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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农产品的供应链问题在中国农村地区变得越来越突出。本文以六盘水刺梨为

例，研究乡村振兴背景下农产品供应链问题与对策。六盘水刺梨产业发展迅速，但供应链面临诸多挑战。

上游机械化程度低，物流“最初一公里”问题突出；物流体系不健全，基础设施薄弱；专业人员匮乏，

农民素质较低；加工储存技术需提高；产品同质化严重，附加值低；下游标准化体系不成熟。针对这些

问题，提出提高机械化程度、健全物流体系、提升人员素质、增强企业能力、打造特色品牌、完善标准

化体系等对策，以促进刺梨产业发展，助力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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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promotion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the supply chain problem of agricultu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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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ducts has become more and more prominent in rural areas of China. This paper, taking Liupanshui 
roxburgh rose as an example, studies the problem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supply chai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The roxburgh rose industry in Liupanshui 
is developing rapidly, but the supply chain faces many challenges. The upstream mechanization level 
is low, and the problem of logistics “the first one kilometer” is prominent; logistics system is imper-
fect and the infrastructure is weak; professionals are scarce and farmers’ quality is low; processing 
and storage technology should be improved; product homogeneity and added value are low; down-
stream standardization system is immature. In view of these problems, it puts forward to improve 
the degree of mechanization, improve the logistics system, improve the quality of personnel, en-
hance the ability of enterprises, build characteristic brands, improve the standardization system, 
so as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roxburgh rose industry and help rural revit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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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六盘水，又称为“凉都”，贵州省辖地级市，地处云贵高原东北部，滇、黔两省结合部，全市地势高

低较大。自然资源十分丰富。地貌类型主要有三类：绵亘起伏的山地地貌、宽广开阔的高原地貌和耸峙

奇特的岩溶地貌。六盘水市四季分明，温差较大，降水充沛，特别是夏季频繁的强降雨和冬季强冷空气

天气现象较为突出，年平均气温 15℃左右。总之，六盘水市拥有丰富的地形地貌和气候特征。  
刺梨，中药材名，又名送春归，为蔷薇科植物刺梨的果实，是中国特有的果树之一，贵州是我国野

生刺梨分布最广、栽培面积及总产量最大、果实品质最好的省份，而六盘水市所种植的刺梨面积约占全

省 57%。刺梨富含丰富的维生素 C，据相关研究表明，刺梨每 100 g 鲜果维生素 C 的含量是中华猕猴桃

的 10 多倍、柑桔的 100 多倍、苹果的 600 多倍[1]。因此，刺梨也被誉为“维生素 C 之王”。 
数据显示，通过全产业链培育壮大刺梨产业，2019 年以来，贵州刺梨综合产值从 36.98 亿元增加至

150.8 亿元，增长率连续 4 年超过 35%。而六盘水市作为全贵州乃至全国刺梨规模最大，最集中的地区，

种植面积约为 117.56 万亩，且产业覆盖全市 60%以上的乡镇，带动 20.98 万农户 68.97 万人参与。刺梨

产业被誉为“凉都三宝”之一，是六盘水市立足于实际探索出来的一条乡村振兴特色产业发展之路。2020
年 3 月，六盘水市贫困县全部脱贫摘帽，其中，刺梨产业发挥了不可取代的重要作用，现如今，六盘水

市的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要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刺梨产业的发展。但是，在快速发展过程中，随着刺梨产业

的不断扩大，其供应链也面临着各种问题，刺梨在生产、加工、运输和销售过程中引起的损耗严重损害

了农民的经济利益。因而探索和解决六盘水市刺梨供应链存在的问题迫在眉睫，研究六盘水市刺梨供应

链对农民增收、实现乡村振兴具有重大意义。 

2. 六盘水市刺梨供应链发展现状 

2.1. 种植规模持续扩大 

六盘水市作为中国刺梨产业的重要产区，其种植规模持续扩张，为刺梨供应链的加工环节提供了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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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的原料基础。据统计，全国刺梨种植规模约为 220 万亩，而贵州省作为刺梨的主产区，种植面积高达

