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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周报

2020年以来，国内玉米价格持续上涨，累
计涨幅较大，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据农业
农村部农产品分析预警团队监测，2020年12
月国内产区玉米月均批发价格每斤1.24元，
比 同 年 1 月 份 累 计 上 涨 0.33 元 ，同 比 涨
36.3%。从全年情况看，2020年玉米价格持续
上涨，仅9月份新玉米上市前出现短暂回落。
2020年产区玉米月均价格每斤1.06元，比上
年上涨0.12元，涨幅达到12.6%，玉米价格重
心明显上移，从历史价格走势看，玉米价格确
已步入高价时代。因此，对待当前粮食价格
上涨更需要客观理性的判断。

2020 年玉米价格恢复性上
涨，涨幅尚在合理区间

近年来，我国粮食收储制度改革持续推
进，2014年以来稻谷、小麦最低收购价政策经
历先稳后降阶段，2016年以来玉米处于消化
高企的临储库存阶段，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粮
食价格总体上是下行的，玉米价格开始大幅
回落。2016年1月份国内玉米产区批发月均
价格每斤0.96元，2017年2月份每斤0.82元，
跌幅达到 14.6%，为此轮价格的最低点。此
后，随着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入开展，
玉米种植面积逐年减少、去库存进度推进顺
利，玉米价格逐步企稳并回归上行通道，但仍
低于历史最高水平。此轮价格上涨，尚没有
达到历史最高点，涨幅尚在合理区间。2020
年12月国内产区批发月均价仍比2014年9月
份的历史最高价格1.27元低0.03元。从历史
数据看，此轮上涨趋势和 2009 年 1 月初到

2011 年 10 月初的历程相似，当时是 2 年又 8
个月上涨了 0.53 元，涨幅 74%，上涨速度更
快。所以，如果仅从年度涨幅来对比的话，
2020年是最大涨幅，但从时间段看，2009年1
月到2011年10月玉米价格上涨幅度和变化速
度都是创纪录的。建议相关部门要及时公开
市场信息，积极引导各方理性看待粮价上涨。

玉米涨价对小麦、稻谷价格的
带动作用明显

玉米临储库存消化，饲料等下游需求旺
盛，推动玉米价格大幅上涨，是这轮粮价上涨
的“牛鼻子”。本轮玉米价格的大幅上涨，既
有供求关系的影响，也有资本炒作的因素。
玉米价格的上涨给小麦、豆粕等与玉米相关
品种的上涨提供了支持。稳定粮价，重点是
稳定玉米价格。按照目前市场预估，新年度
的玉米总体供应量仍然是比较充足的。至于
现货市场当中目前针对于新年度产需缺口较
大这样的说法缺乏数据支持。此外，在2020
年的临储玉米拍卖过程当中，不排除有部分
企业在大量拍卖粮成交之后，不急于出库，未
能对市场形成有效供给，从而给市场造成了
一种供不应求的假象。

本轮国内粮价上涨受国际粮
价上涨的传导影响增大

国内外市场联动性的增强与减弱主要与
进出口政策及进出口数量密切相关。2020年

上半年，受中美经贸摩擦影响，来自美国的玉
米进口一度处于停滞状态，整体玉米进口量
也处于相对低位水平，国内外玉米价格关联
度不高。在取消加征关税之后，从2020年6月
份开始，美国玉米进口量开始大幅度增加，对
美国及国际玉米市场价格形成了明显的拉动，
国际玉米市场价格也呈现出大幅上涨走势。

国际市场玉米总量是充足的，不支撑国
际粮价大幅上涨。据美国农业部 2020 年 12
月份供需报告预测，2020/21年度全球玉米产
量 11.44 亿吨，比上年度增 2.5%；总消费量
11.58 亿吨，比上年度增 2.2%；贸易量 1.86 亿
吨，比上年度增8.6%。预计全球玉米期末库
存 2.89 亿吨，比上年度减 4.8%；库存消费比
25.0%，比上年度下降 1.8 个百分点。但疫情
下炒作及贸易管制等风险不容忽视，比如南
美玉米产区的天气状况、阿根廷阶段性禁止
出口等，应积极参与国际粮农治理，保障全球
贸易秩序和供应链畅通。

