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里卖的富士苹果真不孬，5元钱一公斤不算贵，政府办的这个活动真不错！”山
东省聊城市旅游度假区朱老庄镇五乡杜村的李大娘高兴地说。为推动消费扶贫，近
日，当地相关部门在五乡杜村举办了消费扶贫展销活动。当天村里的销售额就达万余
元，其中鑫发果蔬合作销售额就有3000余元。展销活动中，鑫发果蔬还签订了长期的
供货合同。除此之外，当地还发挥互联网平台优势，帮助农民解决农产品销路问题，为
农产品代言，畅通销售渠道。随着“惠农优选”活动的开展，当地特色农产品纷纷在微
信公众平台“上架”展销。 赵明 张杨 文/图

消费扶贫展销畅通农产品销路

□□ 本报记者 王壹

农产品价格风险是影响农业经济的重要因
素。自从2016年国家“十三五”规划纲要和中央一号
文件分别提出“稳步扩大‘保险+期货’试点”内容后，
至今这一政策连续五年都出现在中央一号文件中，
成了服务“三农”推进精准扶贫的重要新模式。

“保险+期货”的运作流程已清楚表明：相关农
产品期货价格发现功能发挥良好是这一新模式政
策有效性的一个根本保证。鉴于农产品期货价格
发现如此的重要性，从客观评估角度看，中国主要
农产品期货市场的价格发现功能如何？近日，记
者专访知名金融学者、美国科罗拉多大学摩根大
通商品研究中心研究主任杨坚。

杨坚表示，许多品种的中国农产品期货交易
量在世界上占主导地位。全球交易量最大的前五
种农产品均在中国的大连和郑州商品交易所交
易。杨坚的团队完成并即将在国际权威杂志发表
中国农产品期货价格发现的第一个较全面的研
究，深入分析了中国 11种期货交易量最大的农产
品期货市场的价格发现表现，包括郑州商品交易
所的菜籽粕、白糖、棉花和菜籽油 4个品种和大连
商品交易所豆粕、棕榈油、玉米、豆油、玉米淀粉、
黄大豆1号、鸡蛋等7个品种。

杨坚认为，尽管与美国相比中国农产品期货
市场的发展历史相对较短，除了一种完全进口的

农产品棕榈油，总体上中国几乎所有（10 种）主要
农产品的期货价格与全国性现货价格存在长期稳
定关系，并且其中5种农产品（棉花、菜籽油、豆粕、
黄大豆 1号、鸡蛋）期货与全国性现货价格长期来
看涨跌幅度能够同步。9种农产品（菜籽粕、白糖、
棉花、菜籽油、豆粕、豆油、玉米淀粉、大豆、鸡蛋）
长期来看，期货价格会单向预测全国性现货价格，
充分表明了中国农产品期货的有效信息含量。尤
其突出的是，上述 9 种农产品期货价格几乎 100%
时间频率上都能长期反映全国性现货价格。从多
个方面综合来看，棉花期货表现尤其突出。与现
有的国际研究结果客观比较，中国农产品期货的
价格发现表现完全可以与美国农产品期货市场表
现媲美。

“因为农产品现货市场价格在不同区域都有
不小差异，这项研究还特意针对国内所有主要的
区域性现货价格分析农产品期货市场的价格发现
功能。这一点对更加全面了解‘保险+期货’的政
策效果是否存在区域差异性也很重要。”杨坚说。
他认为其他所有期货与各地现货价格都存在长期
稳定关系，“与现有的考察美国最重要农产品期货
玉米的相关研究证据相比，这个研究结果进一步
表明，中国农产品期货的价格发现总体上甚至可
能比美国表现更优。农产品期货总体上良好的价
格发现功能可望为‘保险+期货’的扶贫政策奠定
稳固的基石。”

农产品期货的价格发现功能显著
农产品期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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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周报

据农业农村部监测，2020年第51周（2020年12月14日至2020
年 12月 20日，下同）“农产品批发价格 200指数”为 126.13（以 2015
年为 100），比前一周升 2.28 个点；“‘菜篮子’产品批发价格 200 指
数”为129.46（以2015年为100），比前一周升2.62个点。

