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去年8月份，海南省农业农村厅印

发《海南冬季瓜菜种植结构调整指导意

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提出，海南传

统瓜菜种植以椒类、瓜类、茄类、豆类为

主，传统产品区域种植结构雷同，不时出

现结构性过剩和产品销售“撞车”的现

象，造成销售受阻。《指导意见》提出利用

3年时间（2024年至2026年）调减椒类种

植面积8万亩。

临高县农业部门相关负责人在接受

媒体采访时表示，每年冬种该县农业部

门均宣传“减椒”，去年以来该县引进山

东一家龙头育种企业落地，并在当地繁

育试种一批瓜菜新品种。

“产业结构的调整需有一批可更新

的储备品种或品类，否则农户不知该种

什么，最终还是会跟风种植。”有业内人

士称，从新品种引进、落地试种到示范推

广，至少需要3-5年才有可能形成一个

新兴产业。产业结构如何跟上市场变化

节奏及时调整，这就需要当地农业部门

提前谋划储备，积极示范，这才能科学引

导产业发展。

20余年来，客商周常胜每年冬天都

会来海南收购辣椒，对海南辣椒产业发

展再熟悉不过。他认为当前海南辣椒产

业品种同质化、农户跟风种植现象严重。

在走访中，不少业内人士有同样观

点。以朝天椒为例，2021年全省朝天椒种

植面积约6.5万亩，收购价格不低于6-7

元一斤，甚至有过12元一斤的高价。然

而，在市场利益的驱动下，种植大户或公

司以大规模种植方式介入，2022年全省

种植面积达16.4万亩，2023年种植面积为

11.7万亩。种植面积扩大，导致收购价格

下降至平均3元一斤，低价时仅2元一斤。

“海南可向山东等辣椒产区学习，划

定优势产区，避免各市县跟风种植。”周

常胜建议。

客商张亮认为，海南辣椒种植以小

散农户为主，集约化程度低，抗风险能力

弱。“可通过成立合作社或村集体公司的

方式，及时对接市场规避风险，提高抗风

险能力。”

客商王耀孔则谈到，资本在入局产

业时政府部门应加强引导，让企业更多

地发挥联农带农作用，而非一味扩种而

抢了农民饭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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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光喜温的辣椒非常适合在海

南种植。作为海南冬季瓜菜的主栽

品类之一，辣椒在海南种植已有几十

年历史。临高加来镇南斗村村民符

进声告诉记者，上世纪90年代，南斗

村村民便开始广泛种植辣椒，种植品

种从起先的圆椒、尖椒到如今以薄皮

椒（包括泡椒、螺丝椒、皱皮椒、线椒）

为主。

“自2023年以来，临高辣椒行情

就不好。”符进声说，南斗村椒农已经

连续亏损3年。据公开报道显示，近

年来海南辣椒卖难的新闻报道屡见

不鲜。统计数据显示，2020 年至

2021年度，海南椒类种植面积63.9

万亩，2023年至2024年度，种植面

积则增长至71.59万亩，其中，泡椒

种植面积约20余万亩，较2020年至

2021年度略有增长。

行情低迷，而种植面积为何不降

反升？

记者走访临高椒农了解到，不少

椒农普遍反映：“如果不种辣椒，不知

道种什么。”在每年冬种时节，农户盲

目跟风种植。“种了新品种（品类）怕没

人收，所以还是选择原来的。”南斗村

一椒农介绍，近年来有小部分村民改

种南瓜、玉米等作物，但市场风险也

不小，加之农户对现种的辣椒种植技

术已经非常熟悉，更愿意选择现种的

品种。

有客商认为，当前辣椒市场品质

参差不齐，价格差异波动很大。“如果

碰上好的市场行情，农户赚一年可以

亏三年。”加之在保险兜底保障下，不

少农户存在“赌”的心理。在此情况

下，缺乏有效的种植引导，很容易造

成种植面积过大，产能过剩。

乙巳蛇年一开
春，海南辣椒就接连
“告急”。率先成熟
上市的临高泡椒、皱
皮椒、螺丝椒等椒类
蔬菜，采购客商寥寥
无几，收购价连连下
跌。摆在农户面前
的是亏本甚至烂市
的风险。随后，海
口、琼海、儋州等辣
椒产区也难逃难卖
局面。