205 万亩，占据了全国种植面积的绝大部分。六盘水市作为贵州省刺梨产业的核心区域，种植面积达到了

约 118 万亩，其中盘州市更是以 61 万亩的种植面积，占据了全国种植面积的 23.5%和全省种植面积的

30%，充分显示了六盘水市在刺梨种植上的规模优势和区域特色[2]。 

2.2. 加工体系不断完善 

六盘水市刺梨加工企业在近年来取得了显著的发展，加工体系不断完善，为刺梨供应链的物流环节

提供了可靠的质量保障。六盘水市致力于刺梨产业的协调发展，通过“造、管、加”三位一体的策略，采

取“产、供、销”多方位的措施，不断延伸刺梨产业发展链条。完善的加工体系不仅提高了刺梨产品的附

加值和市场竞争力，也为物流环节提供了更加稳定、高质量的产品供应，确保了物流服务的顺畅进行。 

2.3. 多渠道销售策略拓宽市场 

六盘水市在刺梨销售上采取了线上线下协同推进的多渠道销售策略，不仅拓宽了销售市场，也为刺

梨供应链的物流环节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通过实施全省、全国、全球“三步进阶”战略，六盘水市刺梨

产品不仅在国内市场占据了一席之地，还逐步向国际市场拓展。这种多渠道销售策略不仅提高了刺梨产

品的市场占有率，也促进了物流服务的优化和升级，为刺梨供应链的物流环节提供了更加便捷、高效的

运输服务。 
综上所述，六盘水市刺梨供应链在种植规模、销售渠道和加工体系等方面均取得了显著进展，为物

流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和新的机遇。然而，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和消费者需求的不断变化，六盘水市

刺梨供应链仍需不断优化和完善，以适应市场发展的需求。 

3. 六盘水刺梨供应链存在的问题 

3.1. 供应链上游机械化程度低 

供应链上游机械化程度较低，成为制约生产效率的关键因素。六盘水市复杂的地形地貌导致刺梨种

植、采摘及运输过程中人力资源投入巨大。当前，尽管贵州省内公路网络较为完善，但特定地貌使得物

流“最初一公里”问题依旧突出，机械化作业难以全面铺开[3]。加之，幼苗种植、管理及采摘环节仍主

要依赖传统人工劳动，数字化信息系统建设滞后，缺乏高效、智能的农用设备，特别是采摘设备的技术

成熟度不足，导致漏采率与不良率较高，难以满足规模化生产需求。 

3.2. 供应链物流体系不健全 

供应链物流体系不健全，严重限制了产品流通效率与质量。随着电子商务的兴起，线上销售平台对

物流体系提出了更高要求。然而，六盘水市农村地区物流基础设施薄弱，公路交通网络单一，导致运输

时效性差，损耗严重。同时，冷库及冷链运输设施的缺乏，使得刺梨鲜果在储存与运输过程中质量难以

保障，进一步加剧了损耗问题。此外，互联网基础建设不足，限制了农产品电子商务的深入发展，信息

流通不畅，影响了供应链的优化与升级。 

3.3. 专业人员匮乏，农民专业素质较低 

六盘水刺梨产业主要以乡村地区为主，通过政府成立合作社的方式把各个村中的资源整合在一起，

再由各个加工企业对接相应的合作社，形成“企业 + 合作社 + 农户”的组织形式，这有效优化乡村生

产资源的配置。但恰好是这样的组织形式使得供应链上游缺少具备专业技能的人才，整体专业素质较低。

第一，专业人员相对匮乏。由于六盘水市地处偏远，经济发展较为落后，同时乡村地区的生活条件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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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条件与城市差距较大，这使得具备专业知识的青年不愿返乡就业，对异乡高质量人才的吸引力也远远

