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辣椒是我国居民饮食中最重要的调味品和主

要鲜食蔬菜，从生产、保鲜贮存到加工出口已成为

农业中的较大产业，在助力脱贫攻坚、推进乡村振

兴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且随着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

高和辣椒品种类型日益丰富，我国食辣人群仍在快

速增加。河南作为辣椒生产大省之一，如何践行大

食物观，加快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在扛稳粮食安

全重任、确保粮食总产量的同时，更好地保障人民

群众“菜篮子”产品需求，助力农民增收，是河南辣

椒产业发展面临的重大课题。对此，在深度调研分

析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些建议。

1 河南辣椒产业情况

1.1 种植规模

河南省辣椒生产历史悠久，椒农种植经验丰

富，辣椒已成为全省蔬菜种植面积最大的作物种

类[1]。根据河南省大宗蔬菜产业技术体系统计，近 3

年辣椒种植面积稳中有增，2021 年全省辣椒面积约占

全国面积的 11.25%，达 24.0 万 hm2，产量 527.21 万 t，

分别比 2020 年增加 0.54 万 hm2、11.11 万 t，比 2019

年增加 1.25 万 hm2、84.16 万 t，面积年增长率

2.86%、3.91%，产量年增长率 2.15%、16.49%。其中

露地种植面积 20.85 万 hm2，产量 391.05 万 t；设施

种植面积 3.15 万 hm2，产量 136.16 万 t。另外按食

用不同分为干食辣椒（朝天椒为主）18.42 万 hm2，鲜

食辣椒（菜用椒）5.58 万 hm2，分别占总面积的

76.8%、23.2%。

1.2 区域分布

河南省已形成豫东（柘城县、商丘梁园区、睢

县、太康县、扶沟县、杞县等）、豫中南（临颍县、鄢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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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襄城县、禹州市等）、豫北（内黄县、滑县、濮阳

县、清丰县等）三大辣椒优势产区，根据河南省大宗

蔬菜产业技术体系统计，三大主产区辣椒种植面积

占全省辣椒总面积的近 90%。其中，辣椒生产大县

主要有柘城县（2.67 万 hm2）、临颍县（2.67 万 hm2）、

内黄县（2.00 万 hm2）、太康县（1.60 万 hm2）、扶

沟县（1.53 万 hm2）、鄢陵县（1.51 万 hm2）、西华县

（1.47 万 hm2）、商丘梁园区（1.07 万 hm2）等。

1.3 种植模式

辣椒种植模式分为露地种植和设施种植两

种[2]。干食辣椒和鲜食辣椒都可以露地种植，设施

种植的全部是鲜食辣椒。干食辣椒生产有春茬、麦

椒套种、蒜椒套种、瓜椒套种、麦茬等模式。根据河

南省大宗蔬菜产业技术体系统计，麦椒套种模式生

产约占干食辣椒种植面积的 80%以上，667 m2 种

植辣椒 6000~8000 株，常规品种 9—10 月一次性收

获。鲜食辣椒一般 667 m2种植 3000~4000 株，春茬

露地生产一般 4 月下旬至 5 月上旬定植，可在 7—

10 月分批收获；设施生产以大棚早春、大棚秋延后、

温室冬春茬、温室秋冬茬、温室越冬茬为主，可实现

鲜食辣椒全年供应。

1.4 育种情况

河南省辣椒育种水平位居全国前列，特别是干

食辣椒育种近几年发展较快，簇生朝天椒育种水平

在全国领先，并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根据河南省大

宗蔬菜产业技术体系统计，河南辣椒自供种比例达

75%以上。既有以研究干食辣椒育种为主的河南省

农业科学院、洛阳农林科学院、安阳市农业科学院

等科研机构，也有以研究鲜食辣椒育种为主的郑州

市蔬菜研究所、新乡市农业科学院、驻马店市农业

科学院、濮阳市农林科学院等科研机构，还有如河

南欧兰德种业有限公司、河南鼎优农业科技有限公

司、郑州中农福得绿色科技有限公司、河南红绿辣

椒种业有限公司、河南豫艺种业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河南优美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等种子企业的辣椒

