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

月

5

日，在湖南省平江县加义镇周方村，村民在清理农田水渠里的淤泥。

陈思汗 摄

蔬菜价格后续走势如何

———记者实地探访批发市场

“

5

元一根的黄瓜”“

10

元

/

斤的生

菜”……近日，多地菜价集体上涨。

实际情况究竟如何？记者来到北京

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 装满蔬菜的

货车停靠在道路两旁， 市场内蔬菜供

应充足。

与此前“菜价飙升”的观感不同，

走访时， 记者发现市场内部分蔬菜价

格已出现回落。

“大概从上周开始，黄瓜价格就开

始下来了。 ”北京新发地市场某商户指

着摊前的蔬菜称，“最贵的时候批发价

都得

7

元多， 现在一斤

3

元、

3.5

元都

有。 ”

特殊天气致今夏菜价大幅上涨

每年

7

、

8

月份是传统蔬菜的“夏

淡”季节，价格会出现季节性上涨，但

今年涨得尤其多。 据统计，部分常见应

季蔬菜价格已经来到五年同期的最

高点。

据农业农村部重点监测的

28

种

蔬菜全国批发价格数据显示，

6

月

16

日至

8

月

15

日， 全国蔬菜日度价格从

4.27

元

/kg

上升至

6.01

元

/kg

， 上涨

40.7%

。

“特殊天气是导致今年菜价大幅增

长的主要原因。 ”多位业内人士分析称。

今年

7

月以来， 多地极端天气频

发。 湖南、山东、安徽和四川等地均遭

遇了强降雨和雷暴等对流天气， 部分

地区还出现了洪涝灾害。

“受极端天气影响，病虫害多发、

品质变劣， 蔬菜产量呈现明显减产态

势。 ”山东省寿光市诚麟蔬菜专业合作

社负责人张春宝表示。

“在高温高湿环境下，蔬菜更易腐

烂变质、保存难度大，保鲜费用的增加

以及优质货源的减少， 这一系列因素

均促使价格走高。 ”据山东寿光农产品

物流园相关负责人分析称。

蔬菜价格走高的同时，蔬菜种植户

的收入并没能上涨。

在山东省寿光市化龙镇信家桥村，

有着

10

多年蔬菜种植经验的菜农信登

庆告诉记者，“今年大棚菜长势不如往

年，为了减少高温天气影响，种植大棚覆

盖了遮阳网。 虽然今年蔬菜价格上涨不

少， 但是产量低了， 收入还和往年差不

多。 ”

后续价格呈现回落态势

“

8

月下半月开始，降雨逐步减少 ，

蔬菜的生长、采摘和运输将逐步恢复，蔬

菜供应量将逐步增加。 蔬菜价格将逐步

呈现回落态势， 但回落幅度不会特别

大。 ”卓创资讯果蔬分析师贺坦分析称。

“预计

10

月份开始，随着山东、河北、河

南等蔬菜产地秋菜大量上市， 价格可能

有明显回落。 ”贺坦表示。

当前， 农业农村部进一步压紧压实

“菜篮子”市长负责制，督促指导各地特

别是大中城市抓好稳产保供工作， 根据

市场形势做好产品调运，保证充足供应、

价格稳定。

为应对夏季蔬菜“伏缺”，保障群众

“菜篮子”货足价稳，多地已开始行动。

山东寿光化龙镇， 各蔬菜合作社正

加足马力提高进出货速度， 缩短蔬菜在

市场停留时间，同时通过周边调运、增加

耐储蔬菜、减少损耗等方式，全力保障蔬

菜供应。

安徽合肥， 除了向常年供应的地区

调运叶类菜以外， 还拓展其他区域调运

优质蔬菜约

3000

吨。

江苏南京， 引导产供销各方加强产

销对接，畅通销售渠道，全力稳价保供。

甘肃榆中，加大蔬菜生产力度，采收

完后立马进行补种，并加强田间管护。 据

统计， 近期榆中县的高原夏菜每天都会

有

6000

吨运往南方市场，相比

6

月初高

原夏菜的外运量增加了

4000

吨。

�

据农业农村部数据显示 ， 目前 ，

全国蔬菜在田面积

1.06

亿亩，同比增加

90

万亩，仍处于年内较高水平，稳产保供

有基础。 （游苏杭 李童 叶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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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上涨？ 何时回稳？

