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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怀柔西洋参产业发展战略研究
Ξ

王静慧, 吴文良
(中国农业大学 资源环境学院, 北京 100094)

　　[摘　要 ]　分析了北京怀柔西洋参产业化发展的规模、效益和龙头企业带动作用, 总结了西洋参产业化发展

的优势和存在的问题, 提出了西洋参产业进一步发展的战略对策, 即要因地制宜、合理规划, 加强政府服务和政策

扶持, 依靠科技进步建设生态型产业, 壮大龙头企业, 完善产业化服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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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洋参属名贵保健药品。目前, 中国已成为继美

国、加拿大之后的第三大西洋参生产国, 更是世界上

最大的西洋参消费市场[1 ]。由于传统的毁林种参方

式生态损失巨大, 而农田种参兼具效益高、周期短

(4～ 5 年)、可参粮轮作、保护生态等特点[2 ] , 因此农

田种参逐步取代了传统种植方式。在我国现有的东

北、华北、西北三大西洋参主产区中[3 ] , 北京怀柔不

仅栽培面积大, 而且形成了“公司+ 基地+ 农户”的

产业化格局。本文在综合研究怀柔西洋参产业发展

现状的基础上, 分析了怀柔建设西洋参基地的优势

和存在问题, 提出了相应的发展战略和对策措施。

1　怀柔西洋参产业化发展的成效

1. 1　栽培面积增长迅速

　　自 20 世纪 80 年代引种成功以来, 怀柔西洋参

种植规模逐年扩大 (表 1) , 特别是 2001 年后, 每年

新增面积都在 66. 67 hm 2 以上。2001 年, 怀柔有 13

个乡镇的 75 个行政村种植西洋参, 2002 年, 全区 15

个乡镇的 105 个行政村都有种植, 累计种参

466. 67 hm 2, 绿色保存面积 386. 67 hm 2, 在全国名

列前茅, 并成为我国西洋参种植、科研、繁育、销售基

地, 初步形成了以北房镇为中心的平原种植区、以沙

峪为中心的丘陵种植区和以汤河口为中心的高海拔

种植区等 3 类种植区。

表 1　怀柔历年西洋参种植面积

T able 1　T he p lan ting area of Am erican Ginseng

in H uairou district in differen t years hm 2

年份
Year

新增面积
A rea of new

p lan ting

绿色保存面积
A rea in
ex istence

绿色种植面积
A rea of green

p lan ting
1996 年以前
Befo re 1996 13. 33～ 26. 67 13. 33～ 26. 67 13. 33～ 26. 67

1999 64. 67 — —

2000 52. 71 175. 33 353. 33

2001 80. 00 213. 33 420. 00

2002 77. 33 386. 67 466. 67

　　注: 绿色种植面积包括当年的绿色保存面积和晾地面积。

N o te: T he area of green p lan ting includes the area in ex istence and the area

ready fo r p lan ting in the sam e year.

1. 2　生产经济效益明显

由表 2 可以看出, 1997 年以来, 西洋参平均产

量从最初的 1 500 kgöhm 2 增加到 2001 年的 5 205

kgöhm 2, 产量、产值和农民收益分别是 1997 年的

6. 06, 4. 02 和 8. 03 倍, 平均收益超过 46 928

元ö(hm 2·年)。

随着种植西洋参效益的增加, 西洋参种植户的

数量也逐年增加 (表 3)。该区 1996 年以前只有几十

户, 到 1999 年增加到 490 户。2000 年后, 由于龙头

企业的强力带动, 全区种植户逐年翻番, 2002 年达

到 3 200 户 (表 3)。

在经济效益方面, 西洋参种植具有高投入、高产

出的特点。以成本较高的直接播种法为例, 其费用支

出包括种子、土地租金、生产物资、田间设施建设、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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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费和人工费等, 1 个种植周期 (5 年)的平均总投入

为 28. 44 万元öhm 2, 相当于每年 5. 688 万元öhm 2。

如果不计人工费和土地租金, 5 年内投入成本为

23. 625 万元öhm 2, 平均每年 4. 725 万元öhm 2, 其中

种子费用占总投入的 32. 9%。此外, 设施和生产资

料投入也占较高比例。
表 2　怀柔西洋参产量与收入统计

T able 2　Statist ics of ginseng yield and incom e in H uairou district in differen t years

年份
Year

收获面积öhm 2

H arvested
area

总产量ökg
To tal
yield

平均产量ö(kg·hm - 2)
A verage

yield

年产值ö万元
P roduction

value in a year

收入ö万元
Incom e

1997 4. 91 23 215. 50 4 725. 00 285. 00 78. 87
1998 11. 32 55 262. 00 4 875. 00 405. 20 175. 63
1999 10. 06 38 245. 70 3 802. 05 306. 10 288. 22
2000 13. 79 65 173. 50 4 725. 00 532. 00 529. 00
2001 27. 00 140 600. 00 5 205. 00 1 146. 04 633. 47

　　注: 1999, 2000 年由于大旱影响, 单位面积产量下降。

N o te: T he yield per un it area dropped because of drough t in the year 1999 and 2000.

