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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围绕云南省委省政府全链条重塑咖啡产业，力争5年内将保山小粒咖啡打造成“中国最好喝的咖啡”

的指导意见，通过分析保山咖啡产业的发展现状、存在的困难问题，提出今后的发展对策与措施，以供

决策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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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guidance of the Yunnan Provincial Party Committee and Government to reshape the 
coffee industry in the whole chain and strive to make Baoshan small grain coffee “the best coffee in 
China” within 5 years, the development status and difficulties of Baoshan coffee industry were 
analyzed, and the countermeasures and measures for future development were put forward for 
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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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咖啡是世界三大饮料(茶叶、咖啡、可可)之一。“咖啡”一词来自埃塞俄比亚的一个名叫卡法(kaffa)
的小镇，传说当地牧羊人发现羊吃了矮树丛里的红色果实后变得很兴奋，将这种果实命名为“咖啡”，

后来咖啡在全世界逐渐流传开来。据 2021 年统计，全球种植咖啡的国家有 78 个，咖啡种植面积 1132.44
万 hm2，总产量 1004.8 万 t，1.25 亿人从事咖啡产业，饮用咖啡的人口达 15 亿人，咖啡在世界热带农业

经济、国际商贸以及人类生活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中国的台湾省最早种植咖啡(1884 年)，1892
年法国传教士从越南将咖啡引入到云南大理宾川朱苦拉村，1893 年云南瑞丽景颇地区由英国传教士引进

种植，1908 年海南省引种了咖啡。2021 年中国咖啡种植面积 9.394 万 hm2，主要分布在：云南 9.29 万 hm2 

(占 98%)，海南 0.1 万 hm2，四川和台湾省 0.004 万 hm2。2021 年保山市咖啡种植 0.86 万 hm2，总产 2 万 t，
面积和产量均位列全省第三[1]。 

2. 保山市小粒咖啡产业发展现状 

2021 年，全市咖啡种植面积 0.86 万 hm2，其中，隆阳区 0.77 万 hm2、龙陵 0.08 万 hm2、施甸县 0.007
万 hm2种植品种主要有卡蒂姆、铁毕卡、S288、波邦、瑰夏等，其中，卡蒂姆种植面积 0.75 万 hm2，占

96.55%目前；咖啡绿色、有机认证基地 0.11 万 hm2，认证产品 47 个；咖啡豆总产 2 万 t，农业产值 5.38
亿元，咖啡产业综合产值 37.34 亿元。咖啡种植区域海拔 640~3510 m，年均气温 21.3℃，年日照时数 2334.5 
h，年降雨量 700~1000 mm，全年基本无霜，大于 10℃的活动积温 7800℃。位于东经 98˚44'~99˚05'，北

纬 24˚46'~25˚33'，与世界著名的牙买加蓝山咖啡、夏威夷科纳咖啡、巴拿马翡翠庄园咖啡种植区域属同

一纬度带，是世界优质咖啡种植的黄金区域。保山小粒咖啡是目前全国唯一获得过世界金奖的咖啡产品，

2010 年 12 月，“保山小粒咖啡”被国家质检总局列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全市拥有咖啡企业 52 家，

其中，省级龙头 10 家、市级龙头 5 家，咖啡精深加工企业 29 家，年精深加工能力超过 1 万 t，注册产品

商标 400 余个，申请专利 12 项。咖啡深加工产品销售额 1 亿元以上企业 2 家，销售额 5000 万以上企业

3 家，生豆、烘焙豆、速溶粉五位一体的咖啡加工体系已初具规模。2021 年，咖啡企业共提供就业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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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53 个，带动群众户均增收 1.5 万元，缴纳税收 3300 多万元。辖区内，比顿咖啡有限公司与保山技师学

院合作设立了比顿咖啡学院，云南希音咖啡有限公司开展咖啡职业培训，省农科院热经所有咖啡专家团

队，保山质检中心设立了咖啡中心，成立了由省、市、区、乡四级科技人员组成的咖啡科技特派团，这

些为咖啡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科技保障。隆阳区 2019 年、2022 年两次被云南省列为咖啡产业“一

县一业”特色县，2022 年获得国家农业部产业集群建设项目——云南省咖啡产业集群建设项目补助。 

3. 存在困难问题 

3.1. 一产端 

1) 土地使用困难。由于土地属性制约，自然资源、林草、农业农村等部门对土地不同性质的界定，

造成了土地的使用难题，甚至出现同块土地属性重叠的情况，即一块土地同时被耕地、林地、生态红线

套到。 
2) 农民种植积极性较低。怒江沿岸自然资源优越，给各产业发展提供了有力条件。蔬菜、水果的产

业收益较咖啡高，咖农种植积极性不高。蔬菜种植以最低成本价 5.65 万元/hm2 来计算，销售收入 18 万

元/hm2，农民收益 12.35 万元/hm2；芒果第四年开始采收，除去前三年累计投入的成本 16.58 万元/hm2，

每年投入 5.94 万元/hm2，销售收入 15 万元/hm2，农民收益 9.06 万元/hm2。咖啡的利益环节主要在中后段，

第四年开始采收，以卡蒂姆为例，不含滴灌设施，除去前三年的成本投入 15.75 万元/hm2，第四年开始成

本投入为 4.26 万元/hm2，销售收入 7.43 万元/hm2，农民收益 3.17 万元/hm2。 
3) 基础设施建设薄弱。种植区域零散分布，且多数种植在半山区域，大部分为 25˚以上陡坡地，土

