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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链货车司机时迎飞，从山东枣庄
驾驶着长6.8米的冷藏货车开往新发地，
运送芹菜、花菜，平均三四天一个来回，
他向界面新闻表示，“今年菜价不高，运
价也不高，不赚钱”。从产地进入批发市
场的蔬菜，销售价格处于历史低位。北京
新发地大白菜最低0.25元/斤，圆白菜
0.35元/斤；长三角地区的一级批发市
场，白菜和圆白菜每斤售价维持在0.3
元上下，货品质量不佳，还要再减五分
钱。从蔬菜种植地，再到终端菜市场，今
冬蔬菜整体销售呈现低迷态势。是什么
原因造成了蔬菜无人采收、价格下跌？随
着北方寒潮来袭，今冬蔬菜价格是否仍
有抬升空间？

露天菜供应量巨大
价格持续跌落接近触底

在内蒙古包了两千亩地种植黄土豆
的王鹏飞说，当地蔬菜销售情况不好，土
豆在地里时卖1800元／吨，入库以后卖
到约1300元／吨，加上其他费用，每吨
少卖了800元，多数种地的都赔钱了，种
菜的赔钱更多。

通过各地农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

内容可以观察到，在山东、河北、内蒙古
等多地，大白菜、芹菜、萝卜、大葱等各种
蔬菜低价贱卖，甚至滞留在菜地中无人
采收。

在蔬菜收货价格处于低位的同时，
今冬蔬菜销量不及预期。河南商丘夏邑
的农产品经纪人李力行表示，去年高峰
的时候，一天几十台车到当地拉菜，车型
是9.6米乘6.8米的大车，今年都是4.2米
乘4.2米的货车，一天只有20多台。据李
力行计算，整车满装蔬菜重量大约在一
万四五千斤左右，一天能销售30万斤。然
而，当地芹菜种植面积约为2万-3万亩，
亩产约为五六千斤，总产量超过1亿斤，
按照上述拉货量，地里的芹菜卖不完。

菜在地里没人收，而已经通过流转
进入批发市场的菜，销售情况同样不及
预期。北京新发地官网价格监测显示，11
月27日，大白菜最低价0.25元/斤，最高
价0.45元/斤，平均价0.35元/斤；圆白菜
最低价0.35元/斤，最高价0.9元/斤，平
均价0.63元/斤；芹菜最低价0.7元/斤，
最高价0.8元/斤，平均价0.75元/斤。

这样的现象并非个案，在浙江、上海
等地的多个一级批发市场，当地白菜和

圆白菜售价都在每斤0.2元-0.3 元左
右，货品质量不好再降价，很多菜卖不出
运费，甚至出现库存积压，菜没卖完就先
烂掉的情况。

菜价有望抬升 农户止损难
2023年冬季，供求关系是导致蔬菜

滞销、低价的最关键因素。从产地角度来
看，李力行表示，河南当地农户存在跟风
种植的行为。有的农户前一年赚了钱，会
引来其他农户的效仿，“当地大棚数量指
数性增长。”北京新发地市场宣传部部长
童伟分析认为，受到厄尔尼诺气候影响，
8-9月份暴雨影响了部分蔬菜产区，农
户在短时间内大量补种，露地菜上市周
期延长。11月底，露地菜进入尾声，大棚
菜陆续上市，导致近期大量蔬菜同期上
市，市 场供过于求。值得注意的是，今
年的极端气候进一步影响了蔬菜销售。
李力行表示出对极端天气之下蔬菜品质
的担忧。以白菜为例，今年夏季的高温、
暴雨，都影响了白菜品质，从而导致白菜
销售价格下跌。

然而，今冬蔬菜销售疲软，却并不仅
仅受到供求关系与气候变化的影响。一

方面，当经济环境整体下行时，采购商的
拿货行动更加保守，“不急着每天拿大量
的货，够用就行”。另一方面，在各省份大
力发展农业的新形势下，蔬菜产区逐渐
分布扩散，山东、河北等传统蔬菜产区的
销量遭遇挑战。

