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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3日，农业农村部发布的全国“菜篮子”产品
批发价格指数，相比前一天下降了 0.10个点，这是除
了7月19日外，近两个月以来数值的首次下降。在8
月 19—25日期间，农业农村部重点监测的 28种蔬菜
周平均批发价格，涨幅比前一周收窄 5.5 个百分点。
这就意味着，涨了两个多月的蔬菜价格，开始慢慢
回落。

今年的三伏天为史上最热，菜价也趁机“热”了
一把，高昂的菜价成为今夏街头巷尾热议的话题，

“赶上过年价”“吃不起菜”“菜比肉贵”……当蔬菜价
格上涨后，供求关系发生新的变化，市场的天平开始
向消费一端倾斜，产业链上的各个主体行为都必然
会进行相应调整，使供需形成新的平衡，让市场不因
菜价过高而失序。

菜农会受到何种影响？当气候灾害的频率加
剧，当市场供求的天平摇摆，处在产业链最前端的生
产者们，又该如何应对这一次以及今后每一次的价
格波动？因此，将目光透过此次暴涨的菜价，我们想
看到背后的蔬菜种植户，看到他们的艰辛与不易的
同时，也能找到一些既能让他们劳有所获、又能保障
蔬菜供应量足价稳的“两全”之法，让千家万户的“菜
篮子”都能拎得稳。

今夏蔬菜价格为何持续上涨？

每年 7、8月，当地球自转至北纬 23度附近，我国
大部分地区便进入酷热难耐的三伏天，多地最高温
度能达到 40 摄氏度以上。炎热的气温之下，作物无
法正常生长，蔬菜供应变得紧张，即进入传说中的

“伏缺期”。蔬菜价格随之进入季节性上行，这其实
是夏季蔬菜市场的常态。只要度过这段时期，当早
秋的蔬菜供应到位，蔬菜价格基本就能回落至正常
水平。

但今年的涨价有些不一般。全国“菜篮子”产品
批发价格指数从 6 月 20 日的 111.57 起上升到 8 月 20
日的134.11，上涨了20.2%。“这次涨价涨幅大，且持续
时间长，而且不是某一类商品价格的上涨，涵盖的种
类特别多，具有普遍性。”国家大宗蔬菜产业技术体
系潍坊综合试验站站长孙继峰说，潍坊地区7月蔬菜
价格环比“14升3降”，寿光蔬菜价格（物流园批发价）
7月份蔬菜平均价格为2.66元/公斤，与6月份的2.10
元/公斤相比，环比涨幅 26.7%，同时黄瓜涨幅尤其突
出，每公斤7.16元，环比上涨110.59%，8月4日的价格
更是达到历史新高：每公斤12.8元。

这几个月，山东省农业科学院蔬菜研究所研究
员侯丽霞一直在走访调研，根据国家大宗蔬菜产业
技术体系办公室要求，通过对山东潍坊、烟台、济南、
聊城等多个县市的调研，了解山东主要地区的蔬菜
供应情况。

侯丽霞告诉记者，山东作为蔬菜大省，春夏蔬菜
主要为日光温室、拱棚生产，7、8 月份为山东产出淡
季，设施处在休棚、闷棚、定植时期，蔬菜供应量本身
会少于同年其他月份。而今年夏天 5—6 月间，山东
多地持续高温干旱，大部分蔬菜生长缓慢、病害较
重，7 月由旱转涝，部分蔬菜还没上市就因大雨造成
品质下降，甚至部分绝收，蔬菜整体产能降低，因而
导致上市量减少。

作为越夏蔬菜优势产区的东北、西北地区，夏季
蔬菜上市货源品质虽好，但本身收购价格高，加之多
地洪涝灾害造成远途运输、包装、保鲜等成本费用增
加，共同拉动了菜价上涨。

我国蔬菜是典型的大生产大流通格局，共有6大
优势主产区：北部高纬度夏秋蔬菜优势区、黄淮海与
环渤海设施蔬菜优势区、黄土高原夏秋蔬菜优势区、
长江流域冬春蔬菜优势区、云贵高原夏秋蔬菜优势
区、华南与西南热区冬春蔬菜优势区。今年夏天，高
温持续，雨水普遍较多，几大夏季蔬菜的优势产地都
不同程度受到了气候灾害的影响，部分蔬菜品种产
量、品质均有所下降。而且蔬菜容易腐烂变质、贮存
难度大，我国产地与销地又相对分离，保鲜费用、运
输成本的增加以及优质货源的减少，会导致市场终
端的菜价被阶段性推升。