多因素叠加影响市场预期，粮
价上涨具有一定的阶段性

2020年新季玉米上市以来，国内玉米价
格总体呈现了不跌反涨走势，主要有以下几
个原因。一是国内玉米供需形势转为平衡偏
紧。在疫情背景下，这一转变加剧各级主体
的看涨预期，出现农民惜售、贸易商囤粮、用
粮企业竞价收购的无量上涨局面。二是上市
推迟、收割成本上涨。2020年华北黄淮产区
玉米虽然上市较早，但10月之后经历了超过
半个月的阴雨寡照天气，影响了玉米的上市

进度。而东北产区受台风影响，除了玉米收割
成本增加之外，玉米上市明显延迟，导致供给
阶段性玉米短缺现象比较严重，也推动了玉米
价格的上涨。三是玉米产需缺口逐年扩大。
据国家统计局最新公报，2020年全国玉米产量
2.61亿吨，比上年持平略减。玉米进口大幅增
加，据海关数据，2020年1-11月，我国玉米进
口904.00万吨，同比增长1.2倍。但由于连年
缺口，玉米库存消费比降到较低水平。随着生
猪生产超预期恢复，以及春节前农民变现和企
业备货的需要，后期玉米市场将再现购销两
旺。若出现大面积寒潮或降雪天气，玉米购销
流通受阻，短期价格仍有波动走高的可能。

农民种粮信心恢复，为新季粮
食生产打下良好基础

价格是影响农民种粮决策最直接的信
号。在稻谷、小麦最低收购价下调、玉米临储
政策退出后，政策刺激信号逐步减弱，农民种
粮主要看市场行情好不好。尽管台风导致的
玉米倒伏提高了收割成本，但新玉米价格一
路上涨，农民还是得到不同程度的收益。据
黑龙江双鸭山集贤县民胜村农户反映，2020
年每亩成本 1018 元，收入 1079 元，每亩纯收
益为61元，吉林省白城市大安市红岗子东红
岗村农户表示亩均纯收益可达260元，河南省
辉县市峪河镇一农户亩均纯收益为 315 元。
农民不论是否卖粮都喜笑颜开，2020年种玉
米肯定赚钱了，2021年还要继续种。在稳健
的玉米、大豆政策支持下，预计2021年玉米面
积有望增长。

玉米价格恢复性上涨 种植面积有望增加
建议各方理性看待粮价上涨

农业农村部食物与营养发展研究所 徐伟平

寒冬时节，河北省邯郸市广平县大棚蔬菜开始大量上市，村民
们忙着采收、搬运、分装新鲜蔬菜，及时供应各地市场。近年来，河
北省广平县着力发展多季节蔬菜种植，引导村民采取“土地轮种”

“果蔬间作”的生产模式有效利用土地资源，在全县的5.8万亩大
棚、露天蔬菜种植中引进短、平、快的蔬菜品种，保障“菜篮子”四季
稳定供应，让村民实现持续增收。图为1月9日，广平县北盐池村
农户在大棚采收菠菜。 程学虎 摄

广平大棚菜上市了

□□ 文旭

1 月 4 日，在海拔 2600 米的贵州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双龙镇高山
村万亩冷凉蔬菜种植基地，几十名当地村民星星点点散布其间忙着采收莲
花白。

负责搬运的村民马敏文背着一箩筐蔬菜走了过来。这里务工都是计件，
当场兑现，所以他一路脸上都是乐滋滋的：“这个基地发展起来，我们的生活
也逐渐好起来。我做了半年多的工，已经收入1.5万元。”

马敏文心里的“乐”，离不开威宁蔬菜产业的大力发展。近年来，威宁纵
深调整和优化农业产业结构，在强化农田、水电、路网等设施建设的同时，充
分发挥气候、耕地、劳动力等优势，到2020年底，全县蔬菜规模化种植面积已
达40万亩以上，涉及200多个行政村上万农户，当年全县蔬菜总产值在40亿
元以上，进一步鼓起广大群众的“钱袋子”。

