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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国产榴莲种植销售情况调查

本报记者

潘世鹏

榴莲气味浓烈，含有丰富的营养成分，其产

地主要分布在东南亚国家。由于产量较少、来源

单一、运输成本较高，导致榴莲价格长期居高不

下，是国内水果市场中的“贵族”。我国是全球第

一大榴莲消费市场，榴莲价格的高低直接牵动着

广大消费者的心。

今年 8 月，海南国产榴莲上市的消息迅速传

开，“海南榴莲熟了”“实现榴莲自由就靠海南了”

等说法打动了每一个爱吃榴莲的消费者。海南

榴莲种了多少、产量多少、何时投入市场、对平抑

价格究竟能起多大作用？记者对此进行了调查

采访。

市场火热带动国内种植

“每天都在吃榴莲，今天开了一个五房小胖

子”“以前闻到榴莲味绕道走，现在看到榴莲走不

动道”“榴莲自由的夏天，这个‘榴莲季’我吃了 21

个榴莲”⋯⋯炎炎夏日，“水果之王”榴莲是不少

消费者的热宠。在微博“榴莲超话”栏目，近万名

粉丝分享了对榴莲的喜爱。在淘宝热搜榜，液氮

榴莲、巴掌榴莲、泰国金枕、猫山王等成为当红商

品。在京东、拼多多、盒马、抖音商城等平台，榴

莲消费保持火爆态势。

除了网上热卖，线下实体店的榴莲也很畅

销。8 月末，记者在海口市美兰区国兴大润发商

场看到，榴莲展区不时有顾客在选购。工作人员

告诉记者，榴莲很受消费者欢迎，虽然价格卖得

贵，但销量一直比较稳定。在海口市海府一横路

百果园水果店，店内醒目位置摆放着泰国 A 级金

枕榴莲，饱满的果实、金黄的果皮和满身的果刺

十分显眼，价格为 59.50 元/斤，购买一颗榴莲至

少需要花费两三百元。

水果市场种类繁多，但长满刺的榴莲却集

万千宠爱于一身，成为名副其实的网红水果。统

计数据显示，2022 年，榴莲进口额在中国进口水

果中居第一位，达 40.3 亿美元，进口量达到 82.5

万吨，相比 2014 年增长近两倍。海关数据显示，

2015 年至 2022 年间，中国鲜食榴莲进口量复合

增长率达 17%。2020 年起，榴莲已成为我国进口

量最大的水果之一。

专家分析认为，榴莲在全球贸易中呈现明显

的区域化特征，全球华人以及东南亚各国消费者

是主要消费人群。受国内榴莲需求增长的推动，

加上榴莲进口市场被国外垄断，其零售价格不断

上涨，已成为国内消费快速增长的高价水果之一。

对于市场的火热，企业感知最敏锐。深圳市

宝积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是一家从事东南亚水

果进口贸易的企业，2018 年起开展榴莲进口运输

销售业务，主要以进口马来西亚、泰国榴莲为主，

从产地源头落果到包装、装柜、跨境运输全供应

链自营。公司销售总监周汉臣告诉记者，“今年

国内榴莲消费和进口市场需求大增，加上今年泰

国榴莲产量上涨，4 月至 6 月大量泰国榴莲落地，

出现无柜可装、运力不足等状况”。目前，宝积进

口榴莲品种以马来西亚猫山王、泰国金枕为主，

在南宁国际热带农产品交易中心、郑州国际农产

