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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产业发展综述♦

广西芒果产业发展现状及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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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广西是中国重要的芒果(Mangifera
 

indica
 

L.)生产基地。本文通过分析近年来中国及广西芒果产业相

关数据,总结中国和广西芒果产业发展现状;从科技投入、产业化经营、产品质量安全及市场掌控等方面分析广

西芒果产业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最后有针对性地提出广西芒果产业的发展策略,以期为广西乃至全国芒果

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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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芒果(Mangifera
 

indica
 

L.)是漆树科(Anacar-
diaceae)芒果属(Mangifera)常绿果树,被誉为“热带

果王”,因其诱人的香气、饱满的口感和丰富的营养深

受人们喜爱。我国从1986年开始规模化种植芒果,

2016年芒 果 已 成 为 仅 次 于 荔 枝(Litchi
 

chinensis
 

Sonn.)、龙 眼(Dimocarpus
 

longan
 

Lour.)和 香 蕉

(Musa
 

nana
 

Lour.)的中国第四大热带水果[1],到

2021年,全 国 芒 果 栽 培 面 积 37.46 万 公 顷,产 量

395.80万吨,产值211.40亿元。近10年来,许多学

者对我国芒果产业发展现状及对策进行了研究分

析[28],但有关广西芒果产业发展现状及策略的研究

较少[911]。芒果是广西重要的特色果品之一,主产区

在百色市,发展好芒果产业对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和实

施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1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农业农村部农垦局提供的数据,广西芒果栽培面积和

总产量在2019年分别为10.26万公顷、79.81万吨,
均居全国第一,但2020年总产量退居全国第二位,

2021年芒果总产值则降低了6.7%。前期研究发现,
果园基础设施建设滞后、果农生产技术水平较低、采
后处理加工技术落后等是造成广西芒果产业发展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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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的主要原因[9,10,13]。现阶段的科技投入、品种区

划、品种结构、当地气候条件、产业化经营程度、产品

质量安全和市场价格掌控等与芒果产业发展相关的

问题尚需进一步深入研究。因此,针对广西芒果产业

发展不稳定的现象,深入研究广西乃至全国芒果产业

发展现状,分析存在的问题并探讨相关策略,对促进

广西乃至全国芒果产业健康高效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芒果产业发展现状

1.1 中国芒果产业发展现状

  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ood
 

and
 

Agricul-
ture

 

Organiz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FAO)统
计,2020年全世界有95个国家栽培芒果,主要生产

国有印度、泰国、中国、墨西哥、菲律宾等[14]。2020
年,中国芒果种植面积(不含台湾)34.34万公顷,占
全球总种植面积的6.3%,种植规模位居全球第三,
仅次于印度和泰国(表1),总产量331.20万吨,总产

值204.58亿元(表2)。
表1 2020年全球芒果主要生产国种植面积

Table
 

1 Global
 

mango
 

planting
 

area
 

of
 

major
 

producing
 

coun-
tries

 

in
 

2020

国家/区域
Country/Region

种植面积/(万公顷)
 

Planting
 

area/
(ten

 

thousand
 

hm2)

占比/(%)
Percentage/
(%)

India 223.70 41.2

Thailand 41.07 7.6
China

 

(excluding
 

Taiwan) 34.34 6.3

Mexico 20.64 3.8

The
 

Philippines 19.60 3.6

Indonesia 16.78 3.1

Pakistan 16.77 3.1

Other
 

regions 169.61 31.3

Total 542.51 100.0

Note:the
 

data
 

was
 

obtained
 

from
 

the
 

Offi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ubtropical
 

Crops,Ministry
 

of
 

Agriculture
 

and
 

Rural
 

Affairs,PRC.

