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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姜，在我国是传统的重要调味蔬菜之一，也是医药、化工及食品工业的重要原料。随着对外经济的发展，生姜也成为我国重要的出口创汇蔬菜。从全球来看，我国生姜总产量占世界总产量的70%以上，生姜出口量、出口额均位列世界第一，占世界总出口额的60%左右。从国内来看，我国生姜常年种植面积约400万
亩，虽不算是大众作物，却也给各地的生姜行业从业者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收入，成为乡村振兴的重要支柱产业之一。

不可否认，我国的生姜产业近些年在国际国内市场都有长足发展，但从整个产业链角度分析，生姜产前、产中、产后各环节仍存在着诸多痛点问题。例如：种植端“小、散、乱”；生姜种植规模不断发展带来的服务端服务能力不足；销售端“好货难找、收购成本高、风险大、效率低”等。这些问题是每一位生姜产业从业者
都需要关注和了解的，只有生姜产业的所有环节共同联合起来，才能最终得到解决的。

面对当前瞬息万变的市场环境，风险与机遇并存。那么，如何在保持生姜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同时实现高质量地发展？如何能够发挥生姜产业各链条从业者的优势，实现更高效率、更强能力、更大价值？本期，我们从几个方面一起来了解一下生姜产业当前的现状及问题，看看行业专家和从业者代表们的分析与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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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万兴食品有限公司生姜部经理 吕云：
中国生姜目前依然有着强劲的竞争力，因供应量大，对

全球生姜价格可产生直接影响。然而，产业发展尚面临三个
问题：生食比例高、深加工较低；行业整体附加值不高、抗风
险能力较低；机械化程度不高、劳动力成本高。

可持续健康发展，不能片面追求产量，还需要提升质量。
对于出口生姜，我们重点要取得国际标准的认证，需注重生
姜产品的农药残留。

“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生姜栽培技
术演进及发展可简单分为 3 代，由最开始的追
求产量，逐步转移至追求质量，再到对质量安
全关注度超越产量。

生姜栽培管理技术模式虽然越来越先进，
配套技术产品也越来越完善，但当前生姜产业
仍存在姜田生态呈恶化趋势，价格波动剧烈，
专用品种及其良繁技术欠缺，不能满足生产和
消费市场需求等问题。生姜产业未来要实现良
性发展，最关键的是要实现生态可持续，注意
品种的多元化和良种的专业化，注意环境保护
与生态栽培，注意做好病虫防控与安全生产，
还要做好装备创新与技术升级。

云贵川产区生姜栽培历史悠
久，四川“犍为生姜”是药食皆用
的地方优良品种，种植历史距今
已有 1700 多年，云南生姜栽培至
今已有 300 余年历史，贵州的“遵
义大白姜”也有 300 年的种植历
史。因云贵川地区喜食辛辣食物，
生姜主要以菜用为主，嫩姜鲜食
占70%左右，佐料及留种占30%左
右。云贵川生姜常年种植面积约
100 万亩-120 万亩，总产量约 200
万吨，分别占全国的25%和20%左
右。栽培模式上，云南主要为露地
长季节栽培，贵州以覆膜嫩姜栽
培、露地长季节栽培为主，四川则
以早熟拱棚菜姜栽培、越冬姜芽
栽培、露地高产嫩姜栽培为主。

目前云贵川生姜产业存在的
问题主要有：以农户自留种为主，
良繁体系不健全；病害发生较严
重；缺乏绿色生产技术，缺乏适合
丘陵和山区的专用机械，生姜种
植易受不良气候的影响，导致单
产和效益较低；姜秆等废弃物处
理不到位，易产生环境污染，也易
导致带病入土，影响产业可持续
发展；精深加工比例低，产业链条
短等。

生姜产业的进一步发展，离
不开各环节的共同努力。可以考
虑从品种专用化、种苗脱毒化；依
据资源优势和消费习惯，形成生
姜优势区域布局，适度规模化；栽
培轻简化、生产绿色化；产品优质
化，生产富硒、富锗等具丰富营养
和保健价值产品，满足人民对美
好生活和健康的进一步需求；加
工精深化，丰富精深加工产品等
方面着手。

