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产樱桃价格为什么这么便宜？

一是集中上市。今年全国各
地樱桃主产区气温适宜且稳定，不
同产区之间的上市时间趋于一致，
面临着国产樱桃集中上市的情况，
各地之间的樱桃价格竞争也就比
较激烈，因此国产樱桃的市场价格
自然就便宜了。

二是国产樱桃种类多。近几
年，国产樱桃的市场占有率在不断
提高，而且国产樱桃的种类比较
多，消费者选择的空间比较大。我
国樱桃有几十个品种，主流的品种
是美早大樱桃、红灯大樱桃、萨米
脱大樱桃等，但是像桑提娜、甜心、
布鲁克斯等大樱桃品种国产也都
有，并且数量也不少。

三是有本土化的优势。近些
年来，国产樱桃的种植水平不断

提升，果实的质量和风味逐渐提
高。而且国产樱桃相较于进口车
厘子而言，其产地距离市场的距
离更近，运输的时间变短，满足了
消费者对新鲜度的要求，有着本
土化的优势。

6月国产樱桃价格行情走势分析

3月时，车厘子下架，国产樱桃
就紧接着上市。3月美早樱桃上市
时，批发价曾超100元/斤，特级果
80元/斤也很常见。但是这样的高
价并未持续太长时间，从露天樱桃
大量上市后，国产樱桃的价格就开
始处于下降趋势。5月底，露天樱
桃大量上市之后，供需逐渐平稳，
市场价格还会再降低，目前山东露
天种植樱桃和大连冷棚种植樱桃
在市场上的销量都非常可观。

樱桃不利于长途运输，保存起

来比较困难，一些大棚樱桃甚至需
要进行冷链运输。本地樱桃在采摘
后要立刻运至市场，价格自然也要
低上不少。到6月份，大连等地的露
天种植樱桃大量上市后，预计樱桃
整体销售价格还会下降，但是狂跌
的可能性非常小，或将小幅下跌。

目前，辽宁大连、山东、陕西是
我国主要的樱桃产区，此外，甘肃
天水、浙江、四川等地区也有少量
种植，其中辽宁大连大樱桃是国内
上市最早的樱桃产区。在春节期
间，进口的车厘子批发价高达200
元一斤，而3～4月份，国内暖棚大
樱桃上市后，价格也在90元/斤左
右。5月中旬以后，全国多个产区
的露天大樱桃开始上市，普通的红
灯樱桃，产地批发价在20元/斤左
右，国产樱桃的价格逐渐平稳。

（惠农网）

我 国 樱 桃
主要产地在辽
宁、山东、安徽、
江苏、陕西、四
川等地，在今年
3月初，我国就
已经陆续有国
产大樱桃上市
了。不过一直
到5月初，大多
数国产大樱桃
都是大棚樱桃，
有暖棚栽培的，
也有冷棚栽培
的。大棚樱桃
相较于露天樱
桃来说，生产成
本更高，价格也
要更高。当下，
露天栽培的樱
桃已经逐渐上
市，国产樱桃大
量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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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刘慧 根据海关总署日前发布的数据，今
年4月我国小麦进口168万吨，同比增加141%。1月至
4月我国进口小麦数量累计约603万吨，较去年同期增
长60.9%。小麦进口激增的原因何在？会不会对国内
市场造成冲击？如何确保国内小麦产业安全？是当前
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

“国内外小麦价差扩大是小麦进口激增的主要原
因。”广东华南粮食交易中心研究员郑文慧说。4月
份，美软红冬小麦进口到港完税价格为2490元/吨左
右，比广东港国产小麦平均价格低390元/吨左右。
国内外小麦价格倒挂长期存在，去年以来，受澳大利
亚、加拿大、俄罗斯等主产国小麦丰产、美国流动性收
缩以及黑海港口外运协议签订等因素叠加影响，国际
小麦价格大幅下跌，跌幅超过国内小麦价格，国内外
小麦价差进一步拉大。以美麦价格为例，芝加哥期货
市场小麦主力合约价格自去年9月确立跌势至今，已
经从913美分/蒲式耳跌至606美分/蒲式耳，跌幅达
到33.5%。国内小麦价格跌势从去年12月延续至今，
从3250元/吨跌至当前的2700元/吨（三等平均市场
价），跌幅17%。

随着小麦价格大幅下跌，小麦与玉米价差缩小，小
麦替代需求增加。这是小麦进口增加的一个重要原
因。郑文慧预计，上半年进口小麦以饲用澳洲小麦为
主，下半年以高筋小麦进口为主。根据海关数据，今年
前4月，从澳大利亚进口小麦360万吨，从加拿大进口
小麦110万吨，从法国进口小麦77万吨，从美国进口小
麦47.5万吨。与其他国家相比，澳大利亚小麦运输成
本相对便宜，采购性价比较高，进口占比最大。根据一
些企业反映，去年进口的小麦尚未完全消化，预计今年
全年小麦进口量不会比去年高出太多。

