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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新疆番茄产业发展迅速，但是近２ａ来，受国际市场的变化及气候因素等方面的影
响，新疆番茄无论是种植面积还是产量都大幅度减少，新疆番茄加工企业也全面亏损。基于以上
背景，在对新疆番茄产业发展现状进行剖析的基础上，分析了新疆番茄产业发展中外贸依存度
高、区位优势减弱、物流成本上升、产能严重过剩等问题；进一步提出了解决的策略，试图为番茄
产业的健康发展提供借鉴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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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番茄业是新疆的优势产业，其与石油、棉花一起并

称为新疆“一黑一白一红”三大产业。新疆作为我国最

重要的番茄生产基地，以独特的光热水土资源优势，被
国际上公认为全球少数几个特别适宜种植番茄的地区，
所生产的番茄酱制品以番茄红素含量高而著称，产品色

差、黏稠度等指数均达到世界同类产品先进水平。新疆

番 茄 酱 总 产 量 稳 居 全 球 第３位，出 口 贸 易 量 居 世 界

之首。
新疆常年干燥少雨，日照丰富，全年太阳辐射总量

为５４２．１０～６４６．３５Ｊ／ｃｍ２，仅次于青藏高原，而且昼夜温

差很大，非常适合种植高品质工业番茄，是加工番茄制

品的上等原料，这里种植的番茄加工而成的番茄酱产品

具有固形物、红色素、谷维素含量高、污染少、霉菌污染

相对较低、黏度高的特点，目前，新疆地区加工而成的番

茄酱已成为国际市场公认的优质产品［１］。
新疆番茄加工产业历经逾３０ａ的发展，不但带动了

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而且也成为出口创汇的大户，推
动了自治区外向型经济的发展。但是，随着市场的变

化，这个产业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１　新疆番茄产业发展现状

２００８年金融危机以来，国际番茄市场受到较大的冲

击，新疆番茄制品９０％以上用于出口，对外贸依存度较

高的新疆番茄市场也受到了较大的影响，番茄加工企业

连年亏损。２００９年，全疆番茄种植面积７．３３万ｈｍ２，番
茄加工企业达１０３家，全疆番茄酱产量达到１０１万ｔ，占
到全国总产量的９０％以上，新疆一跃成为世界番茄制品

产量第二大区，仅次于美国加州；２０１０年，新疆番茄的种

植面积达到５ａ来最高，高达１１．２７万ｈｍ２，番茄加工企

业上升到１１１家，但全疆番茄酱的产量较２００９年有所下

降，为７４万ｔ，新疆番茄产业受国际市场的影响开始显

现；２０１１年，全疆番茄种植面积１１．０７万ｈｍ２，番茄加工

企业数量与２０１０年持平，全疆番茄酱产量为８２万ｔ；经
过几年的行业扩张，２０１２年，新疆已有１１６家番茄加工

企业、３１７条番茄加工生产线，年产能已经突破２００万ｔ，
成为亚洲最大的番茄制品生产和加工基地，与美国加州

的河谷地区、欧洲地中海地区并称为全球番茄种植和加

工的三大中心，年出口量约占全球番茄酱贸易总量的

１／４。２０１２年新疆番茄种植面积４．４万ｈｍ２，番茄总产

量３７０万ｔ，种植面积和产量大幅下降，２０１２年新疆番茄

产业不景气的原因主要是受全球番茄市场的影响，同时

也有自然条件变化的影响。２０１２年春夏之交，新疆北疆

一些地区出现不同程度的干旱，番茄种植面积大幅缩

减，对番茄产量造成了一定影响。
新疆目前有五大番茄加工龙头企业，分别为中粮屯

河、新中基番茄、昊汉集团、天业股份、冠农股份公司。
中粮屯河和新中基凭借规模化生产和拥有番茄种植基

地等优势，稳居行业龙头。２０１１年这２家番茄制品产量

分别占中国总产量的３８．９％和２４．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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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新疆番茄产业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２．１　新疆番茄产业对外贸易依存度过高

