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咖啡是一種極其「嬌貴」的作
物，無論是種植施肥還是採摘晾曬
加工，都要求精心細緻的管理，任
何一個環節的不足，都會影響產品
的品質。
新寨村村民段紹華從事咖啡種植

生產20餘年，在他看來，咖啡收購
價格的低迷，也影響了咖啡品質的
提升。潞江壩地區咖啡種植以農戶
為主，農機化程度較低，種植管

理過程主要依靠人力，如採
摘環節全靠人工，
而咖啡鮮果次第分
批成熟，因咖啡豆
容易串味變質，最
忌諱生果與熟果
混雜，採摘也應
分批。但因咖
啡價格低迷，為

降低用工成本，咖農只好等成熟鮮
果達到一定數量，再僱工一次性採
摘，導致過度成熟的鮮果與不夠成
熟的鮮果混雜其中。如此一來，形
成咖啡在樹上品質很好，但採摘後
卻降低了品質的怪象，沒有合理收
購價格的支撐，很難跳出低收益─
低投入─低品質的怪圈。

咖農每斤咖啡米蝕5元
從事咖啡加工的新寨咖啡有限公

司總經理謝顯文從業逾18年，種過
咖啡也做過加工，他認為當前咖啡
生產的許多困局都與咖啡收購價格
低迷有關，只要收購價能夠達到一
杯咖啡的價格，許多困局便能迎刃
而解。
謝顯文測算，咖農每種植一公斤

咖啡米，需要投入成本17.5元（人

民幣，下同），而近幾年的咖啡豆
收購價格每公斤僅12.5元，意味着
咖農每種植一公斤咖啡米虧損 5
元。

合理收益保證咖啡品質
「內地市場每杯咖啡價格至少在

38元以上，而每公斤咖啡豆可沖泡
咖啡80杯，售價可達3,040元，原
料與成品價值之差高達243倍。只
要咖啡豆的收購價格能夠達到40元
以上，就能很好地調動咖農的生產
積極性。」他說，有了合理收益，
咖農在生產環節才有更多投入，才
能認真精細管養，咖啡品質才有更
好的保證；而於加工廠家而言，原
料的品質提升後，產品的附加值也
更高，形成良性循環，有利咖啡產
業健康發展。

咖啡第一村咖啡第一村轉攻轉攻鄉村旅遊鄉村旅遊

由公路進入新寨村，翠綠盡染，由怒
江畔延綿至高黎貢山半山腰的咖啡

林鬱鬱葱葱，或有幾棵高出咖啡樹不少
的龍眼、堅果、芒果樹挺立其中。由於
正是咖啡收穫季節，偶見咖農腰挎竹簍
在咖啡林間採摘，嫻熟的雙手上下翻
飛，鮮紅飽滿的成熟咖啡鮮果如玉珠次
第落入竹簍，儼然一幅靚麗的風景。
走近新寨村中心，一幢簇新的三層小
樓格外引人注目，這是新寨的咖啡體驗
中心。而在萬畝咖啡林中的觀景台上，
今年春節後又新建了一座咖啡體驗中
心，讓來到新寨的遊客品嚐咖啡、了解
咖啡、親近咖啡。

設體驗中心 開闢新客源
頭頂「中國咖啡第一村」的光環，新
寨把咖啡主題鄉村旅遊作為「第二戰
場」，發展集咖啡加工體驗、咖啡文化
展示、咖啡旅遊觀光、咖啡產品銷售和
食宿服務一體的咖啡主題旅遊；開發徒
步穿越咖啡林、自行車環萬畝咖啡林等
旅遊項目。2016年，新寨遴選農戶開辦
農家樂、農家旅館等示範項目，村民邵
恩澤、趙華英等6戶村民被選中，分別
開辦了家庭旅館和以飲食業為主的農家
樂項目，雖然接待量仍然有限，卻並未
影響他們開辦咖啡旅遊項目的積極性。
趙華英準備圍繞咖啡元素開發如咖啡花
蒸雞蛋、咖啡雞等菜餚以及咖啡果茶等
飲品；邵恩澤則計劃在自己的庭院開闢
農家咖啡屋，以此消費自己所生產的一
部分咖啡。
據新寨村總支書記王加維介紹，由於
獨特的地理和自然條件，包括新寨在內
的潞江地區所產咖啡曾在英國倫敦市場
上被評為一等品、在全國咖啡會議上被
公認為「全國咖啡之冠」、曾獲中國農
博會銀獎和世界咖啡大會「尤里卡」金
獎。
然而，始於2012年的新一輪咖啡收購
價格震盪下行，使咖啡豆收購價格由每

公斤40元（人民幣，下同）下滑至12
元左右，今年更低於12元，潞江地區有
咖啡農為維持生計索性砍伐咖啡樹，騰
出土地改種蔬菜、水果。

注資增產量 抱團抗風險
王加維坦言，咖啡豆收購價格低迷，
也曾令新寨部分村民困惑與彷徨。村幹
部進家入戶，提振村民發展咖啡產業的
信心，動員村民擴大咖啡種植面積。面
對周邊逐漸縮減的咖啡種植規模，新寨
村咖啡種植面積不但未減，還擴大種植
規模至13,600畝。
面對咖啡收購價格持續低迷，新寨積

極爭取項目、籌措資金，農業綜合開發
項目資金持續投入，機耕路由窄變寬，
土路變成水泥路，噴灌、水溝、太陽能
殺蟲燈等設施逐步修建起來，隨着生產
條件逐步改善，咖啡產值產量提升。
「公司＋合作社＋農戶」的模式被應用
於咖啡生產中，統一品種、種植技術、
生產資料、收購產品、加工銷售等，使
咖啡生產規模化、規範化，抱團抵禦市
場風險。

