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新华社消息 眼下正值蔬
菜上市的“高峰期”。往年入冬
后，蔬菜价格通常都呈现上涨趋
势，但记者近期在北京、山东等
地采访发现，11月以来，不少蔬
菜价格却在往下跌，尤其是大白
菜，现在北京的批发市场上价格
每斤只有0.25元左右，是近些年
的同期较低值。大白菜为何跌
出“白菜价”？后市会如何？记
者对此进行了采访调查。

产地
白菜论棵卖 不到1元钱

记者11月30日下午来到位
于北京市西城区的一家沃尔玛
超市，在蔬菜销售区域，一些市
民正在选购大白菜，每斤价格为
0.26元。超市销售人员告诉记
者，往年11月份以后，蔬菜价格
都会逐渐往上涨，可今年却在
跌。“比如大白菜，一棵四五斤
的，才一元多钱”。

在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
市场，胡萝卜、西红柿、油菜等
蔬菜价格都出现不同程度下
跌，尤其是大白菜，价格已是近
些年的同期较低值。这家市场
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11月初，
这家市场的大白菜平均价为每

斤0.35元左右，此后开始出现
下降趋势，11月30日平均价为
0.23元，这比2017年同期每斤
大约低0.1元。

“现在田间地头的白菜，不
是论斤卖，是论棵卖。”山东省青
州市何官镇戴楼村村民刘旺林
种了30多年蔬菜，他告诉记者：
“今年这蔬菜价格挺怪，最近一
直往下走。秋后价格越来越低，
往年同期大白菜0.4元一斤，一
棵能卖2元多钱，现在按棵卖，
一棵不到1元钱。”

山东寿光是全国知名的“蔬
菜之乡”，拥有全国最大的蔬菜

批发市场。从9月份到现在，中
国寿光蔬菜指数已连续8周下
跌。寿光农产品物流园发布的
周蔬菜价格监测显示，11月第3
周市场蔬菜交易中，有6类指数
下跌，其中下跌明显的类别是白
菜类、茄果类、菜豆类，环比跌幅
分别是8.7%、8.2%、3.9%。

分析
上市量充足 交通状况好

蔬菜价格为何下跌？记者
采访的相关专家分析认为，主要

是由于此前天气状况良好，有利
于蔬菜生长，山东、南方蔬菜产
量十分可观。近期蔬菜集中上
市，后方供应源源不断，市场上
整体供大于求，使得价格不但不
往上走，反而一路下行。

“近期，山东省内露天蔬菜
上市量充足，加之南方蔬菜进场
量增多，市场供应总量旺盛，价
格呈下滑走势。”山东寿光农产
品物流园价格指数中心经理隋
玉美说。

东方艾格农业经济分析师
马文峰认为，入冬以来，我国降
水天气不多，交通状况良好，流
通环节比较顺畅，没有明显的
“囤菜”现象，这有利于蔬菜从产
地运往销区，在一些地方供应比
较充裕，且还在持续，这是蔬菜
价格下行的主要原因。

记者采访了解到，蔬菜价格
下跌，对菜农收入造成了一定影
响。以大白菜为例，肥料、种子、
人工、水费等费用加一起，每亩
种植成本800元左右，如果按照
亩产1万斤计算，若价格继续下
跌，跌到每斤0.1元以下，就很难
收回成本。

刘旺林表示，因为菜价不理
想，当地部分菜农将甘蓝、菠菜
等蔬菜粉碎，埋入地中当绿肥，
还有一些菜农为了尽快把大棚

腾出来，种下一茬菜，免费把菜
送给了养殖户和收菜的经纪
人。“因为菜价低，前几天，村里
有的菜农想把自种的蔬菜免费
送都送不出去”。

预计
北方若降雪 价格或回升

当然，并非全国蔬菜价格都
在下行，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
在辽宁等北方地区，目前蔬菜价
格比较平稳。辽宁省彰武县彰
武镇三家子村菜农胡文彪常年
种植蔬菜，今年种植8亩露地白
菜在本地销售，现在当地批发市
场价格比较稳定，每斤0.3元以
上，与往年相比差别不大。

隋玉美分析认为，短期内，
一些蔬菜品种在市场上供大于
求的局面很难改变，山东省内蔬
菜供应量会继续增多，外省南方
菜也会增加供市量，预计短期内
后市蔬菜价格指数上涨的可能
性不大。

对于未来蔬菜市场价格，
马文峰认为，伴随后期的天气
转冷，秋菜储备完成，特别是北
方地区会出现降雪，物流运输
变得相对困难时，价格会出现
回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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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推动农产品加工业发展升级
为农产品赋予“二次生命”

伴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
高，农产品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
角色。在前不久结束的“双11”
网络购物节中，阿里巴巴全平台
一天的农产品交易额就超过了
45亿元；拼多多在10月28日至
11月12日期间，销售农产品订
单量超4000万单……

这一组组惊人的销售数字
背后，是我国旺盛的农产品消
费市场以及日益增强的农产品
加工行业。数据显示，2017年，
我国农产品加工业主营业务收
入22万亿元，占工业总产值的
19.8%，与农业产值之比达到2.3
∶1，规模以上企业达8.1万家，
年销售收入过亿企业数超过3.7
万家。

“农产品加工业为耕者谋
利、为食者谋福，处于农头工

尾、粮头食尾，一头连着农业、
农村和农民，一头连着工业、城
市和市民，沟通城乡、衔接工
农、亦工亦农，被称为离‘三农’
最近的产业、与老百姓最亲的
产业，也被称为农产品的第二
次生命。”在日前举办的“全国
农产品加工科技创新推广活
动”上，农业农村部乡村产业发
展司司长曾衍德说。

国际发展的经验表明，人
均GDP达到5000美元之后，健

康性、营养性、便利性消费支出
将大幅增加。2017年，我国人
均GDP超过8800美元，到2020
年，人均GDP有望突破1万美
元，届时消费结构将加速升级，
大众化、多元化、个性化、品质
化的消费特征会更加明显。

曾衍德表示，消费与经济
发展水平紧密相连。过去经济
发展落后，收入水平低下，消费
者有消费意愿却没有消费能
力。现在经济快速发展，群众

的钱包鼓起来了，消费动力也
随之增强、层次亦有所提升，由
过去的吃饱穿暖转入吃好穿
美、健康养生。农产品加工业
要立足推动产业健康快速发
展，聚焦绿色引领、技术创新、
培育主体、产业融合、园区聚集
5大任务，集中攻克一批引领
性、突破性、复合型关键技术，
提升农产品加工转化率，打造
农产品加工业发展升级版。

中国农业科学院副院长梅

旭荣认为，我国将全面进入营
养健康新时代，营养健康是我
国现代农业发展新的历史使
命、战略目标和优先领域。未
来30年，以营养健康为导向的
农产品加工业将迎来井喷式高
速发展的黄金期、战略机遇期
和关键期。在创新、协调、绿
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指导
下，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建
立以营养健康引导消费、消费
引导专用原料生产、品种选育
和种植养殖的全新现代农业产
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
管理体系、服务体系和创新体
系，任务艰巨、使命光荣、责任
重大。

中国农科院农产品加工研
究所所长戴小枫表示，面对新
形势和新要求，农产品加工科
技创新要以营养健康为目标，
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培育农业农村经济发展新
动能，促进农业提质增效、农民
就业增收和农村一二三产业融
合发展，以满足城乡居民消费
升级需求，提高人民群众生活
质量和健康水平。

（经济日报）

白菜跌出了“白菜价”预计北方降雪后价格或回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