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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据农业农村部监测，2月3日，
全国农产品批发市场猪肉平均价格为
22.71元/公斤，与1月28日的23.24元/公斤
相比，下降2.3%。

据卓创资讯监测，本周供应方面，因春
节期间暂停出栏，节后规模养殖场出栏多
数已经增重，散户大猪出栏占比减小，全国
生猪交易均重止跌小涨。卓创资讯监测全
国生猪平均交易体重123.22公斤，较节前
一周涨0.32%。

需求方面，本周屠宰企业开工率环比
下跌。春节假期过后，因终端多以消费家
庭库存为主，下游采购量有限，开工率降
至低位。随着终端需求缓慢恢复，批发市
场成交量增加，且屠宰企业陆续开工，开
工率缓慢提升。周内重点屠宰企业周度
平均开工率20.63%，较节前一周减少22.33
个百分点。

瑞达期货认为，供应方面，规模厂陆续

出场，恢复销售，猪源整体较为充足，散户
虽然有挺价的心态，不过支撑力度有限，下
游屠宰企业春节后陆续复工，不过订单较
节前不足，开工有限。

和合期货认为，节前生猪价格过度下
跌，养殖端压栏现象明显，节后养殖端恢复
出栏，尤其近两日规模场增量明显，部分企
业小体重猪源出栏占比增加，近期市场供
应比较宽松。

卓创资讯预测，供应方面，生猪市场
供应或陆续恢复，加之节前部分生猪未出
栏完毕，2月上旬或陆续出栏，供应量相对
充足。

需求方面，宰量增加主要受节日过后
开工率从无到有的影响，而非市场需求增
加。因此，需求恢复到一定阶段后或趋
稳。加之终端市场猪肉价格低位运行，对
生猪价格亦有一定影响。

（东方财富网）

春节假期后生猪价格重回跌势

本报讯 李佳 近期，在北京新发地市场
看到，前来上货的车辆都排到了交易区外，
装货卸货、周转集散，市场内交易繁忙。据
新发地相关负责人介绍，春节期间返乡的
商户几乎都已返京复工复产。

2月5日，北京新发地市场蔬菜的上市
量为1.9万吨，比2月4日有所减少，减幅为
1.3%。据市场统计部分析，2月5日，新发
地市场蔬菜加权平均价是4.35元/公斤，比
2月4日的4.38元/公斤下降0.68%。

随着元宵节过后，各行业恢复正常，社
会消费量将逐步回归常态，在产地供应充
足的情况下，上市量也会进入相对稳定的
阶段，预计蔬菜加权平均价会随着季节的
变化呈现“季节性波动”。

根据农业农村部最新数据显示，1月份
全国“菜篮子”指数为127.35，环比上涨8.22
点，同比上涨2.15点，其中蔬菜价格呈现季
节性上涨。重点监测的28种蔬菜全国批发
均价为5.73元/公斤，环比上涨22.2%，同比
上涨8.9%。从品种看，环比价格涨幅较大
的包括青椒、菜花、生菜、油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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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一月份蔬
菜价格季节性上行，主要原因是冬季蔬
菜供应主要以设施蔬菜和南菜北运蔬菜
为主，生产成本和运输成本都相对较高，
此外就是节日效应拉动了节前备货的需
求，蔬菜消费比较旺盛。张晶分析，当前
全国蔬菜在田面积稳中有增，1月份气象
条件对蔬菜生长总体有利。虽然春节期
间大风降温天气导致南方局地露地蔬菜
受冻，但大部分地区没有出现强降雪，且

天气晴朗、光照充足，加之各地提早采取
了加固大棚、覆盖保温等措施，设施农业
受影响有限，预计未来蔬菜生产供应有
保障。

对于北京市场来说，元宵节当天，新
发地市场大部分蔬菜价格保持稳定，仅有
丝瓜和大葱价格小幅上涨。产自山东的
暖棚丝瓜受近期冷空气影响，生长速度放
缓，出货量下降，导致市场供应减少，价
格小幅上涨；大葱价格节后持续下滑，据
商户反馈，目前江苏、上海、福建各产地
大葱市场保有量较大，后期价格难以持续
上涨。

