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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蔬菜价格走势及对比

从北京新发地蔬菜批发市场流通情况看（图 1），

2009 年 1 月蔬菜的加权平均价，大部分时间处在上

涨阶段，甚至高于 2008 年同期水平。至 1 月 21 日，由

于进入春节前采购高峰期，价格出现了明显上涨，到

23 日已高于 2008 年冰冻雨雪灾害时的加权平均价，

可以说是历年同期的最高价格。
2009 年 1 月末比月初菜价上涨了 19.79 %，月中

最高价比月初曾一度高出 44.39 %。月末与月初相比，

价格上涨的蔬菜种类有 40 种,下降的仅有 5 种。
2009 年 1 月初，蔬菜的加权平均价格与上年同

期基本持平，至月末时，则比上年同期低 29.56 %。月

末与上年同期相比，有 10 种蔬菜价格高于上年同期，

有 33 种则低于上年同期（表 1）。这是由于 2008 年年

初受冰冻雨雪灾害影响抬高了菜价，而 2009 年 1 月，

蔬菜供应基本正常，尽管 1 月受春节节日效应的

影响，菜价一度走高，但 总 体 走 势 是 正 常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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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北京新发地市场 2009 年 1 月蔬菜加权平均价与 2008 年同期对比

2 2009 年 1 月蔬菜价格上涨的原因分析

① 本地供应量少，销售成本高。2009 年 1 月，蔬

菜价格的总体走势是符合农产品价格季节性变化规

律的。因为 1 月是北方地区一年中最寒冷的时段，而

严寒对蔬菜的生产是非常不利的。
北京新发地市场批发的蔬菜，总体上可以分为三

个部分。
一部分是北京冬储菜。包括大白菜、洋葱、马铃

薯、萝卜、胡萝卜及葱、姜、蒜、蒜薹等。这些蔬菜除了

增加储存费用外，也有一定的消耗，如水分散失、腐烂

或冻伤造成的损失，销售过程中的保温费用也要增

加，所以冬储菜在 1 月份价格上涨是必然的，属正常

现象。
另一部分是北方温室、大棚的蔬菜，主要包括黄

瓜、番茄、茄子、莴笋、甘蓝、菠菜、小油菜、小白菜、韭
菜、茴香等。这几种鲜嫩蔬菜对环境温度的要求较高，

温室、大棚的加温、保温费用上升，同时冬季蔬菜生长

速度减慢等，都会造成这些蔬菜价格的上涨。
第三部分是南方蔬菜，这是露地生产的，主要是

辣椒、甜椒、扁豆、菜豆等，还包括冬瓜、南瓜等耐远途

运输的蔬菜。但由于运输路途遥远，运输费用加大，以

及因南北温差大，在南方地区时要降温（打冷），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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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地区则要保温，菜价高出短途菜也十分正常。
因此，在整个冬季，由于蔬菜的生产、运输、储藏

及销售成本的增加，菜价走高是必然现象，这与近期

黄淮地区出现的旱情无关。因为这部分蔬菜都未受到

旱情的影响，即使北京及周边地区出现旱情，100 多

天未降水，也影响不到棚室内的蔬菜，设施农业有自

成系统的排灌设施。
② 月初南方阴雨、冻雨天气影响蔬菜供应。自

2008 年 12 月中旬起，我国南方地区降水普遍增多，

阴雨天气影响了蔬菜的生长。特别是 2009 年 1 月初，

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了冻雨，这一时段虽然没有形成去

年那样的冰冻雨雪灾害，但是也使南方菜北运的数量

出现了下降。1 月初，南方菜主要由广东供应。到 1 月

中旬，海南菜才形成批量。1 月下旬，云南、四川的蔬

菜陆续进京。所以在 1 月初，广东的辣椒、甜椒及菜豆

的价格都明显高于上年同期，只是到月末时，海南菜

上市量加大后，价格才开始回落。南方菜上市期比上

年推迟，上市量增大的时间也比上年推迟，这拉动了

北方菜价格的上涨，使得 1 月大部分时间蔬菜加权平

均价高于上年同期。
③ 春节消费高峰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2009 年

的春节在 1 月下旬，在全世界普遍遭受金融危机影响

的背景下，我国政府稳定经济发展的措施和战胜金融

危机的信心感染着国人，春节期间消费进入了高峰

期，尽管当时南方的蔬菜供应还比较脆弱，但有稳固

的消费需求作支撑，使得菜价继续攀高，一度超过冰

冻雨雪灾发生最严重时段的价位。
④ 部分蔬菜价格上涨仍属于恢复性上涨。1 月末

与 1 月初相比，在北京新发地市场统计的 45 种蔬菜

中，有 40 种上涨，5 种下降。若与上年同期相比，有 10
种蔬菜价格高于上年同期，有 33 种则低于上年同期。
在这 10 种上涨的品种中，有一部分是属于恢复性上