虽然蔬菜价格普涨，但蔬菜总体供应充足，种类
齐全，且都在承受范围内。最近几天，从各地蔬菜市
场释放的信号来看，像黄瓜、小油菜和生菜的价格，
已经出现了明显的松动，黄瓜的价格基本回落到了
月初的水平。“蔬菜供不应求的现象 9 月中下旬有望
得到缓解。”侯丽霞说，由于近期山东等地又遇降雨，
可能会导致部分秋延后温室蔬菜上市期延迟，预计
10月份以后蔬菜供应量、价格会达到平稳状态。

“虽然蔬菜价格上涨，但是蔬菜供应完全不必担
心。”浙江省农业科学院蔬菜研究所研究员周国治介
绍，浙江经历“暴力梅”、持续高温等天气后，蔬菜供
应略有不足，很多农户嗅到了这一变化，早就开始种
下一些速生类叶菜，预计近期就能上市，供应蔬菜
市场。

价格上去了，农民赚到钱了吗？

在山东省青州市九州农庄专业合作社，菜农魏
建武看着一天比一天高涨的菜价，心烦得不行。最
近菜价“狂飙”的两个月，正是魏建武蔬菜大棚的休
棚期，他基本没赶上这波菜价上涨的好时机。

魏建武今年种了四百多亩蔬菜，其中面积最大
的就是西红柿和菜椒，7月初他刚把棚里的西红柿低
价卖完，趁着 7、8 月份修整土地，想在来年春节卖个
好价，却不想过了还不到半月，菜价就开始飙升。没
赶上好价，种的西红柿也亏了。去年一年西红柿价
格高还稳定，一直保持在 2 块钱以上，最高还能到两
块七八毛，而今年质量最好的西红柿，一斤也只卖了
三四毛钱的价格。

除了魏建武，今年周边有好多菜农都扩大了西红
柿的种植面积，加上今年6、7月份高温持续，西红柿生

长速度加快，一下子全都集中上市，导致优质却卖不上
好价。前期西红柿亏损了，休棚期错过菜价上涨。幸
好别的蔬菜还能勉强挣点钱，综合算下来，像魏建武一
样的菜农实际上并没有获得比往年更多的收入。

而在寿光市稻田镇崔岭西村，菜农崔振平刚刚把
2 个大棚的黄瓜秧拔完，正准备定植下一季的番茄。
和魏建武不一样的是，崔振平在今年5月份收获完3个
棚种的甜瓜后，又加茬在2个棚内种了黄瓜。

在寿光，黄瓜价格最高时，每公斤能卖到 12 元
多，这样的高价崔振平卖了 1000 来公斤。能在这次
的涨价大潮中小赚一笔，崔振平很开心，但同时也觉
得有些可惜，“黄瓜采摘高峰期赶上价格高的时段，
还是少见。”他自己估算了一下，虽然因为今年气候
不好，黄瓜产量稍低，但收益与往年相比，也能多个
5%到6%左右。

相比于其他蔬菜，黄瓜耐高温、生长期短，从定
植到采摘只需要35天左右。为了能腾出足够的时间
和空间，崔振平从原先一年种两季蔬菜改为一年种
三季，将春夏季生长周期较长的西红柿改种成生长
周期短的甜瓜，相比于以往一年两季的种植模式，加
茬种植黄瓜后，崔振平大约一年能多 6、7 万元的
收入。

“如果时间能倒流到黄瓜定植前，您会不会延期
种黄瓜，让采摘高峰期正好能碰上高价时段呢？”当
记者抛出这个问题，崔振平却摇了摇头，“市场这个
事情说不准，有得赚已经很不错了。”而且，考虑到作
物茬口的时间安排，崔振平还要赶快腾出土地来种
下一季的西红柿，他说：“不能因为这一茬收入影响
了下一茬。”