进入12月，随着气温走低，各地菜
价有望迎来一波抬升。随着冬季南菜北
运增加运输成本，市场在售蔬菜由露地
菜转向大棚菜，种植成本增加，菜价将会
在低位运行后迎来上涨。此后，春节期间
市民消费力旺盛，企业采购需求强劲，将
进一步促使菜价拐点到来。

然而，即使菜价涨了，农户仍然难以
止损。在蔬菜种子研发、种植、运输、销售
四个环节中，农户承担着更大的风险，却
仅有较小的利润空间。运输价格与距离
挂钩，增量空间有限；随着消费升级，经
销商手中的优质菜存在价格增长的空
间。但终端市场上的菜价提升，一部分用
于支付运输端和成本端的费用，另一部
分利润则存在于销售环节，即便终端菜
价上涨，农户的获利空间并未得到显著
提升。

本报综合报道

本周“中国·寿光蔬菜指数”中，价
格定基指数为124.08 点，较上周上涨
12.8个百分点，物流指数为70.22点，较
上周下跌0.92 个百分点。本周寿光物
流园监测的10类蔬菜类别中，7类价格
上涨，2类下跌，1类基本持平。其中上
涨明显的类别是茄果类、白菜类、瓜菜
类，下跌明显的类别是菜豆类。下周我
国多数地区低温天气持续，且南方部分
地区会出现雨雪天气，届时会对蔬菜生
长、采收、运输、储存等环节造成不利，
山东省内蔬菜出产量也将进一步减少，
预计下周蔬菜价格有上涨的可能。

“南菜北运”陆续进入交易旺季
从蔬菜价格走势看，本周整体价格

继续上涨。据分析原因为，本周经历一
轮寒潮天气，多数地区伴随着降温、雨
雪天气，对蔬菜的生长、采收、储存等各
个方面带来不利影响，加之，交通运输
难度的增加，共同助推价格上涨。“南菜
北运”陆续进入交易旺季，部分南方蔬
菜质量好于进场的北方尾货，如茄果类
等蔬菜，拉动整体菜价上涨。进入冬季
后，气温明显下降，山东多数蔬菜品种
集中上市期已过，出产量进一步缩减，
如大白菜等，菜价需求性上涨。

随着南方蔬菜的增量供应，菜价有
涨有跌。江苏、湖北、上海、浙江等地甘
蓝类（有机花、西兰花、甘蓝），本周供
应量全部增加。除西兰花价格平稳运行
外，其余纷纷呈上涨走势，客商采购需
求增加是主因。本周上海等地菜花陆续
上市供应，销售畅快，交易量及价格纷
纷上涨。正值销售期的菜豆类（长豆角、
油豆、豆王、扁芸豆、白豆、芸豆等）产
地集中在云南、广东、福建等地。油豆行
情不佳，交易量及价格双双下跌，剩余
豆类供应量均有增加，货量宽松导致价

格下跌。除此之外，红豆、四季豆也偶有
进场，价格相对稳定。尖椒、圆椒、线
椒、辣妹子、陇椒等以广东、福建、海南
货源为主，本周陆续进场销售，价格平
均涨幅达六成以上，原因一是新茬货源
上市质量佳，二是运输费用相对提高，
三是与山东货源供应减少有关。江苏、
安徽红椒供应量减少，价格上涨，气温
降低出产量减少是主因。广东产区的韭
菜价格小幅下跌，市场销售相对畅快，
本周成交量增加。云南露天西葫芦供应
量继续缩减，市场供应紧俏，价格上涨。
河南等地的芹菜受产地降雪影响，生长
速度放缓，采收难度增加，交通运输不
便，供应量减少，价格上涨。四川白萝卜
上市量续增，供应量涨幅超十成，伴随
着货源宽松，价格下跌。另外，莱西白萝
卜已基本退出市场交易。来自云南等地
的上海青、油麦菜、生菜、生菜球、小白
菜、菠菜等叶菜类蔬菜，本周交易量有
增有减，价格多数上涨，市场外需增强
是主因。其它少量交易品类，如金针菇、
香菇、白玉菇、杏鲍菇等菌菇类，以及毛
芋头、红椒、圆茄、莴苣、藕等供应量有
增有减，价格受供求关系影响涨跌不
等。此外，湖北等地的大白菜陆续进场
销售。

