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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红枣产业现状及前景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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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我国红枣的种植面积和年产量在全世界位居第一，新疆是我国最大的红枣生产区。红枣产业作为新

疆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产业，具有较好的产业基础和发展前景。但新疆红枣加工产品仍以初加工产品为

主，精深加工比例较低，制约了新疆红枣加工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本文回顾了近年来全国特别是新疆的红枣种

植生产、市场流通情况，总结了红枣加工制品、加工技术方面的进展；分析了现阶段新疆红枣产业存在的问题，包

括机械化程度低、产业链短、产品同质化严重等，并从种植模式、产品开发、品牌建设等方面提出了对策和建议，

旨在为推动新疆红枣加工产业的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提供有益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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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作为枣的原产国，是世界上枣种植面积最

大的生产国，种植面积和产量均占全球的 98% 以

上［1］。新疆地处欧亚大陆腹地，光热资源丰富，昼夜

温差大，非常适合栽植枣树，盛产品质优良的红枣，

是我国最大的优质红枣种植基地，主要种植区分布

于南疆环塔里木盆地边缘的巴州、喀什、阿克苏、和

田地区及吐哈盆地［2-3］。红枣产业是新疆南疆地区

农业发展的重要区域特色支柱产业，也是巩固脱贫

攻坚成果的基础产业和实现乡村振兴的关键抓手，

为当地种植户增加收入提供了有力保障［4］。目前，红

枣产业仍是新疆优势产业之一，对促进新疆南疆地

区经济发展和保障社会稳定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5］。

然而，近年来新疆红枣产业受到产品供求关系、市场

波动、资源约束等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仍存在着一些

深层次、难以解决的突出问题和薄弱环节。

本文回顾了近年来我国红枣产业的生产、营销

状况，重点总结了我国红枣加工技术及新产品开发

等方面的进展，分析了新疆红枣产业现阶段存在的

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措施和建议，以期为新疆未来

红枣加工技术水平的提升以及新疆红枣产业的高质

量可持续发展提供思路。

1　红枣产业发展现状

1.1　红枣种植生产情况

1）全国红枣种植生产情况。据史料记载，枣树

是我国的传统优质树种，原产于黄河下游地区，距今

有 7 000多年的种植历史，后延伸到韩国、美国、吉尔

吉斯斯坦、伊拉克等国家［6］。我国红枣传统产区主要

包括河北、河南、山东、山西、陕西等省区。据国家统

计局数据（http：//www.stats.gov.cn/sj/ndsj/）分析，

我国红枣产业发展大致可以分为 4 个阶段：改革开

放到 1990年代以前为产量稳定期，年产量变化幅度

较小；1990-2000 年为产量持续上升期，年产量从

42万 t增至 130.6万 t；2001-2015年为产量快速井喷

期，15 年间产量从 2001 年的 130.86 万 t 猛增到 2015
年的 713.45万 t，增幅达 4.4倍；2016年至今为平稳发

展期，2020 年产量达到 733.2 万 t。随着红枣产业的

发展，我国逐步形成了六大主要产区，包括新疆、陕

西、河北、山西、山东和河南，总产量占全国的 95%以

上（图 1）。2020 年新疆红枣产量为 381.24 万 t，产量

约占全国的52.00%，其次为陕西省，产量约占全国的

14.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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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国家统计局和各省统计年鉴数据，2010-
2020 年全国和各主产省区红枣产量变化趋势如图 2
所示。全国红枣产量总体呈增长态势，由 2010 年

446.80 万 t 增加到 2020 年的 733.2 万 t，净增长率为

64.1%；其中新疆红枣产量增速最快，由 2010 年

62.73 万 t 增加到 2020 年的 381.24 万 t，净增长率为

507.75%；从各主产区产量变化看，2010-2020 年河

南、山东、河北3个主产区的红枣产量都不同程度下降，

其中河南下降得较为明显，2020年较 2010年下降了

58.46%，而新疆和陕西产区的优势地位逐步提升。

2）新疆红枣种植生产情况。根据新疆统计年鉴

（http：//tjj.xinjiang.gov.cn/tjj/zhhvgh/list_nj1.shtml）
数据，2010-2020 年新疆红枣种植面积和产量变化