不够，导致人才需求得不到满足，而专业人员的匮乏，限制了供应链的发展和创新，也使得刺梨供应链

很难满足不断发展变化的市场需求[4]。第二，农民专业素质低，专业知识提升有限。六盘水乡村地区的

农民普遍只具有小学文凭，甚至存在大量文盲，整体受教育水平较低，多数农民缺少对供应链运营知识

的理解。且由于长期的地区封闭性和农民的思想意识局限性较高，对新生事物接受、学习能力差，因此，

尽管合作社提供了专家指导技术，但农民的专业知识提升有限，短期内专业人员的缺口难以得到弥补。 

3.4. 加工储存技术亟待提高 

随着刺梨种植面积的扩大，鲜果产量快速增长。但刺梨鲜果的成熟期较短，长时间放置将会降低维

C 含量甚至腐烂，因此刺梨采摘后在一天之内就需要榨汁储存，但是大多数平台企业不具备冷藏条件，

造成部分刺梨鲜果资源的浪费[5]。同时，具有产业化、规模化、标准化的加工企业难以在短时间内成立，

现有企业在设备投资、技术更新及市场需求适应性方面存在不足，导致加工能力与市场需求之间存在较

大差距。 

3.5. 同质化现象严重，供应链附加值低 

目前，六盘水市刺梨产业刺梨加工产业与深加工产业的联系仍比较薄弱，企业技术开发能力较低，

大量专利集中在刺梨加工初级产品和半成品方面，综合利用水平仍未能全面开发[6]。少数加工龙头企业

利用刺梨的药用价值，生产刺梨药品、保健品等精深加工产品，但还仍处于研究改良阶段，生产也不具

有产业化、规模化。六盘水刺梨产品仍以食品饮料为主要产品形态，占总产量的 80%以上；保健品类、

药品及日化用品等高附加值产品比重较低。究其原因，在于面向市场发展产业的本领还不够强、面向市

场跨界创新的意识还不够足、面向市场走出同质化竞争的能力还不够强。 

3.6. 供应链下游标准化体系不成熟 

随着刺梨产业规模的迅速扩张，产业标准体系问题日益显得紧迫。第一，加工环节的标准化存在缺

失。根据资料显示，目前尚未制定任何关于刺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也仅限于《刺梨培育技术规程》

一项。在加工、销售等下游领域，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仍然是一片空白，产品的质量基本上由加工企业

自行检验和控制。这种标准的缺乏直接影响了刺梨行业的健康发展和推广，例如，缺乏权威的检验标准

直接影响了刺梨原汁和刺梨饮料等产品的出口贸易。第二，质检标准体系不成熟。由于缺乏标准并且合

格线未被划定，导致进入刺梨加工行业的门槛相对较低，使得精深加工行业整体上处于“小、散、弱”的

状态。因此，刺梨产业经营主体都缺乏完备齐全的质检认证。这一问题使得六盘水的刺梨产品在激烈的

市场竞争中存在短板，同时也给产品推广过程带来了巨大的阻力。第三，缺乏统一的质量标准。由于刺

梨供应链下游涉及多个环节，包括种植、采摘、包装和运输等，不同环节之间往往缺乏统一的质量标准，

导致产品质量参差不齐。第四，缺乏专业化人才和管理经验。刺梨供应链下游需要专业的人才和管理经

验来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但现实情况是，一些地区缺乏相关专业人才和管理经验，限制了标准化

体系的建设和发展。 

4. 六盘水刺梨供应链发展对策 

4.1. 提高供应链上游机械化程度 

提高刺梨供应链上游的机械化程度需要综合考虑农业机械化技术、数字化管理系统等多个方面的因

素，并与相关部门和企业共同努力，推动供应链的现代化和高效化发展。第一，提高刺梨供应链生产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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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的机械化程度，减少生产成本。首先，发展机械化种植，引入现代农业机械设备，如耕地机械、播种机