表 3　怀柔历年种植西洋参的农户数量

T able 3　T he num ber of farm ers p lan ting

ginseng in differen t years

年份
Year

农户数
N um ber of

farm ers

年份
Year

农户数
N um ber of

farm ers

1997 310 2000 1 100

1998 370 2001 2 370

1999 490 2002 3 200

　　尽管如此, 种植西洋参的经济效益仍然很显著。

按照最高年总成本 (56 880 元öhm - 2)、最低产量 (鲜

参 4 500 kgöhm 2, 种子 450 kgöhm 2)、最低价格 (鲜

参 80 元ökg, 种子 260 元ökg) 进行计算, 则年最低

收入 95 400 元öhm 2, 每年的纯收入可达 38 520

元öhm 2, 若不计土地租金和人工费, 则年纯收入为

48 150 元öhm 2。事实上, 若按照较低成本的育苗移

栽法计算, 年均纯收入还可增至 56 437. 5 元öhm 2

(不计土地租金和人工费)。

1. 3　产业化经营格局基本形成

怀柔西洋参产业的发展过程就是龙头企业强力

带动的过程。1996 年前, 全区 70% 的西洋参由怀柔

西洋参公司 (以下简称龙头企业) 直属参厂生产,

2000 年后, 随着资金和技术实力的不断增强, 龙头

企业开始改制, 将单一种植模式逐步转变为以产品

研发、西洋参收购、加工、营销为主, 并初步形成了农

工贸一体化、“公司+ 基地+ 农户”的产业化格局。龙

头企业还采取保种子、保技术、保产量、保收购底价

的“四保”政策, 与参农签订合同, 风险共担、利益共

享, 将其主要资金用于开拓市场、建立品牌, 而将西

洋参种植、基地的管理交给擅长土地种植和管理的

农民。为帮助农民种植西洋参, 龙头企业经常垫款向

农户提供种子, 解决农民前期投入的 1ö3, 待收参后

才扣除这笔资金, 使农民种不用愁, 产不怕销, 连续

使全区种参农户数量翻番, 到 2001 年带动全区种植

基地 25 个, 2002 年带动全区西洋参总种植面积达

到 466. 67 hm 2, 使怀柔迅速成为全国农田种植西洋

参基地。同时, 龙头企业还积极实施华北、东北扩张

战略, 把基地扩展到京郊顺义、房山及河北、山东、东

北等地, 有力地拉动了周边经济的发展。

正是依靠典型的“公司+ 基地+ 农户”的经营模

式, 农民与企业风险共担, 优势互补, 使怀柔农民、企

业、地方政府都从中获益。改制后的龙头企业产值利

润增长很快, 2001 年的产值、利润比 2000 年翻了一

番, 产品加工增值率达到 70%～ 150%。为加大西洋

参产品和市场的开发, 提高市场占有份额, 龙头企业

重点抓市场、建体系、树品牌、促营销, 使怀柔“天惠”

西洋参销往全国 17 个省市自治区, 进驻 300 多家药

店和 200 多家超市, 市场占有率接近 20%。2002 年,

北京、天津、石家庄等地分别建起了“天惠”西洋参专

柜和“天惠”参行, 实现了产品的连锁经营和品牌销

售。

1. 4　农民在种植业的投资主体地位逐步确立

在政策引导和龙头企业的带动下, 怀柔的西洋

参种植由过去的龙头企业直接投资转向以农户为投

资主体。据怀柔农委统计, 1996 年以前, 西洋参种植

几乎全是龙头企业直接投资, 1996 年以后, 龙头企

业投资规模逐渐缩小, 个人和集体投资规模日益扩

大。2002 年现存的西洋参绿地面积中, 76. 1% 由集

体与个人投资种植, 龙头企业直接投资的种植面积

减少到 23. 9%。

1. 5　技术保障与鼓励政策

由于西洋参种植成本高, 栽植、加工的科技含量

高, 龙头企业专门建立了西洋参农田栽培试验、示范

基地, 对西洋参栽培、繁育、植保、加工及西洋参的化

学、药理作用进行综合性研究, 保障了西洋参的高产

优质。另外, 为推动西洋参产业的发展, 怀柔区出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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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各项鼓励政策。一是为缓解农民资金困难, 对西洋