  近十年来,中国芒果产业发展迅速。芒果种植面

积增加了1.67倍;产量从2011年的100.34万吨增

加到2021年的395.80万吨,增加了2.94倍;产值从

2011年的38.91亿元增加到2021年的211.40亿

元,增加了4.43倍(表2)。

  我国芒果主要产区包括云南、广西、海南、四川、
广东、贵州、福建和台湾8个省区约100多个县市,形

表2 2011-2021全国芒果生产情况(不含台湾)

Table
 

2 Mango
 

production
 

in
 

China
 

from
 

2011
 

to
 

2021
 

(exclu-
ding

 

Taiwan)

年份
 

Year

面积/(万公顷)
Area/(ten

 

thousand
 

hm2)

产量/(万吨)
Yield/(ten

 

thousand
 

tons)

产值/(亿元)
Output

 

value/
 

(100
 

million
 

yuan)

2021 37.46 395.80 211.40

2020 34.34 331.20 204.58

2019 32.28 278.20 190.33

2018 27.82 237.61 111.74

2017 25.79 205.35 125.40

2016 22.98 189.14 109.57

2015 19.71 166.37 85.11

2014 17.32 143.66 69.40

2013 15.46 129.54 54.13

2012 14.84 106.33 43.56

2011 14.02 100.34 38.91

Note:the
 

data
 

came
 

from
 

the
 

Bureau
 

of
 

Agricultural
 

Reclamation
 

of
 

the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and
 

Rural
 

Affairs,PRC.

成了早、中、晚三大优势产业带[1]。其中,海南及台湾

大部分产区是早熟优势产业带;广西、广东、云南南部

及西南部、贵州、福建及台湾少部分产区是中熟优势

产业带;四川云南金沙江干热河谷流域及海南部分

产区是晚熟优势产业带。这些区域具体分布在广西

右江河谷、海南南部西南部、四川云南金沙江干热

河谷流域、云南怒江澜沧江流域、云南红河流域、广
东雷州半岛、贵州西南部、福建闽南地区的 61 个

市县[15]。

  我国芒果目前已实现了鲜果周年供应。海南芒

果主要在1-5月和12月上市[16],广西、广东、云南

芒果主要在6-8月上市,四川芒果在8-11月上市,
贵州、福建芒果主要在7-9月,台湾芒果主要在1-
8月上市(表3)。

1.2 广西芒果产业发展现状

  近十年来,广西芒果产业发展迅速,种植面积和

产量稳步增长。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水果技术指导

站的统计数据,2021年广西芒果种植面积达到10.56
万公顷,比2011年(3.46万公顷)增加了2倍多;产
量达到110.5万吨,比2011年(18.34万吨)增加了5
倍多(图1)。芒果产量约占全区园林水果总量的

4%,占全区热带水果产量的20%[9]。芒果产业已经

成为广西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

021



广西科学院学报,2023年,39卷,第2期
 

Journal
 

of
 

Guangxi
  

Academy
 

of
 

Sciences,2023,Vol.39
 

No.2

表3 中国芒果上市月分布情况

Table
 

3 Marketing
 

months
 

distribution
 

of
 

mango
 

in
 

China

区域
Region

1月
January

2月
February

3月
March

4月
April

5月
May

6月
June

7月
July

8月
August

9月
September

10月
October

11月
November

12月
December

Hainan

Guangxi,
Guangdong

South
 

and
 

southwest
 

Yunnan
Jinshajiang

 

River
 

watershed
Guizhou[5]

Fujian[5]

Taiwan

Note:the
 

marketing
 

months
 

of
 

mango
 

in
 

Taiwan
 

were
 

compiled
 

according
 

to
 

reports
 

of
 

Zhang
 [17],Fu

 

et
 

al.[18],Zheng[19]
 

and
 

Yang
 

et
 

al.[20].The
 

blue
 

blocks
 

in
 

the
 

table
 

indicate
 

that
 

mango
 

in
 

the
 

corresponding
 

month
 

is
 

in
 

the
 

market
 

in
 

the
 

region.