马敏文和村民们都不想错过在家门口挣钱的好机会。马敏文说：“只要
有活，我们都来做。这一季莲花白的采收还要持续15到20天左右，还能再挣
一些钱。”

蔬菜基地的另一边，上百名村民正抡着锄头挖菜秆、清地膜，为今春第一
季蔬菜种植做准备。

基地管理员马永顺说：“这里平均每天都有500人务工。基地采取一边采
收一边耕地的模式，四季都有产出，不让地空闲。”

基地里，村民们忙着摘菜、种菜，基地边，一辆辆收购商的货车也在忙着
装菜。来自广西南宁的蔬菜收购商吴绪江说：“我是这里的老客户了，一年下
来，已经收购了 600多吨。这次开来三辆车来，可以拉 30吨左右。高山的菜
好，很好销售。”

高山村万亩冷凉蔬菜种植基地只是威宁蔬菜产业蓬勃发展的一个缩
影。据威宁蔬菜产业发展中心农业技术顾问张睿介绍，为实现产、供、销一体
化，确保蔬菜种得好也卖得好，威宁还按照科学化、标准化、规模化的发展理
念，全力打造蔬菜全产业链。

目前，全县共有 13 家龙头企业参与 40 万亩蔬菜销售，在广州、南宁、桂
林、重庆等市场开设了蔬菜销售档口76个，为威宁蔬菜外销提供了有力保障。

张睿说：“随着冷链中心、中国薯城、威宁江楠现代物流园、威宁果蔬加工
厂、新一佳农产品加工厂等项目的建成和投入使用，威宁蔬菜产业基本形成
了科学化种植到分拣包装、加工、储藏、冷链运输及销售为一体的全产业链发
展模式。”

据了解，2021 年，威宁将继续夯基础、重销售，积极抓好产销对接工作，
力争蔬菜产销裂变式发展，打造成为中国南方最重要的高原蔬菜生产保供
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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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义正 李丽璇

保鲜技术落后，采后处理技术落后，是目前
我国农业发展面临的一大瓶颈。为了从源头加
快解决农产品出村进城“最先一公里”问题，在
农业农村部统一部署下，湖南着力实施“农产品
仓储保鲜冷链物流设施建设工程”，让农民从

“靠天吃饭”到“看天管理”。
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在湖南省农业

农村厅的引导下，邵阳、娄底的农产品仓储保鲜
冷链设施建设取得很大的进展，冷链让这里在
农业在现代化之路上加速换挡。

“凉”了黄花菜，“热”了致富门

邵东市黄花菜种植是当地的特色产业，远
近闻名，当地种植面积达 6 万亩以上，丰收年景
产干黄花菜6000多吨，占湖南省产量的一半、全
国的四分之一。但是菜品保鲜对当地农民来

说，一直是个不小的问题。
2020 年，邵东市云岭农产品专业合作社负

责人罗怀德尝试改变，他建起了四个冷库，共
200多个立方米用来储藏合作社的黄花菜、食用
菌等新鲜蔬菜，新鲜黄花菜、加工后的干黄花菜
放在冷库中储藏能够延长 7-8 个月的新鲜度。
在旺季，平均每斤能增长 5 元的收入，合作社还
将黄花菜销往杭州、上海，品质新鲜有保障，销
路自然就不愁，田间地头的“黄花菜凉了”，农民
致富的门道“热”了。

娄底市双峰县之中种养农民专业合作社负
责人邓之中建起了冷库，主要用于存放瓜蒌子
和新鲜蔬菜。他说：“瓜蒌子这种干货若不及时
保鲜，过段时间就会产生一股哈喇味。”

