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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报告简介

观研报告网发布的《2007—2008年中国板栗深加工行业投资价值决策咨询及行业竞争力调
查研究报告》涵盖行业最新数据，市场热点，政策规划，竞争情报，市场前景预测，投资策
略等内容。更辅以大量直观的图表帮助本行业企业准确把握行业发展态势、市场商机动向、
正确制定企业竞争战略和投资策略。本报告依据国家统计局、海关总署和国家信息中心等渠
道发布的权威数据，以及我中心对本行业的实地调研，结合了行业所处的环境，从理论到实
践、从宏观到微观等多个角度进行市场调研分析。

官网地址：http://baogao.chinabaogao.com/xiantiyongpin/2961229612.html

报告价格：电子版: 8000元    纸介版：9000元    电子和纸介版: 10000

订购电话: 400-007-6266 010-86223221

电子邮箱: sale@chinabaogao.com

联 系 人: 客服

特别说明：本PDF目录为计算机程序生成，格式美观性可能有欠缺；实际报告排版规则、美
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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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告目录及图表目录

【交付时间】 5个工作日【报告格式】
Word格式报告摘要：板栗在我国分布很广，北自吉林省 集安，南到广东；东超台湾及沿海
各省，西至内蒙古、甘肃、四川、云南、贵州等省（区），地跨温带和热带，但以黄河流域
的华北各省和长江流域各省栽培最为集中，产量最大。板栗在我国垂直分，最低是山东郯城
，江苏新沂、沐阳等地，海拔不到50m的平原；海拔最高的是云南维西，高达2800m。目前
，我国板栗绝大部分栽培在丘陵山地的谷地、缓坡和河滩地。板栗在年平均气温8～22℃，
极端最高气温35～39.1℃，极端最低气温－25℃，年降水量500～1500mm的气候条件下都
能生长，但以在年平均气温10～14℃，年降水量600～1400mm的地方生长最好。图表
1：1990-2010年世界各国板栗出口量及增长率趋势预测 我国板栗地方品种类型资源丰富，
据初步统计约有300多个。主要优良品种类型有九家种、浅刺大板栗、它栗等。我国板栗种
植面积由1990年的30.67万hm2（公倾）增加到目前的100万hm2；坚果产量由1987年的11.
4万t（吨）增加到目前的60万t余，占当今世界板栗产量的近60％。近30年来，我国板栗生
产发展很快，经历了由实生繁殖、粗放管理到良种嫁接繁殖、集约经营的过程，产量大幅度
增长。随着农林生产结构的进一步调整，板栗作为生态经济型果树将更加受到重视，其发展
前景十分广阔。图表3：世界各国板栗产量占比我国板栗品质居世界食用栗之首，甜香可口
，内种皮易剥除，适于加工，可溶性糖含量高于日本栗和欧洲栗，为世人称道。同时，我国
板栗抗逆性也首屈一指。板栗病害（栗疫病等）一直是一个未解决的难题，已严重影响到世
界板栗的生产，造成世界食用栗产量日益缩减。在我国板栗资源中最有希望找到抗病的种质
。因此，世界各国都竞相引种我国板栗。我国板栗总产量居世界各国之首，由于品种优良，
涩皮易剥，作为我国特有的果品之一，在国际市场享有较高声誉，目前在国际尚无强有力的
竞争对手。常年出口量为3万吨左右，主要出口日本，占出口总量的90%以上。日本国内经
营板栗的商社已有500多家，目前板栗在日本市场上尚有一定的潜力可挖。近几年，板栗已
出口新加坡等东南亚国家和地区及美国等市场，板栗消费群体逐渐扩大。加入WTO以后，
我国板栗可进一步扩大出口国家和地区，拓宽国际市场，出口量将会有较大的增长。栗树原
产我国，是重要的果树树种，栽培历史悠久，分布广泛。目前20多个省、区有栗树栽培，主
要栽培种类有京东板栗、菜栗和锥栗等三大类；主产区有河北、山东、河南、湖北、安徽、
浙江、辽宁、广西等省、区。近年来伴随着我国果树生产快速发展，栗树面积、产量也有较
大幅度提高。在区域布局上已形成华北、长江流域、西南、东北等品种群及生产区域⋯⋯研
究报告目录第一章 研究概述 13第一节、 研究背景 14第二节、 研究内容 15第三节、
研究方法 16第四节、 研究团队 17第五节、 数据来源 18第二章 板栗产业概述 19第一节、
国外板栗产业发展现状 20一、 美国板栗的生产与市场现状 21二、
韩国板栗的生产与市场现状 22三、 意大利板栗的生产与市场现状 23四、
土耳其板栗的生产与市场现状 24五、 玻利维亚板栗的生产与市场现状 25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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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牙板栗的生产与市场现状 26七、 西班牙板栗的生产与市场现状 27第二节、
国内板栗产业发展现状 28一、 国内板栗种植产业现状 29二、 国内板栗加工产业现状
30三、 国内板栗消费市场现状 31第三节、 国内板栗良种繁育现状 32第四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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