涨的，也有的掺杂着报复性上涨的因素。所谓报复性

上涨，实际上是由于上一个生产周期价格过低而伤

农，导致本周期生产量锐减，价格受供求关系的影响

过高地背离了价值。同样，过低地背离价值时，也会出

现报复性地下降。这种报复性地上涨或下降纯属市场

行为，是违背了市场经济规律后引发的市场行为。一

种商品是否过高或过低背离价值的标准线，一般业内

人士是按种植业（在其他行业是指本行业）中的平均

利润率来评判的，比如种菜，当种某种蔬菜的利润超

过种植业的平均利润率后，就会吸引更多的人来种这

种菜而放弃种植那种菜，从而在下一个生产周期出现

夸张的价格上涨或下跌，这是对上一生产周期价格过

表 1 2009 年 1 月 31 日与 1 月 1 日及 2008 年 1 月 31 日常用蔬菜价格对比 元·kg-1

品种 2009- 01- 31 2009- 01- 01 跌涨±% 2008- 01- 31 跌涨±% 品种 2009- 01- 31 2009- 01- 01 跌涨±% 2008- 01- 31 跌涨±%
大白菜 0.32～0.40 0.32～0.36 - 15.88 0.60～0.96 1- 53.85 西葫芦 2.40～2.80 2.20～2.60 - 18.33 5.00～5.60 1- 50.94
甘蓝 0.80～2.60 0.36～2.60 - 14.86 1.20～3.40 1- 35.65 南瓜 1.40～2.00 1.00～1.20 - 54.55 1.60～3.00 1- 26.09
小白菜 2.20～2.80 1.40～1.60 - 66.67 2.40～2.80 11- 3.85 花椰菜 2.40～3.20 1.60～2.60 - 33.33 3.60～5.20 1- 36.36
小油菜 2.20～2.40 1.20～1.30 - 84.00 3.20～3.60 1- 32.35 平菇 2.80～5.20 2.40～4.60 - 14.29 2.60～4.00 1- 23.71
大葱 1.40～2.40 1.40～2.00 - 11.76 4.00～5.60 1- 60.42 胡萝卜 0.50～0.70 0.32～0.50 - 46.34 1.20～1.60 1- 57.14
洋葱 0.90～1.30 0.90～1.20 - 14.76 0.60～0.90 1- 46.67 心里美 0.60～0.80 0.80～1.20 - 30.00 1.00～1.40 1- 41.67
韭菜 3.60～4.60 4.00～4.40 1- 2.38 4.60～5.40 1- 18.00 白萝卜 1.20～1.60 1.00～1.40 - 16.67 1.00～2.00 11- 6.67
蒜薹（蒜苗） 4.60～5.20 3.20～3.60 - 44.12 6.00～8.40 1- 31.94 芹菜 1.60～1.80 1.00～1.30 - 47.83 2.00～2.40 1- 22.73
大蒜 0.24～0.56 0.40～0.60 - 20.00 0.40～0.90 1- 38.46 菠菜 3.00～4.00 1.80～2.60 - 59.09 2.20～3.00 - 134.62
青蒜 3.60～4.40 2.00～2.40 - 81.82 2.60～3.20 1- 37.93 莴笋 2.80～3.20 2.20～2.60 - 25.00 2.00～2.60 - 125.00
蒜黄 1.40～1.80 1.40～2.00 1- 5.88 2.60～3.20 1- 44.83 茴香 3.00～3.60 1.80～2.20 - 65.00 6.20～6.40 1- 47.62
菜豆 4.00～5.60 5.00～5.40 1- 7.69 5.00～5.40 11- 7.69 香菜 2.60～3.60 1.80～2.60 - 40.91 5.40～7.00 1- 50.00
扁豆 8.00～10.0 5.40～5.80 - 60.71 — — 生菜 6.40～8.40 4.00～4.80 - 68.18 4.00～5.00 1- 64.44
豇豆 10.0～11.0 6.40～7.40 - 52.17 — — 马铃薯 1.10～1.40 0.80～1.20 - 25.00 1.10～1.60 11- 7.41
樱桃番茄 5.60～6.60 3.80～4.40 - 48.78 5.20～7.00 1- 10 番茄 3.00～4.80 1.80～3.00 - 62.50 2.60～7.00 1- 18.75
长茄 2.20～2.30 1.60～2.40 - 12.50 5.00～5.20 1- 55.88 甜椒 4.60～5.60 4.00～5.20 - 10.87 5.60～7.00 1- 19.05
圆茄 3.00～3.60 1.60～2.00 - 83.33 4.00～9.00 1- 49.23 辣椒 5.60～6.00 5.00～5.60 - 19.43 5.60～7.60 1- 12.12
冬瓜 1.40～1.60 0.90～1.20 - 42.86 1.40～2.00 1- 11.76 藕 4.00～5.00 2.00～3.20 - 73.08 4.40～5.40 11- 8.16
甘薯 2.00～2.60 1.40～2.00 - 35.29 0.80～1.20 - 130.00 姜 1.40～2.90 1.40～2.40 - 23.68 2.00～3.50 1- 15.09
黄瓜 2.80～4.60 2.00～3.00 - 48.00 6.00～7.60 1- 45.59 山药 4.60～7.20 4.00～6.00 - 18.00 1.60～2.80 - 168.18
绿豆芽 1.00～1.20 1.00～1.20 - 10 1.10～1.20 11- 4.35 芋头 2.00～2.40 1.60～2.20 - 15.79 1.20～2.40 1- 22.22
苦瓜 11.0～12.0 6.00～8.00 - 64.29 16.0～17.0 1- 30.30 牛蒡 2.00～2.60 3.00～3.60 - 28.13 2.40～3.00 1- 14.81
丝瓜 7.00～9.00 4.00～5.00 - 80.00 8.00～9.00 11- 5.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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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或过高的报复。也有把此行业与彼行业来比较评判