将视野往北移，由于气候和区位优势，东北、西
北等夏菜主要供应区的菜农们，却在这个盛夏迎来
了蔬菜好价的“春天”。在黑龙江省海伦市，向秋蔬
菜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高向秋这些天忙得昏
天黑地，每天都得组织种植户们装好一车车的蔬菜，
发往全国各地。

虽然辛苦，但高向秋心里却乐开了花。一直以
来，合作社主要以椒类品种为主，合作社现有的 6 栋
温室、45 栋大棚中，光青椒就种了将近 1 万亩。从 8
月初以来，青椒涨价十分明显，几乎涨了一倍还多，
当然涨价的不止青椒，合作社里的花菜、茄子、豆角

等蔬菜，“身价”都有不同程度的涨幅。
“往年青椒卖到一块钱，我们都觉得老贵了，今

年卖两块钱，这些收购商还得上家里来抢着装车，根
本不够卖。”高向秋介绍，合作社最早种植的一批青
椒，7 月初开始进入采摘期，刚开始采摘的时候价格
并没有现在这么高，但八月中旬以来，蔬菜就一天一
个价往上涨。高向秋一边装车，一边跟记者分享喜
悦：“我做蔬菜种植 15 年，头一年觉得这菜涨得太快
了，昨天青椒订货还是一块八，今天早上就涨到两
块，这都像金子一样值钱了。”

相比于其他地区受气象灾害影响而导致蔬菜减
产，向秋蔬菜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像是被上天眷顾
的宠儿。“我们黑龙江也受灾，但今年海伦这边雨下
得并不集中，有些地方雨量非常大，其他地方就还
行，所以今年蔬菜的产量也非常好。”高向秋说，合作
社的青椒种植基地全部按照A级绿色食品标准进行
标准化、规模化生产，亩产量能达到 3.5 吨以上。在
蔬菜采摘高峰期，30吨的挂车，几个基地加起来一天
能出 20—30 车左右。“不说收入翻番，今年怎么也得
比往年多赚20%以上。”

农民会趁着涨价，调整种植规模吗？

自从与今年菜价上涨“失之交臂”后，这些天魏
建武一直在反思自己，“我觉得是太依赖于以前的种
植经验了，步子不敢迈太大，以致于错过好时机。但
是近几年气候变化异常，每年蔬菜产量都不稳定，蔬
菜价格波动太大，以前的经验都靠不住，不赚钱就得
赔钱。”因此，在现有种植规模的基础上，魏建武准备
明年考虑换茬和补茬口，“要不就把西红柿的移栽工
作由春节前后往后延期一两个月，能赶上 7、8 月上
市，卖个好价；要不就加茬种黄瓜，多干一季。”

“不能说你今年挣钱了，明年就多种，你这样想，
别人也可能会这样想，那明年市场肯定就不行了。”
崔振平从 2014 年开始种植蔬菜，2016 年扩建到 3 个
大棚后，就没有再继续扩大种植面积了。一方面是
因为劳动力供应不上，家里边就两个人干农活，另一
方面也是觉得对市场把握不准，还是不太敢轻易去

操作，崔振平一条一条分析下来，“还是要理性、合理
地种植，根据市场行情来，不能盲目去操作。”

在农产品市场上，价格波动会使农户们面临较
大的市场风险，而农户们在面对市场价格波动时“一
窝蜂上”“一窝蜂下”的决策行为又会进一步加剧农
产品市场的波动。尤其是崔振平、魏建武这样小规
模的农户，应对风险的能力本身就弱，在没有掌握足
够的资金、人力、信息优势时，在扩大整体种植规模
上就会更加谨慎。受价格影响，他们一般会在现有
规模上调整种植策略，比如调换种植品种、改变种植
时间或增大某类蔬菜的种植面积。

崔振平加种一茬黄瓜，也是考量了许久的结果，
看到周边好几户菜农都趁着 7、8 月份休棚期卖菜赚
了钱，才慢慢意识到在夏淡季种菜，能让错峰上市的
产品有更好的竞争力。他之前没种过黄瓜，为此还
专门请教了当地农技部门、周边有经验的农户，制定
了甜瓜—黄瓜—番茄的蔬菜种植计划，实现蔬菜周
年种植，提高大棚的使用率。