趋势如图 3所示。随着新疆红枣种植面积迅速扩大，

到 2011年新疆成为我国最大红枣主产区，总产量达

105.80万 t，居全国第一。2016年种植面积达到顶点

11 351.55 万 hm2，之后逐渐下降，至 2020 年下降到

9 303.6 万 hm2，较最高点下降了 18%。主要原因是

从 2012 年开始全国红枣产量逐渐供大于需，价格开

始下滑，导致种植收益开始下跌，2016年以后的红枣

价格一直处于谷底振荡，新疆部分种植区逐渐有枣

农 开 始 砍 树 弃 种（https：//www. sohu. com/a/
428028590_120868908.）。由于大部分管理得当的枣

树 5~8 a以后就进入盛产期，此时单产的增长弥补了

种植面积的下降，整体总产量仍维持增长态势。

新疆红枣种植区域分布如图 4所示，主要分布在

南疆地区，其中喀什地区红枣种植面积占新疆总面

积的 32.8%；种植面积由大到小依次为兵团、和田地

区、阿克苏地区、巴州地区。从产量分布可以看出，

兵团红枣产量占新疆总产量的 54.57%，表明兵团红

枣种植管理水平较高。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官网和《2021年新疆统计年鉴》《2021年陕

西统计年鉴》《2021年河北统计年鉴》《2021年山西统计年鉴》《2021
年山东统计年鉴》《2021年河南统计年鉴》。Data sources： 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 and Xinjiang statistical yearbook（2021）， 
Shaanxi statistical yearbook （2021）， Hebei statistical yearbook 

（2021）， Shanxi statistical yearbook （2021）， Shandong statistical 

yearbook （2021）， Henan statistical yearbook （2021）.

图1 2020年我国红枣主产省区产量占比

Fig.1 The proportion of Chinese jujube production in 
main producing provinces in 2020

图2 2010-2020年全国和主产省区红枣产量变化趋势

Fig.2 Change trend of jujube production in China and 
major provinces and regions from 2010 to 2020

图3 2010-2020年新疆红枣种植面积（A）和产量（B）变化情况

Fig.3 Change of planting area（A） and yield（B） of jujube in Xinjiang from 2010 to 2020

1.2　红枣果品市场和流通情况

我国红枣市场产品结构相对稳定，原枣是最大份

额的品类。目前我国制干、鲜食、兼用和蜜枣品种的

产量比约为 6∶1∶2∶1［7］。相关数据显示（https：/www.
sohu.com/a/445642645_100016544.），红枣的初加工

利润约为20%，而深加工利润可超过30%。红枣的市

场消费方式具有显著的地域特色，东北、西北地区通

常直接食用，部分用于泡水、制作糕点等；华南地区主

要将干制红枣作为药食辅料添加在食品中，如熬粥、

煲汤等。

中国海关资料显示，近年来，随着国际贸易的发

展，红枣产业也得到了显著提升，2017年后红枣出口

量呈现逐年走高的趋势（图 5）。目前，越南、马来西

亚、日本、新加坡等国为我国红枣出口的主要对象。红

枣进口量少且不稳定，2021年，我国红枣进口量最高，

达1 256 t。新疆红枣作为我国标志性农产品，产销形

势独特，属于“自产自销”产品，但新疆红枣近年来的

进出口数量和金额也呈上升趋势，2022 年出口量为

1 757 t，金额达2 491万元，较2021年增长263.8%。

在红枣价格方面，2004 年原枣价格曾经一度超

过 30 元/kg，至 2011 年更是创下 41.02 元/kg 的历史

高位。自 2012 年以来，红枣产量持续增长处于供大

于求的局面，红枣价格持续下滑，2014年后枣农收益

开始亏损，2015年之后红枣价格一直在底部振荡，截

至 2020 年新疆红枣统货价格 4~5 元/kg（图 6）
（https：//www. huaon. com/channel/trend/691560. ht⁃
ml.）。2021 年受减产影响，新疆红枣统货价格大幅

上涨，最高涨至 10元/ kg以上，后期红枣统货价格保

持在 8.5元/ kg左右，较 2020年增长 80%。红枣货品

价格不一对于中间环节贸易商影响较大，对于刚需

消费者实际影响不大且逐渐接受。

2　新疆红枣加工现状

2.1　红枣加工制品

新鲜红枣营养丰富，但其含水量高、呼吸强度

大，集中采收后在运输、加工各环节极易失水皱缩、

酒化、霉烂等［8］。因此，研究和开发红枣加工制品对

新疆红枣产业意义重大。新疆红枣除小部分鲜食

图5 2018-2022年全国和新疆红枣出口量变化趋势

Fig.5 Trends in the export volume of jujube in China 
and Xinjiang from 2018 to 2022

图6 2000-2018年新疆红枣价格、成本和收益变化情况

Fig.6 Changes in price， cost and revenue 
of jujube in Xinjiang from 2000 to 2018

