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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农产品一头连着生产，一头连着市场，直接关系到

农业生产、农民增收、市场供应和消费者利益。作为著名的

“枸杞之乡”“滩羊之乡”“甘草之乡”“硒砂瓜之乡”“马铃薯之

乡”，宁夏把特色优势产业发展放到优先地位，着力推动特色

农产品走向市场，建立健全特色农产品的产业体系、生产体

系、经营体系，特色农产品呈现出“供销两旺”的景象。

1.宁夏特色农产品市场现状分析
在立足资源优势的基础上，宁夏大力发展农业特色优势

产业，着力推动特色农产品标准化生产、产业化经营，酿酒葡

萄、奶牛、牛羊肉、枸杞等特色优势产业得到快速发展，红枣、

冷凉蔬菜、小杂粮、中药材等产业规模逐步扩大，农业优势特

色产业发展成效显著。枸杞产量占全国的 50%以上，出口量

超过全国的 60%，液态奶产量居全国第八位。肉牛、滩羊存栏

分别达到 106.6 万头、595 万只，同比分别增长 12%和 8%；酿

酒葡萄新建标准化生产基地 2.8 万亩，蔬菜上市量 195.9 万

吨，同比增长 11.7%。

1.1 特色农产品市场销售稳步增长

一是枸杞销售表现突出。近年来，自治区制定枸杞产业

7 个地方标准，2 个道地药材团体标准。2019 年，中宁国际枸

杞交易中心交易量 14 万吨，交易额 70 亿元，枸杞产品遍及

国内 130 多个大中城市，远销欧美、东南亚、港澳台等 20 多

个国家和地区。2019 年，宁夏枸杞出口 3928 吨，同比增长

5.28%，枸杞总值 2.23 亿元人民币，货值增长 10.77%。二是

贺兰山东麓产区葡萄酒整体销量明显上升。已建成酒庄 92
个，接待游客突破 60 万人次。列级庄榜单是树立产区品牌效

应最为直接的工具，2019 年，新晋列级酒庄共四个级别 37
家酒庄，生产葡萄酒 1.3 亿瓶，综合产值达到 240 亿元。

1.2 品牌农产品带动了农产品销售市场

面对大多数农产品“优质不优价”这一现状，自治区大力

推进特色优质农产品标准化生产、全链条监管，确保农产品

质量安全。“中宁枸杞”“盐池滩羊”双获“中国品牌农业神农

奖”，“宁夏大米”“中宁枸杞”“盐池滩羊肉”“盐池黄花菜”“沙

坡头苹果”“灵武上滩韭菜”“西吉马铃薯”入选“2019 年首批

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

2.宁夏特色农产品走向市场面临的现实困境

2.1 特色农产品精深加工不足

宁夏农产品加工转化能力较低，缺乏强势龙头企业的带

动，产业链条短。低水平重复建设多，产业雷同现象严重，无

法提升农产品的附加值。马铃薯技术创新能力仍然不足，采

用直接烹饪食用，或者采用传统的加工方法制成淀粉或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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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灵武长枣个头大，水分足，以甘甜著称，但多年销售均以

鲜枣为主，几无深加工环节；宁夏枸杞无论是种植面积还是

产品质量在国内外享有一定的声誉，占据主导地位，但是宁

夏枸杞制品大宗出口仍然多为干果及原汁，处于产业链低

端，扮演着向国际市场输出原料的角色。

2.2 特色农产品品牌营销意识不强

在农产品品牌建设过程中，大多数企业特别注重前期的

建设，对后期的品牌推广与宣传重视程度较低，投资力度较

小，农产品品牌推广体系不健全，品牌意识不强烈，导致优质

品质不能注册商标，产品附加值不高，利润空间小，严重影响

了特色农产品市场营销。

2.3 特色农产品市场流通体系亟待完善

由于宁夏特色农产品市场流通体系不健全，市场化程度

低，大流通的格局尚未形成。以马铃薯产业为例，目前，由于

流通环节缺少大型企业参与，宁夏至今尚无一家有规模、有

带动力的马铃薯专业批发销售中心市场，一些中小型的马铃

薯市场稳定性差，市场功能难以发挥。恶意压价、恶性竞争导

致利润空间窄小，严重影响了特色农产品品牌价值。

3.宁夏特色农产品走向市场的对策建议

3.1 加快制定宁夏特色农产品地方标准

一是加快制定适应宁夏自然条件的特色产业地方标准，

构建覆盖产前、产中、产后全过程的农业标准体系，推进宁夏

枸杞安全标准上升为国家标准，把枸杞农药最大残留限量列

入国际法典标准制定程序，全面推进宁夏特色农产品标准化

生产；二是要全面实施育种专项，加快选育具有自主知识产

权的水稻、小麦、滩羊、奶牛、枸杞、葡萄、硒砂瓜等农作物和

畜禽新品种。以草畜、枸杞、优质粮食、蔬菜、葡萄酒等特色农

产品为重点，积极开展无公害、绿色、有机农产品认证，重点

发展地理标志农产品，加快“宁夏牛奶”“宁夏菜心”等地理标

志登记保护。

3.2 积极争取宁夏特色农产品在国内、国际上的话

语权

一是建立国家级枸杞及其加工产品检验检测中心，深入

研究宁夏枸杞产地鉴定技术，实现宁夏枸杞和其它产地(外
省区)枸杞快速、准确鉴定，为宁夏枸杞品牌保护提供可靠的

技术支撑；二是进一步完善葡萄与葡萄酒生产技术规则章

程、质量标准和质量检测体系，提高产业的科技含量，积极争

取宁夏葡萄酒产业在国内、国际上的话语权；三通过有效挖

掘盐池滩羊独特价值，提升盐池滩羊品牌及产品附加值，实

现滩羊产业可持续发展。

3.3 打造高溢价的品牌农产品

要积极鼓励、扶持不同所有制企业，加强与国内知名农

业品牌策划公司合作，加快培育宁夏特色农产品品牌，做大

盐池滩羊、彭阳辣椒、西吉芹菜、固原胡麻油、固原黄牛肉、西

吉马铃薯、彭阳朝那鸡等一批区域品牌，做强鑫河、华林、泾

河源、天启等一批企业品牌，提高农产品品牌附加值，从而带

动特色农产品走向市场，打造高溢价的品牌农产品。

3.4 提升农产品深加工能力

特色农产品深加工产业能有效提升农产品的附加值，带

动产业的发展。目前，宁夏在枸杞深加工产业上取得了显著

成绩，这对其他特色农产品深加工具有很好的参考价值。要

深度研究宁夏特色农产品特征，依托大量的市场调研分析，

对原产品重新分割、提纯，探索特色农产品的深加工之路。被

誉为浑身是宝的宁夏荞麦，含有许多作物所没有的生物类黄

酮等，具有营养和保健的双重功效, 特别是荞麦所含的磷、

铁、镁对于维持人体造血系统的正常生理功能具有重大意

义。但是荞麦多为初级加工产品，如挂面、方便面等。因此，加

快宁夏特色农产品的基础研究和应用技术研究，提高农产品

深加工能力迫在眉睫。

3.5 建设现代综合运输体系

以新亚欧大陆桥通道和国家“一纵两横”综合运输通道

为依托，构筑“一平台、两支点、三线路”的多式联运网络布

局，把“银川国际公铁物流港”建设成为区域性国际物流中

心，形成口岸经济发展聚集区。加快银川南、平罗、中卫等铁

路物流中心建设，灵武陆港物流中心和惠农、银川开发区、中

宁等陆路口岸中转联运新建和改建，着力解决“最后一公里”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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