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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前国家大力推行乡村振兴战略，旨在促进广大农村产业结构调整，推动地方社会发展。黔南州刺梨产

业目前是黔南州特色支柱产业之一，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也是地方经济发展与产业转型的重要一环。

本文拟运用SWOT模型，对目前黔南州刺梨产业的内外部环境进行分析，针对当前黔南州刺梨产业存在

的内部劣势与外部威胁，本文提出了强化政府的扶持力度、明晰产品的市场定位、抓紧研究成果走上货

架、依托电商平台开拓市场四点建议，旨在提出合理的营销战略，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从而助力地方

特色产业推动以黔南州为代表的民族地区实现乡村振兴的战略目标。 
 
关键词 

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刺梨，市场营销，SWOT分析 
 

 

Marketing Strategy Analysis of  
Rosa roxburghii Products in  
Qiannan Prefecture 
—Based on SWOT Model 

Yunming Zhou 
College of History and Ethnic Culture, Guizhou University, Guiyang Guizhou 
 
Received: Oct. 17th, 2024; accepted: Nov. 4th, 2024; published: Jan. 14th, 2025 

 
 

 
Abstract 
At present, China is vigorously promoting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aiming to promote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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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justment of rural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promote local social development. The Rosa roxburghii 
industry in Qiannan Prefecture is currently one of the characteristic pillar industries, with distinct 
local characteristics and an important part of loc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industrial transfor-
mation. This article intends to use the SWOT model to analyze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environ-
ment of the current Rosa roxburghii industry in Qiannan Prefecture. In response to the internal dis-
advantages and external threats of the Rosa roxburghii industry in Qiannan Prefecture, this article 
proposes four suggestions: strengthening government support, clarifying product market position-
ing, seizing research results and putting them on the shelves, and relying on e-commerce platforms 
to explore the market. The aim is to propose a reasonable marketing strategy, promote the devel-
opment of local economy, and help local characteristic industries promote the strategic goal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ethnic areas represented by Qiannan Prefe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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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刺梨又名缫丝花、木梨子、送春归，系蔷薇科蔷薇属，其果实呈椭圆形，成熟后呈金黄色，表面布满

肉刺，口感酸甜。刺梨营养价值极高，其维生素 C 含量是苹果、梨等的 500 倍，是猕猴桃提取量的 30 倍，

且含有药用价值。目前贵州是国内刺梨种植最为广泛的地区，而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又是贵州刺梨产

量之最。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位于贵州南部，地处高原，平均海拔 997 米。由于纬度较低，受海洋暖

湿气流影响，气候温暖，全年全州无霜期平均为 292 天，州内大部分地区日照度在 30%左右，全州年平

均气温 13.6℃~19.6℃，十分适合刺梨生产，被誉为“中国刺梨之乡”龙里就位于黔南地区。黔南州是贵

州主要的刺梨产区之一，龙里县、荔波县、独山县等地是主要产区。截止 2023 年，黔南州刺梨种植面积

为 4.11 万公顷，鲜果产量为 10.07 万吨。 
目前黔南州刺梨加工产业，企业共 22 家，其中有规上企业 13 家，另有还有各种小微加工企业、家

庭作坊百余家，年加工能力 38 万吨，产品市场销售额约 16 亿元。龙里县和贵定县是全州最重要的刺梨

加工产业区，共建成 2 个刺梨加工集聚发展园区[1]。 

2. 黔南州刺梨加工产品开发的 SWOT 分析 

2.1. 优势(Strengths) 

2.1.1. 刺梨原材质量高，获取便利 
目前黔南州是贵州刺梨的主要产地之一，黔南州的气候温湿，全年光照充足，适合刺梨生长，所产

出的刺梨历来优质，尤以龙里、贵定为最。黔南州采用的刺梨品种有贵农一号、贵农二号、贵农五号、贵

农七号，皆是专门培育的品种，质量上等，产量颇丰，出汁率可观，营养价值丰富，且品种之间存在一定

差异化，适合不同的产业加工。刺梨鲜果采收期短，一般在每年 8~9 月成熟，果肉容易变质，总糖含量

流失严重，腐烂率高，所以对于储藏条件的要求更高，通常需要采用低温贮藏、化学保鲜和干制贮藏等

不同方式[2]，这无疑会加重刺梨加工原材料成本。而黔南州地区的刺梨加工业，本身就在原产地，获取

便利，减少了刺梨的腐烂率，节省了运输成本与储存成本，使得刺梨加工产品的成本更加低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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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刺梨产业知名度高，影响力大 
黔南州是贵州刺梨产业的重镇，是全国最早开展人工种植刺梨的区域，如黔南州的龙里县，更是有

