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国蔬菜六月价格季节性下行
本报讯 六月份全国菜篮子指数

为115.01，其中蔬菜价格环比和同比
双降。

六月份，农业农村部监测的28
种蔬菜全国平均批发价每公斤4.06
元，环比下降8.1%，同比下降2.2%。
分品种看，环比价格23种下降，5种
上涨。

农业农村部农产品市场分析预
警团队蔬菜首席分析师张晶表示，六
月份蔬菜价格继续保持季节性下行，
环比、同比均有所下降，从生产看，全
国在田蔬菜面积超过1亿亩，同比增

长了300多万亩，现在正处上市的旺
季，总量供应充足。

张晶介绍，目前主产区露地蔬菜
上市量增大，成本有所降低，大部分
品种价格回落，例如前期价格偏高的
茄果类蔬菜，价格逐步回归到合理区
间。但是受到农资、运输和人工费用
偏高，以及部分不利天气影响，六月
份菜价下降幅度偏缓。张晶说：“夏
季的强对流天气有所增加，加之前期
两广、福建等地遭遇洪涝灾害，部分
蔬菜品种的价格波动比较大。”

在北京新发地农产品市场蔬菜

交易区，商户马海介绍，整个六月份
蔬菜价格是今年上半年最低的，各类
蔬菜货源非常充足。马海说：“蔬菜
货量大，几个地方都有供应。生菜价
格比上月下滑30%左右，上个月是
2.2元一斤，这个月是1.5元一斤。”

据介绍，近期北京蔬菜的供应
地既有北京周边地区，也有河北、山
西、内蒙古以及东北三省，并且大部
分蔬菜在生长期内长势良好，有些
蔬菜提前批量上市，大白菜、团生
菜、莴笋、豆角类蔬菜产量高、供应
足。北京新发地市场分析师刘通表

示，市场整个六月份蔬菜的加权平
均价是3元一公斤，比五月份下降
了10.71%，降幅相对来说比较明显，
特别是在六月上中旬，当时由于蔬
菜运输距离北京比较近，保鲜、运输
的费用相对比较低。

据悉，六月底，受到部分蔬菜产
区降雨的影响，黄瓜、茄子、小白菜等
部分品种价格出现了反弹。北京新
发地市场蔬菜商户朱留发说：“现在
小白菜市场价格是2.5元左右一斤，
上个星期是1元多一斤。”

（据《北京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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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各类雪糕价格一路上
涨，让大批顾客直呼“买不起”“在柜
台前饱饱眼福就行”“完全失去雪糕
自由”。连日来，“雪糕刺客”一词频
频出现，指的是那些躲在冰柜里毫不
起眼，待到付款时价格让人大吃一惊的
雪糕，“去商店不认识的雪糕不要拿”成
为了不少人眼中的最佳购买指南。

近日，在多家超市、便利店发现，冰
柜里2~3元的雪糕少之又少，多数雪糕
价格在6~20元之间，一些传统雪糕品
牌也推出了高端产品，单支售价多在
10元以上。

明码标价整治“天价刺客”。与“雪
糕刺客”属性相同的，还有“话梅刺客”
“文具刺客”“软糖刺客”
“水果刺客”……这些
商品的共性为定价昂
贵，且没有在显眼位置
摆放价格标签，使得“好
奇心重”的顾客们“被迫”
埋单。

在如今的数字经济
领域中，经营者的标价方式、价格
欺诈行为都与此前的线下经济有很大
不同，表现形式更加复杂。为解决“天
价刺客”问题，6月2日，国家市场监督
管理总局以第56号令公布了《明码标
价和禁止价格欺诈规定》（以下简称《规
定》），共包含27条条款，自7月1日起
施行。

《规定》中指明，明码标价是指经营
者在销售、收购商品和提供服务过程
中，依法公开标示价格等信息的行为。
明码标价不能简单理解为仅标示价格，
经营者还应当标示与价格密切相关的
其他信息，尽可能减少信息不对称，使
消费者和其他经营者对价格所对应的
商品或者服务价值有更为清晰的认识，
减少价格欺诈的发生。

标价应当真实准确、货签对位。价
格欺诈是指经营者利用虚假的或者使
人误解的价格手段，诱骗消费者或者其
他经营者与其进行交易的行为。其主
要表现形式为：谎称商品和服务价格为
政府定价或者政府指导价；以低价诱骗
消费者或者其他经营者，以高价进行结
算；通过虚假折价、减价或者价格比较
等方式销售商品或者提供服务；销售商
品或者提供服务时，使用欺骗性、误导