长江中下游主产区生姜种植总面积大约
88 万亩，区域分布较广，而且地方性品种资源
丰富。湖南省生姜种植面积较大的市县都有自
己的主栽地方品种，例如常宁无渣生姜、隆回
虎爪姜、茶陵生姜、汝城小黄姜、湘西小黄姜、
江永香姜等；湖北省生姜地方品种主要是来凤
生姜；安徽省主要有铜陵白姜、马寨生姜、老集
生姜、舒城小黄姜；江西省主要有九江黄老门
生姜、兴国九山生姜、万载白丝姜等。栽培方式
主要为山区山地栽培，平原旱土、稻田栽培，地
膜覆盖露地栽培和大棚栽培等。

长江中下游生姜主产区主要存在生产技
术标准化、机械化程度低，种植成本高，效益难
保障；种性退化严重、良种供应滞后；产业链延
伸不够、市场竞争力不强；生姜贮藏保鲜技术
落后等问题。

当前，各地生姜产业已逐渐由重视产量向
重视质量发展，良种供应也由自留种向专业供
种发展，生姜储藏窖由小型向大型过渡，产业
链条向精深加工、市场流通等领域延伸，未来
市场规模化、标准化、机械化、轻简化、绿色化
发展会成为行业共识。

华南地区生姜分布广泛，各省均有栽培，栽培
总面积85.75万亩，约占全国面积的1/5。主栽品种有
福安竹姜、川姜、缅姜、大田金姜、福建红芽姜、长汀
小黄姜、玉林圆肉姜、广西西林火姜、疏轮大肉姜
（广州肉姜）等，主要栽培模式为芽姜栽培、大棚嫩
姜栽培、生姜地膜覆盖栽培、露地栽培。

华南地区也存在生姜种性退化、良种繁育技术
不规范等问题，而且受南方地形条件影响，生姜栽
培技术较为粗放，标准化栽培技术不完善，特别是
病虫害防控存在很大的随意性。贮藏保鲜技术也比
较简单，贮藏损失率高。专业的生姜加工企业少，产
业基本停留在卖鲜姜原料和初级加工品状态，市场
竞争力不强。

建议是加强种质资源保护，开展具有地方特色
的生姜优良品种提纯复壮；推广有区域特色的生姜
标准化栽培技术；推广水肥一体化、物联网、病虫害
绿色防控等生产管理技术；发展生姜环境友好型栽
培技术、无土基质栽培技术，提高质量和产量；加大
生姜保鲜贮藏能力，缓冲生姜市场波动；实施品牌
战略，提高产品竞争力；发展精深加工技术研究，提
高产品附加值等。

黄淮海及以北生姜主产区主栽品种有莱芜大
姜、莱芜小姜、山农一号、安丘大姜、金昌大姜、缅
姜、平顶四号、河南怀姜等。当前主要栽培模式为露
地栽培和设施栽培。当前生产上的主推技术有生物
有机肥、生姜专用膜、高位棚室遮阳网（膜）调控技
术、“双膜一网”高产栽培模式等生态调控技术，以
及频振式杀虫灯、性诱剂防治害虫、生物农药防治
技术、脱毒生姜的推广应用等。

尽管在生产技术上有很多改进，但依然面临生姜
种性退化，病害严重；连作重茬障碍问题突出；专用机
械研发滞后，机械化生产水平低；采后处理与精深加工
产品较少，产品附加值低；缺乏有效的生产废弃物回收
机制；受市场价格波动影响大等问题。

面对当前问题及未来趋势，可以考虑从品种改
良及良繁技术体系建设，可持续发展生态栽培（土
壤改良）技术体系建设，高品质安全高效生产关键
技术，病虫草害绿色防控技术，生姜功能成分提取
与精深加工技术，专用机械装备研发与农机农艺结
合等方面进行推广与发展。

国家特色蔬菜产业技
术体系生姜岗位专家、山
东农业大学园艺科学与工
程学院副院长、教授 徐
坤：

各位专家对全国及各主产区的情况做了解析以后，相信大家对国内生姜产业的发展及存在的问题有了一定的认识。然而，生姜产业是否能良性可持续健康
发展，受诸多因素影响，作为生姜从业者还需了解生姜产业当前在国内国际的市场形势。