参种植户前 4 年缓征农业税, 待收参以后补交; 二是

出台奖励政策, 集体和农户每种植 0. 07 hm 2 西洋参

可获奖励 1 000 元, 如果发展到 0. 67 hm 2 以上, 则

每 0. 07 hm 2 可获奖励 1 500 元; 三是大力投入农田

基础设施建设, 支持西洋参产业的持续发展。

2　怀柔西洋参产业化发展的优势

2. 1　品质优势

　　西洋参含有 30 种以上具广谱药理作用的人参

皂甙类成分, 经国家卫生部分析, 国产西洋参人参总

皂甙、分组皂甙含量与进口西洋参基本相同, 而怀柔

西洋参的有效成分含量还高于进口参, 说明怀柔西

洋参的药效并不逊色, 甚至优于进口西洋参。品质的

优势使怀柔西洋参产业可面向国际市场发展。

2. 2　自然条件优势

西洋参的地域选择性很强, 需光但怕强光, 需水

但怕大水, 需温但惧高温。因此, 中国西洋参主产区

普遍受到自然条件的限制[4 ]。例如东北地区低温寒

冷, 无霜期短, 日照不足, 导致西洋参有效成分含量

低、种子难以成熟; 陕西汉中地处秦巴山区, 山高坡

陡, 土壤脊薄, 水土流失严重, 西洋参难以大面积发

展; 山东莱阳、烟台等地土壤多为红棕壤, 粘度大, 通

透性能差, 水害较重。因此, 西洋参在这些地区都能

试种成功, 但难以形成较大的生产规模[5 ]。北京怀柔

也有高温干燥的问题, 但总的来说, 怀柔地理位置与

美国西洋参主产区威斯康星州的纬度相当, 地处北

纬 40°14′～ 41°04′, 同属北温带地区, 土壤和气候类

型相近, 均为酸性沙壤土, pH 值为 5. 5～ 7, 为西洋

参的生长发育提供了理想的生态环境。怀柔西洋参

品质超越进口参就是基于这个原因。

2. 3　市场前景广阔

目前仅有美国、加拿大和中国栽培西洋参。1996

年世界西洋参总产量 1 650 t (干参) , 中国产出 100

t, 仅为世界总产量的 6%。2000 年全世界西洋参年

需求量约 2 000 t, 尚有缺口 350 t, 国内市场西洋参

年需求量约为 1 000 t, 而国产西洋参年产量仅

100 t [6 ] , 还不足国内需求量的 10% , 其余的均需依

赖进口。另外, 西洋参的主产国是美国、加拿大, 但消

费群体主要是华人, 消费市场主要在中国大陆及东

南亚国家和地区。作为世界上最大的西洋参消费市

场, 中国的需求量占世界西洋参总产量的 36% 以

上, 但目前我国产量仅是世界总产量的 6% , 这与全

球最大消费国的地位极不相称。虽然 1995 年以来,

国内西洋参的销量每年都以 23% 的速度递增, 2002

年国内销售额达到 100 亿元, 但仍不能满足巨大的

市场需求。近年来, 日本、韩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将

西洋参列为食品管理范围, 把人参皂甙作为食品添

加剂使用, 可见西洋参产业的市场前景十分广阔[7 ]。

3　怀柔西洋参产业发展中面临的问题

3. 1　龙头企业的产品研发和市场开拓能力有待进

一步加强

龙头企业带动了怀柔西洋参产业的发展, 但从

国内外市场形势看, 龙头企业仍需进一步扩大规模,

品牌知名度也有待提高, 突出表现为产品深度开发

力度不够。西洋参加工增值率在 70%～ 150% , 但怀

柔目前仍有 1ö3 左右的鲜参是以原料形式出售的,

其他部分只是经过简单加工, 缺乏深度开发产品。另

外, 怀柔西洋参虽然在品质方面不逊色于进口西洋

参, 但消费者缺乏了解, 仍然习惯于选择进口参,“天

惠”西洋参市场认知度和市场占有率仍然有限。

3. 2　规模和效益有待进一步提高

虽然怀柔已经成为我国西洋参基地, 但 2002 年

西洋参绿色留存面积仅占全区耕地面积的 2% , 产

值仅占种植业产值的 4. 12% , 而要将西洋参建成区

内主导产业, 其产值比重应在 15% 以上。

几年来, 怀柔西洋参单产逐年提高, 但与北美、

我国东北等地区相比仍有一定的差距。2001 年, 全

区最高产量为 9 000 kgöhm 2, 平均为 5 205 kgöhm 2,

最低仅为 1 500 kgöhm 2, 而我国东北和北美地区平

均产量均达到 10 500 kgöhm 2。

从种植成本看, 每公顷成本从 1997 年的 30 余

万元下降到 2001 年的 25. 5 万元, 但在种子、农药、

化肥等投入方面仍有很大下降空间。特别是现有种

植西洋参的成本构成中, 购种资金就占总投入的

32. 9%。这是由于西洋参种子自繁自育量不足, 每年

不得不大量进口, 但随着西洋参自繁能力和品质的

