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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两沉香
百两金”“千金易
得 ，沉 香 难
买”……沉香，是
世界公认的珍贵
香料与稀有中药
材，一直以来都
是昂贵且稀缺的
资源。

爬上江门鹤
山市宅梧镇的山
头，放眼望去，一
片青葱翠绿，一
边是桉树，一边
是沉香。这些散
发着清幽香气的
沉香，既是穿越
千年的文化符
号，也是江门深
入实施“百千万
工程”的新兴载
体。

2023 年全
球沉香贸易额达
2000 亿元，泰
国、越南、马来西
亚等东盟国家每
年出口的沉香占
全 球 份 额 的
90%。放眼国
内，海南、茂名等
地已形成沉香产
业集群，而位于
粤港澳大湾区腹
地的江门则正悄
然成长为沉香产
业新贵。

今年中央一
号文件指出，要
发展乡村特色产
业，深入实施农
村产业融合发展
项目，培育乡村
新产业新业态。
市委十四届八次
全会和今年的江
门市政府工作报
告也对深入实施
“百千万工程”，
推动乡村全面振
兴作出部署。当
下，江门正积极
推动林业产业和
林下经济发展，
进一步夯实现代
农业“四梁”（农
林牧渔）基础。

从唐宋时期
海上丝绸之路的
香料贸易，到当
下“百千万工程”
中的特色产业布
局，江门沉香产
业有哪些基础，
现状如何？在助
力江门农林牧渔
业总产值奋进千
亿上能有什么作
为？本报记者就
此进行了走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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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沉香文化源远流长，最早可
追溯到晋代嵇含所著的《南方草木
状》，到了宋代，沉香文化已经非常繁
荣。沉香广泛分布在北回归线以南
地区，包括我国南方地区以及东盟国
家。追溯历史脉络，江门同东莞、中
山、香港同属沉香原产地，据记载唐
宋时期已有采集和贸易。

改革开放后，广东沉香产业发展
迅速，特别是粤西地区形成了多个沉
香专业镇，惠东沿海一带出现了专门
上山采香的“香农”。

随着沉香于1999年被列为国家
二级保护野生植物，广东很多地方开
始人工种植沉香，但是首先尝试的白
木香品种存在种植时间长、投入大、
产量和品质均不稳定等缺点。鹤山
市宅梧镇农办主任余建朋告诉记者：

“镇里有个种植户20多年前就种了
约 5公顷白木香，到现在还结不了
香。”野生沉香资源的日渐枯竭和人
工种植的难以开展等问题，导致沉香
产业一度陷入困境。

2010年左右，人们发现奇楠沉香
这一品种更适合人工种植。“白木香结
香时间一般为二三十年，奇楠沉香只
要3至5年，且结香1年后分泌物就极
为丰富，质量也好。”江门市政协委员、
九三学社市委副主委、市农业农村局
四级调研员黄家河说。

奇楠沉香的“横空出世”，给沉
香产业带来了新机遇，也重塑了产
业格局。属于沉香原产地之一的
江门，吸引了越来越多人前来躬
身入局。近年来，江门沉香产业
蓬勃发展，估算种植面积超
1333 公顷，拟规划种植面积
3333公顷。

黄家河表示，江门地处亚
热带，光、温、水充沛，种植沉
香有着得天独厚的环境优
势。此外，全市林地面积广阔，
商品林占地25.6万公顷，其中
桉树占比达62.7%，林分改造
潜力大，为沉香种植提供了充
足的空间。

“深井镇的自然条件十分适
宜沉香生长，结出的香品质也很
高。”台山市深井镇沉香协会副会
长邝建智就是看中了这些优势，于
2009年到深井镇种植白木香。他曾
在佛山市林业科学研究所工作多
年，对珍贵树种的保育与栽培有深
入研究。

而距深井镇40公里的宅梧镇，
沉香种植规模也在日渐扩大。这里
的联威农业示范基地占地面积超133
公顷，是广东省内单体种植沉香规模
最大的基地之一，连片沉香林依山势
起伏，输水管如蛛网般铺展。