  The
 

data
 

came
 

from
 

the
 

Bureau
 

of
 

Agricultural
 

Reclama-
tion

 

of
 

the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and
 

Rural
 

Affairs,PRC.
图1 2011-2021年广西芒果种植面积和产量

  Fig.1 Mango
 

planting
 

area
 

and
 

yield
 

in
 

Guangxi
 

from
 

2011
 

to
 

2021

  在近25年的发展过程中,1996-2001年广西芒

果种植面积位居全国第一,2002年被海南超越,后于

2013年再次恢复全国第一的地位[21]。2020年,广西

芒果种植面积 10.36 万公顷,占全国种植面积的

30.17%;产量94.7万吨,占全国总产量的28.59%,
被云南超越,退居全国第二;产值55.21亿元,占全国

总产值的26.99%;面积和产值仍为全国第一(表4)。

2021年广西芒果种植面积为 10.56 万公顷,虽比

2020年有所增长,但被云南赶超而退居全国第二;产
量为110.5万吨,虽比2020年增长了16.7%,但仍

居全国第二(图1);总产值为51.50亿元,比2020年

降低了6.7%,在全国退居第三位(表4),表明2021
年广西芒果市场比较低迷,价格下跌严重。2021年

云南芒果种植面积、产量均超过广西,居全国第一;产
值52.74亿元,也超过广西,居全国第二。2021年海

南芒果的产值达56.49亿元,跃升全国第一(表4)。
可见,近两年来,广西芒果的种植面积、产量和产值都

不太稳定。

  在品种选育方面,广西育成并推广的芒果新品种

数位居全国第一。广西育成的芒果新品种有桂热芒

3号、桂热芒4号、桂热芒10号、桂热芒60号、桂热

芒71号、桂七芒(桂热芒82号)、桂热芒120号、桂热

芒284号、桂热芒8017号、南逗迈4号芒、红象牙

芒、紫花芒和桂芒1号等10多个,全部通过品种审

定、登记或者获得植物新品种保护权。主要推广的自

育芒果新品种有:(1)桂七芒,广西壮族自治区亚热带

作物研究所选育,在广西、云南、贵州、四川等产区累

计推广超47万亩(1亩≈0.067
 

hm2),是中华人民共

和国农业农村部主推品种;(2)桂热芒10号,广西壮

族自治区亚热带作物研究所选育,在广西、贵州、云南

等产区累计推广超8万亩;(3)红象牙芒,广西农学院

(现广西大学农学院)选育,在广西、云南、贵州、四川

等产区累计推广超10万亩。这3个品种约占全国芒

果总种植面积的15%,是我国芒果主栽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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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2020、2021年全国省区芒果种植面积、产量与产值(不含台湾)

Table
 

4 Mango
 

planting
 

area,yield
 

and
 

output
 

value
 

of
 

all
 

provinces
 

and
 

regions
 

in
 

China
 

in
 

2020
 

and
 

2021
 

(excluding
 

Taiwan)

产区
Producing

 

areas

面积/
(万公顷)
Area/

 

(ten
 

thousand
 

hm2)

面积占比/
(%)

Area
 

percentage/
(%)

产量/
(万吨)
Yield/

 

(ten
 

thousand
 

tons)

产量占比/
(%)

Yield
 

percentage/
(%)

产值/
(亿元)

Output
 

value/
(100

 

million
 

yuan)

产值占比/
(%)

Output
 

value
 

percentage/
(%)

