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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地，，廣西合浦縣上規模月餅企業廣西合浦縣上規模月餅企業

達達120120餘家餘家，，大月餅大月餅（（單個月餅一斤以單個月餅一斤以

上上））產量佔廣西的產量佔廣西的8080%%以上以上、、佔全國的佔全國的6060%%

以上以上。。一年容易又中秋一年容易又中秋，，中秋節臨近中秋節臨近，，記者記者

近日走訪合浦的近日走訪合浦的「「月餅小鎮月餅小鎮」」發現發現，，今年初今年初

出現的新冠疫情雖然令廠家在經營上較謹出現的新冠疫情雖然令廠家在經營上較謹

慎慎，，但整體上並沒有影響到當地月餅的生產但整體上並沒有影響到當地月餅的生產

和銷售和銷售，，不單產量有所增長不單產量有所增長、、貨品基本上零貨品基本上零

庫存庫存，，而且價格比上年略漲而且價格比上年略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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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說，近年來合浦大月餅的發展勢頭
十分強勁。然而，一個非常現實且緊迫的
問題是：從總體上整個月餅市場趨於萎
縮。月餅產業將何去何從？
「大月餅必須變革。」合浦麥香皇食品董

事長歐明說，市場調查顯示，60%的客戶反
映，因為現在家庭人口少，一個大月餅一次
吃不完。此外，認可五仁月餅的不到46%，
市場仍較小，而蛋黃蓮蓉的認可度達78%；
蛋黃酥其實算是蘇式小月餅，其認可度也達
69.7%。而且，月餅地域性很強，口味差異
大，需要不斷改善原料配方，改善工藝，提
升原料品質，比如精選北部灣海鴨蛋製作的
鹹蛋黃，採用無水酥油等，還有從香港引入
流心質、桃酥皮等高端材料和工藝。
在歐明看來，合浦大月餅仍有增長空
間，但將更多生產50克至125克的各檔小
月餅，品種也要不斷創新，「我們生產的
木糖醇月餅就是低油低糖的一個嘗試，但
過於小眾化，銷售不理想，目前只送不
賣」。不過他也表示，現在市場上有各式
各樣的月餅，打着各種名號搶佔市場份
額。「合浦月餅怎樣才能突圍而出？這就
需要我們所有的本地月餅企業抱團發展，
集中力量尋找出路。」歐明說。

為鞏固合浦大月餅產業核心地位，合浦
縣決定建設「月餅小鎮」，在月餅產業的
基礎上，發展烘焙食品、休閒食品、冷凍
食品、糧油加工等產業。作為以月餅為主
要產業的特色小鎮，合浦是全國唯一的，
目標是打造成華南最大烘焙基地。

春節做年糕 端午做粽子
麥香皇現在正進行着在多元化生產。

「中秋訂單最高時達到每天100萬個，因
產能所限每天最多只接了50萬個，滿負荷
的生產狀態看着一片紅火。不過月餅畢竟
是季節性產品，必須向產品多元化拓
展，」歐明表示，公司中秋前做月餅，端
午前就做粽子，春節生產年糕和臘味，
「還有各種麵包點心都是全年性生產，蛋
黃酥最高每天下線60萬個，除了春節放假
6天幾乎全年不停工。」
廣西合浦縣政協主席、合浦縣工業園區

管委會主任、人稱月餅小鎮鎮長的龐書群
稱，「月餅小鎮」不僅製作月餅，還將圍
繞月餅及食品產業，配套發展食品展銷、
檢測、教育培訓、食品物流以及文化創
意、旅遊休閒等服務業，推動月餅產業轉
型升級，打造全鏈條產業。

整體市場漸萎縮 行業需變革

訂單充足銷售維持訂單充足銷售維持 出廠價略漲出廠價略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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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西合浦縣月餅小鎮的鼎興餅業操作間中，從頭到腳套都披
在白大褂中的董事長楊永操，將烘至七成乾的芝麻仁、核

桃仁、橄欖仁、杏仁、西瓜籽仁按一定比例混合，加上切成細
絲的金華火腿，再摻入大蠔肉等海產品，加入熬好的糖漿和炒
過的糯米粉，淋入花生油，細細地攪拌在一起，製成當天要用
的餡料，用電子秤秤量好2.3斤重的一團，揉壓成餅狀，再用事
先製好的二塊月餅麵皮上下包裹，壓實，一個三斤重的月餅初
胚完成。拿過一個模具將餅胚放入並用雙手壓實壓平翻過來倒
出，輕輕放入托盤，然後仔細地刷上一層蛋液送入烘烤生產
線，約30分鐘後，一個噴香的手工製作的大月餅新鮮出爐。
「9月27日是今年月餅生產的最後一天，過了這一天，今年

