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月 19 日，北京市朝阳区一家商超内，消费者正在挑选大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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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过后， 蒜价仿佛坐上了直升

机，金乡、杞县、中牟、邳州等主产区蒜

价开启集体上涨模式，个别地区一个月

内上涨超过 40%，大蒜的“飞驰人生”就

此开启。

“蒜你狠”的到来有迹可循。 对河

南、山东等部分主产区蒜农而言，这个

“冬天” 被春节前后的两场低温冻雨无

限拉长。 冰冻之下，蒜苗返青进程被打

断，长势相较往年不容乐观，多位蒜农

预估会出现较大幅度减产。

强烈的减产预期，叠加短期出口增

加等因素， 推动蒜价进入强势上涨周

期。 从春节前的阴跌到春节后的暴涨，

大蒜从业者境遇陡变， 或惊喜或惊诧，

纷纷调整应对之。

储存商扭亏转盈， 部分出现惜售、

停售；卖家开始掌握主动权，一改春节

前的颓势，要价普遍趋于强硬；刚需客

商只能降低标准咬牙拿货，避免无蒜可

用的窘迫；在田头徘徊的蒜农则在不停

盘算，如何才能借这轮涨势做到“减产

不减收”。

这 波 大 蒜 上 涨 来 得 轰 轰 烈 烈 ，

每次的短期小幅回调 ， 都会带来一

波更为猛烈的冲刺 ， 不断刷新着更

高价格 ，呈现出易涨难跌的局面 。 那

么 ，今年大蒜苗情究竟如何，这波蒜

价大涨还能持续多久 ， 媒体近日进

行了调研走访 。

突如其来的冻害

春节后， 每天到地里看看蒜苗长

势，成了河南省通许县王庄村蒜农王军

旗必做的工作。

“往年这个时候蒜苗高度起码 40

公分，今年才 20 公分出头，差的不是一

点半点。”王军旗望着蒜地不住叹气。本

应绿油油的蒜地， 如今遍布刺眼的焦

黄，蒜苗耷拉着散落一地。 拔出一根冻

坏的蒜苗，其根部已经发软，用手指轻

轻一搓就烂成一片。

早在春节前的低温冻雨过后，冀鲁

豫早熟蒜区就出现了受冻情况，部分蒜

苗叶片出现斑斑点点的干枯、 发黄、叶

尖发白等现象。 不过毕竟时日还早，蒜

农们并未太过担心，仍对丰收抱有较大

期待。

春节过后天气迅速回温，催动了蒜

苗生长， 但再次来袭的低温冻雨范围

广、持续时间长，对返青初期的大苗、幼

苗造成了破坏性影响。

一般来说， 大蒜本身属耐寒性植

物，一般不惧怕大雪，能短期承受 -5℃

左右的低温。 但春节前后大蒜产区遇到

了两轮冰冻低温， 总计持续将近 20 天

时间，为河南、湖北、湖南等地遭遇的十

五年来最强雨雪冰冻天气。

此外，冻雨低温来临时正值蒜苗返

青，局部 -15℃左右的低温远远超出大

蒜的承受范围，是近几年大蒜产区没有

遇到过的，这不仅阻碍蒜苗生长，也对

其叶部造成难以挽回的伤害。 雨过天晴

后，大量蒜农反映大蒜叶片出现了不同

程度的冻伤。

据王军旗介绍，冻害初期仅地上部

分叶片会受到冻害，颜色逐渐转变为紫

红色，直至叶尖干枯，之后病斑沿叶缘

向内扩展，地上部分茎叶片几乎全部冻

死。 天气转晴后，受冻叶片干枯死亡。

同样的冰冻， 在 8 年前曾发生过

一次 。 2016 年的冬末春初 ，大蒜遭到

大寒潮及不稳定天气的重创 ， 部分地

区蒜苗死亡率超过 2/3， 大蒜全年批

发 均 价 为 每 公 斤 11 元 ， 同 比 涨

88 . 6% ，比 2010 年历史高位（每公斤

8 . 95 元）涨 22 . 9%。

按照蒜农的预估，今年大蒜遭遇的

冻害时间较 2016 年要晚一些， 但严峻

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短期内两场冻害

叠加更是雪上加霜。

不断下滑的种植面积

站在更宏观的视角看 ，国内大蒜

供应已连续多年下滑， 近年来我国几

个主要大蒜产区均存在减产趋势。 据

农业农村部市场与信息化司编发的最

新数据显示 ， 2022 年国内大蒜种植面

积 1141 . 2 万亩，同比减少 5 . 2%； 2023

年全国大蒜产量为 2234 . 1 万吨 ，同比

减少 4%。

“受市场价格波动、成本上升、疫

情等因素的影响， 部分种植区域出现

了减种或停种现象。 ” 农业农村部蔬

菜市场分析预警团队成员安民表示 ，

总体来看， 我国大蒜种植面积有所下

降，种植区域趋向集中。

作为全球最主要的大蒜出口国，大

蒜是我国的优势出口农产品 。 近六年

来，每年大蒜的出口量都保持在 170 万

到 250 万吨。 数据显示，2023 年我国大

蒜总出口量为 226.01 万吨， 同比增加

2.25 万吨，增幅为 1.01%，出口市场超

过 160 个国家和地区。

此外，往年印度尼西亚等进口大国

的配额订单下放时间在 2 月底及 3 月

初，今年印度尼西亚配额下放时间则提

前到了春节前。 东南亚等区域订单充

裕，市场出口订单量增加，造成国内大

蒜购销两旺的局面。

出口上扬已反映在蒜农的订单中。

作为国内大蒜核心产区，山东金乡县委

宣传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春节至今金乡

蒜农收到的国际订单同比增长超过

20%，主要源于印度尼西亚等主要进口

国进口配额增加。

出口激增，冻害减产，蒜价想不起

飞都难，这也让储存商和蒜农们的惜售

情绪逐渐高涨。 一个月来，金乡一般混

级大蒜价格从每斤 3.5 元涨到 4 元，再

到 4.5 元、4.8 元，上涨的空间依然看不

到头。 有经销商表示，行情越是看涨就

越要将大蒜捂到冷库里，到明年库存量

更紧张时再抛售变现。

蒜农们开始抱着手机不断刷新交

易行情，惜售情绪从蒜地整地包收价格上

可见一斑。 据王军旗介绍，春节前每亩蒜

地整包价格在 4000 元左右， 现在已经上

升到六七千元，甚至还会出现有价无市的

情况。

难以把握的“蒜周期”