鸡蛋、猪肉价格小幅上涨 猪肉批发市场周均价每公斤 43.62
元，环比涨1.9%，为连续5周小幅上涨，同比高0.4%；牛肉每公斤76.04
元，环比跌0.3%，同比高8.4%；羊肉每公斤72.33元，环比涨2.2%，同比
高6.1%；白条鸡每公斤16.29元，环比跌0.1%，同比低15.7%。鸡蛋批
发市场周均价每公斤8.01元，环比涨3.2%，同比低17.2%。

多数水产品价格小幅上涨 草鱼、花鲢鱼、鲤鱼、鲫鱼、白鲢鱼
和大带鱼批发市场周均价每公斤分别为 13.46 元、13.26 元、12.03
元、16.56元、8.25元和37.92元，环比分别涨1.1%、1.0%、0.8%、0.7%、
0.2%和0.1%；大黄花鱼每公斤为42.90元，环比跌0.1%。

蔬菜均价小幅上涨 重点监测的28种蔬菜周均价每公斤4.95
元，环比涨3.1%，同比高4.4%。分品种看，22种蔬菜价格上涨，1种持
平，5种下跌，其中，冬瓜、油菜、青椒和生菜价格涨幅较大，环比分别
涨18.9%、11.1%、10.5%和10.1%，茄子、大葱、芹菜、菠菜、南瓜、葱头、
豆角和韭菜环比分别涨8.6%、6.9%、6.7%、6.5%、6.5%、6.0%、5.4%和
5.2%，其余品种涨幅在5%以内；大白菜价格环比持平；黄瓜、生姜、西
葫芦、平菇和大蒜环比分别跌4.9%、2.9%、1.5%、0.7%和0.4%。

多数水果价格上涨 重点监测的 6 种水果周均价每公斤 6.07
元，环比涨1.5%，同比高17.0%。分品种看，西瓜、巨峰葡萄、鸭梨和
菠萝价格环比分别涨 5.5%、2.6%、1.1%和 0.3%；香蕉和富士苹果价
格环比分别跌0.4%和0.1%。

批发市场
鸡蛋、猪肉和蔬菜价格小幅上涨

据对全国500个县集贸市场和采集点的定点监测，12月份第3周
（采集日为12月16日）生猪、鸡蛋、活鸡、白条鸡、商品代蛋雏鸡、牛羊
肉、生鲜乳、玉米、配合饲料价格上涨，商品代肉雏鸡、豆粕价格下降。

生猪价格 全国活猪平均价格 33.30 元/公斤，比前一周上涨
2.3%，与去年同期相比（以下简称同比）持平。山西、湖北、重庆、陕
西、四川等27个省份活猪价格上涨，宁夏价格下降，北京、青海2个
省（市）份价格持平。华南地区活猪平均价格较高，为 33.97元/公
斤；西北地区较低，为31.71元/公斤。全国猪肉平均价格49.82元/
公斤，比前一周上涨1.9%，同比下降2.3%。青海、海南、江苏、重庆、
湖北等29个省（市）份猪肉价格上涨，宁夏价格下降。华南地区猪
肉平均价格较高，为 51.49 元/公斤；东北地区较低，为 46.26 元/公
斤。全国仔猪平均价格82.54元/公斤，比前一周上涨1.2%，同比上
涨9.7%。辽宁、山西、新疆、安徽、黑龙江等19个省（区、市）仔猪价
格上涨，上海、海南、甘肃、内蒙古、福建等 9 个省（区、市）价格下
降，天津价格持平。

家禽产品价格 全国鸡蛋平均价格9.44元/公斤，比前一周上涨
1.8%，同比下降18.4%。河北、辽宁等10个主产省份鸡蛋平均价格
7.98元/公斤，比前一周上涨3.4%，同比下降16.5%。全国活鸡平均价
格19.56元/公斤，比前一周上涨0.6%，同比下降17.8%；白条鸡平均价
格21.49元/公斤，比前一周上涨0.4%，同比下降15.0%。商品代蛋雏
鸡平均价格3.30元/只，比前一周上涨0.6%，同比下降36.4%；商品代
肉雏鸡平均价格3.28元/只，比前一周下降4.4%，同比下降39.7%。