耐储存类蔬菜如红南瓜、绿南瓜、
贝贝南瓜、长南瓜、大冬瓜、葱头、新土
豆、地瓜等产地主要分布在内蒙古、广
东、广西、江苏、安徽、湖北、湖南、甘肃、
河北等地。红南瓜、绿南瓜、贝贝南瓜、
土豆随着部分库存货源减少，市场供应
量一律缩减，因市场供应减少，价格上
涨。冬瓜产自广东、广西、河南等地，随
着河南库存的减少，供应量缩减，价格
上涨，与南方产区收购价格上涨有关。
长南瓜、地瓜价格小涨，客商采购需求
减弱，本周成交量减少。

山东蔬菜供应减少 价格上涨
本周山东菜供应量持续减少，蔬菜

价格涨多跌少。交易量较大的大白菜、
红南瓜、贝贝南瓜、胡萝卜、青萝卜、西
葫芦本周上市量一律减少，原因一是部
分品种库存货源减少，二是降温、降雪
天气导致蔬菜生长速度放缓、产量下
降。以上蔬菜品种价格伴随着供应收
紧，全部上涨。芹菜、山芹、西芹、菠菜、
茼蒿等叶菜类主要分布在滨州、德州、
济宁、聊城等地区，以上品种供应量减
少，与产地出现降雪天气、气温下降导
致产量降低，以及交通运输不便有关。
价格上，除茼蒿价格持稳外，剩余品种
价格纷纷上涨。青州等地的尖椒、圆椒
受外省优质货源带动，价格上涨超十
成，随着冷空气来袭，产区积极采收，供
应量大增。圆椒成交量减少，与市场采
购需求减少有关。青州等地的小冬瓜受
降温影响，产量下降，价格随供应收紧

上涨。平度大葱市场走销畅快，交易量
及价格双双上涨。昌邑生姜价格运行相
对平稳，供应量减幅近五成，与终端需
求薄弱有关。青州地区的长茄、圆茄供
应量虽不大，但价格上涨较为突出，平
均涨幅近五成，主要原因一是低温、雨
雪、寡照等不良天气影响座果率，供应
减少导致价格上涨，二是受外省优质货
源带动价格提高。剩余量小些的品种，
如线椒、彩椒、西红柿、小白菜、上海
青、小芋头、佛手瓜、大蒜等品种供应量
有增有减，价格正常范围内波动。

寿光菜供应量继续减少，菜价上涨
是主流行情。主要交易品种中的小黄
瓜、丝瓜、黄瓜、苦瓜、红椒、尖椒、圆椒
受降雪、降温等不良天气影响，白天光
照时间减少，棚内温度有所降低，导致
蔬菜生长周期延长，产量一律减少，减
幅一成到五成不等。价格上，除苦瓜因
货源品质不佳价格下跌外，剩余品种伴
随着货源短缺，价格纷纷上涨。樱桃西
红柿、瓠瓜等品种偶有交易，价格以上
涨为主。

本报记者 王凯旋

受寒潮低温影响 菜价略有回升

今冬露天菜价格偏低 是什么原因？
白菜批发价每斤 0.2 元，芹菜每斤 0.6 元，整体销售低迷

“青黄不接”遇到雨雪天 番茄“身价”蹭蹭涨
每年元旦前后，是北方地区设施

蔬菜相对集中的换茬期，也是设施蔬
菜供应的“青黄不接”期，加之近期雨
雪天气较多，受市场供求影响，茄果
类蔬菜迎来了价格“黄金期”。近日，
山东省寿光市双王城生态经济发展
中心南木桥村的大棚内，一菜农正在
采收番茄，“最近几天，大红果番茄价
格蹭蹭涨，市场批发价达到了 4.8 元/
斤，估计突破5元/斤不是问题。”该菜
农笑着说。据悉，南木桥村地处寿光
北部，土壤盐渍化较重，当地村民发
展无土栽培技术，种出了高品质“碱
地番茄”。 本报记者 吴荣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