2020 2021 2020 2021 2020 2021 2020 2021 2020 2021 2020 2021

Guangxi 10.360
 

10.560
 

30.17 28.19 94.70
 

110.50
 

28.59 27.92 55.206
 

3
 

51.500
 

0
 

26.99 24.36

Yunnan 10.160
 

11.680
 

29.59 31.18 96.20
 

113.90
 

29.05 28.78 53.868
 

8
 

52.736
 

3
 

26.33 24.95

Hainan 5.813
 

6.620
 

16.93 17.67 76.50
 

83.10
 

23.10 21.00 50.474
 

8
 

56.490
 

0
 

24.67 26.72

Sichuan 5.020
 

5.380
 

14.62 14.36 35.00
 

55.50
 

10.57 14.02 23.113
 

2
 

27.200
 

9
 

11.30 12.87

Guangdong 1.733
 

1.867
 

5.05 4.98 23.50
 

24.50
 

7.10 6.19 17.875
 

2
 

18.130
 

0
 

8.74 8.58

Guizhou 1.213
 

1.313
 

3.53 3.50 4.40
 

7.40
 

1.33 1.87 3.486
 

7
 

4.900
 

0
 

1.70 2.32

Fujian 0.040
 

0.040
 

0.12 0.11 0.90
 

0.90
 

0.27 0.23 0.543
 

4
 

0.443
 

0
 

0.27 0.21

Xizang 0.001
 

0.001
 

0.00 0.00 0.01
 

0.00
 

0.00 0.00 0.010
 

0
 

0.000
 

0
 

0.00 0.00

Total 34.340 37.461
  

331.21
 

395.80
   

204.578
 

4 211.400
 

2
 

Note:the
 

data
 

came
 

from
 

the
 

Bureau
 

of
 

Agricultural
 

Reclamation
 

of
 

the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and
 

Rural
 

Affairs,PRC.

2 广西芒果产业发展存在问题

2.1 科技投入不足

2.1.1 优良品种选育有待加强,品种结构和布局不

合理

  优良品种缺乏制约了广西芒果产业的健康持续

发展。近10年来,广西虽然在芒果新品种选育方面

取得了较大进展,选育推广了桂七芒、桂热芒10号、
紫花芒等优良品种,也形成了配套栽培技术,但是这

些品种的果实性状仍存在一些局限性。例如桂七芒,
虽然其可溶性固形物含量远超一般的芒果品种,香气

浓郁度也是目前最强烈的品种,但在抗病虫能力和耐

储运性能上均较弱,限制了该品种的大面积推广

应用。

  广西目前种植的芒果品种主要有台农1号芒、桂
七芒、金煌芒、桂热芒10号、红象牙芒、贵妃芒、热农

1号芒和凤凰芒8个。其中,广西自育品种仅有桂七

芒、桂热芒10号和红象牙芒3个。与全国其他省区

相比,虽然广西芒果自育品种得到了一定面积的推广

种植,但其占比不到30%(表5),广西芒果主栽品种

还是以引进品种为主,影响产业竞争力。

  在生产布局上,广西芒果缺乏品种区域规划,导
致收获期短、市场竞争力不强、销售压力大等问题。
存在高热产区大量种植晚熟品种,而低热产区种植早

熟品种的现象[5],自然资源优势和品种优势未得到充

分利用和发挥[3,5]。同时,品种结构也不够合理,早、
中熟品种种植面积约占90%(表5),存在晚熟品种

表5 2020年广西芒果主产区百色市早、中、晚熟品种占比

情况

Table
 

5 Proportion
 

of
 

early,middle
 

and
 

late
 

maturing
 

varieties
 

in
 

Baise
 

City,the
 

main
 

mango
 

producing
 

area
 

of
 

Guangxi
 

in
 

2020

成熟期类别
Maturity

 

category

主栽品种
Main

 

varieties

栽培面积/
(万公顷)
Cultivation

 

area/(ten
 

thousand
 

hm2)

占比/
(%)

Percentage/
 

(%)

Early
 

maturing Tainong
 

No.1 4.19 47.61
Guifei 0.26 2.95
Total 4.45 50.57

Middle
 

matu
ring Guiqi 1.63 18.52

Jinhuang
 

1.45 16.48
Total 3.08 35.00

Late
 

maturing Guire
 

No.10 0.58 6.59
Red

 

xiangya 0.30 3.41
Total 0.88 10.00

Other
 

varieties 0.39 4.43
Total 8.80 100.00

Note:the
 

data
 

was
 

obtained
 

from
 

the
 

Fruit
 

Industry
 

Development
 

Center
 

of
 

Baise
 

City.

少、鲜食品种为主、加工专用型品种较少等问题[10]。
广西属于中熟区,芒果主要在6月下旬至8月下旬的

雨季内成熟上市,加上贮藏运输技术滞后、加工企业

缺乏等现实情况,经常发生季节性和区域性滞销。此

外,广西芒果主栽品种成熟期与广东、云南南部及西

南部的中晚熟品种成熟期重叠,导致广西芒果鲜果的

售价低,通常只有海南芒果的1/3-1/2,严重影响了

芒果种植经济效益[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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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急需解决应对灾害天气的关键技术问题