“中国刺梨之乡”的美誉，其地区内刺梨种植面积广泛，产量稳定，历来是优质刺梨原材料的代表，以

“山果王”为代表的刺梨加工企业更是黔南州乃至贵州刺梨相关行业中的龙头，在行业内影响深远。 

2.2. 劣势(Weak) 

2.2.1. 刺梨加工产品附加值低 
尽管黔南州的刺梨产业在贵州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刺梨产品的深加工商品不足。目前刺梨加工

产品以中低端加工产品为主，如刺梨原汁、刺梨果汁、刺梨干、刺梨发酵酒等食品类、饮料类产品，附加

值较高的保健类产品、医药类产品、化妆类产品等都依赖于与外省相关企业的合作。据统计，2023 年，

全州刺梨加工产品中，原汁、饮料、果脯、发酵汁、刺梨酒、干果及其他产品占比分别为 40.3%、38.5%、

7.8%、6.3%、3.7%、1.1%和 2.3%，其中，原汁、果脯、干果和饮料等中低端加工产品占比达 87.4% [1]。
黔南州刺梨加工产业正在处于从初级加工向深加工过渡时期，技术上仍在需求突破。 

2.2.2. 刺梨加工产品成本过高 
目前刺梨原料的价格过高，首先，由于贵州黔南州处于云贵高原之上，地势崎岖，地形复杂，且刺梨

栽植工作较为复杂，需要播种扦插后再移植栽培，最后再组织培养，其种植收获过程难以实现大规模机械

化，且黔南州的刺梨产业仍以小农种植为主要形式，通过企业进村收购、“公司 + 农户”合营等方式进行

销售，这必然导致刺梨产品质量参差不齐[3]，从而加大成本；其次，由于黔南州地形以山地为主，交通不

便，导致运输成本的增加；再者，刺梨的采摘期短，一般在每年 7~9 月为采摘期，且容易变质腐烂、流失

营养成分，对于储藏的要求十分苛刻；相较于其他水果，刺梨的出汁率较低，而刺梨原浆等产品对于出汁

量需求大，且刺梨加工品制作工程中对于杀菌工业链的要求极高，使得整个加工过程中成本居高不下。 

2.2.3. 刺梨加工产品开发存在问题 
刺梨的口感偏酸涩，尽管其营养价值丰富，有“维 C 之王”的美誉，但是相较于其他水果，在市场

上难以为消费者接受。虽然厂商力图改进刺梨产品，如在刺梨原浆中加入木糖醇、赤藓糖醇等成分改善

其酸涩的口感，但是总体对于口感风味的改进程度仍有很高的上升空间，市场的接受程度较低。此外，

刺梨加工产品的创新力不足，如各种刺梨原浆、刺梨饮料，其仅仅局限于将刺梨本身的酸涩的风味进行

改进，同质化十分严重，或是照搬其他风味饮品模式进行模仿，而并非开发出新式的、更能为大众所接

受且能够体现独特性、创新性的刺梨新风味饮品，与市面上其它新型饮品相比，竞争力也明显不足。 

2.2.4. 刺梨加工产品的市场定位不清晰 
在刺梨加工产品的开发中，对于产品自身的定位不够清晰，对于目标市场的把握不够明确，由此产品

难以在市场上取得竞争优势[3]。以目前最普遍的刺梨加工产品为例，如刺梨原汁，在制作过程中最大程度

地保留了刺梨果中的维生素 C、β-胡萝卜素等营养成分，尽管定位为保健品，但其酸涩的口味也使得市场接

受程度较低，销路依然难以打开；如刺梨饮品，尽管极大的改善了风味，但是其中的刺梨成分太少，其难

以保持刺梨的保健品定位，与市场上其他饮品相比也不具有竞争力；如刺梨酒，也是削弱了自身保健品的

产品定位，相较于其它酒类，仅仅是保留了地方特色这一优势，且价格昂贵，难以为市场选择。 

2.3. 机会(Opportunity) 