沉香就像“绿色黄金”，从上到下
都是宝：叶子可以制成茶叶，香材提
取物可制作芳香疗品，枝干可做成木
雕摆件，还可以作生活用香、入药救
人等。作为我国的传统产业，沉香产
业为市场提供生产日用品、宗教用
品、文化用品等所需的主要原料，发
展潜力巨大。

近年来，江门越来越重视沉香产
业的发展。《江门市林业产业发展规
划（2024—2035）》提出，要逐步提高
全市沉香种植面积，做好沉香原料与
香料加工业的对接，建设沉香科创中
心，发展沉香文旅产业。

在政府支持下，深井镇于去年挂
牌成立深井镇沉香协会，有沉香种植
户约40户，种植面积合计约533公
顷，大部分种植奇楠沉香。宅梧镇曾
是江门地区最大的桉树种植基地之
一，如今已有部分种植户退桉改香，

当地政府也积极推动沉香种植，联动
周边镇谋划沉香产业发展。

“我们是鹤山市最大的农业镇，
林业资源较多，目前以桉树种植为
主。”宅梧镇党委副书记黄泽中表示，
沉香附加价值高，退桉改香不失为盘
活宅梧林业资源的好路径，同时还可
以带动一二三产业发展，促进就业创
业。

黄家河认为，沉香兼具经济与文
化属性，在推动一二三产业融合、农
文旅协同发展以及乡村经济多元化
等方面潜力巨大。他说：“作为劳动
密集型产业，沉香产业的发展，有助
于吸引年轻人返乡创业，也为当地农
村劳动力提供了就业机会，对实现林
业增效、农民增收、财政增源，以及加
快绿美生态建设、推进‘百千万工程’
具有重要意义。”

作为较早种植沉香的“拓荒者”

之一，邝建智很看好沉香产业的前
景。“在阿拉伯和东南亚地区，红白事
都会用到以沉香等为原料的熏香。
而在国内，沉香的市场需求也在不断
增大。”在邝建智看来，沉香市场广
阔，不用担心销量问题。

深井镇沉香协会会长刘
文天也对沉香产业充满
信心：“现在国内沉香
的主要产区是广东
茂名电白区以及
海南省，但这两
个产区的土地
资源已经比较
紧张。相比
之下，深井镇
拥有更丰富
的土地资源，
发 展 潜 力 巨
大。”

一棵棵沉香，不仅绿了一方水
土，其背后还蕴含着一条从育苗、种
植到生产加工、研发、销售的沉香产
业链。沉香饰品、沉香精油、沉香面
膜、沉香沐浴露……在深井镇沉香协
会的基地内，沉香产品琳琅满目。

沉香的价值体现在加工研发后
的各种产品。在产业要素集聚层面，
江门展现出独特的后发优势，新会陈
皮产业及新会小冈香产业为沉香产
业提供了天然的协同发展平台。

古代的文人有九大雅事，其中焚香
被誉为“高雅之首”。中国香业协会副
会长、新会区小冈香业联合会会长戴瑜
告诉记者，目前小冈镇的制香企业有
283家，明朝时期，小冈就以沉香为原
料进行加工，可生产熏香、精油、手串、

洗发水、沐浴露、面膜等各种产品。
由于受到种植条件和结香年限

的限制，江门本地沉香的种植面积、
结香产量目前未能满足小冈香的生
产需求。一旦扩大沉香的本地种植
规模，逐步增加小冈香原料中本地沉
香的比例，就能延伸产业链，实现产
业融合发展。

与此同时，新会陈皮产业也开始
与沉香“强强联合”。“我们去年开始
与沉香企业对接，研发精油类产品，
计划今年下半年推出陈皮沉香精
油。”新会陈皮村市场股份有限公司
常务副总经理刘乐说。