械、喷洒机械等，以提高种植效率，减少人工劳动；其次，在刺梨幼苗生长过程引入互联网、大数据技

术，对刺梨树生长实施智能监管，利用物联网技术实时检测环境、湿度、病虫害情况等，通过数据分析

提前预警，及时采取相应措施；再次，对刺梨鲜果的“最初一公里”采用专用的机械化运输设备，专用设

备可以寻求机械研究所的帮助，根据六盘水市刺梨种植环境的实际情况创新研究[7]；最后，政府出台相

关政策，鼓励农民或者加工企业引进机械化设备，并提供财政、税收等方面的支持和激励措施。 

4.2. 健全供应链物流体系 

完善的物流网络建设是提升农产品供应链效率的直接决定因素[8]。第一，合理规划种植地区和产量。

根据市场需求和种植条件，合理选择刺梨的种植地区，并进行适当的扩大产量规模。确保供应能够满足

市场需求。第二，建设完善的冷链物流网络。刺梨是一种易腐果品，需要保持在适宜的温度和湿度条件

下进行运输。建设冷链物流网络，包括冷藏车辆、冷藏仓储设施等，确保刺梨在运输过程中保持新鲜度

和品质[9]。第三，优化运输路径和配送方式。通过合理规划运输路径和优化配送方式，减少物流时间和

成本，提高物流效率。可以考虑与专业的物流公司合作，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实现供应链的快速响

应和实时控制。第四，建立刺梨质量追溯体系。从种植到运输到销售环节，对每个环节进行监控和记录。

依靠科技手段，确保产品的安全、卫生和品质可追溯，提高消费者的信任度。此外，要加强供应链各环

节之间的协作与沟通，确保信息的传递和流程的畅通，降低供应链中的不确定性和风险。 

4.3. 提高从业人员素质，保障专业人员供给 

采用“企业+合作社+农户”的组织架构，对于增强刺梨供应链各环节相关从业人员的专业知识与服

务能力具有显著作用，进而推动刺梨供应链的发展与优化第一，改善农村地区的生活环境和工作条件，

完善农村地区基础服务建设，吸引专业人员返乡就业。完善人才就业培养机制和社会保障机制，提高返

乡就业工作者的福利待遇，完善交通设施、医疗设施、教育资源等基本生活设施建设，改善农村地区的

生活条件。只有基本生活条件和工作条件完善了，才能吸引专业人才。第二，鼓励农民积极主动学习供

应链专业知识。生产环节，企业提供驻村技术人员，在刺梨幼苗的种植、管护环节向农户提供专业性指

导；合作社定期开展讲座，邀请相关知识的专家宣讲供应链的基础知识，让供应链的概念慢慢深入农民

的心中；鼓励农民积极主动学习相关专业技能，提高农民工作的质量和标准。第三，引进高校人才。加

工环节，加工企业可以引进具有专业知识的技术型人才，不断对刺梨进行研究，根据市场创造新的优质

刺梨产品，满足市场的需要；流通和销售环节，引进高校电子商务、物流管理以及市场营销等专业的优

秀人才，助力刺梨产品的线上销售，做好售前售后服务，不仅要利用好传统电商平台，更要卯足力发展

自媒体、直播电商等新业态的网络营销，利用线上线下多个平台共同助力刺梨产品的宣传和销售[10]。 

4.4. 提高企业加工储存能力 

提高企业的加工能力有利于扩大企业规模，提高企业自身竞争能力，进企业收购量的增加了，会刺

激农民增大种植面积，增加农民的积极性，提高农民的收入。第一，政府应出台相关政策，鼓励企业多

收购。例如贵定县为了鼓励企业多收购，出台相应政策对多收的企业进行财政补贴，以确保应有尽收，

六盘水市也可根据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出台相关政策，激发企业收购的积极性。第二，技术升级。企业