品种在全国辣椒产区被广泛种植。

1.5 主栽品种

干食辣椒以种植朝天椒为主，品种有三樱椒系

列、新一代、子弹头、红太阳、艳红、艳美、天宇系列

等，其中三樱椒由于好管理、抗病性好、易采摘、果

形颜色较好，多年来一直是河南省干食辣椒的主栽

品种。全省鲜食辣椒栽培品种较多，多达上百种，

主要来自中研系列、郑研系列、豫艺系列、湘研系列

等。常见的果形有牛角椒、羊角椒、螺丝椒、灯笼

椒、线椒等；颜色有绿色、深绿色、红色、黄色、浅黄

色、黄绿色等；辣度分无辣味、微辣、中辣、高辣等。

常见品种有美辣华之秀 1 号、金富 175、豫艺大麻

花、欧丽 500、洛研 5 号、安椒 28、郑椒 20、驻椒 18、

中鲜 1 号、汤老师 3 号大椒等。

1.6 生产效益

综合 2019—2021 年河南省大宗蔬菜产业技术

体系调研统计数据，干椒效益：小辣椒 667 m2 产鲜

椒 1500 kg 左右，制干比例约为 4∶1，667 m2产干椒

370 kg 左右，价格 12~20 元·kg-1，667 m2产值 3600~

6000 元，667 m2 成本 1300 元左右（不含地租），

667 m2纯收入 2100~4500元。鲜椒效益：露地鲜食青椒

667 m2 产量 3000~4000 kg，地头价 1.6~3.0 元·kg- 1，

667 m2产值 4800~12 000 元，667 m2成本 1500 元左

右（不含地租），667 m2 纯收入在 3300~10 500 元之

间；温室鲜食青椒 667 m2 产量 5000~5500 kg，地头

价平均 8 元·kg- 1，667 m2 产值 40 000~44 000 元，

667 m2成本 15 000 元左右（不含地租），667 m2纯收

入在 29 000~38 000 元之间；大棚鲜食青椒 667 m2

产量 3000~3500 kg，地头价平均 4 元·kg-1，667 m2产

值 12 000~14 000 元，667 m2成本 6000 元左右（不含

地租），667 m2纯收入在 6000~8000 元之间。

1.7 机械化数字化生产

辣椒种植属劳动密集型产业，用工量较大，从

育苗移栽到采收环节大部分需要人工完成。随着

劳动力成本的提高，辣椒生产机械化、数字化势在

必行[3]。如临颍县依托省级现代农业产业园，实施

5G+绿色智慧农业，建设高标准化智慧辣椒种植示

范区 9 hm2，积极探索辣椒机械化播种、采收及数字

化管理技术，取得了阶段性成果[4]。但目前辣椒生

产全程机械化机器设备制造还不成熟，正处于探索

研发阶段。

1.8 市场建设及交易情况

目前河南省建有柘城、临颍辣椒销售专营市

场。其中柘城辣椒大市场被列入全国农产品价格

指数监测网点，特别是在建的“中国·万邦柘城辣椒

物流城”，集现货交易、期货交割、仓储物流、电子商

务于一体，将实现“全国辣椒进柘城、柘城辣椒卖全

球”目标。临颍辣椒市场则致力成为中部地区乃至

全国最大的集辣椒交易、冷贮物流、精深加工等一

体化的辣椒全产业链市场。其他地区也建有辣椒

批发市场，并具有一定交易规模。根据河南省农业

农村厅市场与信息化处统计河南省辣椒交易市场

及交易情况（表 1），如安阳市内黄县六村乡、许昌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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鄢陵县望田镇交易市场、南阳市唐河县豫西南辣椒

