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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ecause of its economic, ecological and social value, walnut has been regarded as an important 
tree species for developing regional agriculture, protecting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help-
ing the rural areas to get rid of poverty. The walnut industry in Yunnan has achieved good devel-
opment due to its excellent variety of resources and advantages in site growth. In this paper, the 
existing research data on the development situation of Yunnan walnut industry is mainly analyzed 
and summarized through important links such as cultivation management, processing and utiliza-
tion, and market sales. Finally, the strategic alliance mode is adopted to promote the rational divi-
sion of labor and efficient allocation of resource in Yunnan walnut, and make up for the inadequa-
cies of its industrial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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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核桃由于兼具经济、生态、社会价值，多年来被视为发展区域农业、保护生态环境、助力农村地区脱贫

扶贫工作的重要树种。而云南核桃凭借优良的品种资源与立地生长优势，核桃产业得到良好的发展。本

文针对云南核桃产业发展现状已有的研究资料，主要通过栽培管理、加工利用、市场销售等重要环节进

行分析与归纳，最终提出以战略联盟模式来促进云南核桃实现产业分工合理、资源有效调配等，弥补其

产业发展的不足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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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核桃综合价值高，其核桃仁含有蛋白质、碳水化合物、微量元素以及丰富的脂肪等，营养价值和保

健功效显著；核桃壳可以成为制作活性炭等化工制品的原材料；核桃树因其根系发达，还可作为涵养水

源、进行“退耕还林”工程的理想林木；而且核桃精深加工产品以及文玩核桃等工艺品的开发利用，使

核桃的附加值增加。在核桃产业上存在的诸如上述的多种利益，加之核桃本身较强的生存适应力，使得

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因地制宜大力发展核桃产业。云南省核桃物种资源丰富、栽培历史悠久，是世界深

纹核桃的原产地和主要分布区，而且拥有比国内其他地方更优越的立地生长条件，核桃产业因此呈现出

蓬勃发展的态势，近年来吸引众多相关专业学者将注意力转移到对云南核桃产业的研究上来。由此笔者

现将近年来有关云南核桃产业的研究作如下综述。 

2. 云南核桃生物特性研究 

生长环境上，我国广泛栽培的核桃主要分胡桃(Juglans regia L，即普通核桃)、泡核桃(Juglans sigillata 
L，即深纹核桃)两种，前者主要分布于中国北方产区，后者则为中国西南地区特有种，主要分布于云南、

四川、贵州、西藏部分地区[1] [2]。核桃对生存环境的要求主要表现为气候温暖、日照时间长等，而云南

省属低纬度内陆地区、山地高原地形；同时该省气候多属于亚热带高原季风型，具有非常明显的立体气

候[3]，因此为核桃种植提供了适宜的环境条件。 
生物特性上，云南核桃于 1 月下旬萌发，2 月下旬展叶，4 月上、中旬开花，5 月下旬为生理落果期，

8 月下旬至 9 月中下旬果实成熟，11 月下旬至 12 月上旬落叶，进入休眠期，整个生长时期为 230~250 天，

其中开花至果熟共需 150~160 天[1]。开花习性方面，不同的核桃种质其习性也不同，铁核桃、普通核桃、

野核桃均有雄或雌先熟，可作为授粉树种；而且在生产上和良种选育中，为抵御晚霜危害，应该选择果

实良好、优质、丰产的雄先熟型树[4]。果实结果方面，根据核桃结果早晚的差异，分为晚实类型(种植后

6~8 年开始结果)与早实类型(种植后 2~3 年开始结果) [5]；云南核桃属晚实核桃，其实生苗种植后第 8~10
年开始结果；嫁接苗则在第 4~7 年后开始结果，第 l5 年以后进入盛果期，其经济寿命长达 70~80 年[1]。 

