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6

2010年广东龙眼产业发展现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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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首先从产量、区域分布、进出口情况、产业化情况、存在问题等方面介绍了2010年广东龙眼产业发展现状，并在分析

2010年龙眼价格变化的基础上预测2011年的价格走势．分析了广东龙眼产业及其关联产业科技进展现状，提出了广东龙眼产业

的发展对策与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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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眼是热带、亚热带重要的果树，主要产区的范嗣为

东经105040’～1 19。31’、北纬28。50’～南纬7030’。世界龙眼

分布相对集中，以亚洲为主，中国、泰国为主要的两大主

产国。我国是龙眼的原产国也是最大的生产国．具有种质

资源丰富、种植面积大、总产量大等优势。种植面积和产

量分别占世界的70％和50％以上，位居世界首位。我国

龙眼分布相对集中于华南、华东等地区，其中广西、广东、

福建、海南和台湾是主产区，5省的龙眼产量占全国98％

以上。此外，四川、重庆、云南、贵州、香港也有小规模种

植。近年来，我国龙眼栽培面积和总产量总体呈递增趋

势，总产量从2005年的109．15万t增至2009年的125．98

万ttq。

1广东省龙眼产业发展现状

1．1栽种面积广。已形成早熟、中熟、晚熟等特色优势产区

广东是我国适宜栽培龙眼面积最大的省份．除北部

少数地区外，均有龙眼分布。目前根据各区域的自然气候

条件和栽种特点，广东已经形成了粤两的早熟产区、珠江

三角洲的中熟产区和粤东的迟熟产区t21。其中，粤西龙眼

产区年均气温在22℃以上，极少有霜冻，光照充足，雨量

充沛，是栽培龙眼地理气候条件最优越的早熟产区。该区

以茂名栽培面积最多、产量也最大，2009年达5．22万hm2

和23．74万t．面积产量均约占全省的40％：珠江i角洲龙

眼产区主要分布在广州、佛山、江门、惠州等地，栽培面积

约占全省20％：粤东是广东龙眼迟熟产区，地方品种多．

揭阳以古山二号栽种为主。饶平则主要栽种草埔种，该区

域的龙眼品种成熟期一般比早熟品种迟20～30 d，成为晚

市的重要补充131。

据统计．2009年广东全省龙眼栽种面积为12．75万

hm2．总产量为57．13万t．从各地级市的龙眼生产对比情

况来看．2009年龙眼种植面积居全省前3位的分别为茂

名、阳江和湛江(图1)。

1．2经济收益呈下降趋势。生产规模有所缩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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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1 2009年广东各市龙眼种植面积和产量

近年来，广东龙眼种植出现回落趋势，回落的背后有

着深刻的历史原因，同时也是市场规律调节的必然结果。

在过去的“八五”和“九五”期间．广东龙眼扩种面积很大．过

热的盲目发展使广东全省龙眼种植面积在20多年间增加

40多倍，产量提高33倍。近10年来龙眼售价显示．1994—

1998年龙眼价格达到“巅峰”，高达20~50元／l【g。1999年广

东龙眼迎来了历史上的第一个大丰收年。产量达到33．35

万t，但价格开始暴跌，售价仅5～20元／kg。龙眼种植的经济

收益下降，“卖果难”和“丰产不丰收”的现象凸现。在随后

的几年，龙眼的市场价格一路走低，高投入低产出使果农

生产积极性受挫。近年来，因为大部分龙眼种植户都面临

“亏本”，人们开始减少投入，丢荒果园，甚至刨树毁园【lJ。

200卜2009年，相对于高峰时期来说。广东龙眼种植面积
有所回落，生产规模有所缩减(图2)。

年份

图2 2000—2009年广东龙眼种植面积和产量

1．3产业化水平不断提高。产品质量得到改善

目前，广东龙眼产业取得了一定的发展，如在茂名、潮

州等地建设了一批规模化商品生产基地，逐步向现代化、

规模化、标准化、产业化迈进。以广东最大的龙眼生产地茂

名为例，其产业发展在鲜果销售、龙眼深加工及保鲜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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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方面做得比较好。龙眼生产企业及果农通过抓好龙眼