地贫瘠、土层浅薄，缺乏灌溉基本条件，基础设施建设薄弱，且无规范机耕路，农业机械无法进入田间

耕作，规模化种植程度低，抵御自然灾害能力弱[2]。 
4) 品种多元化发展缓慢。近年来，卡蒂姆生豆均价 2.5 万元/t 左右，铁毕卡、波邦生豆均价超过 50

万元/t、瑰夏生豆价格超过 100 万元/t，保山种植品种以卡蒂姆为主，铁毕卡、瑰夏、波邦等优质品种种

植面积较小。咖啡品种更换时间较长、成本高，品种更换成本约 15 万元/hm2，使用嫁接技术也要 6 万元

/hm2，且品种更换、嫁接需要 2~3 年才能重新进入产果期。 
5) 种植生产标准缺乏。咖啡生长周期长，采摘时间长，加工程序复杂，咖农从选种、种植、采摘、

晾晒到初加工等环节缺乏规范运作，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咖啡质量和品质。保山已建立了一些标准，但地

方类标准多，国字号标准少；种植类标准多，加工类、商品类标准少。 

3.2. 二产端 

1) 加工环保问题。咖啡加工方式有水洗、日晒、蜜处理等多种方式，批量加工主要方式为水洗，但

水洗加工对水量、排污要求较高，水洗豆加工厂因环保问题无法解决，被全部关停，以农户零散初加工

为主。咖农对鲜果的采摘、分级、加工水平层次不齐，原材料品质不稳定。同时，农户小作坊式加工造

成环境污染问题。 
2) 产业链短。一是咖啡产品研究深入不够，目前咖啡企业大多为加工烘焙豆，缺乏浓缩液、冻干、

冷萃、高分子物质提取等一系列精深加工。二是产品研发能力不足，仅限于咖啡豆的加工，咖啡副产物

如咖啡花果茶、咖啡工艺品、文化产品等副产品开发加工还较弱。三是产业配套不全，没有形成产业全

链。目前，保山咖啡产业还停留在种植和咖啡豆加工上，包装、设计、物流、旅游等配套产业还未形成，

阻碍产业发展。 
3) 缺乏标准加工和储藏。目前，全市还没有可供咖啡企业执行的加工标准，企业各自加工，品质参

https://doi.org/10.12677/hjas.2022.128105


王江南 等 
 

 

DOI: 10.12677/hjas.2022.128105 740 农业科学 
 

差不齐。没有专业标准的咖啡储存仓库，咖农随意储存咖啡豆，存在吸附异味、卫生差等影响品质的因

素。许多企业每年都到普洱、临沧等地收购大量咖啡生豆，仓储也是个难题。 

3.3. 三产端 

1) 品牌竞争力较弱。一是全市咖啡品牌很多，但缺乏叫得响、能支撑的品牌及产品，保山小粒咖啡

品牌影响力较小、竞争力较弱。企业同质化严重，相互竞争激烈，没有形成合体，没有拳头产品。二是

产品没有标准、没有话语权。保山的咖啡精深加工水平排在全省前列，但没有制定相应的生豆、商品豆、

烘焙豆标准，没有形成“保山小粒咖啡”的产品、商品、品牌标准，不能准确评定出什么是“保山小粒

咖啡”，没有话语权。三是品牌的推广力度较弱，没有形成统一设计、宣传、销售等体系。 
2) 庄园经济还有待发展。庄园建设已初步形成，但三产融合的最终目的是要“引得来人、留得住心、

