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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实现海阳白黄瓜产业高质量稳定发展,通过分析海阳白黄瓜产业目前的发展现状及问题,探讨推动

海阳白黄瓜产业发展的对策。采用查阅文献、实地走访、电话访谈等多种方法,了解海阳白黄瓜种植规模、产
业规模、品种改良、品牌实力及产业链现状。海阳白黄瓜以其独特的口感和营养价值深受消费者青睐,产业

化发展不断完善,随着城市化的推进及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海阳白黄瓜在种植规模不断被压缩的情况下,
存在品种更新慢、产业规模化推进迟缓,品牌影响力低、产品加工能力弱等问题。针对上述问题,提出加强品

种改良、推广标准化产业经营、提高产业规模化程度、拓展新型销售渠道、发展产品精深加工等对策。海阳白

黄瓜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通过科学的产业对策,可以进一步推动其产业可持续发展,提高农户收入,优化当

地农业产业结构,促进地方经济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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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阳白黄瓜因发源于海阳市二十里店镇梨园

后村,又名“梨园白”,海阳白黄瓜瓜色为青白色,
色泽宛若润玉,刺极少,口感清脆、顺滑,故有“白
玉黄瓜”之美誉[1]。其主要产区集中于海阳市二

十里店镇、龙山街道、郭城镇及东村街道。海阳白

黄瓜是海阳农家品种,属于地方特色农产品。烟

台黄瓜种植历史可追溯至明朝万历年间[2],现已

注册为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其拥有的独特口

感深受消费者青睐,种植经济效益高,市场需求

大,具有较高的推广价值。
但随着人口增加和城市化进程加快,消费者

对于蔬菜的需求量持续增加而基本农田比重下

降,环境污染、气候不稳定性问题突出,露天农田

生产的各方面不确定性增加。保护地栽培可进行

周年生产的高效农业生产模式,对均衡农产品四

季供给,菜 篮 子 安 全 方 面 起 着 不 可 或 缺 的 作

用[3-4]。目前海阳白黄瓜主要以保护地栽培为主,
应用创新新型日光温室等现代农业设施推动白黄

瓜产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近些年,白黄瓜播种

面积持续被压缩,自2020年(19852亩)至2022年

(14799亩)连续3年下降。白黄瓜单产也由于种

植品种科技含量低、种植技术不规范等因素影响,
呈现波动下降趋势。

目前,海阳白黄瓜生产区的主栽品种包括

“鲜明一号”“鲜明三号”“鲜明棚白二号”等系列品

种,近年来海阳市农业农村局及当地相关企业和

研究所不断进行种子提纯复壮,定向系统选育,虽
提升了品种的抗病性、抗逆性等品质,但品种仍是

十余年前选育提纯的系列,且存在不同区域间产

品同质化等问题。白黄瓜产业规模化、集约化生

产发展缓慢,品牌化推进近些年进度迟缓,没有把

地理标志产品作为着重突破目标,品牌观念不强。
因此,本研究旨在深入探讨海阳白黄瓜产业

的发展现状及问题,分析制约产业发展的关键因

素,从品种选育推广,产业标准化设施、产业规模

化、品牌塑造、产业链延伸等方面,提高海阳白黄

瓜产业全环节生产效率及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1 海阳白黄瓜产业发展现状

海阳市位于山东烟台的胶东半岛南端城市,
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气候条件,孕育出了品质

卓越的海阳白黄瓜。海阳白黄瓜以其圆筒形瓜

条、翠绿光泽、脆嫩口感和极佳的营养价值,迎合

了当代消费者需求偏好。它不仅富含多种维生素

和矿物质,还具有清热解毒、健脑安神等多种保健

功能,成为了海阳市蔬菜产业的璀璨明珠。
近年来,海阳白黄瓜产业不断发展,取得了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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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成效。据海阳市统计年鉴统计,截至2022年,海
阳市黄瓜的播种面积为14799亩,总产量66026t,
单产4461kg·(667m2)-1,常年居海阳市蔬菜

