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研报】新华指数市场监测团队：2021 年核桃产业盘点及

2022 年展望 

 

新华财经北京 1 月 4 日电（孙瑞 周宇涵）根据新华指数

团队监测，截至 2021 年 12 月 30 日，全国核桃仁价格指数报

748.77 点，较 2020 年同期上涨 12.61%。2021 年内，核桃仁

市场价格“先抑后扬”，但仍未恢复至疫情前的水平。核桃

仁价格的波动关系着诸多核桃企业和农户收益，为回应市场

关切，正确引导市场预期，促进产业健康发展，新华指数市

场监测团队详细整理了 2021 年核桃仁市场整体运行情况，并

邀请多位核桃产业知名专家，对核桃市场的发展把脉问诊，

同时展望 2022 年产业发展。 

一、 2021 年全国核桃仁价格指数走势总结 

 

图 1 新华·全国核桃（核桃仁）价格指数年度间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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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1 月至 7 月末全国核桃仁价格指数走势稳定，无

明显波动；8 月至 9 月，指数呈大幅上涨趋势并一举超过 2020

年同期水平；10 月之后受疫情影响指数出现小幅波动，但总

体以稳为主。 

2021 年新疆产区发生花期霜冻后，核桃减产明显，8 月

至 9 月因中秋节临近，月饼糕点厂商对核桃仁需求大幅增加，

市场供不应求，新疆产区价格率先上涨，带动国内批发均价

整体从上半年 28 元/公斤左右升至 34 元/公斤左右，涨幅近

20%。 

 

二、 核桃出口为产业带来新机遇 

据海关总署统计，仅 2021 年前 11 个月，核桃出口总量

合计较 2020 年全年增加约 34286 吨，比去年增长 35.86%，创

5 年出口量新高。 

全国核桃产业首席专家裴东认为，随着“一带一路”和

中欧班列的发展，新疆温 185 和云南大泡核桃的优质及出口

价格逐渐得到各个核桃进口国的认可，德国、日本等发达国

家已经开始重视核桃对人体健康的影响，却受其地理条件所

限，无法种植。在诸多利好因素下，我国核桃出口贸易量不

断增加。 

核桃产业国家创新联盟秘书长尹昌君表示，2021 年仍处

于疫情过渡阶段，部分核桃主产国出口渠道不畅的情况下，



中西亚国家持续且稳定的坚果需求为我国带来利好，提振了

核桃出口，但维持出口优势的关键，在于自身产品质量能够

满足海外市场要求。 

陕西商洛盛大实业有限公司 2021年共出口核桃及核桃仁

1670 多吨，公司董事长董兆斌表示，国际核桃出口贸易是公

司一个新的尝试。由于洛南向来有核桃仁加工的传统，所以

产出的头路和二路的质量较好；同时，由于重视国外客户的

需求，对产品积极调整，因此出口产品得到海外客户好评。

其中，出口国家主要是意大利、阿联酋等。 

在核桃产业发展受阻、价格走势仍低于疫情前水平的情

况下，出口为产业带来新机遇。2022 年我国核桃产业应巩固

当前在出口贸易方面的建树，不断提升核桃产品质量，同时

主动拓展出口贸易渠道，拉动核桃产业发展。 

 