据悉，元宵节后，部分蔬菜价格继续
回落，主要品种包括大白菜、扁豆、豆王、
鲜食玉米、尖椒、柿子椒、豆芽等。据商户
介绍，大白菜价格小幅回落，主要是市场
存量较大，销售进度缓慢，商户压低价格
换取销售的增加；豆角类蔬菜价格始终保
持在高位，扁豆、豆王市场价格回落，主要
是受到高价抑制，刚需减少，商户不得不
降价促销；来自云南地区的鲜食玉米产量
有所回升，产地价格开始回落，市场价格
同步跟进；尖椒、柿子椒价格回落主要是
福建、广东产地上市量增大，拉动山东尖
椒、柿子椒同步下降，预计后期椒类整体
价格还有回落的空间。

据市场相关负责人介绍，虽然元宵节
当天市场整体出货量下降，货物存量明显
增多，但商户并不担心卖不动，主要是因为
随着北京市中小学即将全面开学，随后大
专院校的学生也会返京，消费需求将会进
一步提升。

“今年过年水果贵了不少”。近期，来自全国多地的消费者
发出如是感慨，水果价格明显提升。

货架上标准化水果琳琅满目

即便如此，水果零售市场仍然呈现出强劲的复苏态势。据
悉，春节期间水果零售市场量价齐升，折射出居民旺盛的消费需
求与我国消费市场的巨大潜力，这种需求也在倒逼水果零售产
业各相关方通过标准化、数字化等方式对水果产业进行赋能，推
动水果产业提质增效。

这些农产品“量价齐升”的现象其实不难理解，原岳阳市蔬
菜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刘演斌表示，从打破进口依赖的“樱桃番
茄”再到自研育种“洞庭1号”西瓜，科研培育的技术进步推动
“量”和“质”的提升，由此，“价涨”也是市场认可的一种体现。

量价齐升彰显消费活力

水果的零售价格出现明显上浮。谈及今年春节期间水果零售
量价齐升的原因，百果园集团常务副总裁焦岳介绍，在需求端，很
多长期未能返乡过年的居民在今年过上了“团圆年”，部分二、三线
以及三线以下城市的送礼场景集中爆发，因此水果零售市场呈现
出量价齐升的盛况。在供给端，一方面春节期间短期的人力短缺
导致产品包装效率放缓，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供给销量；另一方面受
北美、南美等地区气候影响，去年部分进口水果品类达标率减少，
同样推高了部分品类的整体价格。

事实上，即便不是在春节期间，水果零售市场在居民消费升级
需求的推动下，本就呈现出量价齐升的态势。

全拓数据显示，2016至2021年间，我国鲜果零售行业市场规
模虽有所波动，但整体呈现增长态势。2020年受到疫情影响其
市场规模有所降低，到2021年随着国内经济的回暖鲜果零售市
场规模也逐渐回升至13369亿元。

数字农业重塑供给平衡

为了抓住水果零售市场量价齐升的机会，满足居民消费升级
的需求，一些涉足水果产业的上市公司正在进一步通过数字化赋
能等方式加码水果产业的转型升级。

拼多多相关人士亦表示，近几年来，拼多多在各大农业产区
持续投入，推动农业产区供应链改造升级、产业提质增效。以云
南宾川为例，从阳光玫瑰到突尼斯石榴，一系列当地生产的高原
特色水果近年来接连在平台成为爆款。

在数字农业背景下，近年来电商的迅猛发展，使我国鲜果新
零售渠道市场占比逐渐扩大。全拓数据显示，自2017年至2021
年，我国鲜果传统零售渠道占总零售市场比重从89.89%降低至
69.5%，新型零售渠道占总零售市场比重则从10.11%增长至
39.50%。

近些年，随着遥感、全球定位系统、自动化技术等高新技术
与地理学、农学等基础学科的有机结合，蔬菜、水果等农业生产
过程效率提升，农业资源得到合理利用，生态环境进一步改善。

值得一提的是，人力短缺影响供给效率的问题也正在得到
解决。“我们在包装分拣、仓储管理以及冷链物流的车辆路线规
划等方面都在进行智能化的升级”。据焦岳介绍。

天风证券认为，水果产业链上游种植端专业化程度低、产品质
量不稳定导致品牌化程度低。未来，水果产业链或将出现品牌化
转型趋势，农业现代化将促进提升产业链标准与供应链效率，5G、
人工智能与大数据将赋能物流管理与精准营销，消费者需求提升
将促使水果品类日趋多样化、品牌化。目前，高度分散化的水果零
售行业竞争格局也有望进行整合，具备良好品牌力与强大供应链
管理能力的企业更易获得长远发展。 （证券日报网）

水果零售市场量价齐升
数字化农业加速产业升级

北京新发地市场供应充足
节后多种蔬菜价格回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