播种面积第二位。二十里店镇作为海阳白黄瓜发

源地,种植面积、产量及单产均居首位,播种面积

为3539亩,总产量达18412.4t,主要种植“鲜明

一号”“鲜明三号”“春秋翠玉”“棚白二号”等一系

列海阳白黄瓜新品种,并不断向周边及其他种植

优势区输送新品种。同时,产业品牌化运营持续

推进,2008年,海阳白黄瓜成功注册地理标志证

明商标,并荣获“烟台市十大名瓜”“全国名特优新

农产品”等称号。产业标准化建设不断完善,海阳

市永平合作社承接海阳白黄瓜国家示范区的建设

项目,2010年6月以86.34分的高分顺利合格验

收。2020年8月《日光温室海阳白黄瓜生产技术

规程》(标准号DB37/T4102—2020)为产业标准

化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推动海阳白黄瓜产业向

高端化、品牌化方向发展。此外,产业数字化日益

发展,2020年海阳市成为国家数字乡村试点县市

区,为白黄瓜产业拓展了市场营销渠道,为其电商

化发展注入了新动力。

2 海阳白黄瓜产业化发展问题

海阳市白黄瓜产业近年来取得了较快发展,
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通过查阅参考文献及相关

数据资料,及走访当地农业农村局实地调研发现

海阳市白黄瓜品种更新迟缓、组织化程度低、产业

品牌化发展重视不足、产品竞争力不强、产业链精

深加工及延伸有待提升等问题。

2.1 品种选育推广进度迟缓,种苗产业发展滞后

在海阳白黄瓜早初种植阶段,种植户对品种

优良性不重视,为降低生产成本,大多选择自留种

方式种植生产。海阳白黄瓜种植区除主产区,大
多种植品种仍然是十年前定向选育的品种 “海阳

棚白1号”,该品种与目前主产区更新过后的“棚
白三号”相比果长短2cm左右、横茎粗1cm左

右、果形更显粗短,每100片病叶数多10叶,产量

降低20%左右[5]。品种的抗病性、丰产性等方面

较其他主要黄瓜种植产区有较大的差距,在口感、
果形、韧性等方面不能适应新型消费观念,不能及

时满 足 现 代 消 费 者 对 高 品 质 和 营 养 价 值 的

需求[6]。
由于海阳白黄瓜属于地方特色农产品,种植

区域不大、种植规模不广,导致当地育苗农户多数

以非标准化育苗基地或大棚对外小订单式销售,
工厂化育苗水平低,其中资金成本和较长的时间

成本是限制企业落地建厂的主要原因。育苗环节

处于产业初始端,市场风险高于其他环节,收益的

不确定性也让种业企业望而却步,于是退而求其

次,仅追求“简单改良”或“平稳进步”,种业研发力

度不足,对于科研单位来说,一部分种子资源只停

留在保存和更新阶段,或试点阶段,没有真正用于

种质创新,新品种系列选育及推广受限[7]。

2.2 产业标准化体系推进迟缓

当地种植户大棚多采用下沉式机打厚土墙式

老旧日光温室,旧大棚缺乏科学规范的设计及建

造,采光角度不合理,太阳光照射面积未达到预

期;老旧温室普遍“短、窄、矮”,导致大棚内通风性

差,空气流通不足;且棚内立柱密集,土地利用率

低。自动化、机械化设备缺乏,如控温、调光、通风

等环境因素控制设备和通风换气等环境调控主要

由管理者凭自身经验手动或半机械化控制,作业

强度高,劳动力消耗大,生产率低。同时目前日光

温室主要坐落在基本农田上,因土地政策限制,不
可轻易推倒重建,同时缺乏现代设施生产基地规

划设计及配套机械化、自动化装备[8]。虽已有相

关技术规程标准,但目前较大部分海阳白黄瓜产

业依旧沿袭传统的种植模式,高新设施利用率低,
具体播种、定植、病虫害控制、水肥管理、收获等方

面无法普及相关标准、技术及产品生产规章等,导
致海阳白黄瓜产量偏低且质量参差不齐,规模化

生产遭受阻碍,影响了海阳白黄瓜的市场占有率

和农民的经济效益。

2.3 商贸物流零散,交易渠道依旧传统

海阳市缺乏蔬菜市场交易信息交流平台或基

于大数据构建的新型交易平台,存在信息不对称

和季节性、结构性滞销等各种销售难题,当地主要

销售方式仍以小商贩零售为主,使得销售价格波

动大,供销关系不稳定,收购价格和收购数量易被

控制,反而容易造成产量高而收入低的局面。目

前白黄瓜传统营销方式主要为在农业批发市场或

街道摆摊销售、与当地及附近区域连锁商超签订

长期供销合同、为附近村镇蔬菜店铺定期供货或

着私人和企业小批量购买,缺乏龙头企业的带动

作用,大部分农户主要还是零散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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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兴的线上直销或网络直播营销领域,政
府政策引导扶持和专业电商技术员引领支持力度