中国是全球最
大的辣椒生产国和
消费国。在我国的
“热辣江湖”中，海南
作为冬季辣椒的主
产区之一，是反季节
辣椒供应的主要窗
口。然而，近年来海
南辣椒（尤其是泡
椒、皱皮椒）行情持
续低迷，原因何在？
“椒”虑局面如何破
局？带着多个问题，
记者就此展开调查。

□南国都市报
记者易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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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海南辣椒“告急”牵动社会各界

的心，省内多个企事业单位纷纷爱心助

农采购辣椒。但在这一过程中大家发

现，大量的辣椒集中上市仅靠本地市场

还是难以消化，最终还是得靠外省市场。

有专家认为，这主要还在于海南辣椒

产业链发展不完善，没有第二产业的带动

消化，只能靠生鲜销售，风险过高。“以黄

灯笼辣椒为例，该产业在海南已形成完整

产业链，农户按需定产，这就保障了农民

收益。”

海南省供销社驻深圳农产品流通办

事处负责人认为，海南辣椒种植品种与

市场所需脱节，“就拿深圳、香港市场来

说，近年来彩椒走俏，市场价格也有保

障，但这在海南几乎没有产量。”该负责

人举例谈到。

有业内人士认为，海南辣椒可借鉴

黄秋葵等产业发展模式，加强产销对接，

引导种植市场优势品种形成“订单农

业”，规避市场风险。

事实上，辣椒除鲜食外，还可用在医

药、美妆、观赏等领域发挥作用。有专家

谈到，海南可规划发展加工型辣椒，优化

产业结构。同时完善产业链，提高岛内

二产加工能力。

近年来行情不好 种植面积却在扩大

四问：如何优化海南辣椒产业结构？

一问：今年海南辣椒为何难卖？

2月18日，客商张亮将一车约5

万斤的海南泡椒运往湖北一处农贸

市场。“送到当地市场冷库价格是0.6

元一斤，算上包装、路途损耗和运费，

到了内地市场是亏损的。”张亮说，今

年开春以来湖北多地农贸市场泡椒

批发价在0.5元至0.6元一斤，行情十

分低迷。在此情况下，海南辣椒在市

场上并不具备竞争优势，“发货的老

板不赚钱，自然到海南收货的客商寥

寥无几。”

事实上，除湖北外，今春国内多

地农贸市场的泡椒价格都维持在低

位。记者采访客商、海南省供销社多

个驻外农产品流通办事处的负责人

了解到，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是近年来外省大棚等农业

设施兴起，辣椒种植面积扩大，尤

其是泡椒、螺丝椒等传统品种。加

上暖冬气候，云南、福建、广东等华

南辣椒产区也有大量辣椒供应上

市，冲击海南辣椒市场。二是据市

场客商反映，去年，薄皮椒市场收

购价高达1.3元至1.6元一斤，导致

不少农户跟风种植，今年一开春这

些辣椒集中上市，市场价格自然低

迷。三是去年海南遭受超强台风、

强降雨的接连袭击，海口、琼海、

临高等市县的辣椒产地几乎是在

灾后同一时间补种辣椒苗，导致今

年开春后辣椒集中大量上市，市场

一时难以消化。四是海南辣椒相

对成本较高，加之鲜食辣椒没有

冷链运输条件，路途损耗较高，这

无疑都增加了成本，削弱了市场

竞争力。

二问：行情低迷，种植面积为何不降反升？

三问：“减椒”意见如何发挥作用？

海口秀英区东山镇光明村委会山头仔村辣椒基地种植的辣椒。（记者林鸿羽摄）

椒椒
问海南辣椒产业
如何解 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