番茄制品是国际市场上的大宗商品，新疆番茄制品

的出口量已经占到国际贸易量的２５％左右，新疆番茄制

品总产量中的９０％以上用于出口销售，外贸依存度极

高，面临的市场风险也较高。同时，人民币升值的不断

延续，各种生产资料和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使得成本不断

升高。２００８年以来的国际金融危机，使国际番茄酱市场

持续低迷，２００９年国际番茄酱市场又开始进入供大于求

的循环周期。供求关系由２００８年的略微紧张转变为严

重的供大于求，同时番茄酱出口价格持续下降，２００８年

上半年每吨１　２００多美元，到２０１２年上半年，出口均价

降至每吨７００～７５０美元之间，至今价格仍在低位徘徊。
２．２　番茄制品出口的门槛越来越高

近年来，根据新疆出入境检查检疫局报告，新疆出

口到菲律宾、韩国、沙特、斯里兰卡等国的加工番茄酱均

被要求出具非转基因证书。出口到澳大利亚的加工番

茄酱被检出亚硝酸盐含量高，而停止了购买合同。出口

到德国的加工番茄酱要求检验杀灭聚酯、百菌清、功夫

聚酯等项目和出具符合欧盟标准农药残留标准的证明，
并且杀灭聚酯检出量不得超过０．０５ｍｇ／ｋｇ、百菌清不超

过２．０ｍｇ／ｋｇ，从２００１年起产品不得使用甲霜灵农药；
出口到英国的加工番茄酱要求检测厌氧菌、平酸菌；出
口到沙特的加工番茄酱要求出具不含有机磷和有机氯

残留、人工色素等防腐剂、稳定剂以及化学毒物等的证

书。各国对于番茄制品的农药残留检测要求越来越高，
对于原材料的种植要求也越来越高。
２．３　新疆番茄的区位优势逐渐减弱

新疆番茄产业近些年突飞猛进发展的同时，同样比

较适宜种植番茄的内蒙古、甘肃、宁夏等地番茄产业也

在急速发展。目前，多家番茄加工企业将生产线建在内

蒙古，其中包括中粮屯河和新中基。番茄酱面对国际市

场，最大的担忧是自然灾害，如果所有生产线集中在一

个地区，一旦受灾，影响面将会更大，在内蒙古等其它地

区投资有助于分散投资风险。以内蒙古为例，内蒙古种

植番茄历史短，虽然只有１０ａ历史，但是由于管理完善、
番茄原料质量好、病虫害少，故６６７ｍ２ 产量比新疆高；而
且内蒙古番茄中的水溶性固型物和红色素含量均比较

高，生产１ｔ浓度为２８％～３０％的番茄酱，在新疆至少要

用６．５ｔ番茄，而在内蒙古只要６ｔ就够了。此外，从内

蒙古到天津港口的运输距离短，运费要比新疆少一半。
假如每吨番茄酱的国际报价为５００美元，内蒙古地区企

业就要比新疆地区企业每吨至少节省２０美元的运费。
２．４　番茄制品的物流问题凸显

新疆番茄制品主要是面向国际市场，先发往沿海

口岸，如天津、上海、深圳等地，然后再出口。运输距离

达４　０００ｋｍ左右，运输费用达到每吨６００元以上，对于

附加值不高的番茄制品而言，是一项较重的负担，这将

会大大降低新疆番茄制品的成本竞争力。此外，番茄制

品的生产期是每年７～１０月，最好的运输时间主要是在

每年的１０～１１月份，而这时正值新疆棉花等大宗商品出

疆的高峰期，运力无法得到保证，尤其是铁路运力明显

不足，产品外运不及时，导致交货时间的延误。由于运

力紧张，为保证产品交货期，企业采用多次短途倒运的

方式，将产品运往沿海口岸，企业还需要在口岸租用库

房，集中存储产品，这将大大增加产品的销售费用。
２．５　番茄加工行业产能严重过剩

新疆作为国内最主要的番茄产区，集中了我国约

７０％的产能和产量。２００９年，新疆番茄酱年生产能力为

１４５万ｔ左右，生产番茄酱１０１万ｔ左右，产能的利用率

不足７０％，到２０１２年，新疆番茄酱的年生产能力已经

突破２００万ｔ，可番茄酱的产量却降到４４万ｔ左右，创
近１０ａ来新疆番茄酱产量的新低，产能的利用率仅为

２０％左右，番茄加工企业开工严重不足，全疆共有近７０
家企业开机生产，仅占生产企业总数的６０％，生产量大

幅下滑，新疆番茄加工企业面临全面亏损状态。番茄加

工行业产能过剩问题不仅在新疆地区存在，在全国其它

地区也普遍存在。这与番茄行业入门的门槛较低、行业

的无序竞争等因素有关。
２．６　番茄种植品种单一，栽培模式落后

目前，新疆番茄种植品种比较单一，主要以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初从国外引进的“里格尔８７－５”、“ＵＣ－８２”等常规