“狂飙”是大蒜今年春节后的真实写

照， 从 2 月 13 日开始库内大蒜价格一路

上涨刷新高点，为何如此疯狂？

毫无疑问，春节前后的低温冰冻直接

酝酿了此轮上涨情绪。 这段时间，大蒜话

题不断被提及，蒜苗受冻的画面常常在短

视频平台霸屏，更有蒜农言之凿凿“减产

不止 20%”。

“自媒体时代蒜农接触各类信息更为

便利，也更易受市场情绪影响。 ”王军旗认

为， 如今的蒜农早已脱离埋头种蒜的时

代， 大家时常通过手机跟进市场行情，各

地大蒜批发行情基本能达到同步。

有心的从业者开始从库存量入手制

定市场策略。 据统计，2023 年全国大蒜主

产区总入库量在 448 万吨，而截至 3 月 8

日， 全国大蒜的仓储库存量不足 200 万

吨。 在今年冻害大概率减产的情况下，大

蒜入库量令人担忧，大蒜库存可谓“压力

山大”。

更有甚者，则开始研究并总结出所谓

“蒜周期”。 有从业者认为，大蒜经过多年

的发展， 生产量和消费量已相对均衡，形

成了种植区域相对集中、市场格局相对稳

定的产销特征。 大蒜耐储，交易属于跨期

销售， 价格基本形成了三年一个波段、六

年一个大循环的“蒜周期”。 若从 2018 年

的价格低谷算起 ，2024 年蒜价处于新一

轮周期恢复上涨的波动阶段。

对此安民表示，过去几年涨幅和降幅

大致符合这个周期， 但在不久的将来，随

着国内大蒜市场的不断完善，蒜周期会和

已经被“破题”的猪周期一样，打破价格循

环的“魔咒”。

事实上，作为调味型产品，大蒜消费

缺乏刚性约束， 受市场价格影响起伏较

大。 例如，春节后多数大蒜加工厂存货不

足， 再加上价格一天一个台阶的上涨，使

得部分已经接单的加工厂赔钱做柜，部分

加工厂则选择暂停接单 ， 观望大蒜行

情走势。

对于普通蒜农来说，市场短期内的大

幅波动，并不一定最终带来收益。 随着时

间的向后推移，距离新季大蒜上市的时间

越来越近， 王军旗正和蒜农们加强沟通，

打算即使卖不到最高点，卖在次高点也是

好的，随时做好下车准备。

（据《农民日报》）

“狂飙”的大蒜

金乡大蒜供不应求 价格飙至五年来新高

�3 月 15 日，山东金乡大蒜国际交易

市场，收储商老李正愁眉不展。

�春节后， 产地大蒜价格震荡上行，

从 2 月中旬至 3 月中旬， 以金乡为代表

的大蒜产地收购价犹如坐上火箭，仅仅

一个月时间就上涨近 1 元 。 特别是 3

月，金乡产地业内蒜商积极入市采购整

库货源，并提价购买，供不应求的市场，

让价格快速上涨。

�3 月 11 日，全国大蒜产地均价达到

5.45 元 / 斤， 环比上涨 0.96 元 / 斤，涨

幅 21.38%；同比上涨 2.21 元 / 斤，涨幅

98.66%。 这个价格不仅是入库以来最高

水平，而且创下近五年新高。

�一时之间，除了刚需买家被动跟进

拿货，大部分收储商都停下了进货的步

伐，开始观望市场。

�“现在后市不确定性太高，不敢出

手 ，只能走一步看一步 。 ”老李说 。

�不过，随后，大蒜价格冲顶回跌并

小幅徘徊，至 3 月 15 日，产地混级收储

价最高为 4.80 元，但仍处于高点。

�“此轮蒜价上涨的主要原因在于，2

月 20—21 日全国大范围降温降雪天气

导致部分产区大蒜叶片受损，特别是河

南早熟蒜苗受影响较大，给 2024 年夏收

新蒜形成减产预期。 不过，最近温度回