A.面积分布 Areadistribution； B.产量分布 Yield distribution.
图4 2020年新疆红枣种植区面积（A）和产量（B）分布

Fig.4 Area（A） and yield（B） distribution of jujube in Xinjiang in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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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消费方式具有显著的地域特色，东北、西北地区通

常直接食用，部分用于泡水、制作糕点等；华南地区主

要将干制红枣作为药食辅料添加在食品中，如熬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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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独特，属于“自产自销”产品，但新疆红枣近年来的

进出口数量和金额也呈上升趋势，2022 年出口量为

1 757 t，金额达2 491万元，较2021年增长263.8%。

在红枣价格方面，2004 年原枣价格曾经一度超

过 30 元/kg，至 2011 年更是创下 41.02 元/kg 的历史

高位。自 2012 年以来，红枣产量持续增长处于供大

于求的局面，红枣价格持续下滑，2014年后枣农收益

开始亏损，2015年之后红枣价格一直在底部振荡，截

至 2020 年新疆红枣统货价格 4~5 元/kg（图 6）
（https：//www. huaon. com/channel/trend/691560. ht⁃
ml.）。2021 年受减产影响，新疆红枣统货价格大幅

上涨，最高涨至 10元/ kg以上，后期红枣统货价格保

持在 8.5元/ kg左右，较 2020年增长 80%。红枣货品

价格不一对于中间环节贸易商影响较大，对于刚需

消费者实际影响不大且逐渐接受。

2　新疆红枣加工现状

2.1　红枣加工制品

新鲜红枣营养丰富，但其含水量高、呼吸强度

大，集中采收后在运输、加工各环节极易失水皱缩、

酒化、霉烂等［8］。因此，研究和开发红枣加工制品对

新疆红枣产业意义重大。新疆红枣除小部分鲜食

图5 2018-2022年全国和新疆红枣出口量变化趋势

Fig.5 Trends in the export volume of jujube in China 
and Xinjiang from 2018 to 2022

图6 2000-2018年新疆红枣价格、成本和收益变化情况

Fig.6 Changes in price， cost and revenue 
of jujube in Xinjiang from 2000 to 2018

A.面积分布 Areadistribution； B.产量分布 Yield distribution.
图4 2020年新疆红枣种植区面积（A）和产量（B）分布

Fig.4 Area（A） and yield（B） distribution of jujube in Xinjiang in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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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90% 以上的红枣经过粗加工或精深加工后变为