标准化生产规程，按标准化生产等做法，使龙眼鲜果符合

绿色食品标准，先后有永丰牌龙眼、马头牌龙眼等获得了

绿色食品A级产品认证。茂名各级水果部门、水果购销

商、果场老板和果农通过稳定老客户、开拓新客户及利用

网络发布龙眼供求信息，吸引省内外各地客商前来茂名

市购销龙眼．从而使龙眼鲜果畅销广州、深圳、珠海、海南、

广西、湖南、福建等省(市)。除产、眦化水平不断提高外，广

东龙眼产品的外观商品性和质最安全性也有了明显改

善，【J感、风味更加适应消费者的需求。相对于泰国龙眼。

广东龙眼在质量和u感上更优，更受消费者欢迎141。

2广东省龙眼市场供需分析

2．1种植面积和产量与2010年基本持平

广东是周内龙眼生产大省。也是最大的龙眼鲜果销售

市场。2009年龙眼的种植面积为12．75万hm2、约占全国

总面积3l％，产量57．13万t、约占全国总产量43％。广东

龙眼种质资源丰富、栽培历史悠久，拥有大量优良品种和

丰富的乍产经验。在20世纪90年代前，龙眼还是稀有小

水果树种．经过近20年的努力。龙眼作为发展“三高”农业

的新兴水果．目前植面积已成为仅次于荔枝的第二大宗

水果。在农业经济中占有较重要的地位。据统计，1987年

广东龙眼面积仅l万hm2．产量2．23万t。20世纪90年

代初。广东龙眼生产进入快速发展时期，1997年种植面积

11．2万hm2、产量12．47万t，与1987年相比，面积增加了

11．2倍；2000年．广东龙眼栽培面积达到15．7万hm2；近

年来．全省龙眼栽培面积有所叫落，处于相对稳定的水平。

2008年龙眼的种植面积为12．90万hm2、产量57．48万t，

分别比2007年增长6．2％、12．9％；2009年龙眼播种面积

和产量与2008年基本持平，略有减少121。

2．2以内销为主．外销不到总产量的3成

广东是我国龙眼生产大省，同时也是国内最大的龙眼

鲜果销售市场．据统计．广东龙眼以鲜销为主，70％在省内

销售，北运和出口以及加工量不到总产量的30％。近年

来，由于龙服采后硫处理结合冷藏保鲜技术的日趋成熟，

龙眼出口鼍有所上升。但从总量|：来说，出口数量仅占全

省产量的0．5％左右，国外市场的开拓仍有待加强121。

尽管广东是国内龙眼生产大省．但每年从国外特别是

东盟地区进口的龙眼数量仍很多。2009年，广东水果进口

快速增长．其中自泰同进口47．7万t，增长68．4％．占自东

盟进口量的83．4％，占同期水果总进口量的56．6％。其中，

榴莲、山竹、龙眼位列进口主要品种的前3位，2009年l一7

月，广东进口鲜龙眼7万t，同比增长36．2％。2010年，广

东进口水果主要来自东盟、智利和美国等国家和地Ⅸ。受

东盟水果主产国泰国遭受旱灾和虫灾影响，榴莲、龙眼等

主打品种产量下降，供货不稳定，进口价升龟跌。以早熟

龙眼为例。2010年泰国、越南龙眼价格在15元／kg左右．

与国内广东、福建等省龙眼的售价(广东龙眼15元／kg左

右，福建龙眼10一12元／kg)相当或更高。
2．3不同地区和品种价格上差异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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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地区和不同品种的龙眼价格差异较大，由于全省