升，冻害逐渐修复 ，苗情提振人气力度

缓和，大蒜行情现在高位震荡。 ”国际大

蒜贸易网研究员石正科表示。

在他看来， 尽管收储价已经达到 5

元左右 ，但由于去年扩种 ，加上冻害逐

渐修复，未来上涨概率偏小。

金乡大蒜国际交易市场是全国最

大的大蒜交易市场，这里的蒜价在一定

程度上引领全国大蒜价格走势。 而这里

的收储商，也是对价格最为敏感的人。

�在金乡浸淫多年的老李，自 2 月大

蒜价格刚刚上涨开始，就敏感地发现了

市场。

�石正科表示，最开始，是一个有关

“4 月份交割的库内蒜质量不好”的传言

喧嚣尘上，做多的一方有意逼空 ，率先

拉动蒜价反弹。 而随后，全国大范围降

温降雪天气导致部分产区大蒜受灾。 特

别是河南中牟产地早熟蒜蒜苗叶片受

损，不少蒜苗叶片枯黄 ，蒜苗情况相对

较差 ，2024 年夏收新蒜减产预期形成 ，

市 场 短 期 看 涨 情 绪 增 强 ， 多 空 形

势 逆 转。

�电子交易平台方面， 主力合约自 2

月中旬以来持续上涨， 到了 3 月 2—3

日、10—11 日冷库蒜短期内共出现两次

大幅度整库换手的情况，再次加速了蒜

价上涨，价格连续多日拉涨停，一路高

歌猛进；现货市场供应方面 ，存储商看

涨情绪提振 ，捂货惜售，待售货源供应

量减少， 刚需采购商被动跟进拿货，弹

性需求商家采购意愿增强。

“3 月 8 日开始，金乡市场大蒜价格

一天涨 2 毛钱，行情越发疯狂。 其中，牡

丹国际大蒜合约最先带动大蒜涨价，

2408 合约开年第一天交易就拉涨停。 从

年后第一个交易日开始算，盘面已经上

涨了 4000 个点左右，涨幅 60%多。”石正

科表示。

按照产地价 5 元计算，经过储存、运

输、分销，直至终端消费者手中，价格至

少在 7 元左右。 而此时刚刚开年，距离

大蒜青黄不接还有很长时间。

“收储价达到 5 块钱意味着什么，意

味着这么高的价收储想挣钱，只有入库

量少才有可能。 但今年大蒜扩种，蒜价

很难持续攀升。 ”面对畸高的收储价石

正科表示。

蒜农宗兆申表示，由于 2023 年，大

蒜卖了一个好价，今年，不少人都再次

选择扩种或是保持原有面积。

�“大蒜看天吃饭，去年种的多，但由

于天气原因，有所减产，价格还不错，所

以今年种植面积和去年相比总体是增

加的，从金乡整体来看 ，扩种面积可能

在 10%左右。 ”宗兆申表示。

�同时 ，即使是早熟蒜 ，除河南受

灾外 ，其他产地大蒜缺苗 、死苗情况

不严重 ； 而受灾的河南 ，究竟是否会

减产 ，也仍是未知 。 此外 ，早熟蒜的

面积有限，对总体供应产生的影响不会

太大。

�而电子交易方面， 当前价格高企，

按照预计，随着 3 月 20 日短期换手货源

合约时间到期，不少短期接货商家售货

意愿增强，供应量增加、需求量减少，意

味着 3 月下旬市场供不应求矛盾或得到

改善，行情或由强转稳。

�但石正科也表示 ， 今年的大蒜价

格，仍要看五一期间温度的情况。

�未来上涨概率偏小，但还要看是否

发生根腐病，以及五一前后温度特别重

要，如果发生根腐病 ，或者五一前后持

续高温， 今年蒜价就会再次跨度上涨，

因此，后续大蒜价格仍需观察。 ”石正科

表示。

（据《华夏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