牛羊肉价格 全国牛肉平均价格86.55元/公斤，比前一周上涨
0.4%，同比上涨5.3%。河北、辽宁、吉林、山东和河南等主产省份牛
肉平均价格 78.19元/公斤，比前一周上涨 0.4%。全国羊肉平均价
格 83.30元/公斤，比前一周上涨 0.8%，同比上涨 4.1%。河北、内蒙
古、山东、河南和新疆等主产省（区）羊肉平均价格 78.79元/公斤，
比前一周上涨1.1%。

生鲜乳价格 内蒙古、河北等 10 个奶牛主产省（区）生鲜乳平
均价格4.15元/公斤，比前一周上涨0.5%，同比上涨8.6%。

饲料价格 全国玉米平均价格 2.63 元/公斤，比前一周上涨
0.8%，同比上涨 25.2%。主产区东北三省玉米平均价格为 2.48元/
公斤，比前一周上涨0.8%；主销区广东玉米价格2.78元/公斤，比前
一周上涨 0.7%。全国豆粕平均价格 3.44 元/公斤，比前一周下降
0.3%，同比上涨 4.6%。育肥猪配合饲料平均价格 3.40元/公斤，肉
鸡配合饲料平均价格 3.43 元/公斤，蛋鸡配合饲料平均价格 3.14
元/公斤，均比前一周上涨0.3%，同比分别上涨10.7%、7.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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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羊肉价格上涨

今年以来，山东齐河县宣章屯镇坚持把电商人才培养工作作
为抓好农村电商的突破口，充分发挥全镇电商公共服务中心平台
作用，突出做好电商人才培训和孵化工作。全镇投资 30 余万元，
建成镇级电商公共服务中心，配套特色农副产品展厅、直播间、快
递分拣中心、办公室、培训中心各一处，承担电商运营咨询服务、电
商人才培训、电商创业就业指导及特色农副产品筛选、品牌认证、
包装设计、销售等职能。

截至目前，全镇已开展人才培训 5期 500余人次，成功孵化电
商从业人员 50余人，培育青年网红 3人。全镇还将依托电商公共
服务中心平台，深入开展电商人才培养工作，着力打造一支具备顶
层设计人才、岗位技能人才、网商人才的专业队伍，不断夯实农村
电商发展人才基础，推动农产品多产多销。 周侗 刘磊

山东齐河县宣章屯镇
加强农村电商人才培养

业界动态

记者调查

□□ 本报记者 赵宇恒 文/图

元旦、春节将至，作为餐桌上不可或缺
的调味品和“硬菜”，大葱和猪肉的需求量不
断增加，其价格波动也再次引起社会关注。
农业农村部监测显示，12 月第 2 周，全国大
葱批发均价为 6.66 元/公斤，环比上涨 14%，
同比上涨近两倍，创近 4 年最高水平。12 月
第 3 周，猪肉批发市场周均价连续 5 周小幅
上涨，为每公斤 43.62 元，同比上涨 0.4%。双
节期间的“菜篮子”将有怎样的表现？记者
采访了部分蔬菜、生猪主产地的生产经营主
体及市场分析人士。从各方面透露的信息
来看，整体供应充足是一个基本判断。

冬春蔬菜供应整体稳定
姜价高位回落

“现在我们这边毛葱的收购价格已经到
3 元/斤了。”位于山东安丘的山东沃华农业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主要从事青葱、大蒜、生
姜、红葱头及各类时令蔬菜的种植，公司执
行总裁兼首席技术官刘凯表示，今年春天他
就预计后市价格会迎来上涨，但到目前为
止，涨势出乎意料。“之前几毛钱一斤，种葱
还赔钱，当时认为大概会涨到 1 元/斤左右，
没想到现在会这么高。除了大葱，生姜的价
格也涨不少，从 1.3元/斤涨到了 6元/斤。”

在刘凯看来，年初新冠肺炎疫情对大葱
生产的影响颇大。“前期农民出不了村，种
子、育苗都有些影响，而且 2016 年葱价到达
高点之后就一直在下跌，挣不到钱，好多散
户不愿意种了，从产量上说就少了些。”

对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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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2017 年以
来，大葱价格持续低迷，多数时间段低于每
公斤 3 元的成本线，导致 2020 年种植面积比
上年减少 15%-20%。另外，山东安丘、平度
及江西、安徽等主产区遭受洪涝灾害，单产
也有所下降。生姜同样存在价格低位运行、

