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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报告说明:

    博思数据发布的《2014-2019年中国红枣市场分析与投资前景研究报告》共十三章，报告对

我国红枣的市场环境、生产经营、产品市场、品牌竞争、产品进出口、行业投资环境以及可

持续发展等问题进行了 详实系统地分析和预测。并在此基础上，对行业发展趋势做出了定性

与定量相结合的分析预测。为企业制定发展战略、进行投资决策和企业经营管理提供权威、

充 分、可靠的决策依据。 

前言          

    近年来，枣树以其抗逆性强、早果速丰、管理容易、营养丰富以及可兼顾农民增加经济收

入和国家改善生态环境双重效益等独特优势，成为我国经济林发展中一个新的热点，在农业

产业结构调整、西部大开发、退耕还林和出口创汇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得益于国家农业产业政策的大力扶持、下游产业对枣产品需求持续快速增长以及枣树种植

为农民带来的良好的致富效应，我国枣树种植业呈现了快速增长势头。根据中国农业统计年

鉴和各省份统计年鉴资料，由于新疆的种植面积持续扩大，我国枣树面积由2008年的179万公

顷增长到2012年的256万公顷，年均复合增长率为9.4%。 

    作为五果之一和药食同源的典型代表，红枣是我国传统的滋补食品，具有益气补血的功效

，&ldquo;药补不如食补&rdquo;的观念深入人心并日益流行。 

    此外，在我国传统文化中红枣更有象征美满健康的寓意。消费升级背景下，在人们对自身

健康日益重视和作为情感载体的礼品需求驱动下，红枣的消费稳步增长，庞大的市场需求使

得我国果农种植积极性上升，近年来，我国红枣产量保持高速增长态势，2012年，我国红枣

产量已经超过640万吨，产量同比增长15.8%，近十年来我国红枣产量年均增速接近16%。 

  

     数据来源：博思数据研究中心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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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红枣产业链  

    红枣产业链的第一环是分级分等。通过红枣分级分等，特级枣身价涨了十几倍，占总量15%

的特级枣卖的钱，远远超过了过去全部枣的售价。第二环是加工，将枣核掏出来，填充上各

种干果，就成了&ldquo;核桃枣&rdquo;、&ldquo;山楂枣&rdquo;、&ldquo;枸杞枣&rdquo;

、&ldquo;杏仁枣&rdquo;、&ldquo;葡萄枣&rdquo;等等，价格翻了好几番。第三环是依托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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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环是从全国各地引进优良品种，通过嫁接培育出适应当地生产条件的新品种。第五环是改

变传统的枣树栽植技术，实行低矮密植，实现了稳产高产、丰产丰收。第六环是利用国内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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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rdquo;、&ldquo;枣茶&rdquo;等。第八环是建立了年产20万吨的红枣专用肥基地，所有红

枣产地拒绝使用化肥。第九环是通过联合国有关组织，同奥地利格纳兹大学签署人类抗衰老

产品的研究协议&hellip;&hellip;红枣产业链将由新疆拉到全国，拉到国际市场。 

    