山东卓创资讯股份有限公司资深市场分析师 刘帅：
在生姜市场需求占比中，鲜食消费主要受价格高低、入库收

储、突发事件等因素影响；外贸出口受价格高低、质量（无药残）、突
发事件等因素影响较大；加工占比受收储价格低、养生观念提升、
食品多样化等因素的影响稳中小增。

影响价格变动的根本原因在于供应与需求间的关系。2022年，
建议种植户丰产量、提质量、增品类，销售环节关注质量、见好就
收，储存商、投资商则要注意抓住波段，短线操作。

谈良方 听听一线科研专家与从业者怎么说
种植端作为生姜产业的初始环节，影响着产业的发展方向。面对当前变化不定的市场环境，一线科研专家与从业者又有哪些理解与认识？

山东省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
江丽华：

现阶段生姜种植者在施肥过程中存在化学养分投入
过量、养分配比不合、养分投入量年季间差别较大等问题。
特别是在 2021 年，姜价偏低，这些问题更加突出。生姜的
施肥一定要根据生姜的需肥规律、目标产量，进行合理的
用肥。各生姜主产区的土壤情况不同，特别是老姜区或者
连年种姜的地块，还要增加有机质的用量。

山东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研究员 李长松：
病虫害预防要趁早，在地块选择时，优先选择能浇水、

能排水的地块。选姜种的时候，淘汰掉存在花皮、癞皮、发
病地块的姜种。生姜苗期，便要开始进行病害的预防，可冲
施复合甲壳素来诱导植株产生抗性。对于茎基腐病发病严
重的地块，可进行土壤熏蒸处理，但是处理过后一定要补
充有益微生物。对于姜螟等虫害，可抓住时机，利用化学防
治与生物防治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管理。

山东省安丘市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 李忠军：
生姜老区存在种植面积萎缩、重茬种植、产量下降、品

质下降等问题。作为种植户在解决这些问题时，不能再凭
经验、盲目种植，要有高质量发展意识。可从以下几点入
手：第一，合理规划、确定种植目标，不盲目种植，不随大流
种植；第二，坚持种植，不要受市场波动的干扰；第三，错峰
种植，提高规避风险的能力。

山东省昌邑市高级农艺师 董凤斌：
在生姜价格周期性波动的情况下，要理性种植，提升

品质，做到高质量可持续发展。可通过减肥增效技术的应
用助力可持续种植；可借助九六三数字化农服APP等先进
工具开展生姜标准种植；选用姜种时，和优势企业进行对
接，打造高品质生姜。

生姜价格受供需关系的影响，出现价
格波动属于正常现象。有低谷就有高峰，种
植者应该理性对待。作为种植者，切不可抱
有投机心态，应将种姜作为一项事业，坚持
种植，并充分借鉴其他种植者的经验。

“九六三数字化农服平台”是特色果蔬
生产托管服务平台，可为果蔬种植提供标
准种植智能化方案，提供生产托管定制化
服务，提供品牌果蔬销售精准化对接。持续
降本、提质、增收，帮助果蔬种植者实现轻
松快乐种植，富足尊严生活。

针对生姜价格低谷年份，建议适度规
模化种植（每户约 15 亩-20 亩），发挥规模
优势，优化种植方案，搭配栽培模式，合理
管控投入，精细核算成本，实现持续盈利。

九六三农服团队根据多年实地服务经
验，总结了一套可行措施：利用生姜高效种
植一体化解决方案和“九六三数字化农服
平台”，达到持续降低生姜单斤成本，持续
提升生姜单斤销售价格的目的，为生姜种
植者树立信心。

作为种姜人要具备长期规划意识，
不能寄希望于“行情好种一年挣钱就撤
出”。土地作为生姜种植的基础资源，如
何保障土地的可持续种植，是可持续盈
利的前提。另外，产量决定是否有收入，
而质量决定了收入的多少，如何在保障
产量的基础上，持续提升品质是关键。

稳定种植面积，合理规划，多品种、
多模式搭配。有效利用设施、品种和资
源优势，错峰上市，提高卖价。

适度规模，减少雇工，只要把“种好
姜、存好姜、卖好姜”三点做到位就能够
挣钱。

关于生姜产业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高质量发展，你是否有不同的见解和想法？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963种好姜，一起探讨，共同发展。本报记者 崔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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