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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产品期货

热点调查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王小川 侯雅洁

实习生 胡馨予 文/图

春节过后，蒜价仿佛坐上了直升机，
金乡、杞县、中牟、邳州等主产区蒜价开
启集体上涨模式，个别地区一个月内上
涨超过 40% ，大蒜的“飞驰人生”就此
开启。

“蒜你狠”的到来有迹可循。对河南、
山东等部分主产区蒜农而言，这个“冬天”
被春节前后的两场低温冻雨无限拉长。
冰冻之下，蒜苗返青进程被打断，长势相
较往年不容乐观，多位蒜农预估会出现较
大幅度减产。

强烈的减产预期，叠加短期出口增加
等因素，推动蒜价进入强势上涨周期。从
春节前的阴跌到春节后的暴涨，大蒜从业
者境遇陡变，或惊喜或惊诧，纷纷调整应
对之策——

储存商扭亏转盈，部分出现惜售、停
售；卖家开始掌握主动权，一改春节前的
颓势，要价普遍趋于强硬；刚需客商只能
降低标准咬牙拿货，避免无蒜可用的窘
迫；在田头徘徊的蒜农则在不停盘算，如
何才能借这轮涨势做到“减产不减收”。

这波大蒜上涨来得轰轰烈烈，每次的
短期小幅回调，都会带来一波更为猛烈的
冲刺，不断刷新着更高价格，呈现出易涨
难跌的局面。那么，今年大蒜苗情究竟如
何，这波蒜价大涨还能持续多久，记者近
日进行了调研走访。

突如其来的冻害

春节后，每天到地里看看蒜苗长势，
成了河南省通许县王庄村蒜农王军旗必
做的工作。

“往年这个时候蒜苗高度起码 40 公
分，今年才 20公分出头，差的不是一点半
点。”王军旗望着蒜地不住叹气。本应绿油
油的蒜地，如今遍布刺眼的焦黄，蒜苗耷拉
着散落一地。拔出一根冻坏的蒜苗，其根
部已经发软，用手指轻轻一搓就烂成一片。

早在春节前的低温冻雨过后，冀鲁豫
早熟蒜区就出现了受冻情况，部分蒜苗叶
片出现斑斑点点的干枯、发黄、叶尖发白
等现象。不过毕竟时日还早，蒜农们并未
太过担心，仍对丰收抱有较大期待。

春节过后天气迅速回温，催动了蒜苗
生长，但再次来袭的低温冻雨范围广、持
续时间长，对返青初期的大苗、幼苗造成
了破坏性影响。

一般来说，大蒜本身属耐寒性植物，
一般不惧怕大雪，能短期承受-5 ℃左右

的低温。但春节前后大蒜产区遇到了两
轮冰冻低温，总计持续将近 20天时间，为
河南、湖北、湖南等地遭遇的十五年来最
强雨雪冰冻天气。

此外，冻雨低温来临时正值蒜苗返
青，局部-15℃左右的低温远远超出大蒜
的承受范围，是近几年大蒜产区没有遇
到过的，这不仅阻碍蒜苗生长，也对其叶
部造成难以挽回的伤害。雨过天晴后，
大量蒜农反映大蒜叶片出现了不同程度
的冻伤。

据王军旗介绍，冻害初期仅地上部分
叶片会受到冻害，颜色逐渐转变为紫红
色，直至叶尖干枯，之后病斑沿叶缘向内
扩展，地上部分茎叶片几乎全部冻死。天
气转晴后，受冻叶片干枯死亡。

同样的冰冻，在 8 年前曾发生过一
次。2016年的冬末春初，大蒜遭到大寒潮
及不稳定天气的重创，部分地区蒜苗死亡
率超过 2/3，大蒜全年批发均价为每公斤
11 元，同比涨 88.6%，比 2010 年历史高位
（每公斤8.95元）涨22.9%。

按照记者采访时蒜农的预估，今年大
蒜遭遇的冻害时间较 2016 年要晚一些，
但严峻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短期内两场
冻害叠加更是雪上加霜。

