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年苹果树基地价格，三年苹果树供应基地一览表

产品名称 三年苹果树基地价格，三年苹果树供应基地一览
表

公司名称 泰安高新区北集坡创隆园艺场

价格 4.50/棵

规格参数 品种:嫁接苹果树苗
规格:一公分
基地:创隆园艺场

公司地址 山东省泰安市北集坡街道季家庄村

联系电话 18763831510 18763839889

产品详情

三年苹果树基地价格，三年苹果树供应基地一览表桃树苗规格，数量变化不同，苹果树苗价格存在3-6块
钱浮动

苹果生产是山西省临汾市水果产业的主导品种，到2011年底，全市苹果总面积8.07万公顷，占全市水果总
面积71%;产量76.3万吨，占全市水果产量的76%。为了解平川山区苹果成龄果园生产管理投入构成，分析
不同年度投入产出的基础情况，从2007年到2011年，笔者选择代表平川县的襄汾县、尧都区，代表山区
县的吉县、乡宁县的部分典型果园进行了调查，现将调查情况对比分析如下。

1 调查范围与方法

调查选取襄汾县、尧都区、吉县、乡宁县苹果主产区各5个果园，所调查的20个果园均为树龄在10～20年
生的盛果期果园，品种均为富士。方法是首先编制出果园农事记录本和果园生产成本调查表，直接或通
过县果树站(中心)下发到选定果园的园主手中，然后通过逐个回访核查、样板园现场实测、走访栽植大
户等进行田间测算，查阅果园投入记录和重要农事活动用工，核实登记并归纳汇总。调查汇总得到平川
山区苹果主产区的苹果园生产投入产出情况，并视其为临汾市的代表样本和普遍水平。

2 调查结果与分析



2.1 果园管理中的投入情况(见表1)

2.1.1 平川与山区果园投入侧重不同 平川果园的投入项目构成主要有肥料、果袋、雇工、农药、灌溉，其
中肥料、果袋所占比重较大，肥料5年亩均投入574.8元，占年均总投入1799.8元的 31.9%，果袋5年亩均投
入535.3元，占年均总投入29.7%。平川果园比山区果园多灌溉投入1项，但所占比重较小，仅占总投入的 
9.5%～16.3%。山区果园的投入项目构成主要有雇工、肥料、套袋、农药，其中雇工、肥料所占比重较大
，雇工5年亩均投入587.8元，占年均总投入
1859.7元的31.6%，肥料5年亩均投入545.7元，占年均总投入的29.3%。

2.1.2 果园投入量呈逐年上升趋势 从2007—2011年，平川果园亩投入由931.9元增加到2588元，增长2.8倍;山
区果园由1068.3元增加到2637元，增长2.5倍。果园投入增加有客观和主观两大原因，客观原因是农资涨价
和劳动力紧缺的因素。据调查，2011年山东鲁西牌尿素每吨2500元，而在2007年仅为1800 元;熬制石硫合
剂所用的硫磺2007年每吨500元，到2011年就上涨到2000元，涨了4倍。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增多，使果园
季节性用工紧缺，2007年果园用工日工资30～35元，到2011年上涨为60～80元，在果园集中产区的山区吉
县果园用工日工资高达100元，还不包括吃饭、车接送。主观的原因是随着果品市场行情逐年看好，苹果
与其他农作物相比收入比重扩大，农民投入意识增强，如施肥以有机肥为主，目标产量施肥由原来的千
克果千克肥，增加到千克果1.5千克半肥或2千克肥;山区和丘陵区套袋以双层纸袋为主，平川区套袋近两
年全部套膜袋+纸袋，投入逐年增加。

2.2 果园投入与产出分析

2.2.1 亩产量随投入增加而增加

从调查情况看，随着果园投入的增加，亩产量也随之增加，存在一定的正相关。平川与山区果园投入与
产量变化基本上都分为3个阶段，2007年农资物价水平及用工价较低，亩投入在1000元左右，亩产量为200
0千克左右;2008—2009年农资及用工价呈中等水平，亩投入在2000元以下，亩产量因丰歉年变化为1700～2
500千克;2010—2011年随着农资及用工价升高，亩投入在2500元左右，但亩产量增长幅度不大，为1900～2
600千克。

2.2.2 投入增加总产值随之提高

从调查情况看，随着果园投入的增加，总体趋势果园的总产值也随之提高，有一定的相关性。但投入与
产出比并不一定呈正相关发展，从表中可以看出，投入产出比也呈3个阶段变化，2007年为1∶5～1∶6;20
08—2009年为 1∶3～1∶4;2010—2011年为1∶4～1∶5。投入产出比呈波浪式变化，说明有些投入是长期
投入，当年并不一定发挥出直接效益。如有个别果农的有机肥投入量较大，由于有机肥是长效肥料，因
而在统计调查时显得投入偏大而收入没有明显提高。



3 结论及建议

3.1 要找出降低生产成本的路子

果园投入逐年增加，产值逐年提高，但投入产出比变化不大，要进一步提高果园经济效益，不能仅靠增
大投入这个途径，关键要积极研究苹果主产区的可持续发展模式。要稳定苹果主产区的栽植面积，重点
应考虑怎样在提高管理水平和提升产品质量的前提下，找到降低生产成本的路子。一是科学确定施肥量
，进行“测土配方施肥”，首先对果园土壤进行确定，依据得出的土壤营养状况，结合果树树势和肥料
的利用率来确定施肥种类和施肥量。对产量稳定、品质优良的果园或没有测土条件的果园，可以依据树
龄、树势和果园管理水平先确定目标产量，再根据目标产量，果园土壤供肥量和肥料利用率估算出全年
相对施肥量，作为全年施肥数量的参考依据。二是加强病虫害预测预报，抓住防治病虫害的关键时期，
科学选择最适用的农药品种，控制病虫害发生危害，减少打药次数，节约成本，提高果品品质和果园经
济效益。

3.2 因地制宜精套袋向无袋栽培发展

无论平川还是山区果园套袋在总投入中所占比重均不小，要进一步降低生产成本，生产精品果，不宜搞
大面积套袋、全园套袋。建议在生产环境条件较好的地区应用无袋栽植技术，通过减少套袋，节省果袋
资金及套袋的用工开支。把有限的资金投入到疏花疏果、铺反光膜、生产贴字果等生产精品果技术上。
如临汾市东西山区海拔高，光照强，果实成熟期昼夜温差大，果实着色好，含糖量高，并具有独特的气
候环境条件，病虫害少，在山区提倡因地制宜精套袋，套不同类型的果袋，使苹果套袋生产分步骤向无
袋栽培发展。总而言之，达到提高品质降低生产成本的目的。

3.3 政府出台扶持政策保险建立果业

要研究果园投入增加所需资金短缺的问题。果园生产受市场价格波动带来的风险和自然灾害(花期冻害、
生长期干旱、冰雹等)的威胁较大，使果园经营风险在增大。由于果园生产前期准备金数量增加，建议政
府适时出台扶持果园生产的政策，建立果农因灾减收的经济损失补偿制度，积极发展果业保险，按照政
府引导、政策支持、市场运作、农民自愿的原则，建立完善苹果产业保险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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