  近年来,广西芒果产区低温阴雨、倒春寒、高温、
冰雹等灾害天气频繁发生,造成芒果减产严重甚至绝

收。广西芒果在开花坐果期常遇低温阴雨、倒春寒等

不利天气,造成坐果率低。花期持续低温多雨影响芒

果开花是减产的一个重大因素[2225],尤其是日均温度

20
 

℃以下的低温阴雨天气不利于芒果开花和授粉,7
 

d以上低温阴雨天气则导致芒果只开花不结果。有

些年份果园受前期低温冻害而后期气温上升过快的

影响,花芽退化成叶芽,最终影响当年产量。此外,芒
果坐果期还经常遇到高于32

 

℃的高温天气,造成台

农1号芒等品种幼果胚败育和落果。因此,急需解决

应对灾害天气的控花、稳产等关键技术问题。

2.1.3 商品化及贮运、加工技术落后

  广西芒果采后的分拣、分级、包装等商品化处理

技术落后。产品一致性差,商标、品牌意识不强。贮

藏、保鲜、深加工等技术的研发跟不上生产需要,导致

产业链不长、产品附加值低。目前,区内从事芒果销

售和加工的龙头企业仅有2家,大部分产品仍以个体

经营者自营和种植户自销为主[10]。

2.2 产业化经营程度不高

2.2.1 果园基础设施薄弱

  广西芒果大部分种植在山上,属于道路、水电等

基础设施建设落后的区域。这限制了芒果生产的病

虫害防治能力,影响产业安全发展。主产区百色市约

有一半的芒果园基础设施尤其是水利设施不齐全,大
部分果园依赖自然降雨。加之广西芒果产区秋旱发

生频繁,在无灌溉条件下树体生长严重迟缓,导致秋

梢或早冬梢数量及质量都达不到丰产树所需的优良

结果母 枝 的 要 求[10]
 