品种质量上，云南省核桃原始品种主要为深纹核桃，它的种壳颜色、壳纹均较深，在云南地区其适

应性、抗逆性、丰产性及果实品质等方面与普通核桃相比具有显著的优势。该地区的核桃具有果大壳薄、

品质优良、形正色好、仁白质细、味正清香、营养丰富等优点，深受国内外消费者的喜爱，在全国范围

内具有较强的竞争力[6] [7]。 

3. 云南核桃产业研究述评 

3.1. 栽培管理 

云南核桃栽培管理主要涉及其品种选育、种植管理等环节，其中品种选育所面对的主要问题是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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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云南核桃的良种化；而种植管理上更加注重对品种栽植混杂、整形修剪不当等问题的改善。 
云南核桃的良种化，一方面是对优质品种诸如漾濞大泡核桃、大姚三台核桃、细香核桃等优良泡核

桃品种的推广种植，泡核桃作为云南商品核桃的“品牌”，在花枝率、座果率、单株产量、亩产量、抗病

性等方面均高于北方核桃[8]。另一方面，对滇西、滇东北等相对高寒地区开展耐晚霜品种的研究与种植，

是实现云南核桃良种化的又一重要手段。研究人员现已培育的鲁甸大麻 1 号、鲁甸大麻 2 号、云新高原

核桃等良种，因其耐晚霜性能好，适宜在滇东、滇西、滇西北等高海拔地区栽培种植[9]。 
在种植管理环节上，云南核桃品种栽植混杂，良莠不齐，由于受传统实生繁殖核桃的影响，有少数

地区至今仍采用泡核桃种子实生繁殖，以致后代变异很大，劣质多，商品性差，经济效益低[6] [10]。此

外在云南省核桃种植园中普遍存在定植密度过大，果园过早郁闭，结果部位迅速外移，树体结构紊乱，

修剪技术应用不当等问题，影响了核桃干果的产量和质量[11]。值得欣喜的是，目前在嫁接改造方面，研

究人员花费 5 年在云南省内的 5 个试验点进行试验比较，总结出：在云南省内大树嫁接改造，劈接法嫁

接成活率不高，切接、插皮接、插皮舌接 3 种方法各有优点，可根据实际选用[12]。由此可有助于核桃园

在栽培管理上，凭借使用科学有效的方法促进核桃园的丰产丰收。 

3.2. 加工利用 

云南核桃加工产品整体上主要呈现为诸如核桃干果、核桃仁等初级产品，引领带动行业发展的优质

龙头企业数量较少，产业延伸动力不足。 
云南省核桃产品类型有核桃壳果、仁、乳、油、蛋白粉、工艺品、胶囊、活性碳、染发剂等 10 余类，

加工率为 35% (不含零散干燥后直接销售的壳果)，市场销售主要以核桃壳果、仁、乳为主[13]。目前整体

上，云南核桃企业规模建设和研发能力不足，省级龙头企业数量少(截至 2017 年底，云南全省有核桃企

业 780 余家，其中龙头企业 123 家，占核桃企业总数的 15.77%；核桃加工企业 204 家，占核桃企业总数

的 26.15% [13])，带动作用不明显，这些情形与“核桃大省”的地位极不相称[14] [15]。此外需要注意的

是在核桃产业实际环节上，果实的脱青皮、干燥处理技术落后于核桃果实的适时采收，许多核桃产区在

这些技术环节中仍沿袭传统，极大地影响了核桃的商品品质。另一方面，科研、推广、示范技术的投入

不足，尤其缺乏产品精深加工技术以及统一的工艺标准，严重制约着云南核桃产业的高效发展[16]。 
针对核桃加工利用环节上科研水平较低等问题，长期以来科研单位以及企业研发人员深入核桃产区，

在产品加工利用方面为核桃产业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鉴于核桃浑身是宝的特性，因此多年来关于核桃

青皮[17]、核桃油[18]、核桃蛋白质及氨基酸[19]等功能与组成成分的分析测定，以及在产业环节上的核

桃品种繁育[20]、栽培管理[21]、干燥处理[22]、核桃剥壳以及核桃仁制取油脂工艺[23]等技术的研究从未

间断，势必加快云南核桃产业化经营与发展的步伐。 

3.3. 市场销售 

尽管云南核桃认证发展现已位于国内前列，目前拥有 3 个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漾濞核桃、大姚核桃、

