２０１６年产鲜椒１５０余万 ｋｇ，实现产值２５００
余万元，其中，岳家镇六角村椒农人均从花椒上获得

收入达１０２８６元。群众喜称花椒为“一年苗，二年
条，三年四年把钱摇”的小康产业。

３　发展前景及存在问题
３．１　发展前景

花椒适应气候能力强，具有根系发达、固土能力

强、耐瘠薄干旱等特点，是重要的生态经济树种。一

是栽植发展空间巨大，四川适宜花椒栽植面积达

１００万ｈｍ２以上，现有花椒面积仅为宜栽面积的１／
４，川西高山峡谷区、川西南山地、川北丘区、川中丘
区、攀西地区等存在大量的荒坡、荒漠、石漠及干旱

干热河谷土地也适于花椒生长；二是开发利用空间

广阔，花椒精深加工在医疗、保健、高端食用、饲料、

肥料、化工等领域的应用将成为发展新趋势；三是花

椒投产早、见效快、单位土地面积收益大，在脱贫致

富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四川省气候、土壤适宜，是花椒产业发展的优势

区。为贯彻落实省委十一次党代会精神和《推进农

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加快由农业大省向农业强省

跨越十大行动方案》（川委〔２０１７〕３０３号）要求，充
分发挥花椒产业对推动生态建设、增加群众收入、助

力脱贫攻坚、促进人民健康的积极作用，到２０２２年，
四川省花椒种植规模将稳定在４０万 ｈｍ２，年产优质
花椒干果３０万ｔ，实现综合产值３００亿元，建成花椒
产业重点县２０个、省级以上花椒产业园区１０个（其
中国家级花椒标准化示范园２个）、知名龙头企业
１０个，把我省打造成全国种植面积最大、发展水平
领先、整体效益显著的花椒产业第一省。

３．２　存在问题
四川省花椒产业发展中存在政策支撑、技术攻

关、市场定位等问题，集中表现在影响花椒产业健康

发展的供给侧结构性矛盾突出。

３．２．１　政策扶持力度与生产需求失衡
虽然全省花椒总产量和面积呈递增趋势，但已

呈现“青增红减”的态势，红花椒大多分布于高海拔

山区，受地理、交通及技术条件所限，加之其采摘成

本高，而生产上难以争取到经营管理政策性扶持资

金，面积呈递减趋势，难以保障花椒产业的持续、高

效、健康发展；现阶段资金筹集渠道较少，在花椒产

业开发方面的投资比重偏小、政策支持力度小，花椒

新优产品研发滞后；对龙头企业和农民专业合作社

扶持力度较小，不能发挥其在全产业链中更切实、更

有效的推动作用；金融机构对花椒产业认识不够，难

于解决产后巨大资金投入的需求难题。陕西省韩城

市政府支持力度强，政府投资５０亿元建成全国唯一
的国家级花椒产业园区，引导韩城“大红袍”花椒产

业化发展。

３．２．２　科技保障力度与发展需求失衡
花椒产业相关科技投入不足，成果和技术储备

不够，精深加工能力不足。特别是在花椒新品种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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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花椒枝叶和花椒籽的开发利用以及医药、化工等

方面开发利用不足。花椒以农户自行选种、采种育

苗，种子混收、混播，良种化程度低，品种混杂，种质

变异、抗性变差，品种的良莠不齐造成花椒品质优劣

悬殊，全省花椒良种化率不足６０％；花椒采摘主要
依靠人工，劳动强度大、效率低，劳动力日益短缺和

机械采摘技术的不成熟，造成采摘成本在花椒生产

成本中占比过高，尤其以红花椒最为严重，采摘成本

约５０元·ｋｇ－１～８０元·ｋｇ－１；花椒基地建设面积
大，发展速度快，大部分椒农由于缺乏科学的花椒栽

培管理技术知识，在花椒管理的人力、物资、技术等

投入不足，部分偏远山区基本处于放任状态；花椒产

业发展专业技术服务队伍不完善、推广普及实用技

术的深度和广度还不够，农民群众对管理技术的认

知程度和科技管理水平差距较大；花椒育苗、栽培管

理标准不完善，生产实际中操作不规范，降低了花椒

林建设的质量和效益。花椒呈味成分及其快速定量

测定方法不健全，质量评定难以标准化和量化。以

花椒油为例，由于缺乏统一的行业标准，各企业仅以

运营成本和市场反馈来衡量产品质量，产品风味物

质含量参差不齐，小作坊更是以低价、劣质产品推向

市场，打压正规企业的利润空间，扰乱市场秩序，降

低食品安全公信力。陕西省韩城市和重庆市江津区

在花椒产业科技创新方面已走在全国前列。陕西省

韩城市首次将韩城“大红袍花椒”种子搭载探月工

程“嫦娥 ５号”送入太空，并已成功培育出太空花
椒，同时与深圳华大基因科技公司签订协议拟在国

内首次进行花椒全基因组测序。重庆市江津区自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从我省金阳县引进青花椒后，创新
摸索出“缩枝矮化”花椒修枝、采摘丰产栽培技术，