,成 为 芒 果 产 业 持 续 发 展 的

瓶颈[9]。

2.2.2 产业化和标准化程度不高

  广西芒果生产中农民家庭小规模种植占95%以

上,规模达500亩以上的不到10家[10]。龙头企业的

支撑和带动作用尚未形成。全区芒果采后处理和加

工龙头企业数量少、规模小、设备落后,产业化、组织

化程度较低[10]。现有企业经营范围主要集中在种植

和销 售 初 级 产 品 上,加 工 企 业 规 模 小,产 品 较 为

单一[9]。

  广西芒果产业缺乏标准化生产示范基地,缺乏专

门从事芒果标准化生产技术研究与推广的科技人员。
芒果病虫害综合防控技术普及率较低,导致部分果园

病虫害严重。此外,不良农资店不断诱导果农滥用植

物生长调节剂,导致果实生理性病害频发[9],进而导

致芒果品质与卫生安全无法适应新形势的要求。地

方特色芒果品牌竞争力提升慢,影响芒果产业的发展

和产品进入国际市场。

2.3 产品质量安全问题凸显

  近年来,在广西芒果生产过程中农药使用不规

范、滥用植物生长调节剂等问题越来越严重,给芒果

质量安全带来不良影响。如混用多种杀虫剂或杀菌

剂,导致用药过量造成药害发生或者农药残留超标;
为了拉长增大芒果果形、增甜来提升口感、增加产量

而滥用膨大素、细胞分裂素、甜蜜素、多效唑等植物生

长调节剂,导致畸形果、果肉松弛、空心、不耐贮藏等

问题,甚至一些大果型芒果发生以前未出现过的生理

性病害,或造成植株矮小、叶片畸形、侧枝节间缩短、
树冠无法开张,严重影响果实品质和产量。

2.4 市场价格无法自主掌控

  在广西芒果主产区,由于早、中、晚熟品种结构不

够合理,早中熟至中晚熟品种占比过高,其成熟期在

广东早熟品种和海南芒果大量上市之后,导致缺乏市

场新鲜度,售价降低,且中晚熟品种与广东、云南中南

部的中晚熟品种成熟上市时间相同,形成一定市场竞

争。同时,电商、微商、直播卖货等线上营销媒体平台

发展快速,但市场监管不到位,加上产品质量和从业

人员的素质参差不齐,商家之间为了拓展市场出现恶

性低价竞争,导致优果低价,低质低价残次果充斥市

场[9]。上述这些都使得芒果市场价格无法自主掌控。

3 广西芒果产业发展策略

3.1 加大科技投入力度

3.1.1 科学布局,优化结构

  根据气候特点以及市场需求对早、中、晚熟品种

进行合理搭配,科学布局,并进行产期调节[7]。加大

中、晚熟品种的种植比例,解决广西早、中、晚熟芒果

品种比例失调的问题[13]。如百色市右江区阳圩镇、
田林县、凌云县、西林县、隆林各族自治县等高海拔低

热产区主要发展晚熟品种,延长成熟应市期,有利于

提高芒果竞争力和生产效益[7]。加大现有自主选育

的桂热芒3号、桂热芒4号等优良新品种的推广力

度,加快优化芒果品种结构。

3.1.2 资源品种创新

  针对广西芒果缺乏晚熟品种及加工专用型品种

的问题,加强芒果种质资源的收集保存工作,特别是

具有晚熟性状以及适合加工的优异种质的收集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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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晚熟品种及加工型品种选育提供丰富的材料[11]。
加强对种质资源的成熟期性状和适合加工相关性状

的鉴定评价。明确选育目标,重点选育迟花晚熟品种

和加工专用型品种[11]。同时,加强优良品种引进与

示范工作,筛选出适合广西各产区的优良品种。

3.1.3 栽培技术升级

  加强与国内外芒果科研单位和生产经营机构的

交流与合作[9],不断引进芒果知名专家,开展芒果栽

培技术联合攻关,培养高水平芒果栽培技术研究团

队[3],加大芒果种植中的科技投入。加强优良新品种

配套栽培技术的研究与推广。加强芒果优质高效栽

培技术、产期调节技术、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等研究。
针对广西芒果园大多位于丘陵山地或坡地上,环境条