性的语言、文字、数字、图片或者视频等
标示价格及其他价格信息；无正当理由
拒绝履行或者不完全履行价格承诺；不
标示或者显著弱化标示对消费者或者
其他经营者不利的价格条件，诱骗消费
者或者其他经营者与其进行交易等。

《规定》指出，经营者在标价时应当
真实准确、货签对位、标识醒目，并授权
地方市场监管部门规定可以不实行明
码标价的特殊情形。经营者销售商品
应当标示商品的品名、价格和计价单
位，提供服务应当标示服务项目、服务
内容和价格或者计价方法。其中，服务
的计价方法包括计价单位和计价标
准。经营者可以根据实际经营情况，自
行增加标示与价格有关的质地、服务标
准、结算方法等其他信息。

在标价内容方面，要求经营者销售
商品应当标示商品的品名、价格和计价
单位等要素，提供服务应当标示服务项
目、服务内容和价格或者计价方法。

商品售价与标签不符可投诉。按
照《规定》，经营者明码标价使用的文

字、币种作出规定，要求经营者标示价
格，一般应当使用阿拉伯数字标明人民
币金额，使用规范汉字标示其他价格信
息，可以根据自身经营需要，同时使用
外国文字，确保价格信息的准确传达。

为充分发挥明码标价有效传递价格
信息的功能，《规定》对明码标价的形式做
了进一步细化，规定经营者可以选择采用
标价签（含电子标价签）、标价牌、价目表
（册）、展示板、电子屏幕、商品实物或者模
型展示、图片展示以及其他有效形式进行
明码标价。金融、交通运输、医疗卫生等
同时提供多项服务的行业，可以同时采用
电子查询系统的方式明码标价。

没有明码标价，说到底侵害的是消
费者的知情权。市场监管部门提醒，如
果碰到一些不合理的消费，或者是自己
承受范围之外的，消费者一定要勇敢的
拒绝，不要勉强将其买下来。新规实施
后，如若消费者发现商品售价与标签不
符或没有标签等情况，可及时拨打
12315向市场监管部门投诉。

（张亚轩）

适时采取措施防范
生猪价格过快上涨

本报讯 王婉莹 7月5日从国家发
展改革委获悉，针对近期生猪市场出
现盲目压栏惜售等非理性行为，国家
发展改革委价格司正研究启动投放中
央猪肉储备，并指导地方适时联动投
放储备，形成调控合力，防范生猪价格
过快上涨。

另据7月4日消息，针对近期生猪
价格出现过快上涨的情况，国家发展
改革委价格司组织行业协会、部分养
殖企业及屠宰企业召开会议，深入分
析生猪市场供需和价格形势，研判后
期价格走势。

农业农村部监测显示，7月4日14
时，全国农产品批发市场猪肉平均价
格为 25.74元/公斤，比上周五上升
4.8%。国家统计局7月4日发布数据
显示，2022年6月下旬生猪（外三元）
价格报每公斤18.3元，与6月中旬相
比，每公斤上涨 1.9元，上涨幅度为
11.6%。

有关方面分析认为，近期国内生
猪价格过快上涨，重要原因是市场存
在非理性的压栏惜售和二次育肥等现
象，部分媒体特别是自媒体捏造散布
涨价信息、渲染涨价氛围，短期内加剧
了市场惜售情绪；目前生猪产能总体
合理充裕，加之消费不旺，生猪价格不
具备持续大幅上涨的基础；盲目压栏
和二次育肥可能导致后期集中出栏、
价格再次快速下跌，从而造成市场价
格大起大落，反而不利于企业正常生
产经营和行业长期健康发展。

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司表示，国
家一直高度关注生猪猪肉市场价格变
化，努力防范价格大幅波动，维护市场
平稳运行；要求大型养殖企业带头保
持正常出栏节奏、顺势出栏适重育肥
生猪，不盲目压栏，提醒企业不得囤积
居奇、哄抬价格，不得串通涨价；明确
表示将适时采取储备调节、供需调节
等有效措施，防范生猪价格过快上涨，
并会同有关部门加强市场监管，严厉
惩处捏造散布涨价信息、哄抬价格等
违法违规行为，维护正常市场秩序，促
进行业长期健康发展。

明码标价新规施行

“雪糕刺客”
再难隐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