全区鲜花椒产量从原来的 ２２５０ｋｇ·ｈｍ－２～３７５０
ｋｇ·ｈｍ－２提高到 ６０００ｋｇ·ｈｍ－２～１１２５０ｋｇ·
ｈｍ－２，最高达 １５０００ｋｇ·ｈｍ－２。
３．２．３　精深加工、贮藏运输能力与全产业链发展失
衡

四川花椒多以初级产品出售，产品附加值低。

对花椒枝叶、果皮、花椒籽的科研和综合开发利用方

面虽然取得了一系列成果，但大都属于食品加工和

低值日化产品，在医疗、保健、饲料、肥料、日化等领

域研究尚处实验阶段，未有大的突破，花椒新优产品

研发滞后；四川花椒产业优势、科研优势、加工优势

和区位优势未能充分有效地整合利用，产业竞争力

低，没有建立规模化集生产、贮藏、运输、加工销售和

研发于一体的产业园区和电子交易平台，没有共同

优化开拓销售市场，导致产业链短，产业化进程缓

慢。

３．２．４　行业服务功能与产业健康发展失衡
花椒标准体系不完善，生产实际中操作不规范，

降低了花椒林建设的质量和效益，减弱花椒产品竞

争力；花椒加工企业市场准入门槛低，产品鱼目混

珠，以花椒油为例，由于缺乏统一的行业标准，各企

业仅以运营成本和市场反馈来衡量产品质量，产品

风味物质含量参差不齐，小作坊更是以低价、劣质产

品推向市场，打压正规企业的利润空间，扰乱市场秩

序，降低食品安全公信力；四川花椒产品以省内自

销、企业主攻市场开拓为主，虽然部分产品已远销海

内外，也仅是搭川菜之快车，没有开发除调味品之外

的主导产品，未能形成政府引导 ＋产业联盟抱团发
展之合力；产地价格机制不完善，花椒的产业化发展

缺乏稳固的市场基础；名特优花椒品种产品保护意

识不强，部分其它产地花椒打着四川花椒的旗号出

现在国内外市场，甚至以次充好。陕西省韩城市

２０１６年、２０１７年承办两届“中国（韩城）国际花椒
节”；江津区建立全国最大的花椒交易平台，推动了

花椒产业持续快速发展。

４　发展对策与建议

为充分激活林业与市场要素，大幅提高资源要

素配置效率，努力提高供给质量，深入推进花椒产业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增加农民收入、助推脱贫攻坚，

促进四川花椒产业可持续健康发展，提出如下几点

建议：

４．１　合理构建产业发展布局
按照统一规划、适当集中、合理布局的原则，加

快优质品种选育、推广步伐；按照集约化、专业化、规

模化的要求，有序扩大花椒种植面积；按照四川特色

产业发展规划和四川省花椒适生区划，分区域、分品

种完善全省花椒布局规划，以科学规划指导产业稳

步可持续发展。根据花椒生物学特性和各地自然条

件，构建以红花椒、青花椒（藤椒）为主的四大优势

种植区产业布局（图２）。①川西干热干旱河谷红花
椒优势种植区，培育以“汉源花椒”、“茂县花椒”、

“越西贡椒”为主的优质红花椒；②攀西高原青花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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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势种植区，培育以“金阳青花椒”为主的优质青花