不断下滑的种植面积

站在更宏观的视角看，国内大蒜供应
已连续多年下滑，近年来我国几个主要大
蒜产区均存在减产趋势。据农业农村部
市场与信息化司编发的最新数据显示，
2022年国内大蒜种植面积1141.2万亩，同
比减少 5.2%；2023 年全国大蒜产量为

2234.1万吨，同比减少4%。
“受市场价格波动、成本上升、疫情等

因素的影响，部分种植区域出现了减种或
停种现象。”农业农村部蔬菜市场分析预
警团队成员安民表示，总体来看，我国大
蒜种植面积有所下降，种植区域趋向
集中。

大蒜面积产量双双下滑的大背景下，
偏偏又迎头赶上了出口的持续增加。

作为全球最主要的大蒜出口国，大蒜
是我国的优势出口农产品。近六年来，每
年大蒜的出口量都保持在 170 万-250 万
吨。数据显示，2023年我国大蒜总出口量
为 226.01 万吨，同比增加 2.25 万吨，增幅
为 1.01%，出口市场超过 160 个国家和
地区。

此外，往年印度尼西亚等进口大国的
配额订单下放时间在2月底及3月初，今年
印度尼西亚配额下放时间则提前到了春节
前。东南亚等区域订单充裕，市场出口订
单量增加，造成国内大蒜购销两旺的局面。

出口上扬已反映在蒜农的订单中。作
为国内大蒜核心产区，山东金乡县委宣传部
相关负责人表示，春节至今金乡蒜农收到的
国际订单同比增长超过20%，主要源于印度
尼西亚等主要进口国进口配额增加。

出口激增，冻害减产，蒜价想不起飞都
难，这也让储存商和蒜农们的惜售情绪逐
渐高涨。一个月来，金乡一般混级大蒜价
格从每斤 3.5 元涨到 4 元，再到 4.5 元、4.8
元，上涨的空间依然看不到头。有经销商
表示，行情越是看涨就越要将大蒜捂到冷
库里，到明年库存量更紧张时再抛售变现。

蒜农们开始抱着手机不断刷新交易行

情，惜售情绪从蒜地整地包收价格上可见
一斑。据王军旗介绍，春节前每亩蒜地整
包价格在4000元左右，现在已经上升到六
七千元，甚至还会出现有价无市的情况。

难以把握的“蒜周期”

“狂飙”是大蒜今年春节后的真实写
照，从2月13日开始库内大蒜价格一路上
涨刷新高点，为何如此疯狂？

毫无疑问，春节前后的低温冰冻直接
酝酿了此轮上涨情绪。这段时间，大蒜话
题不断被提及，蒜苗受冻的画面常常在短
视频平台霸屏，更有蒜农言之凿凿“减产
不止20%”。

“自媒体时代蒜农接触各类信息更为
便利，也更易受市场情绪影响。”王军旗认
为，如今的蒜农早已脱离埋头种蒜的时
代，大家时常通过手机跟进市场行情，各
地大蒜批发行情基本能达到同步。

有心的从业者开始从库存量入手制定
市场策略。据统计，2023年全国大蒜主产区
总入库量在448万吨，而截至3月8日，全国
大蒜的仓储库存量不足200万吨。在今年
冻害大概率减产的情况下，大蒜入库量令人
担忧，大蒜库存可谓“压力山大”。

新产量减少，出口量增加，库存量自然
呈下滑态势，并将最终传导至市场终端。

更有甚者，则开始研究并总结出所谓
“蒜周期”。有从业者认为，大蒜经过多年
的发展，生产量和消费量已相对均衡，形
成了种植区域相对集中、市场格局相对稳
定的产销特征。大蒜耐储，交易属于跨期
销售，价格基本形成了三年一个波段、六
年一个大循环的“蒜周期”。若从 2018年
的价格低谷算起，2024年蒜价处于新一轮
周期恢复上涨的波动阶段。