提高, 种子投入不断下降, 成本将有望大幅度降低。

3. 3　优等参比例有待提高

龙头企业根据规格和质量将西洋参分成 1～ 5

个等级和 6 等病残参, 分级收购。2001 年 1～ 6 个等

级的合同参收购价格分别是 128, 108, 90, 60, 30 和

18 元ökg。一等参的收购价格是四等参的 2. 13 倍,

是病残参的 7. 11 倍; 三等参收购价格是四等参的

1. 5 倍, 是病残参的 5 倍, 低等参比例的提高必然成

倍地影响西洋参产业的整体经济效益。2001 年, 合

同内收购的 4～ 6 等参达到 38. 8% , 收入只占总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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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的 20. 36% ; 合同外收购的 4～ 6 等参比例达到

40. 33% , 收入只占总收入的 23. 68%。可见, 提高优

等参的比例是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3. 4　西洋参茎叶资源亟待开发利用

西洋参的常规生产和加工都以参根为利用对

象, 大量的茎叶当作废弃物被处理掉。事实上, 西洋

参茎叶中含有较高的皂甙成分, 是商品参根中皂甙

含量的 3 倍多[8 ]; 如果在 4～ 5 年的生长期内, 将茎

叶中的有效成分全部提取出来, 则相当于该株参根

中药效成分的含量。也就是说, 在生产加工过程中,

1ö2 以上的有效成分被白白浪费了[9 ]。目前西洋参

茎叶资源的提取利用技术已经成熟, 可以提取皂甙、

挥发油、多糖, 并可开发成参叶茶、西洋参叶粉、参叶

酒、餐饮保健调料等产品[9 ] , 但当前怀柔的西洋参茎

叶资源一直处于浪费状态。

3. 5　防御自然灾害能力较差

怀柔也有高温干燥的气候问题, 近年来怀柔当

地的水资源总量持续下降, 灌溉设施落后, 造成干旱

年份灌溉难以保证。1999 年持续的高温干旱天气导

致西洋参单产比 1998 年下降 22%。2001 年春季干

旱少雨, 采收前阴雨连绵, 使西洋参的有效生长期缩

短, 显著影响了西洋参的产量和品质。总之, 基础设

施落后、抗灾防灾能力差已经成为怀柔西洋参产业

持续发展的瓶颈之一。

4　怀柔西洋参产业化发展的战略对策

4. 1　科学规划, 合理布局

　　怀柔自然环境适合于西洋参产业的发展, 随着

西洋参种植效益的逐年增加, 西洋参在怀柔各地种

植日益广泛, 这使得因地制宜的合理规划成为当务

之急。西洋参在一个种植周期后同一块土地不适合

连续种植, 因此, 轮作倒茬的品种选择和规划就成为

西洋参产业可持续发展的难点。要解决这个问题, 就

必须科学规划, 否则不但难以实现远期的经济效益,

而且可能破坏生态环境。

4. 2　多方吸引社会资金

西洋参种植的前期投入很高, 使得西洋参产业

的农户参与数量有限。这就需要政府通过各种政策

吸引社会资金, 特别应鼓励外商投资, 引导西洋参产

业走向良性循环。因此, 要特别保持扶持政策的连续

性和稳定性, 至少应扶持一个西洋参种植周期 (4～ 5

年)。

4. 3　依靠科技实现生态经济协调发展

第一, 要重点研究和推广良种繁育、节水灌溉等

技术, 减少种子和农药的用量, 降低单位成本; 第二,

要开发无公害产品, 建设生态产业, 提高单位面积产

量和单位经济效益; 第三, 要尽快开发利用西洋参茎

叶资源。

4. 4　龙头企业实施品牌战略

龙头企业要以市场为导向加快开发新产品, 开

拓新市场, 加大怀柔西洋参的品牌宣传力度, 提高社

会认知度和市场占有率, 以此扩大产品销路, 并进一

步带动新产品研究开发和产品深加工。

4. 5　加强西洋参产业化专业服务组织的建设

种植西洋参的技术含量较高, 而当前龙头企业

技术服务力量较薄弱, 随着全区种植面积的迅速增

加, 技术推广服务将更加困难。因而怀柔区要充分利

用农民自己的技术服务组织, 既为农民提供技术、原

料、贷款等服务, 又能发挥中介组织的作用, 切实维

护农民利益。建议尽快在怀柔的 3 类西洋参种植区

建立西洋参生产协会, 充分发挥服务组织的辐射带

动作用和行业服务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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