的月餅生產就算是結束了，訂單早幾天就已經不再接了。」楊
永操說，由於原材料物價的上漲，今年的月餅出廠價也略有上
調，以五仁金腿為例，一斤重的月餅每個出廠價為40元（人
民幣，下同），八斤重的每個400多元。今年銷售量基本與去
年持平，總量在60萬斤以上，銷售額約3,000萬元。

無力找新客 只接舊訂單
餐飲大廚出身、身兼北海合浦月餅行業協會副會長兼秘書長

的楊永操認為，春節前爆發的新冠疫情對月餅市場並未有明顯
的影響，今年的銷售量相比去年仍有增長，目前已經進入生產
高峰期，為保證月餅生產，甚至將蛋黃酥等銷售看好的網紅食
品生產都停下來了，全力保障月餅訂單的供應。
「由於今年受疫情影響，鼎興基本上沒有發力開拓新的客戶，

今年供貨的絕大多數都是老客戶，接到訂單才會組織生產，下線
包裝後當天或者次日就發貨，所以基本上是零庫存。」楊永操強
調，生產月餅所需的原材料至少提前三個月備貨，有未使用完的
原料節後將用於生產其他產品，所以絕不會有過期、陳年月餅流
出工廠。他不忘推介自己公司的產品，「今年的主打品種有三
個：五仁金腿、冰皮金腿、海鴨蛋黃蓮蓉。五仁金腿月餅鬆化酥
脆，口感豐厚，沒有油膩感，好吃不貴，性價比高。」

生產嚴謹 品質吸引回頭客
隨着歲月變遷，合浦月餅經歷了多次考驗與變化，從手工製

作到機器批量生產，但仍然保留了這種幾乎「原生態」的製法
精髓和獨特味道，一口下去，唇齒留香。綽號「寶哥」的冼耀
南是廣東人，在鼎興月餅擔任「大師傅」已有十餘年，他說，
鼎興月餅的用料都是精挑細選的，五仁中光是橄欖仁買回來就
要100多元一斤，再加上嚴謹的生產工藝，出色的品質留住回
頭客，月餅需求十分穩定，為保障供貨，在生產能力擴張前，
也不敢主動開拓更多的新客戶，有一些新客戶也是老客戶介紹
慕名而來。
目前鼎興月餅銷售基本覆蓋全國大部分省份，有部分出口到

東南亞國家，一些五星級大酒店如桂林的香格里拉酒店也訂製
了一批小月餅。為加快企業發展，鼎興月餅於合浦月餅小鎮中
興建的大型月餅生產基地已投入使用，佔地3萬平方米，配置
10萬級高潔淨生產車間，同時有意在全國拓展布局，目前在江
西已經洽談了一家合作企業。

烘焙基地 食玩遊集一身
三年多前合浦提出打造月餅小鎮，在3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按
國家4A級景區標準建設的月餅小鎮，在保留大部分原居民和原有
建築的基礎上，打造華南最大烘焙基地，建設一個以月餅生產加
工為核心、月餅文化創新為特色的現代小鎮。如今首批10家入住
企業全部投產，小鎮客廳、月餅博物館、科研研發大樓、月之韻
廣場、月影湖公園、會展中心、產品文化體驗街等已初具雛形。
麥香皇食品董事長歐明也表示，在月餅小鎮的新工廠去年是
第一年投產，全年銷售額約5,000萬元，其中月餅佔四分之
一。今年預計全年銷售額達0.8億至1億元，其中月餅出貨量
比去年增長了60%，平均價格基本穩定略有上浮。

合浦月餅小鎮的月
餅博物館內有三個銅

人，兩個小孩是合浦的娃，大人則是蘇
東坡，似乎正在講述920年前發生在合
浦的往事。公元1100年（北宋元符三
年），宋徽宗登基大赦天下，被流放海
南儋州七年的蘇東坡得以北歸，途經合
浦廉州居留二月有餘。正值中秋之夜，
廉州太守張左藏熱情設宴款待了這位大
文豪，觥籌交錯間，兩個合浦娃給蘇東
坡送上一種獨特的小餅，這種裝在草編
小籠中的豬仔月餅，引起了他的濃厚興
趣，並為之吟詩《留別廉州張左藏》：
「編雈以苴豬，瑾塗以塗之；小餅如嚼
月，中有酥與飴。懸知合浦人，長誦東
坡詩；好在真一酒，為我醉宗資。」詩

