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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中国乡村之声《三
农中国》报道，从2016年
开始，我国白酒的零售价
格出现了普遍上升的趋
势。今年1月，茅台上调
了终端销售价格上限，五
粮液也宣布上调终端零
售指导价，整个白酒行业
呈现量价齐升的状况。

作为生产白酒的主
要原料，我国高粱的产
量也节节攀升。2015年
产量为275万吨，2016年
的产量达到299万吨，到
2017年突破 320万吨。
在白酒行业的带动下，
高粱市场销售情况也随
之水涨船高。今年1月，
飞天茅台酒的终端限价
由 1299元/瓶 上 涨 到
1499元/瓶，52度五粮液
从 969元 上 调 至 1099
元，上半年各大白酒企
业也纷纷上调了终端销
售价格。

购酒网上海某实体
门店店长赵女士表示：
“比如洋河梦3，去年的实
际成交价大概在480元/
瓶，今年单瓶成交价提升
了40块钱。比如水井坊

的臻酿8号，去年实际成
交价在330元/瓶，今年达
到了369元/瓶。这些酒
的价格增长区间在5%～
30%之间。”

有数据显示，2017年
中国白酒行业总规模超
过 6000亿 ，同 比 增 长
14.3%。有业内人士表示，
今年白酒价格的上涨因
素并未影响到终端销售，
加上各种促销活动的开
展，白酒市场呈现量价齐
升的态势。

酒玩家副总经理许
震华说：“去年整个白酒
板块的总销售量在一百
万左右，截至今年五月
份，销量就已突破近八十
万件。所以，2018年整年
度销量肯定比去年有较
大提升。”

作为生产白酒的主
要原料，高粱在 2018年
后价格也快速上涨。卓
创资讯市场分析师唐倩
表示，从近三年高粱的
均价来看，2016年均价
1.10元/斤，2017年均价
1.21元/斤，2018年 1-6
月份均价1.38元/斤。高

粱价格总体水平的升高
造成了酿造原料成本的
上涨。

唐倩说：“东北优质
高粱价格高点，1.50元/
斤。价格上涨的主要原
因是下游酒厂春节后开
工，对于原本减产10%的
东北高粱采购需求旺盛，
下游酒厂和供货商集中
采购备货，推动高粱价格
快速上涨。据卓创统计，
2017年4月1日，东北优
质高粱出货价1.50元/斤，
较去年同期上涨0.43元/
斤，涨幅40%。”

由于北方酒厂多在6
月份后进入休产期，5月
份就暂停了高粱的采购，
于是东北高粱库存量高
于去年同期，产区粮商出
货积极性上升，导致高粱
价格出现下滑。截至7月
4日，东北优质高粱出货
价1.40元/斤，较4月初高
点下跌 0.10元/斤，跌幅
0.67%。

唐倩表示，一方面，
新粮上市后，由于高粱减
产 10%造成产粮商集中
采购压货，高粱的购销价

格被推高，而高粱采购的
成本控制对高粱价格存
在一定的托底支撑。另
一方面，对美国高粱反倾
销调查的实施与终止也
影响了国产高粱价格的
涨跌。

虽然高粱是构成白
酒酿酒原料成本的一部
分，但白酒行业定价也受
包装成本、营销成本以及

人工成本等因素影响。
因此白酒价格成本构成
多元化，高粱只占酿酒成
本的一部分。近期高粱
价格的波动变化属于窄
幅波动，所以很难说高粱
是推动白酒价格上涨的
主要因素。白酒价格上
涨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
的结果，比如包装材料、
人工等方面。高粱收购

价对白酒的价格波动影
响有限。

唐倩说：“从高粱出
货时间来看，酒厂普遍选
择9月份前后开工生产，8
月份陆续开始进行原料
备货。建议粮商抓住售
粮时机，积极出货，避免9
月中旬东北新粮上市后
对价格造成冲击。”

（央广网）

白酒价格成本构成多元化 受高粱收购价影响有限

从国家粮油信息中心获悉：加
征关税后美国大豆进口成本增加，
中国采购将明显减少，但我国完全
有能力应对美国大豆进口减少的
缺口。

据国家粮油信息中心的专家
介绍，我国对美国大豆加征25%进
口关税，将使美国大豆进口成本增
加700～800元/吨，较巴西大豆高
300元/吨左右。由于加征关税后
失去竞争优势，国内企业将大幅减
少美国大豆的采购。实际上，截至
6月28日，我国已经3周没有新增
采购美国大豆，同期累计取消了
61.5万吨美国大豆订单。

这位专家表示，今年巴西大豆
丰收，预计明年南美大豆种植面积
将大幅增加，中亚“一带一路”国家
也可能增加大豆种植面积。另外，
我国可以通过增加国内大豆产量，
拓宽大豆、粕类进口来源等措施保
障供给，同时加强饲料配方的研
究，减少对豆粕需求的依赖，降低
进口需求，完全能够弥补美国大豆
退出后的缺口。