2.3.1. 政府政策促使产业振兴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发展乡村特色产业。贵州历来将刺梨产业发展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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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省乡村特色产业之重点，2015 年 1 月，贵州省人民政府印发了《贵州省推进刺梨产业发展工作方案

(2014~2020)》，从种植基地建设、良种壮苗生产、龙头企业培育、推进品牌建设、强化科技研究、发展

特色乡村旅游及招商引资力度等方面对贵州省刺梨产业重点建设任务进行规划，明确贵州省刺梨产业发

展目标。2018 年贵州省人民政府印发了《贵州省十大千亿级工业产业振兴行动方案》，其中将刺梨制品

作为“生态特色食品产业”的重点产品进行打造。贵州省刺梨产业工作专班印发了《2024 年贵州刺梨产

业高质量发展工作方案》，其中要求“着力推进刺梨产业集群、集聚、集约发展，不断提升贵州刺梨竞争

力、影响力、带动力”。 
贵州省刺梨主要产区地陆续出台了一系列相关政策。目前，黔南自治州政府目前高度重视刺梨产业

发展，将刺梨作为黔南州重点发展的优势特色农业支柱产业，成立了刺梨产业发展工作专班，由领导带

领，专门负责推进本州刺梨产业的发展，陆续出台了《关于推进刺梨产业高质量发展实施意见》《黔南

州促进刺梨产业发展条例》等政策措施，作出指导性意见，而下属的最重要产区龙里、贵定等县将刺梨

产业列为一县一品重点产业进行支持发展。 

2.3.2. 电商发展拓展销售渠道 
近几年，贵州提出“黔货出山”的响亮口号，结合地域特色，大力发展山地农产品电子商务，助力乡

村振兴战略实施与农村经济结构调整，而刺梨加工产品正是其中重要的一环。电子商务改变了以往刺梨

加工产品的传统生产销售模式通过淘宝、京东、抖音、拼多多等电商平台，直接改变了以往成本高昂、

效率低下的粗放式广告模式，采用了针对特定用户精准投放的营销方式[4]，节约了大量营销成本的同时，

也打响了黔南州刺梨加工产品的名号。各种直播带货的形式，大大缩短了以往农户、厂商与消费者之间

冗长的销售流转链条，在节约流转成本的同时，实现了刺梨加工产品销售的去中心化、平等化与碎片化，

运用技术手段及时收集、了解、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2.3.3. 国际市场等待开拓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由东盟发起，包含中国、韩国、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

和东盟等十五国成员所制定的协定，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起正式生效，其标志着全球体量最大的、最具发

展潜力的东亚自由贸易区正式形成，将进一步打破亚洲贸易壁垒，打通区域内生产网络，深化亚太地区

经济合作[5]。贵州位于西南地区，是西南地区的交通枢纽，而黔南州则处在贵州南部，与广西接壤，刺

梨加工产品出口东南亚地区拥有地理、交通优势。早在 2020 年，刺梨产品就已经实现了零的突破，出口

到法国与日本，但目前黔南州刺梨产品出口境外的工作仍然任重而道远。在 RCEP 体系之下，黔南州刺

梨加工产业，可以依托跨境电子商务，拓展在东南亚等地区的市场，扩大黔南州刺梨产品的国际知名度

与竞争力，推动刺梨产品的高值化与市场多元化[6]。 

2.4. 威胁(Threat) 

2.4.1. 需求仍有待开发 
目前黔南州的刺梨加工产品仍然以刺梨原汁、刺梨风味饮料为主，但目前刺梨产品对于国内果汁行

业而言，占比太小；刺梨加工产品具有明显的地域性，主要市场仍然拘束于贵州本地，对于全国范围内

而言，刺梨加工产品的名气太低，难以打开外省市场。 

2.4.2. 市场竞争激烈 
目前国内饮品市场竞争激烈，相较大厂商的产品，如元气森林、果粒橙等，刺梨类饮品无论是在价

格上还是风味上，都难以与同类竞品相提并论，其替代性过强。在同类型的刺梨产品市场中，黔南州地

区的刺梨加工厂商也面临激烈竞争，并不占据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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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促进黔南州刺梨加工产品营销的对策 

