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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瓮安辣椒产业发展现状及对策 
龙耀国 

(贵州省瓮安县农村工作局，550400) 

摘要：为加快瓮安辣椒产业发展步伐，使辣椒 

产业在调整农业结构、增加农民收入中发挥更大 

作用，在对近年来瓮安辣椒生产现状进行剖析的基 

础上，分析了辣椒产业发展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 

促进瓮安辣椒产业发展的建议及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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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化发展，瓮安辣 

椒生产及加工规模有了大幅度的增长，辣椒产业 

已逐渐成为当地农民群众增收致富的重要来源⋯。 

瓮安辣椒品种丰富，品质良好，种植面积由2006年 

的3 933 hm 发展到2011年的6 340 hm ，年均增速 

5．6％，但由于受多种因素的制约，该产业在发展中 

还存在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 

1 瓮安辣椒产业的发展现状 

瓮安地处乌江中游，黔中腹地，区域气候差异 

明显，辣椒栽培历史悠久。过去，由于市场经济不 

发达，辣椒种植以自给为主，栽培技术落后，管理 

粗放，加上种质退化，导致单产不高、优质产品比 

例低、生产效益差。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 

市场体系不断发育和完善，瓮安辣椒种植面积迅速 

扩大，鲜销产品已销往长沙、重庆、四川、广州、贵 

阳等省市，部分鲜红椒产品出口到韩国、日本[ ；在 

加工方面，除保证县内 “冬秀娘”、“柴姨妈”等多 

家辣椒加工企业的原料需求外，每年还为贵阳 “老 

干妈”公司和重庆、四川等市场提供上千吨干椒，产 

品品质优良，深受商家喜爱_3_ 。 

在辣椒品种选择上，瓮安主要以线椒、朝天椒 

两大类为主。2010年全县辣椒产量 l3．8万t，产值 

3-31亿元。目前，辣椒收入在全县农民人均纯收人 

中的比重逐步增大，2010年全县农民人均纯收人 

中来自辣椒的收入为438元，辣椒收入占全县农民 

人均纯收入的比重由2001年的5．7％提高到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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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10．8％。 