市场、商丘市梁园区水池铺乡交易市场、洛阳市新

安县铁门镇交易市场、三门峡市渑池县天池镇交易

市场等，已初步形成了产、供、销、贮、运的辣椒产业

链。郑州海关数据显示，辣椒是 2021 年上半年河

南省第五大出口农产品（前 4 名为食用菌、大蒜、苹

果、鸡肉），年辣椒出口额 3379 万美元，同比增长

19.40%，占全省农产品出口额的 1.50%，出口量

1.05 万 t，同比增长 3.90%，出口的产品主要有辣椒

粉、辣椒碎、辣椒干等。

1.9 加工及品牌情况

目前河南省辣椒加工企业主要聚集在主产区

内，多从事初级加工[5]，在发展壮大辣椒加工业的同

时积极开展品牌建设，打造了一批驰名商标和品

牌。初加工企业中规模较大的有扶沟县遍地红辣

业有限公司，年产干辣椒 9000 多 t，注册的“天御

红”商标在业界驰名；内黄县的老倔厨食品有限责

任公司年加工尖椒 3 万 t，“老倔厨”牌辣椒酱获得

河南省著名品牌；太康县红运高辣食品有限公司年

加工 3.6 万 t，“红运高辣”自主品牌投放市场，年营

业额近 2 亿元。在深加工方面，有从事辣椒素提

取、精制加工及应用的漯河市中大恒源生物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等企业。柘城辣椒通过了“国家地理标

志证明商标”“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认证，临颍

县注册了“绿隆”“颍顺”“田老大”等小辣椒商标和

“临颍辣椒”地理标志证明商标[6]，柘城辣椒和内黄

尖椒被中国蔬菜流通协会评选为全国十大名椒。

1.10 辣椒产业园建设情况

根据河南省大宗蔬菜产业技术体系调研统计，

目前全省已建成以辣椒为主导产业的现代农业产

业园 4 个，分别位于临颍县、柘城县、睢县、太康

县。其中，临颍县辣椒现代农业产业园，2020 年主

导产业产值达到 112.6 亿元。园内现有河南中大恒

源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喜盈盈集团漯河联泰食

品有限公司、颐海国际控股有限公司、河南省南街

村集团有限公司调味品厂等知名企业 41 个，包括

国家级龙头企业 2 家，省级龙头企业 6 家。柘城辣

椒现代农业产业园，2020 年主导产业产值 30.82 亿

元，园区内聚集龙头企业 37 家、辣椒种子研发企业

3 家、加工企业 10 家、交易市场 3 个、家庭农场 21

家、合作社 48 家。睢县优质辣椒现代农业产业园，

2020 年主导产业总产值 13.63 亿元，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 98 家，其中农业企业 48 家，家庭农场 20 家，

合作社 30 家，新型经营主体中加工企业 44 家。太

康县辣椒现代农业产业园，2020 年主导产业产值

21 亿元，园区内现有 46 家农业经营主体，形成了

“鲜辣椒、泡椒+剁椒、休闲食品”和“干辣椒+辣椒

粉”2 条产业链。

2 河南省辣椒产业存在的问题

辣椒作为我国种植面积最大、加工方式最多、

消费功能最多、种植风险较小的蔬菜及消费量最大

的调味品，产业发展迅速[7]。虽然河南省辣椒种植

规模位居全国第二，但仍呈现大而不强的特点，发

展中存在一些问题，制约辣椒产业健康发展。

2.1 基础建设滞后，生产管理粗放

辣椒生产基地水、电、路、沟渠等基础设施建设

相对薄弱，抵抗极端自然灾害能力差。以 2021 年

为例，夏秋季持续降雨天气，导致多地辣椒减产或

淹死。保鲜库与烘干设施缺乏，连阴雨天辣椒不能

表 1 河南省辣椒交易市场及交易情况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交易市场名称

商丘市柘城辣椒大市场

漯河市临颍辣椒交易市场

安阳市内黄县六村乡交易市场

许昌市鄢陵县望田镇交易市场

南阳市唐河县豫西南辣椒市场

周口市鹿邑县宋河镇（栆集镇）辣椒市场

商丘市梁园区水池铺乡交易市场

许昌市襄城县双庙乡河沿吕村交易市场

洛阳市新安县铁门镇、宜阳县高村镇交易市场

三门峡市渑池县天池镇交易市场

驻马店市上蔡县五龙镇、杨屯乡辣椒交易市场

开封市尉氏县尉北瓜果蔬菜交易市场

年交易量/万 t

70.00

50.00

10.00

6.84

5.00

4.00

3.00

2.20

2.00

1.30

1.32

0.12

年交易金额/亿元

100.00

55.00

14.00

4.60

8.00

3.88

1.20

4.18

3.40

2.18

0.66

0.03

交易旺季

9 月上旬至翌年 6 月

10—12 月

9 月至翌年 3 月

11 月至翌年 4 月

9 月至翌年 3 月

10—12 月

8—10 月

11 月至翌年 4 月

10 月至翌年 2 月

9 月至翌年 3 月

10—12 月

5—6 月

注：以上数据来源于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市场与信息化处。数据统计起止时间为 2020 年 7 月初至 2021 年 6 月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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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时烘干，容易导致腐烂及霉变。现代化大型辣椒