三、 高质量发展是我国核桃产业的必由之路 

随着产业发展，市场对核桃产品的质量越发重视。裴东

教授指出，以海外为例，市场对我国出口的高品质核桃接受

程度较高，但对品质稍差的核桃就缺乏兴趣。然而我国高品

质核桃的产量仍显不足，无法完全满足市场的需要。对此，

核桃专家们针对核桃产业的优质生产、深加工研发、未来发

展方向及新型热点产品给出了各自的点评和建议。 

裴东教授认为，当前我国生产的核桃品质呈上升趋势，



“优质优价”效应已经在核桃市场显现。未来，核桃产业应

把“提质增效”放在第一位，特别是在深加工方面，仍需积

极探索，延长核桃产业链、增加产品附加值，产生“经济效

益”。此外，在发展产业的同时，也要关注果农的利益，以

林业部门为首积极支持核桃产业发展，将苗木补贴转型为采

收“最后一公里”补贴、肥料等产中补贴，让发展的红利真

正惠及上游果农。 

尹昌君所长认为，从核桃研究角度来看，我国核桃加工

产品技术研发的投入量仍有待提升，核桃交易以初级加工产

品为主的现状亟待改变。另外，要紧随主流消费者需求，推

出有创意、有独特品牌的商业产品，在深加工产品销售的多

样性上更进一步。市场交易方面，仅靠小规模交易的“单打

独斗”是不够的，要打通大企业渠道、和国内外大客户建立

稳定合作关系，按企业需求调整产品类型，拉动总交易量。 

陕西省林业产业协会办公室主任蒋新正认为，从核桃的

优质生产角度来看，应充分发挥以新疆产区为代表的核桃适

生区（地理优势有强风、日照充足等）优势，改善目前我国

核桃栽种面积较大，但实际成果率不高（部分产地雨水多、

追求有机无农药、管理不到位等因素，导致了部分果实因病

虫害无法售卖）的问题。同时，应持续加强对核桃产品的研

究，将核桃的功能性研究彻底，明确核桃油、核桃蛋白等各

方面的功效，使市场对核桃营养价值的认知不断提升；不断



提升深加工产品，例如部分企业推出的核桃壳制猫砂产品、

核桃肽产品、核桃蛋白饮料都是不错的突破。 

此外，一些差异化的核桃产品正在逐步获得市场认可，

以“红仁核桃”为代表的优质新型核桃产品刚刚成为新的消

费热点。在政府的支持下，商洛盛大实业有限公司 2021 年积

极对接下游需要，将“红仁核桃”产品推向市场。产品从 9

月中旬成熟上市，至 10 月末便已售罄，成为当地备受欢迎的

特色品牌产品。对此，专家们也为其发展给出了分析。 

裴东教授认为，“红仁核桃”短期发展前景较好，但仍

有提升空间，希望产品可以进一步提升口感和坚果体积，拓

展生产规模，通过优化生产流程降低成本，力争在营销策略

上突破，使更多消费者了解到“红仁核桃”。同时，在新疆、

云南等核桃适生区扩大红仁核桃种植，会更有助于优质果实

的产出。 

尹昌君所长认为，“红仁核桃”立足于“新鲜”，把握

住了消费者的“猎奇”心理。然而，在未来发展的同时，也

应谨防盲目扩张下，量增质减导致价格下降，以及受性价比

限制开辟深加工产品市场受阻的风险。 

目前，市场成熟的核桃深加工产品仅有核桃乳、部分含

核桃粉的黑芝麻糊产品、核桃油等产品，其他深加工产品仍

在研究或市场试水阶段，在得到消费者认可方面还有很长的

路要走。通过市场的真实反馈和专家们对核桃深加工工作的



重视，我们相信，高质量发展是我国核桃产业的必由之路。

希望未来我国能在核桃的深加工领域有更多成就，各类深加

工产品随着市场所需逐步出现并稳定立足于市场。 

 

四、 2022 年市场预测 

2022 年的核桃产业的发展态势是每一个核桃产业工作者

都关心的话题，专家们也分别给出了各自的预测。 

裴东教授认为，2022 年全国总体核桃价格与 2021 年基本

持平，优质核桃价格会继续上涨。具体产区来看，新疆产区

核桃仍有减产风险，云南产区的产量会有所增加。尹昌君所

长预计，2022 年核桃市场价格总体将维持稳定，零售渠道较

为通畅，但以核桃乳为代表的深加工产品渠道仍需发力。蒋

新正主任表示，2022 年上半年全国核桃价格走势或出现上行，

但由于核桃的产量、品质易受极端灾害天气影响，加之疫情

反复对市场的，下半年还需观望春季发展态势才好预测。 

新华指数市场监测团队通过对批发商进行的抽样调查发

现，超过六成的核桃批发商认为 2022 年核桃价格和 2021 年

基本持平。通过指数走势不难看出，疫情对核桃价格走势会

造成一定幅度扰动。同时，灾害天气的减产会对核桃的供求

关系产生较大影响。考虑到目前国内核桃市场下游需求基本

稳定，新华指数预计 2022 年核桃价格在不出现重大自然灾害

的前提下与 2021 年基本持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