品交易中心等交易市场进行销售，旺季时公司平

均每天进口榴莲量超 100 吨。

“国内榴莲销售主要是地区性贸易商在参

与，相对而言南方地区销量更好，认可度更高。

我们直观感受到，国内消费者对榴莲的喜爱度在

不断上升，今年的榴莲市场比去年更旺，好的果

品在进口时就已被批发商预订。”周汉臣说。

尽管需求量庞大，但目前国内市场的榴莲基

本依赖进口。实现“榴莲自由”一直是万千消费

者的期盼，榴莲的国产化也成为业界的普遍期

待。火爆的市场、巨大的需求，带动了国内不少

种植户跃跃欲试。据了解，目前海南三亚、保亭、

乐东等地纷纷试种榴莲，海南省种植面积已达

3 万亩左右。

海南榴莲初长成

7 月 25 日，在三亚举行的首届国产榴莲产业

发布会上，三亚规模化种植的榴莲首次与公众见

面，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榴莲爱好者及客商的目

光。手捧金黄饱满的榴莲果肉，不少品鉴客人一

边品尝“树熟”榴莲，一边在朋友圈分享“榴莲的

快乐”。

自从三亚育才生态区榴莲种植基地的鲜果面

世后，作为基地负责人，海南省榴莲协会会长、海

南省鸿翔农业集团优旗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杜百

忠就忙了起来，“有时一天要接待好几拨经销商，

都是慕名而来考察学习或洽谈合作的”。

该种植基地位于三亚市育才生态区立才农

场，距离三亚市中心 50 多公里。从三亚市区乘

车，沿着蔚蓝优美的海岸线，穿过植被茂密的农

场山林，一个多小时后就可抵达基地。目前，基

地种有榴莲 7000 多亩。

进入基地，一个巨大的榴莲雕塑矗立在山谷

中，旁边是正在建设的基地接待展示馆，山坡上

是长势良好的榴莲树。爬上最近处的山坡，便能

看到最先种植、今年首次挂果的榴莲树，这些榴

莲树已形成规模，基本都有三四米高，在有些树

上还能见到长满刺的成熟大榴莲。

海南的气候条件与榴莲主产国泰国、马来西

亚相似，具备种植榴莲的先天优势。海南与榴莲

的渊源由来已久。据相关报道，1956 年至 1961

年，海南农垦先后从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柬埔

寨等国多批次引进榴莲、山竹等热带果树 20 种，

分别由当时的保亭热带作物研究所等 4 个育种

站试种，但榴莲的成活率一直很低。让人欣喜的

是，2015 年海南华盛生态农业基地引种的 44 株

榴莲树，到 2019 年时竟开花结果了，这让研究者

备受鼓舞，也坚定了种植企业的信心。

2019 年以后，杜百忠和他的鸿翔农业在三亚

开启了榴莲种植探索实验。鸿翔农业是一家来

自吉林的企业，进入海南后原本从事玉米种子科

研育种研究。“2019 年，公司了解到海南一些居民

房前屋后的榴莲树有挂果的情况，对此很感兴

趣，便找到海南省农业科学院热带果树研究所进

行合作。”杜百忠回忆，“当时有传言认为海南是

种不出榴莲的，即使树苗长大也不结果。我们请

教了国内外专家，了解到此前引进的是种子，种

的是直生苗，只有约 60%的果树会结果，但结果

的期限很长，短则七八年，长则十几年，所以很多

人误以为海南种不出榴莲。”

