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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微笑曲线”的广元市核桃产业发展分析

吴志文
（广元市林业和园林局，四川 广元　６２８０００）

摘　要：基于“微笑曲线”分析了广元市推广核桃园区化种植，面积、产量、产值快速增加的优势，以良种选育、病虫
防治等技术创新和品牌建设促市场营销，展示了广元市核桃产业取得显著成效，但同时存在良种率低，重栽轻管，

新型主体发展缓慢，产业链技术研发薄弱，精深加工产品较少，成本收益及消费倾向变化等方面的问题，提出了针

对性的对策。核桃产业链供给侧改革，产业协会＋标准，借鉴美国加州核桃产业协会的经验，强化中介组织职能，
建立品牌与质量监测体系；加大扶持力度，创新扶持机制，支持新型经营主体培育，提升专合组织质量；坚持品种改

良，注重产业链科研攻关；核桃产业＋互联网，核桃林旅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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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核桃产业发展概况

广元市是核桃重要产区和最佳适生区之一。

２０００年以来，通过实施退耕还林工程、天然林资源
保护工程以及现代林业重点县建设等项目推进核桃

产业发展。２００５年以资源为基础 ，进行产业化基地
布局，加大科技投入、提高科技支撑，大力推广本地



核桃新品种，积极指导林农进行核桃品种改换优，建

立信息网络等核桃产业化发展措施，核桃产业逐步

形成［１～２］。２００９年中央一号文件对“加快木本油料
产业发展”作出重点安排和部署，２０１４年国务院办
公厅出台《关于加快木本油料产业发展的意见》，

２０１５年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木本油料
产业发展的实施意见》提出到２０２０年努力将我省建
成木本油料产业强省，产业发展迎来重大历史机

遇［３］。到２０１６年，广元市“朝天核桃”挂果面积达
９１５万ｈｍ２，其中相对稳产面积６０４万 ｈｍ２，核桃
产量由２００６年的１６万ｔ增长到１４２万 ｔ，占全省
核桃产量的２９４％，位居全省第１位，产业总产值
由２００６年的６４亿元增加到６０亿元，农民人均核
桃收入２０００元以上，重点乡镇农民人均核桃收入达
到５０００元，助农增收效益明显。２０１６年加工量１万
ｔ，实现产值１２亿元（见图１）。培育了天湟山核桃
食品有限公司、棒仁食品有限公司和荣生源食品有

限公司３家省级林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朝天区
建成国家级核桃标准化示范区。

图１　广元市历年“朝天核桃”基地面积统计图

　　如何在全球核桃发展中抢占先机，赢得主动，在
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４～５］，借鉴“微笑曲线”

模型分析广元市“朝天核桃”产业发展，并提出相应

对策。

２　“微笑曲线”两端的产业链技术创新和市
场营销分析

　　微笑曲线（ＳｍｉｌｉｎｇＣｕｒｖｅ）是宏鸉集团创办人施
振荣在１９９２年提出的理论，集中精力在产业链研发
和营销两端的“微笑”企业。微笑嘴型的一条曲线，

两端朝上，在产业链中，附加值更多体现在两端，在

于科学技术创新设计和市场营销，处于中间环节的

制造附加值最低［６］［７］。

２．１　技术创新方面
近年来，广元市已成功选育了“硕星”、“夏早”

两个省级审定优良品种（全省共 ５个）和“青川 １
号”、“旺核２号”等 ８个省级认定优良品种（见表
１）。研制了“朝林１号Ａ型、Ｂ型”林药。积极运用
休眠芽接、露地枝接、温床枝接等嫁接技术，加快核