件较为恶劣、地力较差、水利灌溉条件差的现状,加强

丘陵山地或坡地果园水土保持和化肥农药减施增效

技术的研究与应用[10]。加强省力化栽培技术创新应

用与示范园建设。加强开展芒果产期调节栽培技术

研究,采取措施延迟成熟期,使果实成熟时期处于芒

果价格相对高的时期。此外,可通过避雨大棚等设施

栽培产期调节技术解决广西芒果花期低温阴雨造成

坐果难的问题,提高坐果率,将易成花品种的产期调

节至12月或1月,可提高芒果生产的经济效益[16]。
加强对大果型芒果果实生理性病害的研究,开发相关

防控技术,提高防控能力[9]。

3.1.4 采后技术提升

  加强芒果采后商品化处理技术研究[6],制定相关

技术标准和规程,完善商品化处理基础设施建设,引
进国内外先进的处理设备和技术并改进现有商品化

处理技术[3],进一步引导和支持芒果分拣、分级、保鲜

和储运等方面工作,提高芒果商品性,拓展市场空间。
加强芒果精深加工技术研究,并大力发展芒果加工

业,拓宽芒果产品的销售选择性,提供更多芒果深加

工产品,增加产品附加值,延长芒果产业链,增强广西

芒果产业防御风险的能力[9]。扶持龙头企业加快芒

果饮品、果脯、果干、冻干品等一系列芒果深加工品的

研发,使芒果产品多元化,降低鲜果销售压力,延长芒

果产业链,提高芒果产业经济效益[2,10]。芒果加工不

仅可以满足人们对不同芒果产品的需求,还可以实现

芒果增值并拓宽销路,确保广西芒果产业可持续

发展[5,26]。

3.1.5 加强科技推广力度

  加大芒果科技推广服务队伍的培养力度,培养高

水平科技人员和高素质果农队伍[3,6,7]。聘请区内外

知名芒果专家担任芒果主产区技术顾问,指导并制定

产业发展规划,经常性开展技术培训和果园现场技术

指导[13]。不仅要芒果科技人员走向田间,还要利用

各种培训资源和线上线下平台,组织种植经验丰富的

芒果种植大户、能人开展系统性培训,创建广西芒果

产业的“土专家”队伍,组建扎根于一线的产业技术服

务团队[13],大力推广高效可行的芒果园管理模式。
鼓励“土专家”或产业技术服务团队成员开展巡回培

训讲课,扩大带动范围,提高技术推广效率[2]。抓好

果园标准化生产等技术指导,引导果农进行科学合理

施肥、科学防治病虫害,提高果农科学管理果园的意

识和积极性[9]。建议成立技术服务专家团队,为“降
低芒果生产成本和提升果品质量”开展技术服务,指
导果农提升果品质量,达到优果优价,进而获取更高

生产效益[10]。

3.2 加强产业化经营

3.2.1 完善基础设施建设

  为促进芒果产业优质高效发展,必须加强芒果园

基础设施建设,完善果园道路、水利、果园轨道运输设

施建设[10],整合农业、林业、水利、交通、乡村振兴等

部门的项目资金,使各部门资金投入相对集中[13]。
围绕芒果产业带建设所需的配套设施,规划建设一批

标准化芒果示范园和基地[9]。加强果园仓储保鲜和

冷链物流设施建设,形成产地、储存、运输、配送、零
售、电商等一体化的冷链物流产业链,促进广西芒果

产业健康发展壮大[2]。

3.2.2 培育新型经营模式

  推动芒果生产基层合作组织如合作社、家庭农

场、公司、专业协会等新型生产经营主体的建设,通过

按股分配、按劳分配等多种效益分配方式,将分散的

种植户捆绑成一个利益共同体,整合小农户的力量,
统一提高果农芒果生产技术水平,提高其市场主体地

位,增强其应对各项风险的能力[27]。在信贷、贴息、
政策方面,对形成经济实体、真正组织和带动农户生

产的芒果专业合作社给予支持和倾斜,优先安排基础

设施配套项目。对建设示范性果园的农民专业合作

组织,在土地流转、产品商标注册、创优质品牌和发展

产品加工方面,分别给予组织协调配合、做好服务、给
予奖励和更优惠政策等支持[13]。电商销售方面积极

统筹组建广西芒果电商协会。提高广西芒果电商协

会准入门槛,培育和助力口碑好、实力强、有责任心和

使命感的芒果电商(微商)企业;实行分级管理,并对

成员单位的销售和服务进行严格监管;着力提升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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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质和服务质量,走出低质低价、恶性竞争的困境,做
大做强广西芒果产业[9]。

  政府对芒果产业龙头企业应进行政策引导,并加

大对其扶持发展力度[7],做大做强芒果加工龙头企

业,通过企业带动与效益促动促进果农增收、企业增

效和财政增长,要走以政府为主导、果农为主体、企业

为主打的发展道路,稳定栽培面积,提高芒果单产;稳
定芒果价格,增加果农收入。龙头企业与果农通过建

立利益共享、风险共担机制,建设示范基地,扩大种植

规模等方式开展合作经营。政府要为企业、果农发展

芒果生产提供贷款扶持,建立信息流通渠道,大力扶

持硬件设施和市场建设。建立保障机制,维护果农利

益,让果农积极参与芒果产业化进程。政府应大力支

持芒 果 种 植 基 地 等 项 目 的 建 设,并 提 供 资 金 资

助[3,7]。龙头企业最终带动果农向规模化、集约化、
产业化方向发展芒果生产。

  做好芒果产业带连片集中规划,整合农业、林业、
水利、交通、市场建设、科技、乡村振兴等项目资金集

中注入,做到“建好一园、带动一片、促进一带”,形成

以大规模果园为主的产业区和产业带,逐步把广西芒

果产业建设成为全国芒果行业的特色产业[13]。

3.2.3 提高标准化生产水平

  在标准化建设方面,积极制定、采用和宣贯芒果

国际标准,以质量为中心,市场为导向,科技为动力,
生产为基础,进一步完善标准体系建设,对接配套相

关国际标准体系,并推广实施,促进广西芒果产业健

康有序地发展,提高国际竞争力[26]。进一步修订和

完善芒果种植、管理、采收、贮藏、加工、运输等生产环

节的技术规程和标准,制定芒果质量标准,建立芒果

分级包装标准操作规程,形成广西芒果标准化生产体

系[10,13]。特别针对芒果提前采收造成成熟度不够、
品质下降,极大地影响广西芒果市场声誉,对品牌建

设极为不利的问题,尽快建立不同芒果品种采收成熟

度的统一标准,避免提前采收上市影响品质,维护广

西芒果的高品质[10]。为保证广西芒果品质一致性,
要执行管理技术、采收标准、分级标准、商标标识、品
牌打造、包装标准、销售价格等7个统一制度[13],使
芒果生产、加工、管理和服务实现标准化[7],共同打造