的龙眼产值数据较少，茂名是广东龙眼主产区，种植面积

和产量均达到令省40％以上．因此主要对2009年茂名龙

眼的产品价格进行分析。2009年6月底，茂名电自麻岗、

旦场、林头等镇的石硖龙眼开始上市，初市龙眼收购价格

较高，一度高达18～20元／kg．其中早熟石硖卖到12～14元／

妇，储良16—19元／kg。龙眼上市季节，正是北方水果产出

的淡季．冈此．6、7月份以本地水果上市为主。随着收获进

入高峰期，龙眼价格略有下降，低价时仅7—1l元／kg，但果

大品优的储良龙眼仍达10～13元／kg．收购价为9～12元／

kg。8月份龙眼的收获已近尾声，价格略有反弹，一般品质

龙眼(储良为主)达13元／kg。果大质优的14一16元／kg。茂

名龙眼加丁形势良好，桂网肉、龙眼f自．1-_市以来价格坚

挺。销售畅顺．桂圆肉批发价为30。56元／kg．其中片肉30—

36元／kg．灯笼肉价格在46～56元／kg．沙田“马头牌”桂圆

肉售价达80—90元／kd4]。

3广东省龙眼科技发展现状

近年来．我国龙眼科技攻关取得显著成效，一批科技

成果应用于生产中，龙眼早结丰产稳产的综合技术已推广

应用，大小年结果现象明显改善：龙眼总产量逐年稳步增

长．产品质量也有较大提高：龙眼彤：藏、保鲜、包装、加工等

技术的研究和开发取得了较大进展151．其果品质量和安全

系数达到同内及世界先进水平。使越来越多的广东龙眼销

往国内外市场。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如在新品种方

面．缺少粗生丰产型的优质品种，缺少粗生丰产大果型的

加丁(制干)型品种，缺少优质的晚熟品种或早熟品种，缺

少主栽品种缺少优化的砧穗组合：在技术研究方面，促进

成仡及保果技术、节本高效的耕作装备与技术、产期调节

技术等一批龙眼生产与管理先进技术还有待突破。

3．1冷处理保鲜关键技术日趋成熟

华南农业大学联合广东省农科院果树研究所对龙眼

采后贮藏生理生化变化规律和品质劣变机理进行详细深

入的研究，该技术结合利用低温、硫处理技术、脱硫技术、

冰温贮藏技术等．可够著延长龙眼的保鲜期和货架期，避

免龙眼在冷处理条件下所引起的冷害变色．处理后果实硫

残留极低，可满足美国、澳大利亚等国的要求。经该技术

处理后，龙眼可在冷处理条件下贮藏40～50 d。货架期3—

5 d．可满足牛产卜的出口要求，

3．2优质丰产栽培技术不断提高

广东省农科院果树所经过多年的研究与实践．提出龙

眼优质丰产栽培技术。该技术内容包括新品种选育、标准

化生产技术、产期调节技术、采收品质控制、科学采收等．

通过将龙眼生产采前、采中技术的有机结合．对龙眼生产

进行产鼋和质量的有效控制．为市场提供优质产品．同时

保证龙眼每年稳定结果，促进生产持续发展。广东省农科

院果树研究所在示范基地通过实施高效的标准化栽培技

术，可提高产量15％。

33促进成花及保果技术取得一定成效。但无突破性进展

通过研制筛选出粘着力强和能增强催花药物活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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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充剂作为载体．辅之加入对龙眼的成花、坐果有促进作

用的微量元素．对初选出的催花药物进行改进、完善、组装

配套后，进行田间试验和筛选，筛选出最后配方并总结出

整套龙眼催花技术措施，目前该技术研究已取得一定的

进展。但是对龙眼药物催花的机理还没有突破性的进展．

因此生产上对其研究仅局限于植株的反应效果观察．还

需要加强对龙眼催花及保果的科学研究，加强推广力度。

争取尽快中试。快速形成龙眼催花及保果技术产业化生

产，产生更大的经济效益。

3．4科技投入少．部分关键共性技术问题尚未解决

广东是我国龙眼生产大省，与荔枝有着同等重要的地

位，但广东龙眼产业的科技投入极少。近年来龙眼产业发

展中仍有不少急需深入研究和攻关的课题，但未能引起

有关部门的足够重视，龙眼的科研力量和资金投入与荔

枝相比差距甚远．研究经费严重不足制约了龙眼产业的

可持续发展。此外，龙眼加T中的一些关键共性技术未解

决，如质量安全控制体系不健全、龙眼加丁产品品质不高、

品种单一、市场竞争力弱等。

4存在问题及对策建议

4．1存在问题

尽管近年来广东龙眼产业取得了较大的发展，但还普

遍存在许多问题，如品种单一、成熟期集中、供应期短；龙

眼立园条件差，管理难度大，生产成本高企；产业组织化程

度低。经营形式与龙眼产业化牛产要求不相适应：受不良

的气候影响，龙眼产量不稳；技术推广体系不健全．果农种

植技术掌握程度低；科技投入少，一些关键共性技术问题

尚未解决等。这些因素都制约了广东龙眼产业的健康持

续发展161。

4．2对策建议

4．2．1制定龙眼产业发展规划．推进优势区产业升级

制定广东龙眼产业中长期发展规划．配套完善龙眼产业

发展的相关政策及法律法规，规范集约化生产和产业化

经营。根据不同的区域优势，形成各具特色的龙眼产业。

建立早、中、迟熟龙眼生产基地，特别是要充分发挥广东

龙眼的早熟优势：建设好粤西早熟龙眼生产基地，扶持龙

眼专业合作社：建立良好的规范管理和可追溯制度．实现

标准化生产，向安全环保和高效优质生产的方向发展【2l。

4．2．2增加产业基础设施投入．提高综合生产能力和市场

竞争力 在龙眼优势产区，努力改善生产条件。重视增加

对果园基础设施建设投人，莺点加强水利设施、田同道路、

生态环境建设及中低产龙眼同改造等．对立地条件差的果

园退耕还林．适当减少栽培面积，完善先进的农机具配置

和产后处理设施配套。提高综合生产能力。降低成本。通过

实施对龙眼生产基地建设、采后保鲜贮藏加工和冷链运输

等基础设施建设的重点倾斜。扶持一批晕点项目，重点扶

持远销、出口基地和重点龙头企业；提高广东龙眼在国内

外市场竞争力，特别是我囝北方龙眼市场的占有量例。

4．2．3加强龙眼科学研究和技术推广工作 加强龙眼高

效生产技术研究，简化栽培技术，广泛开展研究提高生产

效率，提高产量、品质，降低成本的生产模式，包括合理的

种植密度、节水灌溉、营养诊断施肥、植株矮化、树冠和土

壤管理、产量品质控制技术、植保新技术以及采后保鲜等：

加强产、学、研紧密结合，使科学研究与生产有机结合，加

快新品种、新技术的推广应用：开展龙眼有害生物风险分

析和产品农药残留质量监测：提高科技对优势产区的贡献

率|31。

4．2．4培育龙头企业．发展专业合作经济组织 积极探

索适应龙头企业和千家万户共同发展的组织形式和经营

方式，加快形成符合农业现代化要求的农业经营运行机

制，通过产业化经营带动更多的农户参与生产基地建设。

促进农民种植龙眼的收入稳定增长：培育龙头企业。发展

农民专业协会等合作经济组织．积极探索龙头企业与农户

共同发展的新机制，不断增强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凝聚力

和经济实力12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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