产品批发交易市场较少，小型产地市场建设规划布

局不合理，设施不健全。生产组织化程度较低，辣

椒种植仍以农户家庭小规模种植为主，标准化生产

难以有效落实，生产企业、合作社、种植大户普遍规

模偏小、带动力不强，缺乏统一引导和统一服务机

制，难以形成集团化、规模化、产业化效益。常年种

植辣椒致使连作障碍发生严重，单产水平偏低，病

虫害防治不规范，产品质量参差不齐。

2.2 品种有待规范，品质有待提高

辣椒品种繁多，良莠不齐，省内省外乃至国外

品种成百上千种，同种异名、异种同名现象突出，各

品种间质量差距较大，单品种集中连片种植比例

低，各主产区间特色不明显，较难形成拳头产品和

知名品牌。目前小辣椒种植品种以三樱椒为主，大

多农户为节约成本自繁自育、自选自留，连年种植

导致种子退化严重，辣味降低，品质下降，虽然仍有

便于管理、抗病性较好、易采摘、果形颜色较好等优

点，但已逐渐不适应当前辣椒高质量发展的需求和

趋势，品种改良和提纯复壮急需加快速度。辣椒与

粮食作物争地矛盾突出，在稳定粮食产量同时，河

南辣椒产业提质增收需求更加迫切。

2.3 机械化程度低，深加工能力弱

虽然已有部分通用耕作机械可以进行辣椒农

事操作，但专用化、全程化、小型化机械严重缺乏。

辣椒生产从育苗、移栽到田间管理、采收大部分为

人工作业，采收后晾晒、分拣等后续工作也需要大

量人工完成，生产效率较为低下，加之当前劳动力

越来越高龄化，且人力资源越来越匮乏，劳动力成

本持续增加 [8]，因此辣椒产业机械化程度急需提

高。河南省辣椒加工企业较少，加工企业规模普遍

不大，多以初加工为主，如干制、剁制、酱制、泡制和

晒制等，加工产品单一，品牌效应低，抵御市场风险

能力差。

3 对河南辣椒产业高质量发展的

建议

辣椒在全国和河南省均居蔬菜种植面积第一

位，辣椒在满足消费者日益增长的多样化、功能化

需求方面面临巨大发展机遇[9]。河南在扛稳粮食安

全重任的同时，辣椒产业是推动农业增效、农民增

收的重要途径，因此河南省辣椒产业走高质量发展

道路势在必行。建议河南省辣椒产业应遵循“品质

引领、市场导向、品牌号召、三产融合”的产业发展

方向[9]，以辣椒优势主产县区为抓手，通过强基础提

品质、加快优良品种选育进程、优化种植结构、加快

机械化推广、壮大龙头企业、拉长产业链条、深化三

产融合、打响品牌知名度等途径，促进河南辣椒产

业高质量发展。

3.1 强基础提品质，推动产业提升

应尽快改善农田基础设施条件，不断完善农田

抗旱排涝设施，维护、维修田间路网管网。加大对

辣椒烘干、晾晒、冷藏等基础设施的投入，提升辣椒

采后处理水平[10]。采取多种投资方式，打造一批设

施先进、功能完善、交易规范的全国知名辣椒综合

批发交易市场，为河南省辣椒交易、流通创造条

件[11-12]。依托河南省临颍、柘城、内黄、扶沟、太康等

辣椒主产县区生产优势，以高质量、低成本、生态化

种植为理念，从基础设施建设、轻简化栽培管理、病

虫害绿色防控、采摘后晾晒和分拣处理等环节，建

设一批区域化标准化核心供应基地[13]，同时加快构

建创新引领、要素协同、链条完整、竞争力强的现代

产业体系，打造一批以辣椒为主导产业的国家级和

省级现代农业产业园区。充分发挥园区示范引领

作用，引导经营主体开展辣椒标准化种植[14]，提高辣

椒品质，进一步拓宽辣椒种植的效益空间，从而推

动辣椒产业朝着有序规范的方向健康发展[8]。

3.2 加快品种选育进程，优化种植结构

充分利用河南辣椒品种资源优势，加大对省内

辣椒科研团队、育种企业、集约化育苗企业以及技

术推广部门的扶持力度，加快新品种选育步伐与试