产品再向市场销售［9］。红枣初加工核心工艺为干制，

产品包括烘干枣、冻干枣、枣夹核桃、枣片等，加工层

次较低，产品形式单一、附加值低；精深加工产品是

在初加工的基础上采用复杂工艺制成，如枣粉、枣

汁、枣酒、枣醋［10］，以及枣功能性成分制备的产品如

枣多糖、枣黄酮、枣环磷酸腺苷口服液等。艾克拜

尔·艾海提等［11］研究了枣汁的提取工艺，红枣原汁能

极大地保留枣果营养物质，通过对原汁再加工后可

制备高营养的红枣复合汁、FC 果汁、功能性果汁及

发酵类饮品等产品。郭俊花等［12］以小麦粉为主要原

料，添加玫瑰花粉和枣泥研制了玫瑰花红枣挂面；帕

热克·爱尼娃尔等［13］以红枣粉和天然奶酪为原料制

备了红枣奶酪。

目前，新疆红枣加工企业仍以初加工为主，精深

加工企业（合作社）整体规模相对较小，生产力发展

水平有待提升，缺乏高效的红枣资源转化能力，制约

了新疆红枣产业发展。应鼓励发展红枣采后商品化

处理，进行多元化产品开发，同时对红枣副产物进行

资源化综合利用［14］。

2.2　红枣加工技术

新疆红枣主要为干制品种灰枣和骏枣，占比超

过总产量的 95%，因此，加工技术对新疆红枣产业的

发展至关重要。传统的初加工方式包括自然干燥和

热风干燥，虽然操作简单，但干燥效率较低且影响产

品品质。在干燥技术创新的推动下，真空冷冻、微

波、远红外、喷雾、变温压差膨化等［15］干燥技术也逐

渐应用在新疆红枣加工领域，大大地提高了红枣的

干制效率。新疆农垦科学院贾文婷等［16］以新疆地区

5个品种的红枣为原料，采用变温压差膨化技术制备

了红枣脆片，产品在口感上更为酥脆；石河子大学

Liu 等［17］采用高温高湿烘制工艺对新疆骏枣进行加

工，可充分保留红枣的风味和营养物质。

在红枣精深加工技术方面，应用较为广泛的包

括超高压技术、发酵技术、提取技术等。超高压技

术［8］主要用于枣饮料生产中的杀菌过程，且具有抑

酶、提高加工品质和延长枣汁贮藏期的作用。枣酒、

枣醋等产品的生产通常采用发酵技术，红枣经过乙

醇或醋酸发酵，制成的枣醋不仅保留了红枣的营养

物质，还具有食醋的保健功能。此外，枣醋具有浓郁

的枣香味，且富含丰富的营养物质。近年来随着酿

酒产业的发展，果酒成为酒类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

新疆枣酒逐渐开始走俏市场。李斌斌等［18］以新疆骏

枣为原料，采用多菌株联合发酵技术酿制红枣果酒，

与传统单一菌株发酵相比，产品果香浓郁，口感更加

协调、余味较长，具有良好的挥发性风味特征和感官

品质。李桂林［19］利用新疆和田地区干制红枣，采用

发酵技术以及陈酿工艺制备了低甲醇红枣白兰地，

香气和谐，酒体更加丰满醇厚。张治刚等［20］利用生

物工程技术和固态发酵技术酿造红枣白酒，将枣酒

的天然健康因子与白酒有机结合。提取技术在红枣

加工中主要应用于功能性成分的提取，包括溶剂萃

取法、酶法、超声辅助低共熔溶剂法、超声-酶耦合法

等。朱焱超等［21］采用超声法提取了红枣总黄酮，使

其提取量达到 2.36 mg/g；白冰瑶等［22］采用超声辅助

低共熔溶剂法提取了红枣多糖，提取率达到 8.33%。

此外，真空渗糖技术可用于枣脯制作，能有效地保持

原有的色香味。

3　新疆红枣产业发展存在的问题

3.1　枣园生产管理标准化、机械化水平低，成本投

入高，产出效益低

新疆红枣种植模式多样，传统的种植管理方式

主要依靠人工，用工量大、劳动强度高，种植管理标

准化和机械化水平度较低［23］。近年来，随着新疆

红枣种植规模的不断扩大，生产成本投入高达 4.5
万元/hm2，其中人工劳动力、农资投入达 3 万元/
hm2，修剪、收获环节的用工投入约 0.6万~0.9万元/
hm2，人均 250~300 元/d。因此，红枣修剪和收获机

械是当前红枣全程机械化生产的迫切需求，但因种

植模式多样、管理不标准等问题，导致技术实施难度

较 大（https：//finance. sina. cn/futuremarket/qsyw/
2019-04-29/detail-ihvhiqax5680076. d. html.）。此

外，新疆枣产品运输距离远、运输成本高。

3.2　红枣产业链短，同质化严重，缺乏技术创新

目前新疆红枣产品主要是原枣，大型企业少，缺

乏技术创新，品牌建设不强，导致产业链短，产后仅

限于分级烘干等初级产品，产后增值较小，在一定程

度上限制了枣产业效益的充分体现（https：//www.
sohu.com/a/200575543_99900443.）。主要表现在：

红枣产能过剩，势必导致产品价格“天花板”和成本

“地板”不断趋近，产品附加值和利润低下，缺乏市场

竞争力，加工产品同质化严重，虽然原料产地不一但

加工产品没有本质区别，价格竞争激烈；而且商品的

一致性较差，不同年份、不同批次甚至同一包内每个

枣的质量不一，产品标准化和质量的稳定性难以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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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目前新疆红枣销售虽已形成优质优价态势，但

基本以原枣制干为主，深加工、差异化的系列产品缺

乏。近年来，新疆红枣相关加工企业也开始投入精深

加工枣产品，如枣酒、枣饮料、含功能性成分产品

（https：//www. huaon. com/channel/trend/691560. ht⁃
ml.），但是因为红枣品种较为单一，加工专用品种选育

和原料生产滞后，基于原料成本考虑，精深加工原料主

要以残次枣、等外枣为主，精深加工品质不高（https：//
www. chinairn. com/scfx/20210922/110557296. sht⁃
ml.）。

