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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前，海南芒果无论品质还

是价格均在全国处于领先

地位。近年来，随着RCEP（区域全

面经济伙伴关系）、中国东盟自由

贸易区3.0版建设、中非农业贸易

合作、海南自贸港建设等战略不断

推进，农产品进口的来源和渠道不

断拓宽，加之国内芒果非传统主栽

区产业迅猛发展，及自身瓶颈制

约，海南芒果产业正面临多重严峻

的挑战和冲击。芒果作为海南热

带水果的“领头羊”产业，若无有效

措施应对挑战，保持平稳发展，将

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海南农民增收

及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在此背

景下，海南芒果产业应未雨绸缪调

整发展思路，明确发展和市场定

位，多措并举下好“先手棋”，促进

产业高质量发展。

我国是世界第二大芒果生产

国，截至2020年，全国芒果种植面

积达349.4千公顷（524.1万亩），总

产量330.6万吨；2020年我国芒果

（鲜或干的芒果）出口量为 44407

吨，出口金额8570万美元，主要为

广西、云南、四川等国内芒果非传

统主栽区出口，而海南为零；2020

年我国芒果（鲜或干的芒果）进口

量为84137吨，进口金额近3亿美

元，进口国家或地区从2019年的5

个猛增至18个国家或地区。2021

年海南芒果栽培面积为87.24万亩

（约 5.82 万公顷），收获面积83.77

万亩（约 5.58万公顷），年产量约为

76.48万吨。近几年，我省芒果产

业年直接或间接从业人员近50万

人，年产值在 50-130 亿元。近 3

年，我省芒果产业的产值、纯收入

均呈现下滑趋势，影响了果农的生

产积极性和收益。

当前，海南芒果产业发展面临

来自国内外市场的多重挑战：

一是 RCEP 的生效。随着

RCEP 于今年 1 月 1 日起生效，

RCEP成员将通过 10年左右时间

基本实现 90％的产品享受零关

税。目前RCEP成员国或地区中，

已有菲律宾、柬埔寨、缅甸、泰国、

越南、澳大利亚等先后签订《进口

鲜食芒果植物检疫要求协定书》，

其他国家或地区也正在抓紧落实

并签订该协定；即使尚未签订该协

定，符合进口鲜食芒果植物检疫要

求的国家或地区也可以直接或间

接将鲜食芒果出口到中国。

二是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3.0

版的建设。我国作出承诺，未来5

年将从东盟进口1500亿美元的农

产品。这意味着东盟农产品在我

国农产品的市场份额将扩大，且这

些农产品绝大多数是热带农产品。

随着中老铁路的开通，东盟农产品

出口至中国的时间缩短近一半，物

流费用减少 40％，水果损耗率减

少5％以上，市场竞争力进一步增

强。

三是中非贸易的促进。中非

合作论坛第八届部长级会议上，中

国作出“九项工程”承诺并实施，根

据其中“贸易促进工程”，将进一步

扩大同中国建立的最不发达国家输

华零关税待遇的产品范围，力争未

来3年从非洲进口总额达到3000亿

美元。中国将提供100亿美元贸易

融资额度，用于支持非洲出口等。

可以预见，这将会给诸如芒果等国

内热带农产品市场带来冲击。

四是海南自贸港建设的推进。

目前，海南农产品出岛销往内地是

走绿色通道。全岛封关后，因海南

岛与内地是一线与二线的关系，将

无法再享受绿色通道的优惠政策，

所有农产品将需要通过海关的检

疫检验之后，才能允许出岛。届

时，至少要比目前的绿色通道多花

费 3 个小时。而目前海南芒果

98%以上以鲜食为主，95%以上没

有冷链物流运输，这一状况若持续

下去将严重影响海南芒果品质，进

而影响海南芒果的市场竞争力。

五是国内芒果非传统主栽区

的“后来居上”。近年来，广西百

色、云南华坪、四川攀枝花等国内

芒果非传统主栽区的产业化、组织

化、品牌化等程度及意识明显高于

我省。以芒果品质管控为例，广西

百色自 2015年起每年出台《百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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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人民政府关于百色芒果开采上