验示范进程[15]。在优质高产的前提下，对具备传统

特征的优良辣椒品种进行提纯复壮，利用杂交、回

交等传统育种技术与单倍体育种、辐射育种、远缘

杂交、分子编辑等现代育种技术相结合[16-19]，重点研

发一批产量高、辣度高、色素含量高、抗病能力强、

方便机采的专用品种并推广种植 [8]。优化种植结

构，合理规划种植品种，避免多区域同质化产品集

中上市导致辣椒价格大跌或难卖，重点建设优质专

用加工辣椒、特色鲜食辣椒等高附加值辣椒生产核

心基地，形成区域特色，实现错位发展，增强市场竞

争力[14]。

3.3 加快机械化进程，破解生产难题

河南辣椒主产区大多地势平坦，有利于机械

化、规模化生产。加快机械化生产进程，需要加速

专用化、全程化、小型化机械的研发，研究推广一批

农机和农艺相结合的现代化农业种植新技术，探索

总结适合机械化操作的栽培、采收及辣椒间套作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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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模式[14，20-21]。例如麦椒套种高效种植模式，在保障

粮食安全的前提下，稳定辣椒种植面积，因地制宜

推广麦椒套种全程机械化、标准化生产、智能化管

理的先进种植模式[22]；加快麦椒套种模式新品种、新

技术、新机具的升级熟化推广进程，进一步提升小

麦辣椒套种增产潜力和综合种植效益[23]，力争粮食

少减产、辣椒多增产、品质效益再提高。还应加大

科技投入，配套集成如集约化育苗、肥水一体化、全

程病虫害绿色防控等技术，发展智慧农业，实现辣

椒种植的远程控制、诊断、灾害预警等智能管

理[24-25]，以降低劳动力投入。针对河南省目前一家

一户生产模式还应鼓励发展专业化社会托管服务

组织，帮种帮收。

3.4 壮大农业龙头企业，拉长产业链条

加大对辣椒产品深加工企业的引进培育和政

策扶持力度，提供良好营商环境[21]。在作为食品、调

味品、添加剂的基础上，积极引导企业从鲜食、初加

工型向深加工型转变，合理调节加工产品结构，不

断开发辣椒色素[26]、高纯辣椒碱等高附加值产品以

及医药、保健、化妆品、化工等方面的新产品，形成

上下游产业集群，健全辣椒全产业链条[27]，提升产业

水平和产业层次。同时，引导重点龙头企业重视产

品质量和品牌，推动企业与国际质量管理体系和产

品标准接轨，使企业依靠质量和品牌开拓市场，提

升产品市场竞争力，逐步形成市场牵企业、企业带

基地、基地连农户的联农带农机制[2]，共建利益风险

分担机制，开拓高端辣椒市场，形成利益共同体[15]，

推动农民持续增收。

3.5 推进三产融合发展，打响品牌知名度

除通过举办全国性辣椒产业博览会、交流会、

网络平台宣传等提高大众对河南辣椒品牌的认可

度外，还应充分发挥辣椒观赏、生态、文化等价值属

性，使辣椒产业与河南地方厚重历史、人文、餐饮等

领域结合，打造辣椒三产融合发展典范，提升河南

辣椒品牌知名度，用“卖好”倒逼精种、精管、精收[28]，

推动河南辣椒产业高质量发展，实现“产业链相加、

价值链相乘、供应链相通”的三链重构格局[9]，推动

辣椒产业向高端绿色智能融合转型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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