绑得住钱包、收得到税、促得了发展”，目前，保山的咖啡庄园还不能做到这几个方面，三产融合还在

起步阶段。 
3) 体系不够健全。产业发展不够聚焦，工作推进机制不够健全，部门合力尚未形成，重点项目支撑

不足，政策扶持有待优化。缺乏产业发展的专项部门机构，缺乏管理、设计、科研、推广、销售等一系

列人才，缺乏关于文化推广的机构和企业，缺乏咖啡产业发展相关优惠政策。 

4. 发展对策与措施 

结合保山小粒咖啡产业发展实际，充分借力省、市产业发展政策[3]，以隆阳区为重点，规划建设核

心基地，提高铁毕卡、瑰夏等良种种植面积，建设标准化鲜果采后集中处理中心，提高精深加工比例和

精品咖啡率，坚持走高端、精品、小众的“保山小粒咖啡”发展道路，打造“全中国最好喝的咖啡”[4]，
着力抓好以下“八好”对策与措施。 

1) 建好体系。成立咖啡产业发展领导小组、咖啡产业发展顾问团、咖啡产业专家组、咖啡产业联络

组、咖啡企业联盟，建立咖啡产业发展专项办公室，有专人负责管理、专人负责联络及规划，其他部门

配合做好相关工作。同时，利用好热经所科研资源优势，加强与国内外咖啡专业科研机构、院校、协会、

企业合作，建立保山小粒咖啡科研体系。 
2) 制好图谱。通过普查、调研等方式，建立保山小粒咖啡“五张图”，种植图、加工图、招商图、

销售图、人才图。种植图，对咖啡种植的区域、品种、优势标图加工图，梳理咖啡企业、合作社、农户，

并将各企业的基础信息、加工优势、需解决问题、发展后劲建册；招商图，对咖啡产业项目进行梳理，

精准招商，做好落地服务；销售图，对销售市场、需求市场、销售方式等建立已发展、中期发展、长期

发展的图；人才图，梳理咖啡机构、学校(专业)、人才等并登记造册。 
3) 管好种植。巩固和发展壮大最佳适宜区、适度保留次适宜区，一方面要做好现有老咖啡园的管理，

提高单产，同时发展铁毕卡、瑰夏、萨其莫等良种种植面积。加大绿色有机基地和产品认证力度，提高

精品豆产量。 
4) 搞好加工。一是以企业为主体，建设标准化鲜果采后集中处理中心，推广示范新型绿色环保加工

技术工艺，汇同相关部门积极向上争取建立环保标准、质量标准等一系列标准，解决目前分散加工、污

染面大、产品质量参差不齐等问题。二是在怒江沿线新建或改造 6 个排污达标的鲜果处理加工点。三是

引进、培育龙头企业 30 个以上，新建或改造提升咖啡精深加工生产线，延伸产业链，做好咖啡焙炒、浓

缩液、冷萃、充氮咖啡、果肉茶、元素提取、文化产品等多元化终端产品的开发，提升精深加工创新转

化能力[5]。四是建设咖啡加工园区、咖啡产业园区，抓好包装、设计、物流等配套服务建设，支持企业

向精深加工方向发展。咖啡精深加工比例由 30%提高至 60%，精品咖啡达到 80%以上。 
5) 做好销售。用好“保山小粒咖啡”金字招牌，健全产品、商品标准，推进“一座保山”“隆阳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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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等区域公用品牌培育，带动企业品牌、产品品牌发展。鼓励和支持咖啡企业组团参加展会，组织咖

啡电商企业、合作社与阿里巴巴、京东等知名电子商务平台和电子商务信息公共服务平台开展深度对接。 
6) 抓好融合。借助“乡村振兴战略”“滇西旅游大环线建设”的机遇，大力发展“咖啡 + 旅游”

模式。在潞江镇、芒宽乡打造一批集咖啡种植、加工、展销、休闲、体验和观光为一体的咖啡基地，开

发咖啡旅游产品，实现咖啡产业与旅游产业的融合发展；扶持和鼓励咖啡庄园经营发展，支持一部分咖

啡庄园成为网红打卡点，带动当地多产业发展；充分发挥互联网和智能手机的作用，走“互联网+咖啡”

模式；探索“咖啡树认养模式”，搭建生产者与消费者销售直通渠道。 
7) 造好氛围。建议对“保山小粒咖啡”统一设计宣传，通过不同形式、不同场合、不同领域、不同

媒介等统一宣传规划，提高保山小粒咖啡宣传的深度和广度。营造良好咖啡文化氛围、培养咖啡文化自

信，促进咖啡进社区、进单位、进校园活动，知晓咖啡文化，养成咖啡自信，从而扩大宣传。营造好营

商氛围，要深入企业，开展涉企政策宣讲，解读介绍国家、省、市、县出台惠企利民的新政策、新举措，

实实在在为企业服务、实实在在帮企业解难，努力营造便商利商、聚商活商的营商环境，让企业轻装上

阵、跑步前进，让企业家在保山投资放心、创业舒心、发展安心。 
8) 建好平台。一是要打造集咖啡体验、产品展销、仓储、物流配送、线上线下交易等为一体的咖啡

交易平台。二是要建立咖啡拍卖中心，每年举办生豆大赛、冲煮大赛等一系列活动，同时，开展拍卖活

动，线上线下同时进行，待形成规模后，发展为周拍、月拍。三是要建立金融支持品牌，加强政银企合

作，支持发行一般债券和专项债券。开展咖啡政策性保险，探索价格保险、收益保险，鼓励金融机构积

极创新金融产品，发挥农业信贷担保公司作用，加大对咖啡产业信贷支持力度。 

5. 结语 

保山小粒咖啡产业发展基础好、特色鲜明、优势突出，通过全链条发展措施，推动产业高质量跨越

发展，必能如期实现百亿产业目标[6]，助力全市乡村振兴，使之成为滇西高原特色农业产业中的一张靓

丽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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