不足,同时农户受限于生鲜电商行业知识技术普

及程度低,导致农户在生鲜电商领域处于劣势地

位。当地自建的集中发散物流中心尚需完善产品

集中发散方式体系,线上线下交易商家以自行发

货居多,发货标准不统一。物流速度大打折扣,产
品时效性和时鲜性低,进而导致鲜食黄瓜品质受

损,影响销售。

2.4 从业人员老龄化严重,综合素质不高

目前白黄瓜生产通过嫁接育苗栽培、越冬茬

口技术,设施大棚内产品在12月播种,春节前就

可上市。但其周年供应不稳定,设施大棚4月份

更换产品,露天栽培自清明节前后种植,经100d
的生长周期,7月—8月可收获上市。白黄瓜生产

受自然条件、市场需求等方面影响,农产品市场价

格波动大,收益不稳定,加上当地对青年人才吸引

力度不够,青年多外出务工,农村空心化、老龄化

现象严重,农村家庭老龄夫妇是从事海阳白黄瓜

种植生产的主力。种植户虽然具备一定的种植经

验和种植技巧,但文化水平和技术水平不高,采用

“土把式”的种植方式,缺乏对现代农业知识的理

解及运用,对现代农业经营管理不了解,海阳白黄

瓜生产仍采用粗放式管理,导致产品质量和经济

效益难以得到保障。
若不能正确把握产业新兴方向,如有机黄瓜、

加工黄瓜产品,则始终摆脱不开生产效率低和经

济效益差的问题。同时农户仍保持着“靠天吃饭”
的理念,对于洪水、冻害这种“偶然性”自然灾害或

其他事件只会默认倒霉,对于政策性农业保险投

保意识淡薄。一部分原因也包括村干部专业知识

宣传不到位,没有正确传达政策性保险的重要

性[9-10]。在线上营销平台及主流APP的使用上,
种植户仅涉及消遣娱乐和购买货品领域,对网店

技巧及电商知识等综合电商技能的学习均以年龄

大不适合学新知识推辞或排斥,对白黄瓜的销售

仍安于传统营销市场。

2.5 地理标志品牌优势不明显

海阳白黄瓜虽取得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及商标

保护已十六载,但目前政府对海阳白黄瓜品牌化

引导与扶持不足,没有广泛宣传自主品牌保护观

念,同时对外品牌宣传力度不够,缺少为白黄瓜引

流的各类展销会、品鉴会,未融合网络传媒等新型

渠道广泛传播。农户品牌意识与专业素养不强,
信息闭塞,致使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这张打开市场