我国是全球小麦生产和消费大国，但不是小麦生
产强国。小麦连年丰收，库存充足，完全实现自给自
足，但高端优质小麦供给不足。进口小麦主要满足优
质小麦品种调剂需求，少部分流入饲料领域。2020年
以来，我国小麦进口量较前些年明显增加，2021年、
2022年，小麦进口量连续两年突破963.6万吨的进口配
额。据了解，由于进口小麦品种的纯度、小麦的稳定性
等指标较国产优质麦好，南方一些面粉厂对进口小麦
已形成一定的需求习惯。

“小麦进口增加对国内市场影响不大，但会对国内
小麦价格涨跌起到助推作用。”郑文慧认为，国内小麦
价格下跌，主要是经营主体之前为应对国内外各种不
确定性而增加的持粮需求消退，导致市场粮源到处都
感觉“多了”，进而使得各主体形成了越来越一致的看跌
预期，进一步加速了跌势。部分企业库存从疫情期间最
高的3个月下降至1个月，贸易商采购意愿很低，大多希
望割肉出库，消费者囤粮意愿下降。在各种因素叠加之
下，国内小麦价格在过去3年累计上涨1000元/吨后，今
年急速回调，下降了550元/吨左右。在小麦价格下行
的大趋势之下，小麦进口量增加，给市场增添了又一个
看跌的理由，起到了加速下跌的作用。

值得关注的是，我国小麦进口量与产量的比例已
经明显提升，加上小麦的饲用替代越来越灵活，玉米等
粗粮的进口比例也在提升，国内外小麦价格的关联性
将大大提升，国际市场对国内市场的冲击将会加大。
郑文慧认为，为确保国内小麦产业安全，要强化宏观调
控，继续实施小麦进口配额管理政策，避免低价小麦大
量进口冲击国内市场。强化国际小麦市场监测预警，
密切关注主要小麦出口国的小麦生产和贸易政策，防
范国际市场价格波动给国内小麦进口带来的不利影
响。要推进小麦进口来源地多元化，避免小麦进口来
源地过度集中带来的进口安全风险。

提高小麦国际竞争力，是应对低价进口小麦冲击、
维护国内小麦产业安全的关键。郑文慧认为，针对当
前我国生产面临的资源环境双重约束、种粮成本高、农
民种粮积极性不高等不利因素，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
充分调动农民和主产区发展小麦生产的积极性，确保
小麦播种面积稳中有增、力争小麦多增产；加快高标准
农田建设，提高小麦规模化、集约化、机械化水平，实现
降本增效；实施藏粮于技战略与种业振兴行动，培育优
质高产小麦，发展强筋和弱筋优质专用小麦生产，满足
国内高品质小麦的消费需求。

本报讯 5月25日，今年的第一
批“六月黄”大闸蟹在北京的商超
上市，线上线下同步开售。相比秋
季的大闸蟹，“六月黄”的个头较
小，规格大多在2两以内。

“六月黄”是每年六月至七月
这一阶段内的河蟹以及湖蟹的统
称，其中六月末、七月初最佳。“六
月黄”又被称为童子蟹，是还没有
完全成熟的大闸蟹，处于从“少年”
步入“青年”的中间阶段。

在盒马十里堡店，不少顾客开
始尝鲜今年的第一口大闸蟹。产
自江苏的“六月黄”分两种规格，
1.4两到1.6两的“六月黄”售价19.8

元/只，1.8两到2.2两的“六月黄”售
价29.8元/只。盒马水产采购负责
人陈昊表示，为方便北京市民尝
鲜，“六月黄”也支持线上下单，通
过保温袋等方式在鲜活的状态下
配送到家。

陈昊解释，“六月黄”之所以美
味，实际是因为这一时节内的蟹即
将蜕壳，身体比较饱满，其体内的汁
多以流质形式存在，相比成熟期的
大闸蟹，显得更嫩更鲜，同时少肉，
基本没有黄与膏。大闸蟹的生长发
育与气温密切相关，今年热得慢、雨
水多，相对较低的气温会导致大闸
蟹生长缓慢，预计大规模上市时间

相比前几年会有一定的延迟。
美团买菜平台也上线了“六月

黄”大闸蟹，规格为1.2两，售价11.9
元/只，目前的限时秒杀价为9.9元/
只，同样以鲜活的状态配送到家。
在多点平台，“六月黄”大闸蟹正在
预售，一盒8只装的“六月黄”分为
两种价位，分别是88元和99元。

如何烹饪才能更好地感受
“六月黄”的美味？据了解，面拖
蟹、醉蟹、“六月黄”炒年糕、“六月
黄”炒毛豆等传统做法都能减少
“六月黄”微苦的口感。“一般‘六
月黄’肉质比较嫩，不建议蒸或者
煮。”陈昊说。 （据《北京日报》）

尝鲜今年第一口大闸蟹
“六月黄”在京开售

国产樱桃大量上市
价格逐渐平稳

前4月进口数量同比增长逾六成

小麦进口激增对国
内市场影响不大

国产车厘子大连美早樱桃大量上市国产车厘子大连美早樱桃大量上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