4　新疆红枣产业发展对策建议

4.1　加快创新步伐，转变增长方式，提高综合效益

一是要加强枣园优质高产理论研究，统一种植

模式，规范枣树种植管理，推广省力化简约栽培，实

行标准化、机械化管理，加强农机农艺融合，加大科

研投入和攻关力度，重点突破枣园生产管理中修剪、

收获等技术瓶颈，提升枣园管理机械化装备水平，从

而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产出效益。二是开展不同红

枣种植区高产栽培技术、高效水肥利用、病虫害防

治、机械化生产等技术创新和集成应用，提高红枣品

质、产量和生产的稳定性。三是改变红枣企业经营

模式，要实行产加销一体的产业化经营，生产规模的

确定需以原料生产基地的大小和市场的辐射半径为

依据，并将大、中、小不同规模的企业融合在一起，在

此基础上壮大龙头企业，从而带动产业整体发展进

而提高综合效益。

4.2　加大产品开发力度，提升产品竞争力，延长红

枣产业链

一是根据市场需求，选育较适宜加工的红枣品

种，且引导市场依照培育优质品种、提升产品品质、

打造区域代表性品牌和开展标准化生产等相关要求

进行合理经营，从而保障红枣加工产业的高质量可

持续性发展。二是根据目前消费者对食品营养、绿

色和个性化的市场需求，研发以红枣为主的功能性

新产品，使其具有健康安全、口味独特、营养丰富等

特点，例如红枣保健品、医用配方产品等，着力发展

红枣加工产品的多样化，通过扩展产品的种类更好

地满足不同消费群体的多种需求。三是提高红枣生

产技术和创新能力，通过引进、应用新的加工技术、

生产设备和工艺，快速提升精深加工企业的生产能

力，从而提高产出的质量和水平，增加产品收益，延

长产业链，建立从清洗到销售的一体化、智能化加工

技术体系。四是加大商品化生产支持力度，采后按

照品质进行等级分类，优质原料经过标准化处理后

直接销售，其他等级原料通过多元化产品开发提升

产业效益，拓展产品销路，延长产业链，提高综合利

用水平。

4.3　加强产品加工质量和品牌建设，提升产品竞

争力

一是逐步建立红枣从采收到销售的加工全程质

量标准体系，加强标准化生产推行力度，通过质量监

管、品质控制、制度优化等方式全面提升企业的控制

能力和生产水平，从而保证加工产品的安全与高效。

二是加大红枣标准化生产的支持力度，强化品牌建

设和特色建设，大力开展推介和宣传活动进行市场

引导，从而进一步培育能够承载新疆文化、体现新疆

特色的知名品牌企业。此外，根据市场需求建立新

疆区域特色公用品牌，通过协同管理机制促进品牌

农产品的质量标准、销售渠道、技术创新的协同管

理，推动新疆红枣加工企业做大做强，为红枣产业提

高经济效益。

5　结束语

红枣作为新疆重要的经济林果，经济及生态效

益明显，在南疆地区林果业中一直占有十分重要的

地位。红枣加工业的进一步发展，对南疆地区农业

产业结构调整、振兴农村经济发展、促进农民持续增

收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而精深加工是新疆红枣

产业未来发展的主要方向，将会向复合果汁饮料、枣

酒、保健食品、药品等领域发展，趋向多元化。因此，

要使新疆红枣加工业发展壮大、健康可持续发展，必

须坚持长远发展目标，推进标准化原料基地建设、提

升精深加工技术水平、提高产业科技创新力等，研发

具有区域特色和市场竞争力的产品，加快红枣产业

的健康发展，在国内和国际市场中稳占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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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tuation and prospects of developing jujube industry in Xinjiang

GUO Huijing,JIN Xinwen,SHEN Congju,LIU Zhanxia,LI Binbin,YANG Hui,JIA Wenting

Institute of Agro-Products Processi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Key Laboratory of Agro-Products 
Processing，Xinjiang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and Reclamation Science，Shihezi 832000，China

Abstract The planting area and annual yield of jujube in China rank first in the world，while Xinjiang 
is the largest jujube production area in China.The jujube industry，as an important pillar industry of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Xinjiang，has a good industrial foundation and development prospects.However，
the processing products of Xinjiang jujube are still mainly primary processing products，with a low propor⁃
tion of intensive and deep processing，which limits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Xinjiang jujube pro⁃
cessing industry.This article reviewed the situation of jujube planting，production and market circulation in 
China and Xinjiang，and summarized the progress of jujube processing products and processing technology 
in recent years.The current problems of Xinjiang jujube industry including the low degree of mechanization，
short industrial chain，and serious product homogeneity were analyzed. Measures and advices in terms of 
planting patterns，product development，and brand construction were proposed.It will provide useful refer⁃
ence for promoting the high-qualit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jujube processing industry in Xinjiang.

Keywords jujube industry； processing technology； product development； brand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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