相比之下，更大规模的合作社拥有的基地资源、
信息渠道多，各项配套设施齐全，在调整规模上迈的
步子也会更大一些。向秋蔬菜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
合作了70多户菜农，总面积超1.1万亩，近几年来，每
年都能稳步增加 1000 多亩的种植面积，最高峰时一
年能扩大2000亩。

每年都扩大种植规模，但必须是“一步一个台
阶”。在高向秋的字典里，“稳”字一直是经营合作社
的关键词。“如果没有天灾，合作社每一年都赔不了，
都能赚钱。”今年的蔬菜市场行情这么好，但高向秋
却不敢冒然行动，去加速扩大合作社蔬菜生产的种
植面积。“今年看是赚着钱了，明年一些菜农可能就
跟风，说不定就不挣钱了，咱们合作社合作了这么多
的老百姓，还是得保稳，万一摊上一年行情不好呢？
大家还是怕赔。”

高向秋打算综合种植计划、农户意愿等多重因
素，确定明年具体要扩大多少面积，“如果我们明年
的出口订单多一些，我们就多扩点。”此外，为了帮助
菜农稳定增收，促进合作社更好发展，高向秋还会为
菜农们提供建议，比如今年卖什么菜卖得快，哪家种
植模式比较好，供大家参考。据了解，合作社在稳定
发展中，年产值可达到0.75亿元以上。

无论是种植大户还是小规模的菜农，记者通过
采访发现，变动的市场价格的确会影响种植者的生
产决策。但由于农户们蔬菜种植、经营的意识较为
理性、保守，相比于调整整体种植规模，种植生产决
策更容易被优先调整。与此同时，农产品实际播种
面积的调整并不完全取决于市场价格，反而非价格
因素的影响更大，例如当地一般性的种植习惯、个人
的家庭因素等。

如何在价格波动中保证农民收益？

不得不承认的是，相比于其他类型的商品市场，
农业具有明显的弱质性，农产品市场会面临着市场
风险和自然风险的双重约束。自然灾害的多寡、供
求关系的波动，都会提高农产品在销售环节中的不
确定性。

在传统的产销格局下，农产品生产经营模式分
散，利益分配机制不合理，农民在产业链上处于弱势
地位。菜价下降，生产端收购价的降幅要远超于市
面价格变动的幅度，但是菜价上涨，农户地头价的涨
幅却小于市面价格的变动，农民无法作为较强实力
的市场主体来维护自己的合理收入。在周国治看
来，无论是菜贵还是菜贱，都易“伤民”：菜卖得贱了，
卖不出好价，农户亏了；菜卖贵了，就意味着菜少，只
有少部分人赚钱了，那些种不出菜的农户，也必然会
承受亏损。因此，只有当蔬菜价格保持在稳定合理
的区间，种植者们的收益才能稳中向好。而要做到
这一点，不仅要提升农户自身的蔬菜生产能力，还要
努力消解双重风险带来的种种影响。

农产品价格的短期涨跌是一个常态现象，而将
时间线拉长到更长的范围，农户要想长久稳定地收
益，靠的不是“今年”的幸存或者“明年”的好运，而是
依仗于农产品质量的长期提升，优质才能卖出好
价。高向秋对自己种植基地的蔬菜品质很有信心，

“咱们这里的土地好，种出来的菜就好，又按照绿色
食品标准进行种植，即便不是在今年蔬菜供应量少
的行情下，每年 7、8 月，合作社的蔬菜都能卖个好价
钱，收益很可观。”

崔振平在种植管理上也费了不少心，“我们不施
化学肥料，专用有机肥，增加黄瓜口感。”为了有效降
低棚里的温度，崔振平还会上一些“技术”手段，在夏
季中午气温最高时，罩上一层遮阳网，帮助黄瓜抵御
高温，成功“越夏”。

这些标准的形成和思路的调整，离不开当地农
技部门的指导。最近，四十几摄氏度的高温给浙江
周边农户育苗带来很多困难，周国治以及一些科技
特派员、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的工作人员，一直与菜农
保持密切联系，指导育苗定植等工作，“浙江这边菜
农整体素质还是可以的，很多问题自己就能很熟练
地处理。”为提升夏季蔬菜品质，孙继峰这些天也是
一直奔波在种植户的菜园子里，“我们会继续研发耐
热、抗涝、抗病虫害等抗逆品种，在蔬菜育种方面多
下功夫，创新夏季蔬菜栽培模式，减少病虫害的发
生，为农户们做好技术服务。”

