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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菜价波动，菜农和经销商是何种感
受？蔬菜产地如何应对？近日，笔者来到我
国北方重要蔬菜产地和集散
地——山东潍坊寿光市，集
中采访了当地蔬菜产区、物
流中心、蔬菜市场，探寻菜
价上涨背后的深层原因。

价格波动为哪般

初冬时节，寿光地利农产品物
流园一片忙碌。这里正在开展秋冬
季节我国北方蔬菜较大规模的物
流、转运、交易活动，来自全国各地、
各主要蔬菜产区的蔬菜经销商汇集
于此。对于菜价的变动，经销商们
有着直观感受。菜商刘荣伟在物流
园经销大冬瓜已经好多年了，由于近
期蔬菜价格涨幅较大，冬瓜、南瓜等
蔬菜价格也水涨船高。谈及菜价波
动的原因，他告诉笔者：“菜价波动主
要受市场供需关系的直接影响，而天
气、物流、仓储等因素对供需产生的
间接影响也会导致菜价变动。”

对此，物流园分管价格指数中心
工作的总经理助理李国栋介绍，“蔬
菜价格波动的影响因素中，外在主要
是天气和物流。其中，露天种植蔬菜
价格受天气影响比设施蔬菜更大”。
晴朗天气下，蔬菜的生长、管理、贮
存、运输均能正常开展。一旦发生诸
如大风、雨雪、雾霾等恶劣天气，会直
接影响到蔬菜的生产管理，导致蔬菜
生长缓慢、采摘期滞后、采摘量大减、
正常管理难以进行。“恶劣的天气如
低温、雨雪、雾霾还会导致物流受阻、
仓储困难等现象。这些都是导致菜
价暴涨暴跌的原因。”

笔者发现，这里全年的蔬菜交
易，大体可分两个阶段，即“北菜南
运”和“南菜北运”。李国栋介绍，
“南菜北运”主要在每年的11月份到
次年的三四月份。这期间，随着温
度降低，蔬菜产区从东北逐渐南移
到河北、河南、山东、江苏等产区，后
期又集中在苏浙、两广、两湖等南方
蔬菜生产区。“北菜南运”主要在每
年7月份到10月份。此时，蔬菜供
应以北方山东、河南、内蒙古等产区
为主。近年来，云南、贵州、两广、海
南等作为蔬菜产区，也成为南方蔬
菜供应的主力。

应对风险用何招

作为我国冬季设施蔬菜主产区、蔬
菜物流中心，寿光多年来为应对菜价波
动也想了不少办法。寿光市农业农村
局宣传科王永梅介绍，他们常年派出农
业技术专家深入蔬菜生产区，为菜农提
供技术指导，深入解决菜农生产中的实
际问题。“近两年，我们多次举行‘农业
标准化生产大培训’，推动农业生产标
准化流程，提升蔬菜的品质和市场竞争
力；通过推广农业保险，为设施菜种植
户解决后顾之忧，增强菜农的风险意
识；建设物流交易中心，鼓励冷链物流
行业发展，畅通蔬菜交易渠道。”王永梅
说，今年还成立了全国首家蔬菜合作社
联合会，把蔬菜专业合作社联合起来，
从更高层次上推动“寿光模式”向高质
量发展。

在寿光市纪台镇孟家官庄村的令
欣蔬菜专业合作社，当地菜农的长茄都
会运到这里统一包装后外运、出售。
“2000年以后，村里蔬菜产业发展越来
越快，物流、仓储、销售等相关产业应运
而生。为方便菜农销售蔬菜，以防销售
不畅导致菜价大幅波动，我带领部分菜
农以入股形式成立了合作社。此后，合
作社不断扩大，逐渐成为一家集生产种
植、冷藏、加工、销售、电商平台运作、物
流配送于一体的合作组织。”合作社负
责人孟令欣一边带领笔者参观蔬菜包
装区、发货区、交易区，一边介绍了合作
社的未来规划，“我们想打造出一个大
平台，整合周边的菜农、菜商、电商等资
源，为蔬菜交易打开更广阔的市场。”

寿光市文家街道西蔡家营村是传
统的韭菜种植专业村，由于种植利润较
低，产量也不高。为壮大产业，带领村
民致富，村两委通过组建专业合作社，
进一步规范了韭菜生产，还发展出盆
栽韭菜产品，为村里的韭菜产业找到了
新路。