的，评判的标准则为社会平均利润率，社会平均利润

率是影响、调节各行业的比例关系，决定着行业发展

兴衰的重要因素，在种植业内，各品种的利润实际上

也是围绕着平均利润率来波动的。
属于恢复性上涨的品种有储存的蔬菜，如洋葱、

蒜薹（蒜苗）、甘薯、莴笋等。洋葱 2007 年 7 月上市时，

产地的收购价曾低至 0.2 元·kg-1 以下，2008 年时，价

格开始恢复，一直延续到本交易季节的全过程。蒜薹

也是如此，2007 年大蒜种植过量，蒜薹价格走低，

2008 年大蒜种植量略减，蒜薹价格逐渐恢复，2009 年

初，山东、河南新蒜种植量比 2008 年还少，蒜薹的价

格还会走高，因为一头蒜只出一根薹，蒜少了，薹就

少。到 2009 年秋冬时，蒜薹的价格走高，甚至比现在

还高也就不足为奇了。
甘薯的价格也呈现恢复性上涨的态势，比上年同

期高出了 130 %，恢复的程度大了一些，但由于是储

存的，这个价格基本上还比较合理。此外还有温室大

棚的鲜菜，如生菜，2008 年时，价格较低，开春后甚至

出现卖难的现象，导致今年种植量下降，菜价上升。
上涨或下降的品种，极有可能在下一个生产周期

出现截然相反的走势，这是要引起农业生产指导部门

高度重视的事。特别是农户手中的大白菜、马铃薯目

前仍然处在急寻出路的阶段。春节过后，北京新发地

市场的蔬菜价格普遍出现了下降，大白菜、马铃薯也

不例外。而在节前，这两种菜的价格曾出现了上涨，上

涨的原因是当时天气寒冷，农户手中存的大白菜都是

毛菜，无法加工成净菜上市以及一部分商户提前回家

过年，市场上的上市量下降造成的。而节后气温回升，

商户返回市场，上市量增加，价格又回落至 12 月中旬

的水平，新发地市场的商户们反映，在大白菜的主产

地，1 月末时，地头毛菜的收购价仅为 0.08～0.10 元·
kg-1，去除外皮加工成净菜后，价格尚不足 0.2 元·kg-1，
这是因为农户手中的大白菜还有很大一部分没有卖

出去。马铃薯也是如此，有的地区窖藏的马铃薯还有

一半以上没有卖出。而这两种蔬菜，到 4～5 月份时，

都会出芽、溃烂、烧心，大白菜还会根裂，继续储存下

去就比较困难了。所以，现在要想办法为这类菜找出

路，并及早安抚这些菜农。与大白菜、马铃薯相仿的是

大蒜，在 2009 年 4～5 月份新蒜下来之前，2008 年的

大蒜是卖不完的。有的商户讲，2008 年的大蒜到今年

的 9 月前都卖不完，新蒜下来，陈蒜就没人要了，如果

有的加工企业能把大蒜加工成蒜粉，价格降下一些，

如同味精一样使用，那是再好不过了。

·封面说明·

西格玛 F1
来自美国的优秀甜椒品种。早中熟，果实深绿色，果实 10 cm见方，单果质量 250～300 g。果大肉厚，果形方正，后期

果实不变小。连续坐果能力好、抗病性强。商品性好，是基地种植的理想品种。

科罗纳 F1
美国引进。中熟甜椒品种，果实 10 cm见方，单果质量 250 g左右，成熟果鲜黄亮丽，商品性好，高产，抗病。

哈威斯 F1
中熟，植株生长势强，果实大，方灯笼形，果面光滑，色深绿，果实 10 cm 见方，单

果质量 300 g左右，大果可达 400 g 以上，果肉厚 0.8～1.0 cm，果实生长速度快，成熟

期转红色，商品性好，耐贮运，适宜保护地或露地栽培。

北京种都种业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甲 6 号铸诚大厦 B座 1603 室 邮编：100081

电话：010- 51581516 传真：010- 51581556 E-mail：zhongdu.com.cn Http：//www.zhongdu.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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