“蔬菜不是今天涨价，明天我就立马能种出来，
今天降了，我也不能立刻拔掉不种了，不管当下价格
如何变动，老百姓还得按部就班地生产，无法进行灵
活、及时的调整，直到下一季再重新洗牌。”侯丽
霞说。

今年没挣到钱的魏建武，准备明年换个种植模
式，但又缺乏对市场的宏观了解，不知道该咋调整，

“得主动问问，接上市场端才行。”一般来说，像魏建
武一样的小农户，获取市场信息的渠道一般来自于
田头市场或蔬菜经纪人放出的“田头价”，或者周边
稍微大型一点的集散地、中转站等二级市场的信
息。因此，“市场信息的分析预警对农户是有很大指
导作用的，未来以销定产是一大趋势。我们蔬菜现
在不是生产不出来，而是要根据市场需求来组织生
产，这样才能确保蔬菜卖得出去，农户有更多的收
益。”农业农村部农产品市场分析预警团队蔬菜首席
分析师张晶介绍。

为了帮助更多小农户接入大市场，在市场信息
监测预警方面，张晶给出了她的建议，“一方面要规
范市场信息发布的渠道，保证产地信息权威、准确，
避免价格被恶意炒作，其次要构建好蔬菜全产业链
大数据，例如蔬菜主产区可以发布大宗蔬菜的整体
生产情况，以此释放具有代表性的市场信号，为其他
产地的农户提供判断，促进产销大流通。”但由于一
些市面上数据平台信息良莠不齐，不免出现有失公
允的信息，而大部分农户可能无法科学全面地分析
这些市场信息，张晶说，“所以这就需要进一步提高
小农户的信息素养，利用好各地组织的高素质农民
培育、农村实用人才培训等学习资源，敞开怀抱多学
习，更好地融入数字社会，以便能更理性地去判断市
场，调整生产。”

相比于“单打独斗”，“抱团取暖”抵御风险的能
力显然更强。像向秋蔬菜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等组
织形式，拥有稳定的销售渠道，就能统一组织产品销
售，实现农户小生产与蔬菜大市场的有效对接，壮大
生产者在蔬菜供应链上的实力。

近年来，合作社也会探索不同的销售经营模式
供农户选择，例如积极发展订单农业等形式来降低
收入风险。高向秋介绍，合作社一直与山东日照的
食品公司合作，每年签订 2 万吨左右的蔬菜定制合
同，进行蔬菜深加工后，出口韩国、日本、马来西亚等
国家和地区。“今年青椒市场价太高了，加工厂供货
就得少一些了，因为供货价肯定比不上现在的市场
价。但合同订单的基本任务量得达到工厂的要求，
所以签订单这种模式，赚钱的时候不会那么高收入，
但亏损的时候能够给兜底，比较稳妥。”高向秋说。

此外，保险、期货等金融工具，也越来越成为许
多农户愿意选择的兜底手段。张晶介绍，“像上海的
绿叶菜成本价格指数保险、浙江的露地蔬菜种植保
险、广东的蔬菜气象指数保险，以及山东先后开展的
大蒜、马铃薯、大白菜、大葱、蒜薹、辣椒、生姜、生猪
等 8 个品种特色农产品目标价格保险，都做得比较
好，能有效转移或分散风险，保障农户基本收益。”

8
点

视 2024年9月3日 星期二 编辑：祁倩倩 新闻热线：01084395094

菜
价
波
动
，
保
供
与
增
收
如
何
两
全
？

顾客在湖南省怀化市通道侗族自治县一家生活超市选购蔬菜。 吴三东 摄 新华社发

大宗蔬菜产业技术体系专家在山东省潍坊市高密万亩良田家庭农场指导羽衣甘蓝
生产。 受访者供图

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原州区彭堡镇姚磨村农户在田间采摘蔬菜。王鹏 摄 新华社发

无论是菜贵还是

菜贱，都易“伤民”：菜

卖得贱了，卖不出好

价，农户亏了；菜卖贵

了，只有少部分人赚钱

了，那些种不出菜的农

户，也必然会承受亏

损。因此，只有当蔬菜

价格保持在稳定合理

的区间，种植者们的收

益才能稳中向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