中的「編雈」就是用一種灌木條編的小
豬籠，籠裏裝着用黑豆做眼睛的豬仔
餅，豬仔餅的身上還塗了各種顏色的塗
料。從詩中可知，蘇東坡當年見到的合
浦豬仔餅，幾乎與今天的合浦中秋市面
的豬仔餅一樣，沒有什麼太大差別。

相傳蘇東坡即將離開合浦時，合浦
友人專門請餅坊師傅製作圓形大餅，給
蘇東坡帶上作為旅途乾糧，從此合浦人
有了中秋吃大月餅的習俗並流傳至今，
以此紀念合浦人與蘇東坡的這段緣分。

「三年多前提出打造月餅小鎮時，
曾遭受各種質疑」，廣西合浦縣政協主
席、合浦縣工業園區管委會主任龐書群
說，許多人都認為月餅是一個季節性產
品，不可能支撐起一個產業，建起來了

也是一個「死城」，而且合浦縣財力也
不充足。如今三年多過去，大多數人都
感到了驚喜。「我們借助合浦悠久的月
餅文化，把文化、旅遊和工業結合起
來，以月餅文化為引爆點，形成以烘焙
食品、健康飲料、休閒食品、冷凍食
品、糧油加工等食品產業鏈為核心的健
康食品特色產業。」龐書群說。

蘇東坡與合浦大月餅結緣0�
"

■廣西合浦特色50斤大月餅。

■傳統手工藝人冼耀南示範手工月餅的手勢。

■合浦縣政協主席、合浦工業園管委會主任龐書群介
紹月餅最早的記載。

合浦大月餅不僅在兩廣地區獨樹一幟，
史上曾多次在嶺南月餅評比中獲得第一名，
同時也享譽東南亞國家。由於合浦是海上絲
綢之路的主要始發港，合浦月餅歷史上早就
從北部灣漂洋過海進入東南亞國家，但近代
以來出口逐漸萎縮。
楊永操表示，隨着中國─東盟經貿活

動日益增長，在東盟投資生活的中國人也越
來越多，當地商會和企業開始向國內訂購月
餅，因此近年來合浦月餅出口到東盟地區開
始恢復性增長，鼎興也在關注東盟和港澳市
場，未來幾年，將從現在的單一國內市場轉
為國內市場為主、國際市場為輔。

須了解當地標準法規
一個多月前的8月28日，緬甸駐南寧商
務聯絡辦事處組織廣西各品牌月餅企業、緬
甸茶企業及相關機構開展進出口貿易交流活
動。一參會企業負責人表示，今年因受疫情

影響，月餅出口貿易額下降，已獲得國內認
證的新產品如橄欖月餅、五穀月餅等如何出
口成了問題，加上也不了解緬甸那邊的相關
標準和最新的法規政策，沒能及時將特色產
品推廣出去。
廣西標準院院長蔡旭平表示，在進出口

貿易中，標準是一張不可或缺的「通行
證」，廣西標準院、東盟標準化研究中心可
為緬甸的茶企業和廣西的月餅企業提供標準
化技術服務，促進中緬兩國貿易便利化。
「要想將自己的月餅順利出口到東盟國

家，企業必須了解中國和東盟國家在食品標
準、技術法規等方面的技術性貿易措施，尤
其是文化和風俗習慣對進出口貿易意義重
大。比如說，含有火腿或者叉燒和使用了豬
油的月餅，就不能出口到伊斯蘭教風俗的國
家和地區。」歐明說，麥香皇也在開發有針
對性的、真正的熱帶水果月餅，而不是果醬
或者水果味的月餅。

出口東盟市場逐漸恢復

麥香皇食品董事長歐明：鼎興餅業董事長楊永操：

▲▶圖為月餅生產線上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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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受疫情影響，基本上沒有發力開拓
新客戶，今年供貨的絕大多數都是老客
戶，接到訂單才會組織生產。

合浦大月餅仍有增長空間，但將更多生
產50克至125克的各檔小月餅，品種也
要不斷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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