“广西芒果”区域品牌。

  抓好芒果标准化示范果园和基地建设。只有标

准化生产达到适度规模,才能合理配置资源和劳动

力,进而获得最佳的经济效益。这不但利于普及和推

广新品种、新技术,提高芒果品质,还利于打造品牌,

集中销售,扩大销售和出口力度。在芒果重点产业

带,整合连片的小果园,按相对统一的品种、技术、水
利配套设施的要求,建立一批大型的芒果标准化生产

示范果园或基地,形成连片芒果产业带生产格局。按

照标准化生产模式建立芒果绿色生产示范基地。加

强各项技术标准和生产规程宣贯培训,芒果专家经常

开展实地技术指导,带动果农进行标准化芒果生产。
大力培育芒果种植示范户,通过示范和带动作用,向
广大果农推广示范新品种、新技术。此外,充分发挥

龙头企业在加快标准化进程中的引领作用,标准化的

推广实施紧密结合产业化经营,促进芒果标准化生产

的发展[26]。

3.3 加强产品质量安全,加大市场监管力度

  加强产品质量安全控制[6,13]。在广西芒果产业

持续健康发展与品牌打造过程中,应把产品质量安全

作为一项重要举措,在加快“三品一标”认证和控制农

资安全的同时,制定出果品安全质量监管制度,落实

果品市场准入和外运准出机制,要求对所有进入本地

市场和运出广西的芒果进行产品质量安全检验,凭发

放的检验合格证进行销售和运输。严禁销售和外运

检测不合格的芒果,依法没收就地处理检测不合格的

芒果。为了提高芒果生产者对产品质量安全的重视

程度,要求其严格执行产品质量安全控制措施,按照

标准化栽培技术规程生产出合格的果品,以保障果品

质量安全,推动广西芒果产业健康发展[13]。加大市

场监管力度,严厉打击销售假冒伪劣果品行为,实行

果品果园直销、设立专营市场、专卖店、专柜等平台,
为优质芒果提供公平贸易机制,保证优果优价[26]。

  芒果产业是广西的重要特色产业,各主产区均将

芒果产业作为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农民增收的重要

抓手。只有抓好安全生产,才能保证广西芒果产业的

可持续健康发展。

3.4 加强营销体系建设,拓宽销售渠道

  以市场为导向,政府从资金支持层面引导中介组

织、企业、协会和生产大户等联合成立芒果销售中心,
根据各自需求统一调配芒果的品种和数量,构建稳定

的销售网络,打造新型销售体系[3]。同时,及时从各

方面多渠道获取并反馈区内外芒果市场信息,根据反

馈的信息情况改善销售方式,抵御市场风险,推动广

西芒果产业发展[3]。

  充分利用电商、微商、直播带货等多种线上资源

平台,拓宽销售渠道。广西芒果成熟期短,上市时间

集中,市场缓冲空间较少,导致芒果效益年度间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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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大。针对这一问题,可通过多种资源、多种形式来

拓宽营销渠道,缓解集中上市导致的短期内供过于求

的问题[2]。除了传统的线下销售渠道之外,要充分利

用淘宝、京东、拼多多等成熟的电商平台开拓线上销

售渠道,还可通过网红带货、政府领导带货、第一书记

带货、村干带货、科技特派员带货等方式进行线上销

售[28]。除了现货销售外,还可通过预售和单位订制、
大户订制等销售方式进行销售,这样不仅能延长销售

时间,还可以降低集中上市造成的销售压力[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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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Guangx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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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gifera
 

ind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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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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