椒；③川中丘陵区青花椒（藤椒）优势种植区，培育
以“洪雅藤椒”、“蓬溪青花椒”为主的优质青花椒

（藤椒）；④川东北青花椒优势种植区，培育以“广安
青花椒”、“九叶青花椒”为主的优质青花椒。

图２　四川花椒优势种植区产业布局

４．２　持续加大政策扶持力度
一是完善产业政策扶持。出台关于推进四川花

椒产业持续发展的意见，全面指导花椒产业发展；将

鲜花椒纳入《鲜活农产品品种目录》，享受绿色通道

政策，免收过路过桥费。二是强化政府引导。增加

省级财政预算，主要用于支持花椒产业发展中种质

资源保护、良种补贴、良繁体系建设、造林补贴、高标

准示范基地培育、低产低效椒园改造、基础设施建

设、林业机械化应用、病虫害防控、采收设备技术研

发、综合加工利用、市场营销与品牌打造、实用技术

培训等，提高椒园供给能力，推动花椒产业向高层

次、高效益的层面发展。三是加大对花椒产业龙头

企业、专合组织等经营主体的扶持力度。将花椒纳

入农产品产地初加工补助名录，鼓励农民合作社等

开展农产品分级、清洗、精选、打蜡、包装、烘干等初

加工服务，促进农民生产的花椒就地销售，就地增

值；推进花椒产业规模化、标准化和品牌化发展，支

持花椒及花椒制品“三品一标”的申报与打造。四

是重点支持深度贫困地区花椒低效林改造、实用技

术培训，促进优质花椒产业基地扩面提质，精准提升

贫困群众收入。五是健全花椒产业投入机制。设立

花椒产业专项发展资金；积极引导金融资本、工商资

本更多投向花椒全产业链，完善花椒产业发展保险

制度，降低融资和生产经营风险。

４．３　强化产学研协同攻关
发挥科技创新在花椒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

的引领作用，瞄准国际前沿和产业发展重大共性关

键技术，按照全产业链设计、一体化推进，组织生产

企业和科研院所开展大协作、大联合，力争在花椒品

种培育、资源高效利用、产品精深加工等重大领域、

关键环节实现重大突破。一是加大新品种创制力

度。创制生产上急需的无核、无刺或少刺型花椒品

种；创制叶食、果食、药用、保健用的花椒新品种，开

展定向培育；针对花椒优良品种，建立良种繁育基

地，开展良种熟化、良种材料可持续供应体系建设和

育苗技术集成研究与产业化应用，快速提升花椒良

种化水平；积极开展花椒新品种保护。二是创新标

准化、园艺化、设施化栽培。开展以良种建园、密度

控制、配方施肥和无公害生物防治为主的花椒标准

化栽培管理体系，以提高花椒人工林抗逆性能和综

合效益、维护和提高林地生产力为主要培育目的套

种间种种植模式；创新以树体营养控制和树形调控

的花椒林园艺化栽培方式；健全以水肥定时、定量的

精准化、一体化设施栽培。三是加快推进产业标准

化。开展花椒品质检测检验、产品标准制定研究，加

快相关行业标准实施，明确产业发展方向，引导产业

走向正轨；鼓励企业建立和完善生产技术、工艺流

程、质量控制等各环节的花椒产业企业标准体系；加

快建设涵盖生产、加工、储存、包装、运输、流通等环

节的花椒全产业链国家和地方标准体系、产品质量

管理体系和出口标准体系。

４．４　提升花椒精深加工能力
加大花椒新产品、新领域研发科技支撑力度。

利用花椒果实、花椒枝叶、花椒籽的内含物质（如花

椒挥发油、麻味素、花椒黄酮和多酚等）进行抗氧

化、抗癌活性及抑菌、抗炎等生物活性物质创新性研

究；开展花椒精、麻味素、花椒籽仁油生产技术、设备

和工艺研究；着力开发花椒油树脂、椒目仁油、花椒

宁碱等中高端系列精深加工产品，拓展花椒在生物

医药、保健、日化原料、生物农药、饲料等领域的加工

转化率和产品附加值；鼓励引导龙头企业技术创新，

实施花椒深加工项目，研发花椒新优产品，使加工能

力上规模、加工产品上档次，延长花椒产业链。

４．５　积极培育“四川花椒”品牌
花椒是川文化特别是川菜的重要元素，“川椒”

之“椒傲”自古即有。一是支持龙头企业创新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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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大力培育花椒多元化产品加工企业，建立花椒

产业信息网络平台，强化品牌宣传推介；二是依托四

川作为全国花椒特色优势产区及消费大省优势，打

造花椒产业示范园区，成立集科技研发、产品交易、

鲜果冷藏及处理、综合加工、冷链物流配送、会展服

务、综合管理于一体的花椒生产、加工、销售、示范、

引领综合性产业平台；三是聚焦“四川花椒”公共区

域品牌，着力打造“汉源贡椒”、“茂县花椒”、“金阳

青花椒”、“蓬溪青花椒”和“洪雅藤椒”这“五朵金

花”；四是强化公共品牌、地理标志保护和花椒商标

的管理，积极推行统一包装和防伪、二维码等技术，

构建产品可追溯查询管理机制，依法打击外省花椒

假冒“四川花椒”的侵权行为，维护“四川花椒”品牌

形象；五是举办国际花椒博览会、国际花椒论坛、花

椒采摘节、品牌产品展等形式在新闻媒体大力宣传，

推介“四川花椒”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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