    资料来源：博思数据研究中心整理 

二、红枣深加工产业链发展形势 6 

第四节 烘烤制干在产业链中的重要性 7 

一、烘烤制干在红枣产业链中的地位和作用 7 

二、当前我国红枣烘烤制干存在的问题分析 9 

三、全面推广烘烤制干技术应该采取的措施 10  

第二章2014年中国红枣深加工产业运行环境分析 13 



第一节 国内宏观经济环境分析 13 

一、GDP历史变动轨迹分析 13 

二、固定资产投资历史变动轨迹分析 20 

三、2014年中国宏观经济发展预测分析 27 

第二节 2013-2014年中国红枣深加工行业相关政策、法规、标准 29 

一、2013-2014年相关政策分析 29 

二、2013-2014年红枣产品新标准情况 60 

三、红枣的分级标准 66 

四、红枣-农业行业标准 67 

五、出口无核红枣、蜜枣检验规程 72 

第三节 2013-2014年中国红枣深加工社会发展环境分析 75 

一、我国居民生活水平 75 

二、我国居民消费分析 77 

三、红枣的营养价值及居民认知程度 80  

第三章 2013-2014年中国红枣深加工产品生产工艺及技术趋势研究分析 82 

第一节 红枣系列深加工技术分析 82 

一、红枣汁提取技术 82 

二、大枣多糖提取分离技术 82 

三、大枣膳食纤维的提取 83 

第二节 国内主要生产方法 83 

一、红枣干的加工技术 83 

二、红枣泥的加工技术 84 

三、枣蓉的加工的技术 85 

四、大红枣露的加工技术 86 

五、冬枣香酥片加工技术 87 

六、红枣复合饮料加工技术 88 

七、银耳红枣饮料加工技术 89 

八、红枣生姜汁饮料加工技术 91 

九、红枣乳酸发酵饮料加工工艺 93  

第四章 2013-2014年中国红枣市场运行分析 95 

第一节 2013-2014年中国红枣产业概况 95 

一、中国红枣种植规模与产区分布 95 



二、中国红枣产量情况分析 98  

    作为五果之一和药食同源的典型代表，红枣是我国传统的滋补食品，具有益气补血的功效

，&ldquo;药补不如食补&rdquo;的观念深入人心并日益流行。 

    此外，在我国传统文化中红枣更有象征美满健康的寓意。消费升级背景下，在人们对自身

健康日益重视和作为情感载体的礼品需求驱动下，红枣的消费稳步增长，庞大的市场需求使

得我国果农种植积极性上升，近年来，我国红枣产量保持高速增长态势，2012年，我国红枣

产量已经超过640万吨，产量同比增长15.8%，近十年来我国红枣产量年均增速接近16%。 

    

数据来源：博思数据研究中心整理 

三、中国红枣市场价格走势       99 

四、中国红枣深加工收购情况    99 

第二节 2013-2014年中国红枣贮藏保鲜与加工的现状分析   100 

一、红枣的传统利用方式    100 

二、红枣贮藏保鲜加工现状       100 

三、红枣贮藏、保鲜、加工中的问题       102 

四、我国红枣贮藏、保鲜与加工前景       103 

  

第五章 2013-2014年中国红枣深加工业运行态势分析   104 

第一节 2013-2014年中国红枣深加工业运行总况   104 

一、中国红枣加工业特点分析    104 

二、红枣产业加工链条多角度透析    105 

三、红枣加工企业规模及分布    107 

  

    从近两年发展趋势看，河北、山西、山东、陕西、新疆、河南六省、自治区是红枣主产区

，对全国枣的贡献率达90%以上。红枣加工企业在原材料供应地和消费地之间进行权衡设厂

，目前在河北、河南、山西、山东等地均形成一些区域性红枣深加工龙头企业。 

    其中，山东27%（冬枣占50%）左右；河北26%左右；山西20%左右；陕西5%左右；新疆5%

左右；河南5%左右；天津3%左右；甘肃3%；辽宁2%；宁夏1%；其他3%。 

    据统计，目前国内规模较大的红枣科研机构、加工企业逾40家，其中分布在北京（4家）、

河北（8家）、山东（8家）、山西（1家）、新疆（6家）；流通主体主要是民营个体化组织

和个体商贩。全国已经初步形成跨省区的大规模、大面积种植的趋势。河北沧州提出建设世

界最大的红枣基地、山西临县提出建设&ldquo;中华枣都&rdquo;，新疆阿克苏提出建



设&ldquo;中华枣园&rdquo;。跨省区的&ldquo;黄河晋陕峡谷红枣产业带&rdquo;，包括晋陕黄

河两岸吕梁地区、临汾市、榆林市、延长市等，面积达到450万亩，正常年景产量20万吨以上

。 

    目前在我国起主导作用的制干和兼用品种为河北和山东及天津环渤海湾地区的金丝小枣、

太行山早薄山区的婆枣和赞皇大枣、山西和陕西黄河沿岸黄土高原上的木枣、河南豫中平原

黄河故道区的灰枣和扁核酸以及山东的圆铃枣和长红枣。这些品种的产量可占全国的90%以

上。 

    从需求上，干枣产品的主要需求来自长江以南地区，如江浙地区、广东等，其次是东北地

区，而深加工产品的需求则来自全国各地。 

  