对此安民表示，过去几年涨幅和降幅
大致符合这个周期，但在不久的将来，随
着国内大蒜市场的不断完善，蒜周期会和
已经被“破题”的猪周期一样，打破价格循
环的“魔咒”。

事实上，作为调味型产品，大蒜消费缺
乏刚性约束，受市场价格影响起伏较大。
例如，春节后多数大蒜加工厂存货不足，再
加上价格一天一个台阶的上涨，使得部分
已经接单的加工厂赔钱做柜，部分加工厂
则选择暂停接单，观望大蒜行情走势。

对于普通蒜农来说，市场短期内的大
幅波动，并不一定最终带来收益。随着时
间的向后推移，距离新季大蒜上市的时间
越来越近，王军旗正和蒜农们加强沟通，
打算即使卖不到最高点，卖在次高点也是
好的，随时做好下车准备。

“狂飙”的大蒜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侯雅洁

日前，记者从大连商品交易所（以下简
称“大商所”）了解到，自上市以来，大商所
生猪“保险+期货”交出了一份喜人的“成绩
单”：大商所共支持开展生猪“保险+期货”
项目 549 个，涉及现货量 324 万头，截至
2024 年 2 月底，累计实现赔付 6.11 亿元，惠
及农户 2.7 万户次。这份“成绩单”的背后，
是大商所和金融机构合力推动生猪“保险+
期货”、农户踊跃参与项目保障养殖收益的
生动实践。

据了解，2023 年，在“大商所农保计划”
的支持下，全国24个省（区）开展了181个生
猪“保险+期货”项目，共保障存栏生猪 211
万头，覆盖中小养殖户 6293 户。目前已运
行结束的 143个项目预计赔付 1.88亿元、赔
付率132%。

在河南漯河，大地期货连续三年开展生
猪“保险+期货”项目，从郾城区小范围试点
到全市覆盖，累计为225户次养殖户的20.82
万头生猪提供保障，养殖户逐步形成科学养
殖的观念和理性的保险赔付观，积极利用期

货工具进行风险管理。今年创新引入了“以
销定赔”模式，进一步提升项目规范性，使生
猪价格保险充分贴合养殖和出栏实际，更契
合保险的风险管理本质。

在陕西渭南，西部期货为村集体经
济——寺峪口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养殖的
1100头生猪提供价格保险，陕西证监局驻寺
峪口村乡村振兴工作队第一书记充分利用
专业优势引进生猪“保险+期货”项目，助力
村合作社稳定生猪生产、管理价格风险，带
领合作社农户户均增收 830元，占全年收入
的3%，农户自缴保费赔付比例达到912%。

在广东肇庆，华泰期货为广宁县生猪养
殖户的共计 1.6 万头生猪提供价格风险保
障，项目整体保费规模超 100 万元，整体赔
付率为241.5%。

值得关注的是，从大商所生猪“保险+期
货”项目保费构成来看，政府补贴比例由
2021 年的 20.18%增长至 2023 年的 34.57%，
而交易所补贴比例则由 2021年的 47.47%下
降至 2023 年的 41.95%，由交易所主导转变
为各方共担的保费构成趋势已基本形成。
如 2022年“大商所农保计划”对于当年的生

猪专项项目就明确规定，财政补贴资金下限
为总保费的40%。

近两年，江苏、广西、陕西、湖南、湖北等
地政府明确出台文件对生猪“保险+期货”给
予资金支持。2023 年江苏省委一号文件明
确提出“持续推进生猪‘保险+期货’试点”，
财政支持资金较上年增加 1倍，省市县各级
财政合计安排 6000 万元，给予中小生猪养
殖户 80%的保费补贴。广西面向全区符合
条件的生猪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开展“保险+
期货”项目试点，自治区财政原则上按照保
费的 40%比例予以补贴支持。广州市明确
市、区两级财政对政策性生猪期货保险保费
会根据生猪期货市场变化给予不同比例的