3.1. 强化政府的扶持力度 

产品成本过高是目前黔南州乃至于整个贵州省刺梨加工产业的通病，一方面政府应该采取各种经济手

段，如资金补贴、减税降费、土地租赁、金融贷款等方式，加强对于相关企业以及果农的生产性的补贴，

降低企业、果农的生产成本，从而以直接的经济方式鼓励企业生产刺梨产品、果农种植刺梨的积极性。另

一方面，政府应该强化引导，为刺梨产业发展制定宏观的计划与目标，参与制定当地刺梨产品生产的标准，

严格把关产品的品控，从而维护黔南州刺梨产品的商业形象。此外，政府应当积极对当地的果农进行培训，

提高果农的种植技术，从而促成刺梨产品标准化，由此保证原料的质量，降低原料的成本。 

3.2. 明晰产品的市场定位 

首先必须了解自己产品的优势所在，明确产品定位，由此明晰自己的目标客户群体，充分了解消费

者购买产品的动机，从而寻找自己产品的差异化竞争优势，在逐步扩大产品差异化竞争优势的同时，逐

渐弥补产品的不足之处。刺梨富含歧化酶元素，能够很好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具有一定抗衰老、防癌、

抗病毒、抗辐射的作用，这也是目前刺梨加工产品在市场中最为明显的差异化竞争优势[7]。当前，消费

者愈来愈注重健康养生，这种需求正好与刺梨加工产品目前的保健品定位匹配，所以黔南州刺梨加工企

业应该扩大作为刺梨产品作为保健品的优势，在宣传过程中，也应当将刺梨加工产品的保健养生作用作

为重点进行宣传，由此打开市场。 

3.3. 抓紧研究成果走上货架 

相较于传统水果的基础研究，如葡萄、荔枝、菠萝等，刺梨相关领域的基础研究过于薄弱，在对刺

梨中营养成分的揭示和相关物质的最大化利用等方面，仍然处于探索阶段，基础研究的薄弱直接导致刺

梨加工产品的开发缺乏后续动力[2]。目前。刺梨加工产品的开发，需要政府整合省内外科研人才，集中

力量攻破难关，在刺梨成分检测、作用机理方面作出突破，从而为产品优化提供基础；对刺梨原料在种

植、运输、储存相关环节的劣势区间，则需要专门针对性的研究进行改进，节约生产成本；而关于刺梨

加工产品的风味、口感改善以及产品创新问题，则需要企业发挥主体作用，在积极改良现有低端产品同

时，推进新式、中高端刺梨产品的研发，并增加产品附加值，以科学技术赋能刺梨加工产业的升级。 

3.4. 依托电商平台开拓市场 

黔南州刺梨加工产品目前仍然难以摆脱地方特色旅游产品的标签，其市场往往局限于旅游销售，或

是由贵州本土消化，目前，省外市场与国际市场的潜力巨大，是黔南州刺梨产品销售战略中必须考虑的

一环。目前，互联网经济蒸蒸日上，依托电商销售是开拓市场的不二法门。黔南州刺梨加工相关企业，

应当建立刺梨官方网站，或是创建官方 app，亦是依托贵州官方特色农产品电商平台，开展电商销售；或

是使用社交媒体等方式，进行线上销售，如邀请知名博主直播带货，提高产品知名度，或是由厂商直接

直播卖货，省去销售中间成本。此外，依托国内主要的电商平台，如淘宝、京东、拼多多、抖音商城等，

设立官方旗舰店，进行线上销售，也是必备的选择；最后，在 RCEP 体系下，依靠跨境电商，通过跨境

快递业务，省去传统的进出口商、批发商等传统对外贸易的中间环节，将刺梨产品远销东南亚等地区，

也是在考虑范畴之内的。 

4. 结论 

综上所述，黔南州刺梨产品，作为重点发展的优势特色农业支柱产业，取得了较快的发展，是黔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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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农业产业化、贵州“乡村振兴”战略发展中重要的一环。然后，目前黔南州刺梨加工产业在内外部环

境上面临一系列问题，如产品附加值低、成本高、开发存在问题、市场、定位不清晰、市场需求小、市场

竞争激烈等，黔南州刺梨加工产业亟需寻求突破。对此，黔南州刺梨加工企业应当倚靠当地政府的资金、

政策支持，大力开展刺梨产品相关的科技研究，以此改良不足，在明确自我的市场定位的同时，依托电

商平台积极开拓市场，实现地方产业的升级与经济效益的提升，为地方经济可持续发展注入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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