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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关注·蔬菜涨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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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应对蔬菜价格上涨，各地
主要从两个方面采取措施，全力
保障市民“菜篮子”的稳定供应。

稳蔬菜生产，增加市场供
应。据农业农村部统计，目前，全
国蔬菜在田面积1.06亿亩，同比
增加90万亩，仍处于年内较高水
平，稳产保供是有基础的。在此
基础上，多地加大了本地菜的生
产供应。

加大调运力度，满足市场需
求。蔬菜采摘后，储藏和运输是
重要环节。立秋后，面对持续的

高温闷热天气，多地采取如预冷
储藏运输等一系列有效措施，确
保市民的餐桌始终保持新鲜蔬菜
的供应。专家介绍，随着秋季的
到来，蔬菜的供应量会稳定持续
地增加，价格也会回归到一个合
理的区间范围之内。

目前，农业农村部进一步压
紧压实“菜篮子”市长负责制，督
促指导各地特别是大中城市抓好
稳产保供工作，根据市场形势做
好产品调运，保证充足供应、价格
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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蔬菜价格牵动千家万户，一头连着
居民的“菜篮子”，一头连着农民的“钱
袋子”。

近日，有市民普遍反映，蔬菜价格
在近段时间内身价飙升，他们面临着吃
不起这些“家常菜”了，“家常菜”缘何不

“家常”？本该是盛产瓜果蔬菜的夏季，
菜价为何反而“热”起来了？

近期，全国多地菜价上涨。在上海，一些菜的价格
翻倍地在涨。以1斤黄瓜为例，6月中旬卖1.8元，7月
底要卖4.6元，而到8月14日1斤黄瓜已经卖到6.3元。

随后，记者在连续走访的几个超市发现，不仅是一
种菜价上涨，所有的菜价都在近段时间频繁走高。其
中，西兰花每斤7.98元，蘑菇每斤6.98元，青笋4.98元，
线椒6.98每斤，蒜台7.98每斤，小茴香和苦菊更是达到
了惊人的每斤9.80元和10.80元。如此之高，难怪市
民普遍反映吃不起。

今年7月开始，四川的部分夏季应季蔬菜价格出
现明显上涨，并延续至今。中国蔬菜协会和四川多个
蔬菜集散地监测显示，今年7月，四川28种常见蔬菜
中，有14种地头价出现明显上涨。其中，芥菜、黄瓜、
茄子、大葱、莲藕等涨幅超过50%。而经历了大幅上涨
后，四川与全国大部分地区的蔬菜地头价，也都来到了
近五年来的历史同期高位。

在山东莱西市，一位蔬菜摊主表示：“现在基本上
所有的菜都涨价了，黄瓜7块多一斤、西红柿也是4块
多一斤，前两天黄瓜都卖到8块多，价格涨得很厉害，
大家每次买的菜也比以前少了一些。”

一位超市理货员说，并不是他们这一家超市蔬菜
上涨，而是目前蔬菜进货价就比往常高很多。那究竟
是什么原因的导致菜价“井喷式”上涨？

农业农村部重点监测的28种蔬菜全国批发价格
数据显示，6月16日-8月15日，全国蔬菜日度价格从
4.27元/公斤上升至6.01元/公斤，上涨40.7%。从蔬菜
类别来看，叶菜类价格涨幅最大，由2.98元/公斤上升至

5.51元/公斤，涨85.0%；果类菜次之，由
3.07 元/公 斤 升 至 4.95 元/公 斤 ，涨

61.3%。从周度价格来看，自今
年第25周（6月 17日-6月 23
日）开始，蔬菜价格逐步上涨，到
第30周（7月22日-28日）达到
4.91元/公斤，为近10年同期最
高值。之后，价格继续走高，到
第32周（8月5日-11日）达到
5.55元/公斤，比近10年同期均

值高26.8%。

“蔬菜价格持续显著走高，是季
节、降雨、产量等三方面因素合力的
结果。”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
发展研究所副所长孔繁涛说。

季节性上涨是当前蔬菜价格
上涨的首要原因。从历年规律
看，蔬菜价格都呈季节性波动。
一般从6月中旬起，蔬菜价格进入
上行通道，至9月上旬达到高点，
之后转入下降通道。主要原因
是，夏季温度较高，不利于蔬菜生
长，导致市场供应相对不足，蔬菜
生产出现“夏淡”现象。

今年暑期降雨偏多，给蔬菜
生长、流通造成不便，也是当前蔬
菜价格上涨的一个重要原因。今
年暑期，我国总体降雨偏多，湖
南、山东、四川、安徽等多地出现
强降雨、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
气。雨水偏多、阴雨寡照等不利
天气或极端天气，不利于蔬菜生
长，导致蔬菜产量下降。降雨造
成菜田道路泥泞或损坏，影响蔬
菜采收、运输及上市，导致部分蔬
菜市场供应偏紧，蔬菜价格上涨。

菜农预期收入偏低，影
响生产积极性，也是当前菜
价上涨的一个推手。今年
5、6月份，由于蔬菜面积扩
大、产量过剩以及异常天
气、重叠上市等因素，个别
品种蔬菜出现区域性、阶段
性的卖难买贵、滞销卖难等
现象，降低了菜农预期收
益，严重挫伤了一些菜农的
积极性，导致个别地方出现
提前拔秧、弃管、弃收现

象。相应地，应季蔬菜产量下降，
上市量不足，一定程度上拉动了
蔬菜价格上行。

展望后市，业内专家表示，蔬
菜价格虽然短期仍将保持季节性
上涨，但上涨空间有限。到9月上
旬后，蔬菜价格将转入季节性下
行区间，价格也会回归合理区间
范围内。

“在田面积和天气都不支持
菜价持续高企。”中国农业科学院
农业信息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安民
说。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调
研数据显示，6月全国蔬菜在田面
积1.12亿亩，同比增加1.0%，蔬菜
保供基础较好。根据国家气候中
心预测，9月份除东北西部、内蒙
古东部、华南、西南地区南部等地
气温接近常年同期外，全国其余
地区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蔬菜
生产供应有保障。不过，鉴于极
端天气等不利条件仍大量存在，
蔬菜价格在一定程度上波动将在
所难免。

三方面因素合力导致

叶菜类价格2个月涨85%

各地加强应对措施

（本版稿件由农业科技报·中国农科新闻网记者 李煜强参考央视网、农业农村部官
网、新华网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