的“金名片”未能成为开拓市场的利器;外包装缺

乏统一标准与特色展现,地理标志的品牌效应和

文化价值得不到充分表现。当地及外地相关企业

参与收购与品牌保护工作不足,大量发货时则采

用大型白色泡沫保温箱以提升时鲜性及发货量,
没有实行分级包装上市等品牌的溢价效应策略,
品牌价值没有充分实现,错失提升产品附加值的

机会。

2.6 专业合作社组织化程度低,产业规模生产

困难

  种植户的土地细碎化、从业者的老龄化,及当

地村镇对合作社组织能力差,使得个体农户对合

作社认同度不高,不能有效整合生产环节合作和

社会化服务需求。缺乏农业专业合作社、专业大

户、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大部分种植

户都是在各村镇“单打独斗”的一户一棚的小规模

种植。村委会等基层组织在推进产业发展中的主

导作用和利益保护作用发挥不足[11]。部分社会

服务组织管理人员或技术人员身兼数职,难以真

正下乡提供相应的技术服务和市场管理服务;村
镇个体户虽种植区集中连片,但规模仍较小,且各

家各户播种规范、种植标准等不尽相同,因此很难

达到标准化统一供给大型商超或农批市场等长期

需求方,难以形成规模化生产。建设的多处白黄

瓜标准化示范园区使用效益低下,如二十里店镇

一些果蔬种植合作社,需在大棚内部使用烘干机

调控最适合黄瓜生长的温度、约30位工人每天

100元的工资,设施和人工成本较高,资金回笼周

期长,小型农业合作社受资金积累能力限制,难以

有效发挥示范带头作用,产业规模化进程缓慢。

2.7 产后加工能力薄弱,产业链延伸困难

海阳白黄瓜产业主要重生产,2022年海阳市

统计局数据并没有登记农业种业企业,产业链前

端的种业企业缺乏,影响了整个产业链的稳定与

升级,为后续的深加工与产业链延伸埋下了隐患。
尽管深加工企业如蔬菜加工企业及蔬菜、水果罐

头制造分别有4家,但缺乏具有引领作用的蔬菜

加工龙头企业,小规模、低数量企业难以带动产业

规模化发展,同时加工科技含量低,多背靠生产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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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就地净菜加工或半成品蔬菜罐头简单初级加

工,没有对海阳白黄瓜进行更深层次的加工利用

和新品开发。海阳白黄瓜产品主要重鲜食食用方

式,对开发白黄瓜特色深加工产品意识不足,深加

工产业链延伸不够,鲜食白黄瓜产品附加值较差。
现有企业加工规模较小工艺落后,技术含量低。
由此导致初级、中低档产品多,精深加工、高档产

品少。加上对国家地理标志发展没有有效地整合

当地特色农产品及当地知名红色旅游资源优势,
宣传力度不足,产业融合度低,休闲观光业同质化

严重,未能打造出一二三产相融合的产业链。

3 海阳白黄瓜产业发展建议

3.1 加强政府政策引导,推进育种育苗产业化

一是,加强黄瓜科研单位与当地种业基地及

高等农业院校横向合作,构建科研、生产、加工、市
场的桥梁[12]。深入推进校企合作,选拔品种选育

人才,搜寻优良种质资源,积极探索新型育种方

式,保证白黄瓜独有风味口感下,加快选育和推广

符合新时代消费观念的品种。如依托海阳市航天

工业“中国东方航天港”项目,探索宇宙物质等对

植物种子诱变变异,以航天育种资源,集合多学科

人才学者,提纯选育新型品种系列。建立大型育

苗基地,构建种苗推广网络,通过农业技术推广

站、专业合作社、种植大户等渠道,确保优良种苗

推广到广大农户手中。
二是,加强政府政策支持和宏观调控,设立专

项基金或引导社会资本投入,鼓励引导科研所、种
业基地与优势企业加强对接,共建黄瓜集约化、标
准化育苗场,协调市农业银行、农商银行推出“大
棚贷”“家庭农场贷”解决资金困难问题[13-14],推
广订单农业模式,种苗企业根据市场需求和种植