杜百忠指着身边的地块对记者说，“我们从

2020 年起开始正式种植，这是我们最早种植的地

块，刚开始一点经验都没有，基本上是摸着石头

过河。作为一家科研公司，我们密切对接专家，

稳步推进种植研究。通过这几年的努力，基本摸

索出了国产榴莲的种植管理经验”。

海南省农业科学院热带果树研究所所长冯

学杰长期从事海南榴莲种植研究，他认为，相较

于其他水果，榴莲生长周期更长，是一种很“挑

剔”又爱“享受”的水果。它“住”在山里，喜欢冬

暖夏凉的气候，湿度也要控制得当，对种植技术

的要求很高，各种台风天气、病虫害等都会影响

榴莲的成长进度。因为“个子”比较高，壮年榴莲

树能长到 20 米以上，因此采摘成本也不低。

精细管理提升品质

海南榴莲主打“树上熟”，其果柄很粗，自然

成熟后就会从树枝上掉落。8月

16 日下午，杜百忠在榴莲基地拿出

几个当天掉落的鲜果，用刀切开后拿给前

来考察的客人品尝。

“口感真的不一样，吃到嘴里糯糯软

软的，很香甜。”吃过一块榴莲后，客人李

争燕称赞起来，“我是一个榴莲迷，之前以

为海南榴莲没啥特殊之处，品尝后才发现味

道简直刷新了我的认知”。

“今年是规模化种植后首次结果，但是由于

树龄偏小，产量还比较有限。”榴莲鲜果首次面

世，企业选择不对外销售，全部用来给客人品

鉴，杜百忠说，“为了保证鲜果品质，我们根据树

体强弱控制了挂果量，给每棵树留 2 个至 5 个

果，所以今年产量不高。预计到 2024 年或 2025

年，基地的榴莲产量将会有大幅提升，那时大规

模销售就有保障了”。

在杜百忠看来，海南榴莲最大的特色在于果

实全部是在树上成熟后自然脱落。“由于运输路

途遥远，东南亚榴莲很难做到鲜果树熟，一般在

六七成熟时就需采摘下来保存。而国产榴莲采

摘后可以在本地快速销售，因此能做到树熟，在

品质上有一定优势。”

在三亚育才生态区榴莲种植基地，“大嘴鸟

报恩榴莲”的标牌就挂在榴莲树上，仿佛是三亚

榴莲的特殊身份标识。

杜百忠向记者讲述了“报恩”榴莲的来龙去

脉，“榴莲在我国的需求量非常大，但‘路熟’榴莲

的品质却很难保证。网友口中的‘报恩’榴莲、

‘报仇’榴莲，反映出消费者开榴莲时的忐忑心

情。榴莲价格很高，消费者对其品质格外看重。

而国产榴莲能做到‘树上熟’，成熟度更有保障，

消费者购买起来也更加放心”。

何谓“报恩”榴莲？杜百忠和他的研究团队

通过近两个月的采摘、品鉴和观察，总结出了三

亚“树上熟”榴莲“一黄二白三不沾”的鲜果特点，

即果肉呈黄色，内壳白，且果肉不沾壳、不沾核、

不沾手。“海南榴莲一面世，就得到了品尝者的充

分肯定。”令杜百忠信心十足的是，经过检测，“树

上熟”榴莲果肉平均糖度达 38 度以上，而“路熟”