“阶梯式”保费补贴。
此外，目前由期货公司自发开展的市场

化“保险+期货”项目中，生猪养殖类项目占
据了较大的比例，这都说明生猪“保险+期
货”已具备可持续、标准化推广的土壤。

“安心”，这是养殖户们在形容期货带来
的作用时提到的一个概括性评价。

据了解，2023 年，猪价保持偏低水平运
行，外三元出栏均价 15.03 元/公斤,同比

2022 年下跌 3.77 元/公斤。从养殖收益来
看，2023年养殖户全年生猪养殖头均亏损76
元，仅在8月和9月实现了微利，其余月份均
处于亏损。“寒冬”之下，“千家万户小生产”
难以招架“千变万化大市场”，市场一“打喷
嚏”，养殖户就会“感冒发烧”，大量散户加速
退出市场。通过“保险+期货”，养殖户可以
建立科学的生产和收入预期，从而有序扩大
生产规模、投入生产资料，同时，在遭遇价格
下跌风险时，也可以通过补偿资金保障养殖
的连续性和积极性。

政策扶持和真金白银的投入作为农业
发展的“稳定器”，夯实了农业产业稳健发展
的根基。大商所相关负责人表示，作为金融
行业的组成部分，期货市场始终在思索如何
高质量地帮助农户管理价格波动风险、完善
价格形成机制。而作为期货市场服务乡村
振兴的特色模式，“保险+期货”的良好效果
有目共睹，且仍需要各地政府的持续支持和
更加完善的运行机制。

一个个“保险+期货”项目，不仅让小农
户与广阔的市场相连，更与乡村振兴的美好
未来相连。

生猪“保险+期货”给中小养殖户“安心”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于涵阳

3月18日上午，辽宁盘锦兴隆台区的建
设园区内，东北新发地农产品供应链中心盘
锦分市场二期项目开工仪式刚刚结束，数十
名头戴黄色安全帽的操作人员驾驶着大型
挖掘机，开始有序进行建设工作。

东北新发地战略规划中心副总经理徐
璐告诉记者，二期项目规划总占地面积 543
亩，计划总投资 11 亿元，预计于 2026 年完
工，以果品交易为核心，配套建设农产品加

工中心，依托先进的设施和技术，目标是打
造集交易、仓储、物流、信息于一体的现代化
果品流通大平台、大枢纽。

据了解，东北新发地先前已经投入运
营的一期工程，占地面积 643 亩，2023 年全
年实现农副产品交易额 129 亿元，在东北
地区发挥着重要的农产品集散作用。徐
璐说，盘锦-新发地（北京）直通车专线的
开辟，推动了盘锦优质农产品的输出和引
进，让盘锦鸡肉、盘锦大米、碱地西红柿等
特色农产品走上首都市民的餐桌，也让盘

锦当地的消费者可以尝到来自北京的特
色农产品。

新发地盘锦分市场的建立不仅为消
费者提供了便利，也为附近商户增加了致
富的机会。“20 世纪 90 年代，我曾在北京
新发地卖苹果，后来就回到了东北老家继
续从事水果销售行业，得知新发地来东北
建立分市场后，我就过来入驻了，销量较
以往增长了约 30%。”家住营口市盖县的
水果商户周艳告诉记者，像她一样被吸引
而来的商户还有很多，“新发地（盘锦分市

场）会帮我们联系就近租房，开张起步的
时候还有一定的资金补贴，所以不少人愿
意过来入驻。”

据介绍，一、二期项目全部投入运营
后，将实现日均交易量 1.5 万吨，年交易量
550 万吨，年交易额 400 多亿元。“盘锦市场
的全面运营和直通车的高效运作，将促进
当地农业种植结构调整，其更多的特色农
产品将通过市场交易，为东北的种植者造
富，为首都的消费者造福。”新发地市场董
事长张玉玺说。

东北新发地扩建 力促果品流通

据农业农村部监测，2024年第 11周
（2024年3月11日—3月17日，下同）“农
产品批发价格 200 指数”为 125.35（以
2015 年为 100），比前一周降 0.98 个点，
同比低6.26个点；“‘菜篮子’产品批发价
格 200 指 数 ”为 126.85（以 2015 年 为
100），比前一周降 1.15个点，同比低 7.07
个点。