种植收益偏差导致种植面积下降、库存减少
的问题。“不过，据调度，今年全国生姜种植
面积较去年增长约 10%，预计总产量较上年
增加 20%左右。后期随着鲜姜大量上市，生
姜价格将呈现高位回落走势。”

尽管大葱价格仍在上涨，刘凯对此却有
些担忧：“往年我们在安丘周边的育苗棚面
积基本在 3000 亩左右，今年看到行情好，面
积扩大到 7000亩，11月份的时候还是被采购
一空。”

“今年价格高，明年肯定是扩种的局
面。”张晶建议，“种植户要注意防范冬春不
利天气，做好田间管理，保证商品产量，同时
控制合理生产规模，不盲目跟风，市场供应
量大的年份，好品质才能卖出好价钱。”

除了备受关注的调味品，蔬菜供给目前
也开启了“冬季模式”，生产、采收、运输等成
本的上涨带动市场运行转入季节性上行区
间。“由于今年以来菜价整体偏高，蔬菜生产
积极性相对较高，冬春蔬菜供应充足。不过
临近年底，各类节庆活动增加，餐饮消费旺
盛，团体冬储菜需求有所增加。整体来看，
菜价将逐步转入季节性温和上行区间，预计

后期菜价较往年同期略偏高。”张晶表示。
“两节来临之际，新发地市场蔬菜供应

充足。”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宣传部
负责人童伟说，土豆、大白菜等冬储菜价格
较去年有所下降，云南豆角、四川攀枝花西
红柿等南方菜由于产量的增加，价格也出现
明显下降。“整体来说，两节期间供应十分充
足，种类齐全，价格平稳。新发地的扶贫基
地也更加稳定了我们的供应，如海南乐东的
玉米、云南保山的茄子、河北枣强的长茄、内
蒙古林西的大小椒和西葫芦等，都长期供应
首都市场，既带动农民脱贫致富，又丰富了
首都‘菜篮子’。”

猪价“降”字为主
养殖户合理调整养殖策略

“跟上半年比起来，现在猪价明显下降
了。”四川成都邛崃市茂源养殖场负责人刘

河靖对比了一组数据，“之前一头仔猪能卖
2000 元，养大一头猪也能赚差不多的钱，现
在仔猪价格已经降到了 1200-1300 元/头左
右，养大一头猪能赚一千七八百元。”

农业农村部重点农产品市场信息平台
数据显示，8 月后，活猪和仔猪集贸市场价格
持续 3 个月下跌。对此，农业农村部猪肉全
产业链监测预警首席分析师朱增勇认为，连
续 3个月下跌主因是商品猪供给持续恢复向
好。尽管商品猪供应仍然偏紧，8 月份商品
猪出栏量开始环比增加。受 2月份以来新生
仔猪持续恢复影响，8 月份尤其是规模以上
养殖企业生猪出栏量不同程度环比增加，供
给形势持续好转，定点屠宰企业屠宰量 9 月
份今年首次同比增加。因此，尽管商品猪供
应仍然偏紧，供给形势持续改善，加之节后
猪价未及预期，养殖户开始集中出栏。储备
肉多频次投放保障猪肉供给，也有效减少了
猪肉价格上涨风险。

不过，11 月底，南方销区四川、重庆等省
市生猪价格猪价率先反弹。“消费需求季节
性回升是猪价回升的主因。”朱增勇表示，本
次猪价上涨中，黑龙江贩运商收购生猪活重
在 100-140 公斤，拒收超大猪，显著不同于
上年四季度生猪市场“猪越大市场价格越
高”的特点，一定程度上表明商品猪供给已
经恢复。另外，月初大型规模养殖场一般情
况下生猪出栏量低于月末，市场资本利用近
期冷链食品安全以及养殖户“盼涨不盼跌”
的心理短期加大了猪价的涨幅。同时，加工
或餐饮企业对进口肉选择更慎重带动国内
鲜猪肉需求提升。

对于近期出现的上涨行情，刘河靖并不
太“感冒”：“周边散户补栏都不太积极，毕竟
养猪风险太高，我现在考虑更多的不是成
本，而是安全养猪，现在猪场里 8000 多头猪
都是我自己在照顾，平时晚上就住在养殖
场，安全第一。”刘河靖计划明年 7 月中旬清
空 2000 多头 220-230 公斤的育肥猪，下半年
将养殖重心放到生态黑猪上。