市日的通知》，四川攀枝花各辖区

自 2016年起每年出台《芒果开采

上市日的通知》，云南华坪自2017

年起每年出台《丽江市华坪县芒果

成熟采摘指导公示牌》；反观我省，

迄今还没有出台相关的规定。再

如芒果品牌建设，广西百色先后获

得国家工商总局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证书、国家质量技术监督总局地理

标志保护产品认证等，四川攀枝花、

云南华坪芒果亦在品牌建设上取得

诸多成效。反观我省，除了三亚等

少数市县的芒果获得全国农产品地

理标志认证外，目前大部分市县均

没有开展申报工作。此外，市场上

存在大量乱贴牌、套牌“海南芒果”

的现象，却缺乏有效打击措施，严重

影响我省芒果品牌化发展。

六是过度追求短期经济效益

带来的恶性循环。海南芒果市场

存在过分追求“反季节”抢先上市

的误区。按芒果的生长习性与生

长规律，海南芒果成熟期通常在清

明前后，但为了追求“反季节”掠夺

性经营，三亚、乐东、陵水等市县芒

果成熟普遍提前到每年的1月、2

月。一味追求早上市，会造成芒果

果品自然风味欠佳，果树的免疫

力、抗病性、抗逆性下降等诸多后

遗症，这些已经是海南芒果绕不开

的发展障碍。

调整发展思路，走绿色发展之

路。海南农业属于世界农业三大

模式中典型的“东亚模式”，由此决

定了海南农业不可能走以大农场

农业为主的“盎格鲁—撒克逊模

式”和以中小农场为主的“莱茵模

式”，而应参考日本、韩国、中国台

湾等地的农业发展模式。建议海

南芒果产业利用好得天独厚的自

然条件、良好的传统栽培种植技术

以及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建设等优

势调整发展思路，产业种植规模应

以适度集中为主，芒果生产应以小

而精为主，产品应以发展绿色农产

品和有机农产品为主，市场培育应

以中高端鲜果为主、兼顾发展鲜果

深加工以及采摘鲜果，走出绿色健

康的融合发展之路。

加强引导管控，强化品牌意

识。一是鼓励生态种植，发展现代

果园，培育特色品牌。鼓励果园进

行更新换代，转变传统的栽培种植

模式及管理模式，向原生态种植、

现代化管理的方式转变。打造社

会化专业化服务队伍，从整体上提

升技术水平、加强人才队伍建设，

为农户和种植企业分忧解难，提高

产品品质与标准化程度。强化品

牌意识，着力保护、挖掘、打造一批

具备海南地方特色的高品质产品，

以品质引领产业升级，在激烈的市

场竞争中站稳脚跟。二是出台政

策从源头对芒果产销环节进行管

控。学习借鉴国内芒果非传统主

栽区的举措，各市县依据不同区域

不同品种的特点，制订并出台每年

《芒果开采上市日的通知》，逐步引

导农户改变“反季节”抢上市的习

惯，从源头控制植物生长调节剂的

用量。同时，对乱贴牌等现象进行

必要打击。三是对国家的多项贸

易战略做好研判预案，强化应对举

措。相关部门要密切跟踪如RCEP

协议、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3.0版

建设等战略动态，进行相应的跟踪

研判，有针对性地调整芒果等农业

的生产计划和规模。同时，应与国

家部委加强沟通协调，为海南争取

贸易份额。

此外，业界层面一要树立科学

栽培模式，发展生态种植果园；二

要打造产品地理标志，增强市场竞

争能力；三要以“三品一标”为卖

点，以附加值为盈利点；四要打造

品牌叠加效应，拓展盈利空间维

度；五要构建产业链大联盟，风险

共担利益共享；六要夯实产业发展

后劲，重塑品牌市场声誉。H
（作者系海南大学管理学院教

授、海南热带农业与农村经济研究

院院长）

海南芒果产业发展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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