2 瓮安辣椒产业的发展优势 

2．1 气候环境适宜，区位优势良好 

瓮安县属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县内平均海拔 

1 024 m，年均气温 13．6℃，无霜期 260～270 d； 

年均降水量 1 148．2 mm，年均日照 1 226．4 h，年日 

照率27％。土壤类型多样，土层深厚 ，土地肥沃， 

其独特的土质、气候特别适宜辣椒的生长，所生产 

的辣椒具有色泽鲜红、肉厚、口感好、产量高等特 

点。境内马遵线、铜修线公路呈十字型分布，距省 

城贵阳 170 km，距州府都匀 126 km，距历史名城 

遵义 150 km，特别是马场坪至瓮安高速公路、贵 

阳至瓮安高速公路的相继开工，使得县内交通网 

络基本形成，对于辣椒的生产、加工、销售等十分 

有利。 

2_2 消费市场较大，发展前景广阔 

辣椒是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又不可替代 

的重要食品。从全国来看，虽然面临28个产椒省 

份，16个产椒重点省区的竞争，但又要乐观地看到 

国内5亿人的消费人群 ，国外 80多个国家和地区 

20亿人的广阔市场。从全省来看，贵州省处于重 

庆、四川、云南、广西、湖南等全国辣椒主要消费 

区的中心，辣椒常年种植面积较大，辣椒制品产值 

超过 10亿元，每年还在增长。目前贵州辣椒总产 

中除10％用于加工、20％用于农户家庭自身消费外， 

70％以上的辣椒以初级产品的形式销往全国及东盟、 

日本等国家和地区f5 】。从瓮安县近年来的发展来 

看，销售情况总体良好。瓮安县要扩大辣椒规模化、 

标准化种植，搞好加工、贮藏、包装、运输，加强 

对辣椒质量监控，创造辣椒品牌，把辣椒产业推上 

新台阶。近年来，瓮安县依托省内 “老干妈”公司、 

遵义虾子辣椒市场、两广及沿海大中城市，在干椒、 

鲜椒的销售上都取得了较好的效益。 

2．3 种植水平相对较高，产业链条初步形成 

瓮安县辣椒栽培历史悠久，产品味美、形优、色 

亮。瓮安县劳动者文化素质相对较高，接受新技术、 

新理念能力相对较强，农业实用技术推广面大，农 

民群众期盼增产、增收的愿望强烈，能够按照规范 

化、规模化的要求组织生产，按照标准化、商品化 

的要求进行加工，按照市场化、产业化的要求做好 

销售。特别是经过近年来的努力，瓮安辣椒生产已 

具有一定的规模，产、加、贮、运、销的产业链初步 

形成，正朝着无害化、商品化、加工化、企业化、产 

业化的方向发展f 7_8】。瓮安无公害辣椒生产基地已通 

过省级认定，辣椒产品通过国家级无公害农产品认 

证，这些都为辣椒产业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3 瓮安辣椒产业发展存在问题 

3．1 在辣椒生产上，部分群众认识不足，新品种、 

新技术推广力度不够，农业机械化水平低；基地布 

局不合理，大规模的基地不多，加之基础设施相对 

落后，抵御 自然灾害的能力不强，特别是遇到如 

201 1年的持续干旱时对辣椒的生产影响较大。 

3．2 在辣椒加工上，生产经营活动不规范，市场 

体系不够完善，龙头企业带动能力不强；产品分散 

加工多，规模集中加工少，粗加工多，精加工少； 

加工企业少，加工规模相对较小。 

3．3 在辣椒销售上，生产经营模式单一，产品多 

以原材料方式进行销售，销售链条短，诚信意识不 

强，市场价格波动大，市场抗风险能力弱，特别是 

遇到高产年份易出现滞销现象。 

3．4 在产业发展上，资金投入不足，科技含量不 

高，服务体系不够完善，技术储备有待提高，不能 

满足现代辣椒生产及精深加工的需要。 

4 瓮安辣椒产业发展的对策及建议 

4．1 扩大辣椒种植面积，提高辣椒商品化水平 

经过近十年的努力，瓮安县辣椒产业取得了一 

定的成效。为做大做强辣椒产业，应在总结近年生 

产实践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认识，抓住瓮安县被 

列为全省 “十二五”蔬菜重点县的机遇，坚持以市 

场为导向，以科技为依托，以增加农民收人为核心， 

积极调整种植结构，因地制宜扩大辣椒种植面积， 

推进辣椒专业化生产和产业化经营。力争2015年全 

县辣椒种植面积达3．2万hm ，商品辣椒占8l％，辣 

椒产值占种植业总产值的20％以上，明显提高辣椒 

收入在农民人均纯收人中的比重。 

4-2 优化区域种植布局，扩大辣椒基地建设规模 

根据瓮安县气候、区位、交通等优势和产业发 

展现状，进一步优化产业布局，扩大基地建设规 

模，以马遵、久铜公路沿线乡镇为重点，加大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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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示范基地建设，南部乡镇以发展线椒为主，北部 

乡镇以发展朝天椒为主，全力打造辣椒优势产业带， 

大力发展以无公害食品、绿色食品、有机食品为重 

点的辣椒基地建设，加大土地流转力度，加强辣椒 

质量检验检测，用足用好各项优惠政策，把基地建 

设与市场营销、辣椒产品的精深加工结合起来，不 

断提高辣椒基地的规范化、标准化、规模化生产水 

平。 

4．3 继续推进产业化经营，提高辣椒综合生产效益 
一

是积极引进建设加工型企业。采取 “外引内 

联，多轮驱动”的方式，鼓励和支持 “冬秀娘”、“柴 

姨妈”等公司产业化经营发展，引进 “老干妈”等 

大型龙头企业，将瓮安辣椒作为生产原料，延长辣 

椒加工链，提升产业化经营水平。二是抓好订单生 

产，注重产销衔接，进一步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 

积极引导、支持农民建立各类专业合作组织，充分 

发挥农村经纪人在对外开拓市场、对内组织生产方 

面的作用，规范营销行为，促进产品销售。三是继 

续以辣椒洽谈会为载体，每年组织邀请省内、外客 

商，吸引各地营销大户到辣椒产区开展购销活动， 

县内加工企业、专业合作社、农产品营销中介要抓 

好辣椒销售工作，搭建销售 “桥梁”，不断扩大辣椒 

销售份额，形成多渠道销售的格局。 

4．4 加大科技推广应用力度，完善辣椒市场体系建 

设 

201 1年9月，第六届全国辣椒产业大会暨贵州 

国际辣椒节在遵义市召开，标志着辣椒产业进入 

加速发展、调整升级、重组竞争的新时期。瓮安县 

要以此为契机，一要瞄准国内外辣椒新科技，加快 

新品种、新技术的引进、试验、示范和推广，加速 

优质、抗逆、高产辣椒新品种的推广进程；二要积 

极推广无公害栽培综合配套技术和 “粮椒轮作”、 

“椒经间作”等生产模式，科学利用气热、土地资源， 

不断提高辣椒生产水平；三要加快辣椒批发市场建 

设，完善县城及珠藏、猴场等辣椒市场功能，做好 

各大市场辣椒产销形势的测报和价格行情分析，建 

成大市场与生产基地和农户对接的辣椒信息中心， 

及时提供快速准确的信息服务。 

4．5 抓好辣椒标准化生产，打造无公害辣椒品牌 

加大标准化生产宣传力度，引导农民按照标准 

规范生产，加快建设无公害辣椒生产基地，推进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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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县无公害产地认定和产品认证及商标注册步伐， 

力争在 “十二五”期间，打造出省内外认知度高、 

市场俏销的 “高原无公害辣椒”品牌，全面提高瓮 

安县辣椒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加强对基地农业投入 

品的监督管理，严禁使用高毒高残留农药，加强对 

辣椒生产过程的环境卫生监测。与此同时，积极组 

织翁安辣椒产品参加全国各地的农博会、产品推介 

会和各种促销活动，并逐步统一产品包装，扩大瓮 

安无公害辣椒品牌的知名度，提高市场占有率。 

4．6 加大辣椒产业投入，夯实辣椒产业发展基础 

为确保辣椒产业的持续发展，以瓮安县被列为 

贵州省 “十二五”蔬菜重点发展县为契机，积极争 

取省、州资金扶持，加大对无公害辣椒配套基地、 

市场体系建设、龙头企业和专业合作组织建设、新 

品种试验示范、辣椒产业发展等方面的投入，不断 

增强抵御自然灾害和市场风险的能力；同时，继续 

抓好技术推广体系建设，稳定、扩充辣椒专业技术 

队伍，做好农业技术人员知识更新，不断掌握和运 

用新技术指导辣椒生产，大力培育农村科技 “二传 

手”，加强对辣椒标准化种植的宣传引导，为辣椒产 

业发展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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