———透视当前蔬菜价格走势

“蔬菜价格涨至‘过年价’”“黄瓜

大涨

150%

”“丝瓜、红辣椒高峰时期均

达

20

块钱一公斤”……近段时间，不少

网友在社交媒体上反映部分蔬菜价格

上涨明显。 记者近日在北京、山东、贵

州、海南等地调研发现，高温多雨等多

重因素叠加推动菜价上涨。 不过，在短

期冲击性、季节性影响退去之后，价格

有望逐步回稳。

蔬菜价格较往年同期涨幅偏高

在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

记者看到，拥挤排列的冷藏车、厢式货

车敞着后厢， 展示着码放整齐的捆捆

蔬菜。“小白菜原先

8

毛

1

一斤， 这个

月涨到

4

块多。 ”摊主王女士说，进货

的小白菜产自河北香河， 当地暴雨不

仅影响小白菜产量， 也给进货增加了

难度。

新发地市场相关负责人告诉记

者，

8

月

19

日，新发地市场蔬菜批发的

加权平均价为

4

元

/

公斤，比上个月上

涨

37.93%

， 比去年同期上涨

28.21%

。

据统计，今年

8

月中旬的价格在近

5

年

同期中处于最高点。

传统的夏秋季蔬菜产区如黄淮海

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环渤海地区蔬

菜价格也同样出现上涨。 寿光农产品

物流园蔬菜指数月评显示，

7

月份监测

的十大蔬菜类别指数中，有

7

类上涨。

8

月

12

日至

18

日当周监测的十大蔬

菜类别指数中，有

9

类上涨，上涨明显

的类别是白菜类 、菜豆类 、叶菜类 、水

生类。

在安徽安庆一家商超， 不少市民

在蔬菜专区选购。 市民王女士告诉记

者，最近半个月，菜价总体有所上涨，

特别是菠菜、 上海青等鲜叶菜价格涨

幅较大。

每年

5

月到

10

月是海南瓜菜的

生产淡季，由于本地蔬菜产量有限，供

给需从岛外大量调运。“今年蔬菜主产

区省份降雨偏多影响产量， 进一步拉

高了价格， 目前各类蔬菜收购价格平

均每斤上涨了

1

元到

1.5

元。 ”海口市

菜篮子食品工程有限公司农业生产部

基地主管陈建华说。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

7

月份，鲜

菜 价 格 环 比 上 涨

9.3%

， 同 比 上 涨

3.3%

。 农业农村部发布的全国“菜篮

子” 产品批发价格指数从

6

月

20

日的

111.57

上升到

8

月

20

日的

134.11

，上

涨

20.2%

； 重点监测的

28

种蔬菜平均

价格从

4.32

元

/

公斤上升至

6.09

元

/

公斤，涨幅

40.97%

。

多重因素叠加推动菜价上涨

从历年规律看， 蔬菜价格呈季节

性波动。 七八月份，高温多雨的天气不

利于露地蔬菜生长， 一般每年这个时

候菜价都会转入上行通道。

为何今年菜价涨幅更大？

极端天气是一大因素。 中国农业

科学院农业信息研究所副研究员张晶

介绍 ，今年暑期，我国总体降雨偏多，

湖南、山东、四川、安徽等地出现强降

雨、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一些地方

还遭遇洪涝灾害，导致当地蔬菜生产、

采收及外运受阻。

不利天气让不少蔬菜种植户深受

其扰。“受今年夏天高温、高湿等多变

气候影响，病虫害多发，蔬菜品质有所

下降、产量相对减少。 ”山东省寿光市

诚 麟 蔬 菜 专 业 合 作 社 负 责 人 张 春