“借助新会陈皮、小冈香产业成
熟的加工、销售渠道，沉香企业可以
与这两个产业实现协同联动，打出产

业发展组合拳，从而提升产业集聚
力与资源汇聚能力，发挥集聚协同效
应。”黄家河说。

与此同时，深井镇沉香协会也正
在探索沉香产业深加工的路径。“种
一棵沉香要六七年，卖出去才1000
元左右，但加工后的利润可以是好几
倍。”刘文天说，“与其替他人‘做嫁
衣’，不如自己建工厂！”

目前，深井镇沉香协会已经可以
在协会基地进行沉香精油的提取。
在该基地，记者看到一滴滴精油通过
蒸馏被提炼到圆锥漏斗里。“精油是
最关键的，生产所有沉香日用品都需
要它。”刘文天称，该协会计划今年投
资建设工厂，推动沉香产业往精深加
工发展。

虽坐拥千年香脉，但江门沉香产
业仍面临后发挑战，种植技术滞后、
产业链不完善、市场规范性欠缺等问
题亟待破解。如何推动沉香产业更
好地发展，实现“香”出圈？各方也正
进行探索。

黄家河认为，江
门要借鉴沉香
产业先发
地 区

的规划经验，科学编制沉香产业发展
规划，并将其纳入我市“十五五”规划
体系。可探索发展“香+果”“香+茶”

“香+南药”“香+菌”“香+牧”等林下
经济模式，提高沉香种植的综合生
态、经济效益。此外，要坚持科技兴

香，加大对沉香产业相关
科研项目的投入，鼓

励科研院校与
企 业 联 合

开 展 技
术 攻

关；引入先进的加工技术和设备，提
升沉香产品的加工精度和品质，开发
高附加值的沉香深加工产品。

黄家河还强调，要加大沉香产品
质量监管力度，制定产品质量标准，
打击假冒伪劣行为；深入挖掘本地文
化底蕴与沉香产业特色，将地域文化
与沉香产品深度融合，着力打造独具
侨乡特色的“侨香”品牌。

自2005年成立制香企业，戴瑜
便有涉足沉香产业。“小冈香、沉香协
同发展前景广阔。”他说，政府要在产
业规划、布局、研发等方面发力，首先
要成立专班，强化行业管理，统筹推
进沉香产业发展；其次要建设沉香产
业园、沉香种植基地，为产业发展提
供专业技术指导。

政策，是产业发展的先导。黄泽中
表示，政府一方面要强化政策支持，提
供金融扶持，让种植户能种、敢种、愿意
种；另一方面，相对于桉树，沉香需要更
长的种植周期、更大的资源投入、更高
的技术要求。因此，要加强技术研究和
指导，提供种植、维护、造香、采香等技
术服务，保障沉香种植户种得活、能产
香、有收益。“江门是侨乡，还可以借助
侨资源进行宣传推广，助力江门沉香品
牌走出国门。”黄泽中说。

站在宅梧镇的山头俯瞰，连片沉
香林在暮色中舒展枝叶，林间流动的
暗香，正酝酿着新的产业传奇。

江门沉香产业
既需“守正”亦需“创新”

近年来，随着奇楠沉香“横空出世”，不少人尝试入
局沉香行业，例如在深井镇，几年间沉香种植户就增加
了数十位。在产业规模扩张的背后，如何突破同质化竞
争、提升附加值、实现高质量发展，是江门沉香产业亟待
破解的课题。

沉香产业的根基在于品质，壮大在于衍生产品。国
内，海南省通过建立沉香分类标准、推进地理标志认证
工作及挖掘传统疗法应用等发展方向，打造了“海南沉
香”的金字招牌；国外，印度尼西亚以立法严控生产门
槛，提升国际认可度……

那么，江门沉香产业如何突围？海南就有颇具启发
性的合作案例——与国际香水企业联合推出高端乌木
沉香系列，以科技赋能提升附加值。当前江门新会区的
小冈香产业虽有着市场占据量大的优势，但产品仍以线
香、祭祀用香为主，同质化严重。江门沉香产业可以通
过与小冈香产业联动，推动双方一同实现转型升级：首
先可以引入人工智能与大数据分析，开发个性化定制香
品（如沉香精油），并探索沉香在新药研发、高端化妆品
中的应用；其次可以学习东莞寮步镇“牙香街”模式，将
香道表演、非遗技艺展示融入产业链，打造“香文化+”
体验空间。此外，可联动新会陈皮产业，形成“三IP”驱
动的消费场景。