四、红枣加工业利润分析    108 

五、中国红枣加工业产值情况分析    108 

第二节 2013-2014年中国红枣深加工业细分领域探析   109 

一、粗加工    109 

二、深加工    110 

1、深加工成为红枣产业振兴引擎     110 

2、红枣深加工增值分析     112 

3、红枣酸奶市场发展分析 112 

4、红枣酸奶的跨界营销策略     113 

  

第六章 2013-2014年中国红枣深加工产业面临的挑战与对策分析       115 

第一节 2013-2014年中国红枣深加工产业热点问题探讨       115 

一、加工产品结构及市场分布问题    115 

二、产加销一体化的运行机制还没有真正形成       115 

三、加工企业规模化生产水平不高、渠道不畅制约了企业发展    115 

四、红枣加工产品深度开发滞后       115 

第二节 2013-2014年中国红枣深加工产来发展战略分析       116 

一、发展红枣加工业要注意协调好各方利益    116 

二、以工业化生产理念为指导，尽快实现加工业的标准化    116 

三、调整结构，生产适销对路优质产品    117 

四、加快产加销一体化进程。    117 

五、创名牌开发名牌保名牌，提高效益    118 



六、调整红枣加工产品销售市场布局，改变不合理的被动局面    118 

七、加大红枣深度开发，生产优质新产品       118 

  

第七章 2013-2014年中国红枣深加工热点产品市场分析       120 

第一节 2013-2014年中国红枣市场调查分析   120 

一、红枣市场竞争力    120 

二、红枣市场畅销排名       120 

三、红枣市场占有份额       121 

第二节 2013-2014年中国蜜枣市场调查分析   122 

一、蜜枣市场竞争力    122 

二、蜜枣市场畅销排名       122 

三、蜜枣市场占有份额       123 

第三节 2013-2014年中国枣脯市场调查分析   123 

一、枣脯市场竞争力    123 

二、枣脯市场畅销排名       124 

三、枣脯市场占有份额       125 

第四节 2013-2014年中国枣汁市场调查分析   125 

一、枣汁市场竞争力    125 枣汁市场竞争力 

                             

企业排名             

竞争企业             

竞争力指数                               

第 1 名             

山东鼎力集团庆云枣制品厂             

215933.65                                

第 2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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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有关红枣的药用价值和工业用价值等方面的研究得到进一步的发展，能够使红枣的用



途得到充分的挖掘，红枣的生产消费就会增加，红枣的价格将会继续增长。因此，在市场不

断扩大、利润仍然增长的红枣市场机遇前，中国应加速红枣品种更新换代，普及良种化，在

种植中坚持苗木的嫁接化、栽植矮密化、施肥有机化、修剪精细化、病虫防治综合化、采后

处理机械化、分档化、产品绿色化等，使红枣品质呈现高级化、多样化、绿色化、品牌化。 

    伴随国家富农惠农政策的逐步落实，我国枣树种植的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将不断提升，枣

树种植基地合作社模式将有助于将枣树种植户与加工厂商和市场更紧密连接在一起，枣农的

利益将有效得到保护和提升。伴随下游市场需求持续增长的有效拉动，中国枣树种植行业将

会保持相对快速的增长。 

    预计未来几年，随着枣树培栽技术的进步及培栽面积的扩大，中国红枣产量还将保持快速

增长，到2019年红枣产量预计达到1650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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