猪肉、鸡蛋价格止跌略涨，牛羊肉小
幅下跌。猪肉批发市场周均价每公斤
20.10元，环比涨0.5%，同比低2.3%；牛肉
每公斤 68.71 元，环比跌 0.5%，同比低
10.7% ；羊 肉 每 公 斤 63.99 元 ，环 比 跌
0.7%，同比低 7.0%；白条鸡每公斤 17.78
元，环比涨 0.6%，同比低 2.9%。鸡蛋批
发市场周均价每公斤 8.65 元，环比涨
2.2%，同比低17.5%。

多数水产品价格小幅上涨。白鲢
鱼、花鲢鱼、鲤鱼、鲫鱼和草鱼周均价每

公斤分别为 9.57 元、17.27 元、14.40 元、
18.53 元和 15.33 元，环比分别涨 6.3 %、
3.8%、0.8%、0.7%和 0.3%；大黄花鱼和大
带鱼周均价每公斤分别为 42.47 元和
40.26元，环比分别跌3.6%和1.8%。

蔬菜均价小幅下跌。重点监测的28
种蔬菜周均价每公斤 5.26 元，环比跌
1.7%，同比高0.6%。分品种看，17种蔬菜
价格下跌，11种上涨。其中，青椒、大葱、
西红柿、生菜和菠菜价格环比分别跌
9.0%、6.0%、5.6%、5.2%和5.0%，其余品种
价格跌幅在5%以内；大白菜价格环比涨
5.4%，其余品种价格涨幅在5%以内。

水果均价小幅上涨。重点监测的 6
种水果周均价每公斤 7.49 元，环比涨
2.2%，同比低 5.9%。分品种看，西瓜、香
蕉、菠萝和富士苹果周均价环比分别跌
2.2%、0.8%、0.7%和 0.6%；巨峰葡萄和鸭
梨周均价环比分别涨7.9%和3.7%。

批发市场

鸡蛋、猪肉价格止跌略涨

□□ 高欣

近年来，邮储银行山东省聊城市分
行深入贯彻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精神，主
动顺应农业农村数字化趋势，以大数据、
云计算、区块链等新技术为支撑，大力推
动三农金融数字化转型，在数字金融赋
能乡村振兴上做文章。

春耕时节，东昌府区侯营镇的田庄
永安蔬菜批发市场内，往来的菜农、客商
络绎不绝。这里是鲁西地区规模最大的
蔬菜批发基地之一，日交易蔬菜量约 50
万公斤，年交易金额约2亿元。

“邮储银行为我们上线了智能结算
系统，还组建了服务专班，现场为菜农和
经纪人办理开户、签约手续并指导使用，
使系统得以顺利推广，为我们提供了极
大的便利。”市场管理方永安农产品有限
公司负责人陈秀兰说。同时，为满足市
场规范运营需求，邮储银行聊城市郊区
支行主动与市场管理方对接，为该市场
上线了集“智慧秤”“交易结算”App于一
体的智能称重交易系统，实现了蔬菜市
场智能化、规范化结算。

“没想到现在贷款这么方便，只需要
在手机银行上操作几下，贷款就发放到
了账户里，又方便又快捷。”东昌府区堂
邑镇路庄村村民张兰秋感慨道。

路庄村素有“中华葫芦第一村”的美
名，葫芦种植与加工是村里的特色产业。
张兰秋经营精品葫芦加工销售多年，由于
下游订单增加，急需资金周转经营。了解
到张兰秋的资金需求后，邮储银行聊城市
分行客户经理徐彦良立即上门服务，现场
指导张兰秋申请了“极速贷”线上贷款。
不到10分钟，张兰秋就获得了44万元信
用贷款，解了燃眉之急。