榴莲果肉的糖度通常为 25 度至 30 度。

“海南发展榴莲种植具备先天优势，比如三

亚全年日照时长比马来西亚和泰国高出 600 多

个小时。但我们的弱势也不容忽视，马来西亚和

泰国等国家全年降雨相对平均，而海南到了台风

季 降 雨 相

对 集 中 ，这 对 种

植 管 理 提 出 了 更 高 要

求。”杜百忠认为，要想把榴莲产业发展好，精细

化管理是关键，企业应在农资投入和精细化管理

方面下功夫。

走进种植基地，记者看到，每棵榴莲树上都

挂着捕虫贴，有的上面粘满了虫子。巡航无人机

每隔两个小时就会自动对基地进行全方位巡

航。除此之外，种植基地还推行了一整套榴莲智

慧管理系统，施肥、浇水、病虫害防治等全部实现

智能化管理。

“为了保证国产榴莲的品质，我们专门建了

肥料厂，用海杂鱼进行酶解发酵，推出了一款鱼

蛋白生物有机肥；用花生饼及生物菌剂进行发

酵，制成了一款植物蛋白肥料。有了这些肥料的

助力，榴莲长势非常好，鲜果品质也有很大提

升。”杜百忠说。

国产榴莲上市影响几何

海南榴莲上市的消息传开后，广

大榴莲爱好者纷纷对国产榴莲寄予

厚望，期盼持续处于高位的榴莲价

格能有所降低。

海南榴莲上市究竟会对榴莲

价格产生多大影响？在不少种植者

和研究人员看来，短期内榴莲价格

不会明显下调，国内对榴莲的需求

仍将主要依靠进口。杜百忠分析，

“近几年内，海南榴莲不会对市场价

格产生太大影响。海南榴莲种植面

积不大，并且是分阶段种植，因此产量

会逐年递增，一次性大量上市的可能性

不大，目前还远远达不到像东南亚国家

‘路熟’榴莲的产量”。

海南省农业科学院提供的数据显示，海

南今年能开花结果的榴莲面积约 2000 亩，预

计产量 50 吨，这和进口榴莲 80 余万吨的数量相

比差距很大。

“就算再过几年，种植面积提高后，产量仍然

无法满足市场需求。”杜百忠说，在海南种植榴莲

的成本相对较高，目前公司已经投入超过 4 亿

元，平时的管理维护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再加

上国内榴莲市场需求量庞大，现阶段海南榴莲只

能满足一小部分对品质要求较高人群的需求。

业内人士认为，目前进口榴莲价格确实高，

部分消费者表示很难接受，但随着国产榴莲的上

市，这一局面很可能会被打破。随着国产榴莲种

植面积不断扩大，一些榴莲品种的价格终将回

落。“虽然短期内国产榴莲对市场影响不大，但我

们仍然在努力，不断推进国产榴莲种植的科研工

作，比如榴莲的矮化、抗寒品种的研发等。榴莲

抗寒品种研发出来后，国内榴莲的种植面积将会

迅速扩大，产量也会有显著提升，价格必然会相

应回落。”杜百忠说。

“公司今年在广州建立了营销中心，为明年国

产榴莲上市销售做准备。现在已有十几家从事进

出口贸易的榴莲渠道商向我们寻求合作。”对于未

来的发展，杜百忠信心满满：“我们要走出一条国

产榴莲的产业化之路，严格把控好品质，做精做优

品牌，让消费者品尝到真正的树熟榴莲。”

海南三亚育才生态区榴莲海南三亚育才生态区榴莲

种植基地展示的树熟榴莲种植基地展示的树熟榴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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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果盘子”日渐丰富，不少“洋水果”也在国内安了家。例如，阳光玫瑰葡萄等“国产化”

水果从高价走向平价，进口水果“国产版”让大家越发期待。国产榴莲就是今夏水果市场的热

点话题之一。随着首批国内自主培育的榴莲上市，引发了消费者关于“榴莲自由”的热烈讨

论。与进口榴莲相比，海南榴莲有哪些优势？国产榴莲入局，会对市场产生怎样的影响？以国

产榴莲为调查样本，我们去看看进口水果的国产化进程。

随着进口水果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居民的

“果盘子”里，消费者从尝鲜到购买的热情逐

渐提高，也更加期盼这些“洋果子”能物美价

廉。令人喜悦的是，不少进口水果实现了国

产化，阳光玫瑰葡萄、牛油果、车厘子等“洋水

果”逐渐在我国“安了家”。近年来，国产榴莲

的呼声更是频上热搜。

但是，走好进口水果国产化这条路并不

容易。记者在海南调查采访中就发现，短期

内海南国产榴莲难以大面积种植，其产量与

消费需求相比微乎其微，加之种植研发投入

成本较大，形成规模化产业化尚需时日。

纵观目前已经尝试国产化的水果品类，

国产化过程既要面对成本高企、品质把控难、

规模种植不易等诸多困难，但也有高成熟度

时采收带来的品质提升等优势。进口水果国

产化的尝试未曾停歇，关键还需结合水果品

种特征和国内种植环境等不断进行本土化开

发，更新种植技术，迭代品种，真正找到品质

和产量的最佳契合点。

包括国产榴莲在内的进口水果国产化

要实现“突围”，需相关部门继续加大对农业

科技研发的支持和投入，特别是鼓励和扶持

种植研发企业发挥主体作用，加快技术研发

进程，推动产品更快更好地投向市场。同

时，要做好种植推广，在更多适宜地区扩大

种植面积，不断增加产量和市场供应量。此

外，也要加大技术交流合作，加强与其他国

家种植企业和研发机构的科研合作，加快形

成本土品牌。

加快形成本土化突破

本版编辑本版编辑 于于 浩浩 刘辛未刘辛未 美美 编编 王子萱王子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