宝 说。

有着

10

多年蔬菜种植经验的寿

光化龙镇信家桥村菜农信登庆告诉记

者，频繁降雨加上持续高温，大棚菜长势

不如往年。 为了减少高温天气的影响，棚

膜上用了遮阳网和降温剂， 降低高温伤

害，增加了种植成本。

高温和连续强降雨不仅导致蔬菜产

量下降，还影响了蔬菜品质，增加了蔬菜

的采收难度和储存保鲜费用。 此外，我国

蔬菜产区和销区相对分离， 跨区域调运

进一步增加了物流成本。

“产量靠前的几个蔬菜大省占全国

供应量的比重较高。 今年暑期暴雨等天

气对蔬菜尤其是鲜叶菜的跨区域调运产

生了一定影响， 导致蔬菜的收购和物流

成本有所增加，从而阶段性、暂时性推升

零售菜价涨幅。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经

济研究所副所长郭丽岩说。

不过，业内人士指出，今年蔬菜价格

上涨，与市场上曾出现的“姜你军”“蒜你

狠”等价格垄断现象有所不同。 鲜叶菜冷

库冷链贮存成本高、耗损率高，加上各地

压实“菜篮子”市长负责制，哄抬价格、囤

积居奇的违法成本高， 资本炒作的可能

性不大。

价格有望逐步回稳

蔬菜价格后期走势如何？ 业内人士

分析指出，蔬菜生长周期相对较短。 在短

期冲击性、季节性影响退去之后，前期因

灾受损地区的蔬菜生产逐步恢复， 推迟

上市的蔬菜陆续上市， 市场供应量有望

持续增加，价格也将逐步回稳。

农业农村部数据显示，目前，全国蔬

菜在田面积

1.06

亿亩， 同比增加

90

万

亩 ， 仍处于年内较高水平 ， 稳产保供

有基础。

“尽管季节性上涨因素仍然存在，部

分品种可能出现茬口衔接不畅， 但后期

北方及高山、 高原地区的冷凉蔬菜逐渐

进入采收旺季，市场供应充足，预计蔬菜

价格上行空间有限。 ”张晶说。

上海组织蔬菜生产基地加强田间管

理和采收作业，抢种鸡毛菜、米苋等耐高

温速生蔬菜； 北京协调新发地等主要批

发市场进一步拓宽供货渠道， 组织大型

连锁超市和直营直供企业加大基地直采

力度……从生产前端到零售末端， 各地

多措并举稳住百姓“菜篮子”。

山东潍坊寿光是全国重要的蔬菜生

产基地和集散中心。 在寿光农产品物流

园，凌晨

3

点这里已是一片忙碌。 来自河

北、内蒙古、宁夏、山西、陕西以及东北地

区的西红柿、黄瓜、白菜、芹菜、西葫芦等

蔬 菜 在 这 里 交 易 ， 目 前 日 交 易 量 约

6000

吨。

“为了应对高温，我们加快了进货、

出货节奏，缩短蔬菜在市场停留时间。 同

时， 为平抑菜价， 物流园在加强产销衔

接、蔬菜集散等方面持续发力，通过周边

调运、增加耐储蔬菜等方式，让各地市民

的‘菜篮子’拎得更稳。 ”寿光市商务局党

组成员王海涛说。

在贵州省威宁县， 蔬菜种植大户刘

志正忙着将

20

吨白菜发往四川成都。

“我们这里海拔

2000

米以上， 适合种植

反季节蔬菜。 当前采摘的蔬菜都是直接

运到省外，比如白菜、豌豆尖主要发到四

川、重庆等地，红菜薹主要供应上海 、北

京、西安、武汉等地。 ”刘志说。

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表示， 针对

近期灾害性天气，将压紧压实“菜篮子 ”

市长负责制，合理安排蔬菜品种结构、种

植规模和上市茬口， 引导主产区与大中

城市进一步加强供需对接， 加强“菜篮

子”产品生产情况调度和市场动态监测，

保障供应充足、价格稳定。

（潘洁 于文静 韩佳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