江门沉香产业的未来，在于跨界融合的广度与深
度。泰国将沉香开发为旅游伴手礼，马来西亚以林下经
济提升种植效益，而东莞寮步镇更以香市文化旅游区
（4A级景区）实现文旅与产业的共振。江门可依托侨乡
文化底蕴，借鉴茂名电白区“沉香博览城+直播基地”模
式，打造集种植观光、手工体验、电商直播于一体的沉香
主题小镇。

江门沉香产业要实现蝶变，既需“守正”亦需“创
新”。江门的优势在于深厚的产业基础与侨乡的开放基
因，短板则在于标准化滞后与创新动能不足。未来，必
须以质量立身、以科技破局、以融合拓疆。正如电白等
地的产业协作所示，沉香产业的未来，有赖于开放共生
的生态网络。江门，正站在传统与未来的交汇点，等待
一场由内而外的焕新。

奇楠沉香“横空出世”

沉香浑身是宝

协同发展沉香产业链

各方探索让沉香更“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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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香需要专业打孔
人打孔，打孔处在一段时
间后就会出现分泌物，这
种像人伤口结痂一样的
现象被称为“结香”。

广东惠州惠东县

聚力打造绿棋楠沉香产业新标杆

近年来，广东惠州惠东县把发展绿棋楠沉香产业作
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深入推进“百千万工程”的重要举
措，成立绿棋楠沉香产业发展领导小组，统筹推进产业
布局，聚力打造绿棋楠沉香产业新标杆。

产业的发展离不开政策支持。惠东县出
台《退桉改香实施方案》等系列文件，引导桉树

林有序退出，并给予种植户补贴。针对林
地租期矛盾，该县创新推出“租期延长

至30年”政策，并支持利用荒山种植
沉香，有效保障用地需求。同时，惠
东县推动政策性保险与商业保险
结合，引入国家储备林项目资金，
申报建设沉香产业园，多渠道强
化产业支撑。

为强化产业带动效应，惠东
县率先成立沉香协会，成立国有
企业惠东县绿棋楠发展有限公
司，以龙头企业引领产业规模化
发展，并成功引入上海东方香堂、

广东省沉香协会等企业和组织，进
一步扩大产业集聚效应。惠东县还在

多个乡镇打造沉香种植示范基地，通过
“做给大家看，带着大家干，有钱大家赚”的

示范效应，促进了惠东县沉香产业的发展。
在行业规范方面，惠东县双管齐下：一方面加强种苗

质量管理，开展嫁接技能培训，推广良种良法，严厉打击假
冒伪劣行为；另一方面编制《绿棋楠沉香产业发展规划》，
率先建立“一树一码”溯源认证系统，实现从种植到交易的
全流程质量管控，为产业规范化、品牌化奠定基础。

此外，惠东县还与中国林科院木材工业研究所、热
带林业研究所签订合作协议，委托开展绿棋楠沉香品质
评价技术研究；成立绿棋楠沉香研究中心，聚焦种质资
源保护、结香技术、精深加工等全链条研发，并与广东省
中药研究所合作探索药用价值，推动产业向高附加值领
域延伸。

近年来近年来，，江门沉香产业江门沉香产业
蓬勃发展蓬勃发展，，沉香种植面积持沉香种植面积持
续增长续增长。。图为奇楠沉香图为奇楠沉香。。

深井镇沉深井镇沉
香协会基地香协会基地
内内，，刘文天展刘文天展
示沉香精油提示沉香精油提
取过程取过程。。

沉香的沉香的
价值体现在价值体现在
加工研发后加工研发后
的 各 种 产的 各 种 产
品品。。图为沉图为沉
香沐浴露香沐浴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