计划,提前与农户签订种苗购销合同,确保种苗的

供应和销售。减弱市场风险对种苗企业的冲击。

3.2 推动白黄瓜生产体系标准化,实现产品监督

可溯源化

  一是,结合海阳市区位特点,推动新一代温室

黄瓜大棚设计本土化,积极推进农业物联网、大数

据等前沿技术与黄瓜大棚的融合与应用[15-16]。
同时加快设施黄瓜智能系统与智慧管控平台的研

发,基于大数据开发线上端信息管理系统、APP
端信息管理系统[17-18],智能化检测种植密度、识
别病虫害等,预测监控黄瓜生长状况,降低人员劳

动强度,节约用人成本。APP推广可通过线上、
线下宣传APP使用教程、成功案例、免费试用、系
统培训,激发农户使用热情。政府对使用APP及

配套设施的生产管理农户给予一定资金补贴,设
施优惠等激励机制,引导农户标准化生产。

二是,建立白黄瓜质量安全及生产源头追溯

体系,并开发质量安全追溯源系统,建立智慧农业

平台,共享高效种植数据信息。基于溯源信息开

发手机APP端,便携式管理平台,方便地块用户

在田间实时进行农事操作记录,还可以以图片方

式表述,录入数据与线上端同步保存[19]。以智慧

化溯源平台,完善海阳白黄瓜在品种选择、播种育

苗、定植及管理、病虫害防治、收获等生产周期方

面的信息化、标准化管理。农业监管部门要加大

执法查处力度使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管理工作有

法可依[20],健全食品安全标准体系,建立食品安

全信息共享平台,规范生产无公害绿色海阳白

黄瓜。

3.3 提高组织化规模化程度,优化农业社会服务

体系

  一是,依托政府及村级组织统一规划土地流

转,调整集中产业布局,优化产业结构。通过跨村

镇或连片种植区的资源整合,重新协调大棚等设

施的定价机制,并交由专业种植户管理,以实现资

源的集约利用。创新性引入村委会领办以“合作

社+服务化技术组织+社员”方式创办合作联合

社,合作社每年年末利益按参股比例分红,激发农

户的参与热情与实干精神。充分发挥其中社会服

务组织技术咨询与指导作用、现代农业运营理念、
交流行业及市场信息等作用,如田间地头技术指

导,技术操作规程的演示及宣传,召开经验交流

会,编制技术手册等多种途径,加速新技术的推

广应用,把“土把式”变成“正规军”,保障海阳白黄

瓜产业持续健康发展。积极鼓励当地龙头农业企

业与农户形成利益共同体,开发“大户+小户”、订
单农业“专业农业合作联合社”等模式,扩大产业

规模,社会服务组织在产业化水平市场销售等方

面给予支持,共同抵御风险、实现共赢[21-22]。
二是,分批多次覆盖式地组织政府领导人员

及农户学习借鉴农业合作社发展成功案例,如“寿
光模式”的蔬菜专业合作社发展之路,创新建设农

村金融信贷保障体系,缓解农产品交易信息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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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不流通的市场风险;跨街道、乡镇、区域,跨产

业联合,成立专业合作社联合会,提升专业合作社

体量与影响力,促进合作社立体化发展提升专业合

作社的综合竞争力和抵御风险能力。立足当地优势

资源,大胆合理探索新型发展模式,推行育种种植销

售营销模式,以实现产业链条的优化与升级。

3.4 保护地理标志产品商标,促进品牌效益提升

一是,加强对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商标的保护,
政府需出台相关政策和组织人员下乡宣传,大力