桃品种良种化，严格按照国家标准规范生产，提高市

场竞争力。针对部分乡镇核桃果象和大蚕蛾发生率

较高的问题，成功研制出了“朝林１号”保果灵，有
效地解决了核桃虫害问题，核桃保果率和产量大幅

度提升朝天区核桃单株产量由１９９７年的１ｋｇ提高
到现在的１２ｋｇ，防治效果明显。

　　表１ 广元市核桃良种情况统计表

县区
良种数量（个）

合计 审定 认定
品种名称 品种特性 适应方向

利州区 １ ０ １ 利丰
平均果重１６８ｇ，壳厚０９９ｍｍ。出仁率（％）：５０１７粗脂肪（％）：６２５４
粗蛋白（％）：２２１９。 鲜食、加工乳品

朝天区 ３３ ２２ １ 硕星
单果重１７３０ｇ，壳厚度为１３８ｍｍ，仁重９４０ｇ。出仁率（％）：５４３，粗
脂肪（％）：６９５粗蛋白（％）：１２１。种仁饱满，颜色浅黄，取仁容易。 榨油

夏早
平均单果重 １１８２ｇ，壳厚 １１ｍｍ。出仁率（％）：５１９，粗脂肪（％）：
７３６，粗蛋白（％）：１０５。种仁饱满，颜色深黄，取仁容易，具香味、涩轻。 榨油

１ 蜀朝２号
平均果重 １７６ｇ，内壁退化，隔膜膜质，壳厚 １２ｍｍ。出仁率（％）：
５２８３粗脂肪（％）：６４２８，粗蛋白（％）：２０７０。种仁饱满、仁色浅、味
香，果柄较长。

鲜、干兼食、加工
乳品

昭化区 １ ０ １ 昭核１号 单果重１１１ｇ，壳厚０８９ｍｍ。出仁率（％）：５８６，粗脂肪（％）：６６５８
粗蛋白（％）：１９３３。种仁浅黄至乳白色，风味香而不涩。 干食

苍溪县 １ ０ １ 清香
早实。平均单果重１６７ｇ。壳厚１０ｍｍ～１１ｍｍ，内皱退化，横隔膜膜
质，可取全仁或半仁，核仁充实饱满，内种皮浅黄色，出仁率５３０％。粗
脂肪含量为５９２４％，粗蛋白含量为１９０１％，风味香甜，无涩味。

鲜食

旺苍县 ２２ ００ ２２ 旺核１号 平均单果重２１４ｇ，壳厚１２ｍｍ。出仁率（％）：５５，粗脂肪（％）：６６２９，
粗蛋白（％）：１４５，取仁容易，可取整仁，核仁饱满，口感香。 鲜、干兼食

旺核２号 平均单果重１３２ｇ，壳厚０９ｍｍ。出仁率（％）：５８，粗脂肪（％）：６６４，
粗蛋白（％）：１４８核仁饱满，种皮为灰色，味香，取仁容易。 干食

青川县 １ ０ １ 青川１号 平均单果重１４２ｇ，壳厚０９４ｍｍ。出仁率（％）：５９％粗脂肪（％）：７１３
粗蛋白（％）：１７３。核仁较充实，饱满，味香，特别适于鲜食。 干食、榨油

剑阁县 １ ０ １ 剑门１号 平均果重１７２８ｇ，壳厚１３ｍｍ。出仁率（％）：５０１７粗脂肪（％）：６２５４
粗蛋白（％）：２２１９ 鲜、干兼食

全市 １０ ２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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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市场营销方面
大力实施核桃品牌战略，促进销售，提高附加

值。如“朝天核桃”被批准实施“地理标志产品保

护”，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颁发的国家地

理标志证明商标注册证书。２０１４年“朝天核桃”成
功创建为中国驰名商标，２０１５年国家质检总局正式
批准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朝天核桃”产地区域

由朝天区２５个乡镇扩展到广元市７个县区１７０个
乡镇，产地区域扩大了近７倍，成为四川第１个获批
扩大产地范围的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朝天核

桃”成为广元核桃的公共名片。在２０１４年举行的首
届四川“果王子”大赛中，“朝天核桃”获得核桃类唯

一金奖。培育了３家核桃精深加工省级龙头企业，
加工产品涉及核桃乳、鲜核桃仁、琥珀桃仁、休闲小

食品、核桃油等种类，设计年产能达５万ｔ，年可实现
加工产值 １０亿元，大大提高了核桃产品附加值。
２０１４年天湟山核桃食品有限公司被中国经济林协
会和中国绿色时报社联合评选为“中国核桃产业十