这位专家分析，今年美国大豆
播种面积达到3624万公顷，为历
史第二高水平，也是40年来播种
面积首次超过玉米。随着美国大
豆预期增产及出口需求下滑，价格
下行压力较大。截至7月9日，美
国CBOT大豆期价自5月底高点
已累计下跌约14%，美国农民因此
遭遇重大损失。过去20年，全球
大豆贸易增幅的85%来自我国，未
来我国需求依然是推进全球大豆
贸易增加的主要来源，美国豆农将
无缘分享我国大豆需求增长带来
的红利。 （《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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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从河南省郑州航
空港区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河南进
口肉类指定口岸（郑州查验场）进口
肉类查验量实现大幅增长。截至6
月30日，该口岸总报检量达20625
吨，同比增长54.32%；总货值达近
6394万美元，同比增长127.64%。其
中牛肉类共计报检8659吨，同比增
长512.16%，猪肉类共计报检11718
吨，羊肉类共计报检248.1吨。

据了解，由于受到国际形势影
响，第一季度成井喷式增长的美国
进口猪肉制品报检量自4月份开始
出现明显下滑。为了应对市场波

动，该口岸采取积极的应对措施，
一方面深挖原有客户潜力，保持查
验量稳步增加；另一方面充分利用
区位优势、服务优势、基础设施优
势和政策优势，不断开发新的客户
资源，吸引以进口牛、羊肉业务为
主的企业通过河南肉类口岸报关
报检，为提升口岸查验量寻找到新
的出路。

上半年，该口岸进口商品结构
由过去的美国猪肉制品一家独大，
逐步调整为以澳洲、美洲牛羊肉制
品为代表的高档冷鲜肉制品与猪肉
制品“平分天下”的局面。随着进口

商品结构的日趋合理，为河南肉类
口岸应对市场变化，保持业务量稳
步提升奠定了坚实基础。

下半年，为巩固河南肉类口岸
在内陆肉类口岸的领先地位，该口
岸将会在持续提升进口货物查验
量的同时，逐步完成产业结构升
级，形成以报关报检、交易展示、仓
储物流、分拨加工、区域配送、研发
检测为核心的产业服务体系，不断
探索以河南肉类口岸为依托的口
岸经济发展的新模式，引领河南冷
链物流产业走向规模化、国际化、
现代化。

本报讯 7月10日，黑龙江省
农业委员会发布消息，全国农产品
采购商龙江行暨第二届中国?黑龙
江蔬菜产销大会将于18日至21日
在哈尔滨举行，黑龙江省农业绿色
有机认证面积达到7600万亩，占
播种面积的三分之一，预计到
2018年底，绿色、有机食品认证面
积计划突破8000万亩，黑龙江省
是有机蔬菜产量的大省，此次大会
将吸引来自中国各地的企业到哈
尔滨，采购黑龙江的各类蔬菜、杂
粮等。

据了解，黑龙江位于世界上著
名的三条肥沃的黑土带上，是国家
重要的商品粮基础，在稳定发展水

稻、大豆、玉米等大宗粮食作物基
地的同时，重点发展绿色、有机杂
粮杂豆基地、蔬菜基地、食用菌基
地等。

从去年至今，黑龙江省经济作
物技术指导站会同黑龙江省农业信
息中心、哈工大集团联合建成了黑
龙江省蔬菜大数据平台，对黑龙江
省及全国主要蔬菜批发市场的蔬菜
价格行情走势进行数据比较分析和
预测预警，提供蔬菜供求关系、产地
布局、区域溯源等市场产销信息。
黑龙江省菜农可以从这个大数据平
台上了解全国蔬菜批发市场菜价最
新动态，避免盲目种植，推进“北菜
南销”步伐，实现不仅“种的好”，更

要“卖的好”的目标。
此次，全国农产品采购商龙江

行暨第二届中国?黑龙江蔬菜产销
大会主要内容有开幕式暨全国农产
品采购商龙江行启动仪式、特色农
产品现场展示、产销签约仪式、农业
产业新业态主题论坛等内容。

此前，黑龙江省因地制宜，构建
一批高标准产业示范区，带动引领
黑龙江省经济作物产业提档升级，
在黑龙江全省布局“菜园革命”示范
村100个，涵盖棚室果蔬、马铃薯、
鲜食玉米、食用菌、中药材、小油料
杂粮杂豆等特色作物，示范村的评
选活动结果也将于此次大会上公布
并进行表彰。

黑龙江今年绿色有机食品认证面积将突破8000万亩

上半年河南进口肉类口岸报检量逾2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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