開班授技能 添農民收入
與此同時，為增強村民抗風險能

力，保證在咖啡收購價格持續低迷的
情況下，農戶收入不至於大幅下滑，
新寨一方面開辦了職業技能培訓班，
請來專業師資，向村民傳授電焊、廚
師等技能，並對考核合格者頒發從業
資格證書，鼓勵和支持富餘勞力外出
打工以增加收入；另一方面，積極推
廣咖啡林套種澳洲堅果、龍眼、芒果
等作物，以抵禦咖啡收購價格下滑帶
來的收入下降風險。
另闢蹊徑，不僅使新寨村抵禦了咖啡

收購價格低迷帶來的收入下滑風險，還
保持了咖啡種植規模和咖啡品質。目前
新寨村13,600畝咖啡不但沒有減少，而
且增長勢態良好。

收購價低迷收購價低迷 變陣谷消費變陣谷消費

雲南保山潞江壩是小粒咖啡主產區，所種植

的小粒咖啡是中國乃至全球品質最好的咖啡之

一，可與享譽世界的藍山咖啡媲美。然而，

2012年以來國際咖啡市場收購價格一路走低，

嚴重影響了咖農的收入，有咖農砍掉咖啡樹改

種蔬菜水果，令保山產區的咖啡種植面積由26

萬畝萎縮到19萬畝，潞江地區的咖啡種植面積也由16萬畝縮減至

13萬畝。不過，有「中國咖啡第一村」之稱的保山潞江鎮新寨村，

則通過營造咖啡文化，開闢「第二戰場」應對行業低潮。

■圖／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丁樹勇 雲南保山潞江報道

村民彭安奎從1990年開
始零星種植咖啡，2009年咖
啡豆收購價格飆升至每公斤
40元（人民幣，下同），夢

想着依靠咖啡致富的彭安奎由別人手中租
來20畝土地，加上自家的土地，種下了36
畝咖啡。他的打算是，咖啡一項每年可收
入十幾萬元，扣除生活開支，每年可積攢
5萬至6萬元，三年後即可為剛剛分家自立
門戶的小家庭建上新房。

那幾年，做着建房夢的彭安奎「天天

泡在咖啡地裡」，修枝打杈、施肥除
草，忙得不亦樂乎，盼着咖啡樹快快長
大掛果，為自己帶來收益。3年後的2012
年，彭安奎種下的36畝咖啡掛果，卻遇
上新一輪價格低迷，其結果與自己當初
的夢想相去甚遠。

彭安奎2017年收了6噸咖啡豆，每公
斤售11元，僅收入6萬多元；今年他的咖
啡更因周期性因素減產，僅收穫2噸左
右，最多收入2萬元。扣除種植管養成本
後已基本沒有利潤，讓彭安奎很是失

望， 「連工時費都不夠！」
彭安奎也想過砍掉咖啡樹，種植蔬菜

水果渡過難關；但回想起咖啡種植和管
理的不易，再看看周邊砍掉咖啡樹種植
蔬菜水果的農戶收入也不見得能高出多
少，彭安奎遲遲下不了手。好在妻子一
直開舖賣早點，再加上自己可以在周邊
打零工，夫妻收入基本能維持生計。彭
安奎現在最大的期望是咖啡市場復甦、
價格回升，依靠咖啡收益還清建房所欠
下的債務。 ■記者 丁樹勇

啡豆價格滑坡 建房夢碎

謝顯文認為，保山小粒咖啡雖有良好的
品質卻沒有應有的收益。其叫好不叫座的
原因，在於一直處於原料供應「為他人做
嫁衣」的尷尬，沒有品牌效應，缺乏話語
權。「保山小粒咖啡產業要走出困局，須
提升品質、培育品牌，主攻內地市場。」
咖啡消費雖非內地消費市場主流，但經

多年的培育，內地咖啡市場已漸成氣候，
謝顯文提供的數據顯示，目前內地每年出
口咖啡12萬噸，進口卻達17萬噸；而內地
大中城市咖啡店如雨後春筍、門庭若市，
深受年輕一族青睞。他預測，「咖啡未來
最大的消費市場在內地。」而要佔據一定
的市場份額，必須提升咖啡品質、培育中
國人自己的咖啡品牌。

在品質提升上，謝顯文提倡咖農種植
「鐵畢卡」咖啡。當地是全球為數不多的
適宜「鐵畢卡」生長的地區之一，也是當
地種植的老品種，濃而不苦、香而不烈、
略帶果味，被世界名人梁厚甫譽為「世界
上第一流的咖啡」，雖抗病率弱、產量
低、難管理，但因其天生的優質基因而品
質優良。

遠銷德日加拿大等地
目前，謝顯文的公司已通過土地流轉種

下了735畝「鐵畢卡」，「目的是做出示
範，帶動周邊咖農種植。」略感遺憾的
是，目前僅帶動周邊農戶230多戶種植，
與潞江壩3萬戶以上的種植戶相比僅是一

個很小的數字。
而在品牌培育上，謝顯文註冊了自己的

商標，建立了加工廠和銷售渠道，其產品
已銷往加拿大、日本、德國，內地市場則
直銷北、上、廣、深、杭等城市，產值已
達3,200多萬元人民幣。

■謝顯文認為未來咖啡消費最大的還是內
地市場。

培育獨有品牌 主攻內地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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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恩澤計劃開辦農家咖啡屋，
消費自己所產的部分咖啡。

◀趙華英（左）準備利用晾曬的
咖啡果殼開發咖啡果茶。

▲萬畝咖啡林中的新寨村，安寧、祥和。

▶新寨村被譽為「中國咖啡
第一村」。

■咖啡鮮果次第成熟，採摘也需分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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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新寨體驗咖啡文化的遊
客逐漸多了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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