佳企业”，其产品“鶼核桃乳”母乳化生产技术获国

家专利保护，２０１５年 ７月１４日，该公司在上海股权
托管交易中心成功挂牌上市。荣生源食品有限公司

的“剑门”牌核桃油成功打造为四川省名牌产品、四

川省著名商标［７］。

３　存在问题

３．１　基地建设良种率低，品种质量监管不力
在发展核桃产业初期，盲目引进外地品种。特

别是由于对《政府采购法》、《招标投标法》等法律法

规和《种子法》研究不透彻，只注重招标采购等方面

的法律法规，而不运用《种子法》等法律法规强化品

种质量监管，招标采购苗木品种杂乱，造成了现在的

基地品种杂乱、效益低下、不挂果或挂果少等突出问

题，增加了后期品种改良的压力。截至目前，全市木

本油料基地有超过４５％的面积有待进行品种改良。
３．２　重栽轻管现象突出，效益发挥受到影响

产业基地效益普遍较低，助农增收的主导作用

没有完全发挥出来。主要原因在于林业产业建成投

产期较长，农村精壮劳动力大量外出务工，在家的多

为老人和儿童，实用生产技术推广难度较大，致使林

业产业基地修枝整形、防病治虫、松土施肥等日常管

理工作无法有效开展，生产资料闲置、缺乏规模效

应，离集约化、规模化、现代化经营的要求还有差距。

３．３　机构队伍建设滞后，科研技术力量薄弱
产业发展中越来越多的新问题需要专项课题来

攻克，现在尚没有一套成熟的核桃全产业链发展的

科学指导技术，对病虫害危害日益严重等制约产业

发展的技术瓶颈研发不足，产业快速发展与科技研

发滞后之间的矛盾得不到及时解决。

３．４　经营机制创新不足，新型主体发展缓慢
目前，广元市林业产业仍然以千家万户的小家

庭生产为主，专合组织的经营规模较小，纽带作用发

挥不强，缺乏创新科学有效的企农利益联结机

制［８］。

３．５　精深加工产品较少，龙头企业带动有限
以核桃为主的油料产业加工企业处于初级发展

阶段，产业链条不长，因资金实力问题，主要以家庭

式初级加工为主，年加工量较小，规模小，设备简陋，

管理粗放，技术落后，投入新产品研发和市场开发的

力度也不够，导致缺乏精深加工，产品附加值低，市

场竞争力弱，市场占有率低，龙头带基地，基地连农

户，产加销一条龙的产业开发格局还没有形成。

４　对策建议

４．１　加大政策和资金扶持力度，强化中介组织职
能，建立品牌与质量监测体系

制定核桃产业发展突破性的实施意见，市级财

政设立每年核桃产业发展专项资金，加强对涉农项

目整合力度，并将工作责任打桩定位，强化督促检查

和目标考核，确保行政推动作用的有效发挥。高起

点编制核桃全产业链发展规划，支持核桃产业提质

增效、上档升级。在核桃品种改良、良繁体系建设、

实用技术培训、精深加工、营销体系建设、品牌打造、

质量安全体系建设等环节给予更多的项目倾斜和政

策支持。笔者２０１４年３月在美国加州参加国际学
术会议期间，对美国加州核桃进行了考察和品尝，美

国是核桃消费大国，美国加州核桃的质量好，美国加

州核桃协会在核桃产业发展和核桃消费中的作用较

大。建议成立广元市核桃产业协会，促进广元市核

桃产业的成长。

４．２　创新扶持机制，支持新型经营主体培育
在龙头企业和专业合作社培育，组建林业产业

发展投资有限公司搭建投融资平台，运用政策性投

资基金推动产业发展、产业基金项目审批、财政贴息

等方面给予广元更多支持。紧抓农村产权制度改革

的大好机遇，加快推进全市林权制度改革，通过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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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权、资产定主激发活力，推动产业发展向业主大