口感不好，销量就不好，建起冷库后，瓜蒌
子存放从10月可以一直到来年6月，延长了销售
时间，也增长了收入。

娄底市双峰县大地正丰种养农民专业合作

社，建立了一个 120 平方米的冷库来储存黄瓜、
辣椒、丝瓜等新鲜蔬菜，辣椒进行错峰销售，一
斤能够给农民们增长2元的收入。

田间地头建起的一个个冷库，为农民带来
了实实在在的好处。

政府用心服务，农民信心提振

随着果蔬保鲜要求的提升，冷链物流建设
的需求正在激增。

目前，邵阳市共计有 145 个建设主体，核
定补贴资金 3051 万元；娄底市冷链建设目标
数为 195 个，核定补贴资金 1983 万元。在各地
政府有力的支持下，冷链建设工程正在进一步
推进中。

“做农业的建冷库，政府对我们的帮助很
大。”邵东市云岭农产品专业合作社负责人罗怀
德感慨，自冷链建设开展以来，农民们在各方面
都切实受到了政府的帮助，用地审批环节多，政

府就优先加快审批，用电耗电大，政府就帮助电
力站与合作社建立合作关系，从建设的方方面
面给予支持，增加了农民的信心。

自冷链建设开展以来，邵阳市充分发挥科
技特派员、农业专业技术人员的作用，动员他们
利用下乡的机会，对冷链建设进行现场指导，并
接受电话咨询服务。

“各县市区积极联系冷链建设方面的专家，
建立技术指导微信群，邀请专家进行培训讲
座。”娄底市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称，娄底市
利用全省冷链建设视频培训会议的机会，组织
全市 200 多家农业合作社及家庭农场等建设主
体进行技术方案解读，使建设主体有了直观的
认识和基本的线上申报操作技能。

在三湘大地上，冷链体系正在蓬勃生长，带
动了广大村民的积极性，提高了农民的管理技
术，增强了农民增产的信心，为实现农业增效、
农民增收打牢了基础。

湖南:冷库修到田地边 农民增收靠“新鲜”

据对全国 500个县集贸市场和采集点的定点监测，2020年 12
月份第5周（采集日为2020年12月30日）生猪、家禽产品、牛羊肉、
生鲜乳、玉米、豆粕、蛋鸡配合饲料价格上涨，育肥猪配合饲料、肉
鸡配合饲料价格持平。

生猪价格 全国活猪平均价格 34.80 元/公斤，比前一周上涨
3.2%，与去年同期相比（以下简称同比）上涨4.6%。全国30个监测
省份活猪价格上涨。华中地区活猪平均价格较高，为 35.51元/公
斤；西北地区较低，为33.07元/公斤。全国猪肉平均价格51.65元/
公斤，比前一周上涨 2.3%，同比上涨 1.5%。全国 30个监测省份猪
肉价格上涨。华东地区猪肉平均价格较高，为52.96元/公斤；东北
地区较低，为49.38元/公斤。全国仔猪平均价格84.94元/公斤，比
前一周上涨2.1%，同比上涨13.0%。辽宁、河北、吉林、陕西、新疆等
24个省份仔猪价格上涨，海南、广东、青海、贵州等4个省份价格下
降，天津价格持平。

家禽产品价格 全国鸡蛋平均价格 9.78 元/公斤，比前一周上
涨1.6%，同比下降14.1%。河北、辽宁等10个主产省份鸡蛋平均价
格 8.52元/公斤，比前一周上涨 2.9%，同比下降 8.9%。全国活鸡平
均价格19.77元/公斤，比前一周上涨0.4%，同比下降15.7%；白条鸡
平均价格 21.68元/公斤，比前一周上涨 0.6%，同比下降 13.0%。商
品代蛋雏鸡平均价格 3.37 元/只，比前一周上涨 0.9%，同比下降
33.7%；商品代肉雏鸡平均价格 3.19元/只，比前一周上涨 0.9%，同
比下降34.2%。

牛羊肉价格 全国牛肉平均价格87.17元/公斤，比前一周上涨
0.4%，同比上涨5.9%。河北、辽宁、吉林、山东和河南等主产省份牛
肉平均价格 78.88元/公斤，比前一周上涨 0.5%。全国羊肉平均价
格 84.36元/公斤，比前一周上涨 0.5%，同比上涨 5.1%。河北、内蒙
古、山东、河南和新疆等主产省份羊肉平均价格 80.11元/公斤，比
前一周上涨0.7%。