此外，近年来，寿光不断加强合作
社管理，加强信息共享，为农产品进入
市场提供更好的桥梁和纽带，激发了菜
农种植热情，也对稳定菜价起到了一定
作用。

与此同时，现代农业园区近年也发
展迅猛，成为参与市场竞争的强大力
量。笔者在寿光市田柳镇的现代农业
创新创业示范园看到，有的菜农在这里
承包着四五栋现代化大棚，种出的蔬菜
通过园区统一出售，不用再为卖菜难、
菜价波动等问题烦心。

陈玉增50多岁，是附近田柳镇陈马
村菜农。他在园区租赁了一个现代化
大棚，由园区负责统一销售蔬菜。“在园
区里种蔬菜不愁卖，省了不少心。园区
管理合理、专业，咱们菜农培育出的蔬
菜有着高品质、好口感，市场前景好。”
陈玉增说。

“近年来，我们尝试开辟了多种销
售渠道，探索诸如高端直供、订单生产、
网络销售、专柜直销等销售模式。”该园
区运营经理韩永琦说道，他们还与京东
生鲜、盒马鲜生、华润万家、全福元商超
等合作，与华润万家、鲁鲜生签署订单
收购协议，保障园区果蔬销售后顾无
忧。此外，他们还成功打开俄罗斯、日
本、韩国市场，让优质菜品香飘海外。

（据《经济日报》）

影响因素还有啥

除了天气和季节性供应，影响菜价
的因素还有很多。我们平时感知到的蔬
菜价格，它的构成有很多部分，如运费、
仓储、人力成本等。

具体来看，物流对菜价的影响主要
体现在运输成本的变化。近年来，油价
变动、人工费用上涨等因素，导致物流成
本有所上涨。但随着各地蔬菜物流中心
相继建设，运输成本上涨空间有限。袁
向军在寿光物流园从事地瓜交易，他告
诉笔者：“最近两年，运费增幅不大，在各
项成本中占比不高。我们都是长期合
作，运费一般比较固定。只有出现油价
上涨、通行费用增加等，运费才会出现较
大变化。2015年以前，运费上涨过一阵
儿。当时物流运输车辆少，交通状况也
没有现在好。如今，运费还比较稳定。”

然而，人工费用则各地不一。一些
蔬菜产业较发达地区人工成本上涨较为
明显，对处于产业起步阶段的地区，人工
费仍停留在较低水平。

仓储成本近年来也有所变动，主要
是各地蔬菜产业快速发展，带动了一批
仓储行业兴起，供不应求的局面导致仓
储费一直较高。此外，恶劣天气也会致
使仓储费用相应增加。菜商张波在寿
光物流园经销西芹。作为叶菜，西芹在
运输贮存中要求较高。“叶菜类蔬菜在
运输贮存过程中损耗大，再加上仓储费
用也是一笔不小的支出。这些损耗、费
用最后都要加在菜价上，才能不亏本。”
张波说。

菜价变化中，节日因素的影响也日
益凸显。尤其是春节假期，市场需求不
断增大，但部分货商歇业造成供应减少，
导致菜价上涨，已经成为规律。与此同
时，供应市场的蔬菜多是南方货源，供应
有限，加之春节前后市场歇业，物流停
运，更加拉动菜价上涨。近几年，一些大
中城市更加重视保障“菜篮子”，针对物
流、仓储、蔬菜产业推出了一系列优惠政
策，满足人们节日期间的蔬菜需求，成功
降低了节日因素对菜价的影响。

同时，随着城市化快速推进，多种蔬
菜交易模式出现，各种专业经销商、中间
商的出现，从长期看，也对菜价产生了较
大影响。很多消费者感到，如今的菜价
比10年前高了许多。“谁”推高了菜价？
“与前些年相比，这几年的人力成本、包
装成本、运输成本、仓储成本都增加了。
这些费用平摊到菜价上，价格自然就高
了。再加上蔬菜品质越来越好，采购价
格也比往年高。我们把蔬菜运到其他大
中城市后，那里的经销商同样会把成本
算到菜价里。”董甲升在寿光市稻田镇经
营一家蔬菜购销市场。10多年来，他明
显感受到蔬菜市场交易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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