要引进先进的加工设备和技术，例如果汁提取设备、真空包装机、智能分拣信息系统等，以提高加工效

率和产品品质。同时，关注行业的新技术的创新，不断更新设备和工艺，提高加工过程的自动化和智能

化水平。第三，优化加工流程。对加工过程进行全面分析和评估，找出瓶颈和低效环节，并进行改进。通

过优化生产线布局、合理安排工序和岗位，减少物料和人员运输时间，提高生产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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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明确定位，打造特色品牌 

在“互联网+农业”的大背景下，信息的共享变得极为高效。对于刺梨来说，建立一个独特的产品形

象，有利于产品的宣传和销售，打开市场。第一，通过市场调研和消费者需求分析，确定刺梨产品的目

标消费群体和定位，从而针对性地通过利用互联网进行网络营销活动，可以明确刺梨产品的市场定位，

使六盘水刺梨成为地标性产品，突出其养生保健功效，凸显其独特的优势。第二，研发创新，打造特色

品牌企业。品牌培育对不同地区的农产品电商发展都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11]。开发具有差异化和竞争优

势的加工产品，注重品牌形象塑造，打造具有地域特色和品牌认可度高的刺梨品牌，提高产品的竞争力

和附加值。第三，为了确保品牌有效发展，应避免内部的无效竞争。通过与六盘水刺梨生产加工企业的

合作，整合优质资源，共同打造具有优势的产品品牌，形成刺梨产品规范化、标准化的生产加工体系，

以保证产品的质量和口碑。同时，要建立相应的品牌文化，将品牌故事融入当地产业扶贫历史，为消费

者讲述这个品牌的故事，增加他们对刺梨品牌的认同感，从而形成一定的品牌壁垒[12]。总之，企业自身

要从供应链入手，聚焦供货、物流、代加工等具体环节，做优自身长板，可以以组建产业基金、金融并购

整合等举措，吸纳全国以刺梨为核心的成长性消费品企业加入刺梨产业链条，让他们在市场中发挥自身

的品牌优势、渠道优势和创新优势，从而将市场份额、研发成果、企业管理模式反哺给本企业，在“大

手”牵“小手”的过程中，互为刺梨全链发展的基础，互为做强刺梨产业的发展支撑。 

4.6. 完善供应链下游标准化体系 

推动刺梨供应链下游的标准化体系的建立和完善，有利于提高产品质量和竞争力，增加市场认可度，

促进刺梨产业的健康发展。第一，建立质量标准。制定刺梨的质量标准，包括外观、口感、营养成分等要

求，确保产品质量的稳定性和一致性。同时，建立生产标准，包括种植、采摘、储存、运输等环节的规

范，确保刺梨的质量和安全性，并对违规行为进行严惩。此外，可以通过建立刺梨的产地认证制度，对

符合标准的产地进行认证，来提高消费者对产品质量的信任度。第二，建立检测机制。建立刺梨供应链

下游的检测机制，对产品进行定期抽样检测，确保刺梨加工产品符合质量标准，并对不合格的产品进行

及时处理。第三，建立追溯体系。建立刺梨供应链下游的追溯体系，记录产品的生产、加工、运输等环节

信息，以便追溯产品来源、加工过程等重要信息[13]。第四，加强市场监管。建立刺梨市场监管机制，加

强对市场主体的监督和管理，打击违法行为，维护市场秩序。此外，提供培训和培育。为供应链下游企

业提供相关技术培训和管理咨询，帮助其提高生产能力和管理水平，从而推动刺梨供应链标准化体系的

有效实施。 

5. 结语 

农产品供应链是促进农业发展的重要环节，促进农产品供应链高质量发展有助于农民增收致富、推

动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目前六盘水市刺梨产业已具备一定的生产规模，具有较大的发展潜力，但其供

应链的发展处于初级阶段，在机械化程度、物流体系建设、专业人员配置、产品同质化问题、市场份额

小以及资金和标准化等方面仍然存在许多尚未解决的问题。为了促进六盘水市刺梨产业的发展与壮大、

提高六盘水经济发展水平、促进农民增产增收、助推乡村振兴，必须对刺梨供应链存在的问题逐一击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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