普及商标及国家地理标志的基本概念,使种植户

了解品牌基础理念并具备一定品牌意识,有效利

用及保护地理标志。
二是,对使用海阳白黄瓜的企业设立统一的

标准制度,建立地理标志使用和退出机制,同时要

扩大海阳白黄瓜地理标志的适用范围,使更多类

型企业使用该商标,扩大冲击高端精品的范围。
三是,联动“烟台苹果”“莱阳梨”“烟台大樱

桃”等区域内著名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区域公用品

牌协同发展,抱团发展,形成品牌叠加效应,建立

地理标志产品专属销售平台,以“互联网+大数

据”为管理理念,创立地理标志农产品的权威保真

平台,放大品牌综合效应,同时通过加强农产品的

大数据追溯体系来保证地理标志农产品的高质

量。利用大数据检索、开设站点等方式为消费者

构建便捷的线上、线下平台,从而提升海阳白黄瓜

品牌知名度,增强其品牌实力[23-24]。
四是,发挥新兴融媒体宣传作用,通过微信公

众号、小程序、抖音等平台宣传白黄瓜种植技术、
管理及销售信息,当地可开展农产品节、电商节、
乡村旅发会等扩大对海阳白黄瓜宣传报道,重新

设计地理标志产品的包装,聚集消费者关注的目

光。着重设计地方特色、历史起源、文化传统等要

素,品牌标识图案应有效体现、有机融合当地地理

标志独特地方文化,方可在市场竞争中凸显差异

化设计商品[25-26],如运用海阳市红色文化旅游

“地雷战”,融合开放浪漫、英雄主义的“地雷战”红
色基因,赋予产品额外文化价值,引起消费者兴

趣,进而激发消费者的购买意愿。

3.5 延伸白黄瓜产业链,发展精深加工产品

一是,要促进产业链纵向延长发展,引导鼓励

农产品预制菜产业落户本地,创建白黄瓜净菜加

工、即食鲜品初级加工车间,拓展白黄瓜二次加工

及创新类产品,如腌制爽口咸菜和黄瓜拌菜罐头

预制菜,黄瓜果蔬脆零食。海阳白黄瓜除了食用,
还可以使用与观赏,如用于皮肤补水的“黄瓜水”、
粉剂泡冲康健品、白黄瓜美容面膜等产品,创新黄

瓜花、黄瓜盆栽等观赏品和装饰品[27]。
二是,推进产业链横向拓展。大力发展智慧

农业、电商直播、线上线下平台融合发展、农业观

光旅游等,推进白黄瓜产业与旅游、文化等多种产

业的融合发展摆脱同质化产品,例如,以白黄瓜自

明朝万历年间种植的悠久历史文化及种植特色,
参考学习寿光市七彩庄园企业,以果蔬脆产业推

进产业观光旅游、产业文化旅游、产业商品旅游。
三是,要完善基础设施,要完善好农村交通设

施,优化鲜黄瓜及加工产品配送模式。加强蔬菜

农产品仓储冷链物流体系建设,配置相应的冷链

保鲜、贮藏、烘干、包装、物流等设施装备,实现蔬

菜销售时间延长和错峰上市[28]。如海阳里店镇

果蔬产业园将成为胶东最大的果蔬集散地、物流

集散地和电商创业平台,搭建市镇村三级物流体

系,畅通农工产品进城、工业品下乡“最后一公

里”,提升农产品流通效率,降低中间损耗,保障白

黄瓜高质量时鲜性。

4 结语

海阳白黄瓜历经有百余年的种植发展,已从

海阳农家品种成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产业发展

历经了产业成长期、发展低迷期,即将进入到振兴

繁荣期。目前,在政府引导下,逐渐结合科研单位

及优势企业,推动海阳白黄瓜产业标准化、组织

化、规模化、品牌化,推动海阳黄瓜产业一二三产

融合可持续发展,不断提高白黄瓜质量及市场竞

争力。海阳白黄瓜产业高速发展,必将为当地农

村经济繁荣作出巨大贡献。未来可继续在优质品

种选育、配套设施建设、品牌化运作及产业深度融

合发展等研究方向加大研究力度,保障海阳白黄

瓜产业高质量稳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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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StatusandCountermeasures
ofHaiyangWhiteCucumberIndustry

YANGXiaokun1,LIShumei2,LIXiaoming1,ZHANGZixuan1,LIHuachi1,WANGHongcheng1

(1.CollegeofEconomicsand Management,Weifang UniversityofScienceandTechnology,Shouguang
262700,China;2.WeifangCityFangziDistrictLegalAidCenter,Weifang261200,China)

Abstract:InordertorealizethehighqualityandstabledevelopmentofHaiyangwhitecucumberindustry,this

paperdiscussesthecountermeasurestopromoteHaiyangwhitecucumberindustrybyanalyzingthecurrent
developmentstatusandproblemsofHaiyangwhitecucumberindustry.Themethodssuchasliteraturereview,

fieldvisits,andtelephoneinterviewswereusedtounderstandtheplantingscale,industrialscale,variety
improvement,brandstrengthandindustrialchainstatusofHaiyangwhitecucumber.Withtheadvancementof
urbanizationandfiercemarketcompetition,Haiyangwhitecucumberhadbeencontinuouslycompressedinthe

plantingscale,andtherewereproblemssuchasslowvarietyupdate,slowindustrialscale,low brand
influence,andweakproductprocessingcapacity.Inviewoftheaboveproblems,thispaperproposedto
strengthentheimprovementofvarieties,promotestandardizedindustrialmanagement,improvethedegreeof
industrialscale,expandnewsaleschannels,anddevelopintensiveprocessingofproducts.Haiyangwhite
cucumberhasabroadspacefordevelopment,andthroughscientificindustrialcountermeasures,itcanfurther

promotethesustainabledevelopmentofitsindustry,increasetheincomeoffarmers,optimizethelocalagricultural
industrialstructure,andpromotetheprosperityofthelocaleconomy.
Keywords:Haiyangwhitecucumber;industrialization;standardization;brandinfluence;countermeasure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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