生鲜乳价格 内蒙古、河北等 10 个奶牛主产省份生鲜乳平均
价格4.21元/公斤，比前一周上涨0.7%，同比上涨9.9%。

饲料价格 全国玉米平均价格 2.65 元/公斤，比前一周上涨
0.4%，同比上涨 26.8%。主产区东北三省玉米平均价格为 2.49元/
公斤，比前一周上涨0.4%；主销区广东玉米价格2.82元/公斤，比前
一周上涨 0.7%。全国豆粕平均价格 3.49 元/公斤，比前一周上涨
0.6%，同比上涨 6.7%。育肥猪配合饲料平均价格 3.41元/公斤，与
前一周持平，同比上涨 11.1%；肉鸡配合饲料平均价格 3.44 元/公
斤，与前一周持平，同比上涨8.2%；蛋鸡配合饲料平均价格3.15元/
公斤，比前一周上涨0.3%，同比上涨8.6%。

本栏目稿件由农业农村部市场与信息化司、农业农村部信息
中心提供

集贸市场
家禽产品价格上涨

据农业农村部监测，2020 年第 53 周（2020 年 12 月 28 日-2021
年1月3日，下同）“农产品批发价格200指数”为129.96（以2015年
为100），比前一周升2.25个点；“‘菜篮子’产品批发价格200指数”
为133.90（以2015年为100），比前一周升2.62个点。

主要畜产品价格继续小幅上涨 猪肉批发市场周均价每公斤
45.23 元，环比涨 2.7%，为连续 7 周小幅上涨，同比高 3.7%；牛肉每
公斤76.77元，环比涨0.3%，同比高9.2%；羊肉每公斤74.81元，环比
涨 1.1%，同比高 10.1%；白条鸡每公斤 16.26 元，环比涨 0.7%，同比
低 13.2%。鸡蛋批发市场周均价每公斤 8.40元，环比涨 1.7%，同比
低7.6%。

水产品价格小幅上涨 大黄花鱼、大带鱼、草鱼、花鲢鱼、鲤鱼、
鲫鱼和白鲢鱼批发市场周均价每公斤分别为 44.17 元、39.12 元、
13.83 元、13.33 元、12.25 元、16.92 元和 8.51 元，环比分别涨 3.0%、
2.9%、1.7%、1.6%、1.6%、1.1%和0.2%。

蔬菜均价小幅上涨 重点监测的 28种蔬菜周均价每公斤 5.27
元，环比涨 4.4%，同比高 10.5%。分品种看，25 种蔬菜价格上涨，1
种持平，2种下跌，其中，青椒、洋白菜、生菜和冬瓜价格涨幅较大，
环比分别涨 18.3%、12.3%、10.8%和 10.7%，菠菜、南瓜、油菜、菜花、
大白菜、大葱和芹菜环比分别涨9.8%、9.3%、9.1%、7.9%、7.7%、7.2%
和6.9%，其余品种涨幅在5%以内；土豆价格环比基本持平；西红柿
和生姜环比分别跌2.0%和1.3%。

水果均价小幅下跌 重点监测的 6 种水果周均价每公斤 6.06
元，环比跌1.1%，同比高14.1%。分品种看，菠萝、西瓜、巨峰葡萄和
鸭梨价格环比分别跌 3.8%、3.5%、0.8%和 0.5%；富士苹果和香蕉价
格环比分别涨0.9%和0.4%。

批发市场
肉蛋菜价格小幅上涨

市场观象

市场分析

流通大观

1月6日，江西省遂川县于田镇中洲村菜农在田间冒着寒风采摘蔬菜。近日，寒潮
来袭，降温明显，为应对低温冰冻保证蔬菜供应，遂川县菜农抢收田间蔬菜并做好储备
工作，保障市场供应。 李建平 摄

抢收蔬菜保供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