朱增勇认为，随着规模化水平和组织化
水平提升，生产和屠宰加工加速融合，未来
生猪生产稳定性提升，猪周期将会延长至 5
年左右，猪肉市场稳定性将会明显提升。

双节“菜篮子”整体供应充足

近日，江西省德安县吴山镇蔡河村党支部书记王冬生（左）向
电商公司工作人员学习抖音直播流程。今年，蔡河村扶贫基地300
亩渊明皇菊大丰收，当前10多万公斤湿花全部加工完成，王冬生
带领村民进城跑销售，还玩起了线上直播带货。 李诗彪 摄

12月27日，北京市朝阳区一家超市内，消费者正在选购蔬菜。

五乡杜村消费扶贫展销活动现场。

□□ 粮丹

秋粮占我国全年粮食比重的四分之三，被称
为粮食安全的“压舱石”。能否做好秋粮收购工
作，直接关系到粮食安全大局和农民切身利益。
在今年战“疫”抗灾的特殊背景下，国内最大的粮
食流通市场化经营主体——中粮集团克服新冠
疫情、台风灾害等困难，积极创新秋粮收购模式，
有效保障农民利益，为维护国家粮食安全打下坚
实基础。

破解难题，助农增收

台风、多雨等自然灾害成了今年秋粮收购的
新“对头”。在吉林，受降雨和两次强台风影响，
农作物大面积倒伏，持续的阴雨又使倒伏的粮食
出现生霉、发芽等现象，收割之后，粮食水分太大

难以存放。这些迫在眉睫的现实难题，急坏了种
粮农户。

面对这些新情况，中粮集团旗下中粮贸易吉
林公司深入调研走访吉林全省的受灾情况，开展
了一系列惠农政策，以解粮农心头之急，降低秋
粮粮源损失。对于受灾严重的农户，吉林公司依
托“粮食银行”向农户开展收购，并对农户提供

“代烘干、代保管”的“双代”服务。“粮食银行”是
中粮长期搭建的农业综合服务平台，它从“存粮
在家”变为“存粮到库”，有效改变了传统的农民
储粮、卖粮习惯，每公顷可实现农户增收1500元
以上。

为了保障农户在特殊形势下尽快收到卖粮
款，吉林公司与中国农业银行吉林省分行合作开
通对农收购粮款“银闪付”功能，农民卖粮结价
后，只需三秒钟粮款即直接到账。对于一些存在
实际困难的合作社、种植大户，吉林公司还积极

提供农机收割和农机脱粒作业服务，全力保障粮
食收割。

当地合作社和农户反响热烈，他们激动地表
示，今年局面这么严峻，没想到中粮及时伸出援
手，避免了损失，在关键时刻实实在在感受到了
国企的温暖。

优化模式，助推产业

在近年来土地流转背景下，很多农场规模逐
渐扩大。在推进粮食收购的同时，结合推动农业
产业化发展，成为提高农业发展质量，有效掌控
粮源确保粮食安全的新举措。

中粮贸易黑龙江公司利用自身优质仓储资
源与良好的物流装卸能力，推进化肥购销业务，
做好肥粮循环，并利用“订单农业”推进农业产业
化。通过“订单农业”，中粮贸易黑龙江公司与

80家合作社签订合作协议，面积达81.39万亩。
中粮贸易辽宁公司将业务拓展到化肥销售、

农机服务、农产品仓储、“粮食银行”等多个方面，
以推进当地农业产业化发展。

中粮贸易吉林公司旗下大布苏库，与当地畜
牧场开展深度合作，主动接洽帮助畜牧场测土配
肥，并对接中化集团，减少中间商购买化肥，实现
了畜牧场生产成本的有效节约；针对畜牧场地趴
粮、保粮难、卖粮难等难题，通过“粮食银行”提供
储粮服务，帮助畜牧场利润每公顷增加300-500
元，实现了合作双方的共赢。今年，双方还将在
种子、化肥、农药等方面拓展更多产业化项目。

通过因地制宜、形式多样的农业产业化服
务，中粮增加了与客户的合作黏度，提高了当
地农业专业化、集约化、规模化经营水平，改变
了传统的收购模式，实现了对优质粮源的高效
掌握。

秋粮收购助农增收 中粮兜住“米袋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