品种为主，每年种植面积占到总种植面积的８０％以上。
同时栽培模式也比较落后，目前较为先进的育苗移栽技

术在欧美国家已经达到９８％以上，而新疆采用育苗移栽

的面积不到１０％，从而造成一些番茄原料中水溶性固形

物和红色素含量下降、单产不高、品质优势逐步丧失。
番茄原料品质的滑坡，企业平均原料消耗也就随之大幅

增长。

２．７　番茄采摘机械化水平低

目前，新疆番茄生产过程中种植、加工环节已基本

实现机械化，但采收环节还普遍依靠人工采摘，机械采

摘面积不足总种植面积的３０％，人工采摘劳动强度大、
效率低、成本高。据统计，人工采摘番茄的成本在６００～
８００元／６６７ｍ２，占番茄收购加工费用的３０％～５０％，机械

采摘的成本仅需人工采摘成本的一半，机械化采摘问题

已成为制约新疆番茄产业健康发展的瓶颈问题。

３　解决策略

３．１　积极开拓国内市场

与欧美等国相比，我国国内市场的番茄制品消费量

非常低。美国番茄制品的８５％都是国内消费，而我国则

是９０％出口。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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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渐提高，国内市场对番茄制品的消费也日益增长，未
来我国将会成为世界番茄制品的重要消费市场。数据

显示，近１０ａ来，世界番茄制品消费量正以年均３％左

右的速度递增。目前，美国年人均消费番茄制品已达

３４ｋｇ，欧盟年人均消费２３ｋｇ。在亚洲的日本、新加坡等

国家和地区，番茄制品年人均消费量也大于３ｋｇ。而我

国目前年人均番茄制品消费量仅为０．６ｋｇ，国内消费市

场增长空间极其巨大［３］。要想打开国内市场，番茄加工

企业需要创新产品，生产适合国内消费者口味的番茄制

品，在产品包装上也需要符合国内消费者的习惯。同

时，番茄加工企业也要积极合作，共同开拓国内市场。

３．２　全面提高番茄原材料的质量

质量是企业的生命，新疆番茄产业正面临原材料质

量下降的风险，新疆番茄产业的区位优势也正在逐步减

弱，如何巩固新疆作为全国番茄产业领头羊的地位已经

成为新疆番茄产业发展的新挑战。政府相关部门需要

加大番茄制品农业残留和霉菌的检测力度，做好监督及

监管工作；企业需要不断改进管理模式。

３．３　建立番茄产业持续发展的长效机制

首先，政府要合理规划番茄原料的种植生产，出台

相关政策支持番茄原料种植基地建设，支持与农民建立

互惠共赢的利益联结机制，维护原料收购秩序；支持优

势品牌的番茄加工企业跨地区兼并重组，推动番茄产业

整合，提高番茄产业集中度，规范行业准入机制，提供产

能的利用率，集中优势增强品牌企业的市场控制力、国
际知名度和竞争力。其次，建立番茄产业经济运行及预

测预警信息平台，加强番茄加工企业诚信体系建设，引
导企业有序竞争、可持续发展。最后，建立健全番茄原

料质量安全标准体系，制定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的生产

技术要求和操作规程，对番茄种植进行技术指导和监

督，建设番茄标准化生产综合示范区。

３．４　加强企业与农户的合作

要想在国际市场上立于不败之地，质量是根本，规
模化生产是基础；而质量和规模需要标准化生产来保

障。出口番茄酱的卫生安全和品质保证，关键在原料的

生产控制上，而原料控制的关键在于对农户的管理。通

过与农户的紧密合作，番茄加工企业将分散经营的农户

组织起来，发展连片种植的出口基地，以标准化引路，统
一管理，科学种植，并建立长效合作机制，进行有效的信

息沟通，消除买卖双方严重的信息不对称现象。通过

“公司＋农户”、“公司＋合作社＋农户”股份制等形式建

立工农协作和稳定的价格关系，确立原料保障、奖励、风
险共担机制，既稳定了企业的原材料供应，也降低了农

民种植的风险，以增加农民的收入。长期稳定的合作关

系利于企业引导农民错峰种植、错峰交货，企业也可均

衡安排生产。据调查，采用早、中、晚品种搭配和错期播

种技术，可以使原料供应由过去的６５ｄ增加到７８ｄ，可
以延长加工期，使加工设备利用率提高３０％～４０％。

总之，新疆番茄产业在迅速发展的同时，也存在一

定的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对新疆番茄产业的健康发展

至关重要，该文旨在针对这些问题，提出相应的解决策

略，以期为新疆番茄产业的发展提供参考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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