户、能手适度集中，向有条件、有实力、有能力的经营

管理者适度集中，大力推广资产（如核桃树）“托管”

模式，形成以家庭林场为主体，以农民专业合作社＋
产业发展领军人 ＋社会化服务超市为依托的“１＋
３”格局，积极探索“户改场、场入社、社接企、企连
市”机制，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品种改良、标准化

基地建设为抓手着力提升核桃基地质量和产量，以

龙头企业、专合组织、家庭农场、大户等新型经营主

体自主经营为主、带动农户适度扩展一定规模，以研

究开发精深加工产品为目标延伸加工链条，大力实

施核桃品牌战略，积极推进核桃文化旅游发展，坚定

不移做做强优核桃产业。创新技术培训服务模式，

搭建交易平台构建营销网络。引导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依法建立产业协会或产业联盟，培育形成“生产

合作、销售合作、信用合作”的新型核桃产业经营体

系。

４．３　进一步创新发展模式，组织申报国家级核桃示
范基地及核桃林旅融合发展

推动广元核桃产业融入国家“一带一路”和“长

江经济带”发展战略，拓展国际国内大市场。着力

品牌建设。按照“市场主导、企业主体、政府支持、

专业运作”原则，制定品牌战略计划，推行“公共品

牌＋企业商标”模式，统筹品牌建设、运营和保护。
创新经营机制。引导核桃林地与林木经营权、果实

收益权向有实力的专业大户、家庭林场、农民合作社

和林业企业等新型经营主体流转，促进适度规模经

营和集约管理。加快建立核桃现代技术支撑体系，

组建广元市林业科学研究院，成立核桃产学研综合

实验室，聘请国内知名专家，与高校建立合作关系。

实施重点项目，将“广元市核桃全产业链融合发展

项目”纳入省农业重点项目，按照标准化、规模化、

清洁化生产要求，大力推进实施，支持发展核桃产业

化基地，推动核桃精深加工，建设中国·朝天核桃博

物馆，建设核桃专用有机肥料厂，建设核桃电子商务

平台等。林旅结合、融合发展，发展核桃文化产业，

建设核桃林旅主题公园和核桃小镇。

４．４　坚持品种改良，注重科研攻关
在核桃病虫害综合防治、测土配方施肥、丰产栽

培技术等产业发展瓶颈、关键领域支持突破。按照

《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九条、三十一条之规定，《种子

法》第十五条之规定，采取单一来源方式采购。嫁

接技术力量由林业与劳动部门联合开展培训，持证

上岗，实行政府引导，市场化运作。抓好已建的核桃

优良品种采穗圃２８３３３ｈｍ２的管理，为品种改良提
供足量优质的穗条。每年品改低产低效核桃基地

０６７万～１万ｈｍ２，力争到２０２０年全面完成品改任
务。科研院所、大专院校是一个地方的重要软实力。

根据广元市林业产业发展的现实需要，聘请国内知

名专家，与大专院校建立合作关系，引进相关专业硕

士研究生，整合本地业务骨干，吸纳本地土专家，致

力于研究解决制约广元市核桃产业发展的技术瓶颈

难题，并做好实用技术培训推广工作。

４．５　核桃产业链供给侧改革，核桃产业 ＋互联网，
促进营销

核桃产业供给侧改革就是从供给、生产端入手，

提升竞争力促进核桃产业成长。提升区域核桃品

质，加快淘汰地方劣势品种，带动核桃产业转型升

级。构建新型营销机制，积极探索“互联网 ＋林产
品”营销新机制，引导林产品经销商、专合社、专业

大户进行网络销售。

总之，从微笑曲线的两端着力，促进核桃产业成

长，力争到２０２０年，广元市实现核桃产量４０万ｔ，产
值２００亿元，全市农民人均拥有００６７ｈｍ２核桃，农
民人均从核桃产业获得收入１万元以上，实现生态
和经济的“双赢”，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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