昌宁核桃)，6 个中国核桃之乡(漾濞，楚雄，大姚，昌宁，南华，凤庆)，11 个国家级核桃示范基地以及

2 个中国十佳核桃企业(摩尔农庄、云南信威食品有限公司)等，但是目前云南核桃在市场销售环节上面临

的最大问题是，品牌意识落后，产品品牌效应薄弱。 
目前云南核桃仍以坚果和核桃仁为主要产品进行销售，核桃流通市场混乱，销售渠道不健全；当地

很少有企业做中间商和终端市场，尚未摆脱集贸式的出售、收购[24]；与此同时，企业对核桃品牌建设重

视不够，与国内知名的“六个核桃” (河北养元智汇饮品企业)等品牌相比仍有巨大差距[25]。而且该省

核桃企业大多注重短期效益，过度关注当前效益，限制品牌未来发展；此外品牌文化含量低，产品中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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乏文化价值，经营不考虑文化因素，消费者认知度低、品牌联想少，难以形成品牌上的心理优势[13]。 
另一方面，云南省核桃产业的服务体系近年来还没有真正得到完善，尤其目前核桃产业协会等产业

组织数量少，专业化程度低，急需加强建设。而核桃产业协会以及核桃专业合作社的建立，旨在为原来

处于被动局面的核桃种植户提供市场需求信息，平衡供需矛盾，实现核桃产业原料生产、加工销售等各

环节的有机高效衔接，最终实现核桃产业健康有序发展[26] [27]。因此，建立健全云南核桃产业服务体系，

构建以核桃产业协会为主导的辅助力量，是促进云南核桃市场向可持续、高效化方向发展的重要举措。 

3.4. 云南核桃产业发展述评 

纵观云南核桃产业的整体发展情况，云南依托资源与地理气候等优势使产业基础十分牢固，现已成

为全球最大核桃种植生产区，产业发展拥有充足的动力。但是需要注意的是，目前云南核桃产业管理粗

放，呈现出“大而散”的局面，由于核桃产业种植多由山区农户来进行，产量虽多却种植分散，生产基

地建设不足，不利于产业发展的规模化；另一方面，核桃加工环节上整体仍旧处于初级产品加工阶段，

精深加工能力不足，而且技术创新是产品增值的重要保障，云南核桃产品在加工技术的产学研结合建设

方面处于起步阶段，核桃产品的加工研发距离工业化尚有较长的距离；此外，云南核桃品牌销售网络比

较单一，产品的市场号召力较弱，尽管其产品本身品质优良，但是缺乏知名度，这与企业销售策略的制

定具有重大关联。总的来看，尽管目前云南核桃产业发展存在一些问题，但是其前景十分可观。 

4. 云南核桃产业发展研究展望 

4.1. 核桃种植应努力向良种化方向迈进 

核桃种植良种化是核桃产业规模化、健康化发展的基础保障，云南核桃实现良种化发展，意味着在

各个核桃产区内实现了因地制宜种植优良品种，保证了产业在源头上的成功。目前品种繁育与栽培管理

方面，工作重点必须立即从扩大种植面积转移到集约化经营、提高质量、提高单位面积产量上来。高寒

地区应种植耐晚霜品种；同时各地要对已种植的核桃林进行全面清查，针对品种栽植混杂的现状及时排

查，扩大丰产品种的适地推广以及未成活林的补植补造，用实生苗种植的要用良种穗条嫁接，品种不好

的要通过嫁接改良其性状，杂灌草丛生的要整地、追肥，并根据需要和可能，铺设浇灌系统，总之需要

按标准化种植的要求对现有低效核桃林进行改造[28] [29]。 

4.2. 加快对核桃精深加工技术的研发与突破 

云南核桃多年来有碍于加工技术的落后，深耕于初级产品的加工，尽管品质优良，但是面对如今产

品愈发同质化的市场竞争趋势，深加工产品反而备受推崇，因此云南核桃产业应加快对核桃精深加工技

术的研发与突破。 
针对核桃产品的精深加工，应积极扶持与引进高水平的大型加工龙头企业，不断提高产品精深加工