今年以来，邮储银行聊城市分行在
服务乡村振兴的沃土上深耕细作，不断
加大农业市场主体和项目培育，聚力当
地特色产业提质增效，持续加大特色产
业金融服务，推动乡村支柱产业优化升
级，稳固发展乡村特色产业根基，与乡村
振兴共生共荣。截至 2024 年 2 月末，邮
储银行聊城市分行本年累计发放线上

“极速贷”7.8 亿元，惠及广大农户、个人
经营户近 2000户，为支持农村特色产业
发展、赋能乡村振兴插上了“金融翅膀”。

山东聊城

农批市场实现智能化结算

据对全国 500个县集贸市场和采集
点的监测，3 月第 2 周（采集日为 3 月 14
日)仔猪、生猪、鸡蛋、商品雏鸡、豆粕价
格环比上涨，鸡肉、牛羊产品、肉鸡配合
饲料价格下跌，猪肉、玉米、育肥猪配合
饲料、蛋鸡配合饲料价格基本持平。

生猪产品价格。全国仔猪平均价格
31.12元/公斤，比前一周上涨2.2%，同比
下跌 18.2% 。华中地区价格较高，为
32.71 元/公斤；西南地区价格较低，为
26.86元/公斤。全国生猪平均价格14.80
元/公斤，比前一周上涨 1.0%，同比下跌
4.7%。华东地区价格较高，为 15.43 元/
公斤；西北地区价格较低，为14.22元/公
斤。全国猪肉平均价格 24.81 元/公斤，
与前一周基本持平，同比下跌 6.2%。华
南地区价格较高，为27.46元/公斤；东北
地区价格较低，为21.32元/公斤。

家禽产品价格。全国鸡蛋平均价格
10.15元/公斤，比前一周上涨 0.5%，同比
下跌12.9%。河北、辽宁等10个主产省份
鸡蛋价格 8.51 元/公斤，比前一周上涨
1.8%，同比下跌18.9%。全国鸡肉平均价
格23.74元/公斤，比前一周下跌0.1%，同
比下跌 2.5%。商品代蛋雏鸡平均价格

3.69元/只，比前一周上涨0.3%，同比下跌
6.6%。商品代肉雏鸡平均价格 3.52 元/
只，比前一周上涨1.1%，同比下跌14.8%。

牛羊肉价格。全国牛肉平均价格
78.26元/公斤，比前一周下跌0.4%，同比
下跌10.0%。河北、辽宁、吉林、山东和河
南等主产省份牛肉价格 66.82 元/公斤，
比前一周下跌0.7%。全国羊肉平均价格
76.15元/公斤，比前一周下跌0.5%，同比
下跌 6.7%。河北、内蒙古、山东、河南和
新疆等主产省份羊肉价格 68.82 元/公
斤，比前一周下跌0.3%。

生鲜乳价格。内蒙古、河北等 10个
主产省份生鲜乳平均价格3.55元/公斤，
比前一周下跌0.3%，同比下跌11.0%。

饲料价格。全国玉米平均价格2.59
元/公 斤 ，与 前 一 周 持 平 ，同 比 下 跌
13.4%。全国豆粕平均价格 3.81 元/公
斤 ，比 前 一 周 上 涨 0.3% ，同 比 下 跌
17.7%。育肥猪配合饲料平均价格 3.63
元/公 斤 ，与 前 一 周 持 平 ，同 比 下 跌
7.9%。肉鸡配合饲料平均价格 3.74 元/
公斤，比前一周下跌 0.3%，同比下跌
7.0%。蛋鸡配合饲料平均价格 3.45 元/
公斤，与前一周持平，同比下跌7.3%。

集贸市场

牛羊产品价格下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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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元谋县是全国重要的冬早蔬菜基地、南菜北运和西菜东
送基地。初春的元谋县能禹蔬菜批发交易市场车辆穿梭，上万吨番茄、西葫芦、黄瓜
等有机果蔬在这里打包完毕，发往北京、上海等国内200多个大中城市和日本、韩国、
新加坡等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图为工人在能禹蔬菜批发交易市场将番茄装箱。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郭诗瑀 摄

3月19日，北京市朝阳区一家商超内，消费者正在挑选大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