能力；另一方面，要培育壮大发展潜力大的本地龙头企业，全面促进新技术推广[30]；科研环节上，应联

合科研机构与教育单位，对全省有机核桃资源综合利用、精深加工与产品开发等关键性技术进行研究与

攻关，将科研贯彻到核桃种植、加工、销售等环节，提升云南核桃产业的科技含量[31]。此外，还需加强

如漾濞核桃研究院等科研单位的科研基础条件、科研平台和人才队伍建设，营造科技人员潜心科研和提

供科技服务的良好环境，增强云南省核桃产业的科技支撑能力[32]。 

4.3. 实现核桃种植农户的利润最大化 

云南农户核桃销售渠道中的商品链直接参与者包括种植农户，初级商贩和村代理，不同规模的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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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以及省外客商几类。核桃销售和加工所需的成本基本由收购价格以及所需的人工、运输、包装、烘

烤成本(燃料、动力)以及其他杂费(税费、管理人员工资等)构成。研究者根据调研分析，在行业利润普遍

较低的情况下，核桃商品链中受益最大、利润较高的仍然是种植农户以及与之相关的农户身份的村级商

贩、村代理和乡(镇)小加工商[33]。实现种植农户利润的最大化，较为可行的方法是努力减少农户在核桃

栽培管理、加工销售上的成本，包括在种植、施肥、采收方面的时间、人力与资金投入，核桃加工企业

就地建厂减少采收、运输、中间流通等成本，使核桃种植农户以较少的成本便能最快进入市场参与销售

交易。 
此外，核桃产品销售方面，应以核桃标准体系建设为基础，推进品牌建设，开拓国际、国内两个市

场，认真研究国际贸易规则和核桃进口国的绿色贸易壁垒，促进“云南核桃”产品的认证工作，打开国

际市场；国内应注意做好产品定位和细分，制定品牌战略[34]。云南核桃早日建立自己的品牌，才能为农

户带来巨大的销量与生产动力，从而促进其利润达到最大化。 

4.4. 以战略联盟模式促进云南核桃产业化发展 

战略联盟是促进产业内分工，合理调配资源，降低成本与风险，提高联盟伙伴收益，从而促进产业

化发展的重要合作方式[35]。云南核桃产业具有很好的发展前景，但是核桃种植生产整体上较为分散，产

业上的企业大都难以把各自优势集中起来，产业化进程缓慢。将战略联盟的合作模式融入到云南核桃产

业化的发展过程中，首先在战略或地理上有利于促进核桃产业集群效应的形成，帮助提高资源合理调配

的效率，从而在生产、加工、运输、销售等环节上加快核桃产品的流通；其次战略联盟可以使云南核桃

产业向规模经济方向转变，依托如今云南省正在大力倡导的核桃生产基地建设，产业上的企业结成战略

联盟，使生产要素得以快速流动，有利于核桃产业朝着规模化方向发展；与此同时战略联盟可以实现云

南核桃产业内企业的优势互补，通过合作弥补自身不足，使企业重心能有效投入到优势力量上，最终实

现企业竞争力的提高[36]，进而在整体上提升云南核桃产业发展的质量。 

5. 结论 

云南核桃因其丰富的种质资源与优越的立地生长条件，成为全省重点发展的“高原特色现代农业重

点产业之一”。本文主要通过对云南核桃产业在栽培管理、加工利用、市场销售等重点环节上的发展现

状进行分析归纳，发现云南核桃良种化、产品精深加工技术提升、农户利润增加才是当下云南省核桃产

业应该重点突破的方向；基于此现状，最终提出以战略联盟模式来促进云南省核桃产业分工效率提升、

资源有效调配等，从而弥补产业发展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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