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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根据典型蔬菜批发市场的价格数据, 运用经济学比较分析的方法, 对我国典型蔬菜产地和消费地及

南北不同地域批发市场价格的变化规律进行了分析, 对其变化的影响因素进行了一定的探讨, 旨在能对我国

的蔬菜流通产业给予一定的指导和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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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 he p rice dynam ics of typ ica l vegetab le p lan ta t ion areas and w ho lesa le m arkets

and o ther w ho lesa le m arkets located in Sou th and N o rth area of Ch ina w ere analysed. A nd

by u sing the econom ical comparing and analysing m ethod, based on the p rice date of 1995-

1999 from the m en t ioned p laces above, the analysis of the rela t ion sh ip betw een the

funct ional facto rs and the p rice dynam ics w ere also condu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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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 sump tion

随着农村改革和市场流通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和全国“菜篮子工程”的实施, 各地蔬菜批

发市场无论在数量上, 还是在流通机能、流通手段和流通环境等方面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逐

步向现代化、多功能化、广域化方向发展, 大型批发市场公布的蔬菜价格已成为指导各地蔬菜

生产、储藏、贩运、消费的一个重要依据[1 ]。笔者根据我国近几年来典型蔬菜批发市场的价格数

据以及对典型蔬菜产地和消费地的调查, 运用经济学比较分析的方法, 对我国典型蔬菜产地和

消费地以及南北不同地域批发市场的价格在几个调查年内的变化规律进行了分析, 并对其影

响因素进行了一定的探讨。

1　分析方法与数据的选择

根据国家有关部门公布的全国菜篮子产品批发价格数据, 在对全国 60 多个蔬菜批发市

场, 近 20 种主要蔬菜几个调查年度内的十几万个价格数据进行比较分析的基础上, 选取了北

京地区和山东地区的 6 个批发市场作为消费地和产地市场的典型代表; 根据地域分布选取了



沈阳、北京、山东寿光、上海、武汉、湖南岳阳、广州等地的 7 个批发市场作为我国从北到南的典

型代表。通过对各典型市场 20 种蔬菜的月平均价格进行比较分析, 研究蔬菜整体市场价格的

变化规律并探寻其影响因素。

2　蔬菜批发市场价格的变化规律及其影响因素

211　我国 1995—1999 年蔬菜批发价格的变化特点

图 1　1995—1999 年蔬菜月平均价格比较

5 年来随着生产和流通技术的不断

发展和完善, 批发市场的蔬菜价格也发

生了一定变化。根据农业部市场信息司

提供的全国菜篮子批发市场价格, 对

1995—1999 年蔬菜月平均价格进行了

比较 (图 1)。这里蔬菜品种包括大白菜、

西红柿、黄瓜、青椒、油菜、芹菜、土豆、

白萝卜、菠菜、茄子、豆角、韭菜和大葱

等 13 种; 数据处理未考虑年度间价格

变化指数; 月平均价通过每月内周平均

价简单平均。

从图 1 中可以看出: 首先, 年度内价格变化呈现一定的周期性, 每年 6 到 11 月为蔬菜价格

的低谷期, 其余各月为高峰期, 其中 5 到 6 月和 11 到 12 月为蔬菜价格的变化期, 基本是气候

决定着蔬菜的淡旺季; 其次, 年度之间相比高峰期菜价差别大于低谷期, 1996 年的高峰期菜价

最高, 1999 年全年菜价低价位运行; 第三, 从 5 年变化趋势来看, 1995 年到 1999 年菜价呈下降

趋势, 这一趋势在每年的高峰期表现更为明显, 全年菜价波动幅度也有变小的趋势, 这主要是

由于完善流通环节, 增加保护地生产所产生的作用。

212　蔬菜产地与消费地批发市场蔬菜价格规律及其影响因素

21211　产地与消费地批发市场月平均价格变化规律

对北京和山东产地及消费地蔬菜批发市场 20 种蔬菜的月平均价格进行统计分析 (表 1) ,

结果表明:

表 1　产地和消费地蔬菜批发市场月平均价格比较 元õkg- 1

批发市场 年度
月　份

9 10 11 12 1 2 3 4 5 6 7 8 9

北京消费地

山东产地
1997—

1998
1145

1129

1146

1113

1132

1106

1170

1132

1183

1161

2110

2100

2130

2115

2119

2102

1147

1126

0187

0169

0176

0144

0182

0165

0190

0183

北京消费地

山东产地
1998—

1999
0190

0183

0186

0176

1114

0187

1143

1118

1159

1140

1178

1179

1168

1156

1146

1126

1124

1104

0184

0163

0197

0159

0199

0172

1105

0172

　　说明: 11 资料来源: 全国菜蓝子产品批发价格. 农民日报, 1997 年 9 月—1999 年 9 月; 数据处理未考虑年度间价格变化

指数; 月平均价通过每月内周平均价简单平均。下表同。21 北京市场包括大钟寺、岳各庄和新发地 3 个市场; 山东市场包括

章丘、聊城和寿光 3 个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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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调查年内价格波动周期是一致的。每年的价格都出现明显的波峰和波谷, 一般 2, 3, 4

月为波峰期, 6, 7, 8, 9 月为波谷期, 并出现波峰点与波谷点提前的趋势。

2) 产地价格与消费地价格平行变化。消费地菜价基本随着产地菜价的涨落而变化, 一般

来说消费地价格比产地价格高 5◊ ～ 25◊ 。

3) 调查年度内淡、旺季价格有很大的差异。1997—1998 年度最高价格出现在 1998 年 3

月, 产地是 2115 元õkg- 1, 消费地是 2130 元õkg - 1; 而最低价格出现在 1998 年 7 月, 产地是

0144 元õkg - 1, 消费地是 0176 元õkg - 1; 1 年内最高与最低价格之间, 产地相差约 4 倍, 消费地

相差约 2 倍。1998—1999 年度最高价格在 1999 年 2 月, 产地是 1179 元õkg - 1, 消费地是 1178

元õkg - 1; 而最低价格产地出现在 1999 年 7 月, 是 0144 元õkg- 1, 消费地出现在 1999 年 6 月,

是 0184 元õkg - 1; 1 年内最高与最低价格之间, 产地相差 3 倍, 消费地相差 1 倍。总体来看, 产

地价差高于消费地, 1998 到 1999 年度最高与最低价格之间的差异低于 1997 到 1998 年度。

21212　价格变化的影响因素

1) 由于北京和山东的产菜周期基本相同, 故两地市场的蔬菜价格非常吻合; 周期性变化

主要是因为每年 2 到 4 月北方地区气候寒冷, 属北方蔬菜淡季阶段; 另外, 由于春节一般为 1

月末到 2 月中旬, 市场的蔬菜需求量急增, 而此时菜贩又大都回家过年, 导致菜价一般以春节

为中心形成典型的菜价高峰期。

2) 消费地菜价高于产地是合理、正常的, 产地与消费地间批发差价即为中间贩运者的驱

动利益、运费及损耗; 另外, 一般消费地市场属于多渠道进货市场, 又地处比较发达的地区, 信

息灵, 交通方便, 有很强的菜价调节能力[2 ]; 而产地市场各方面条件相对差一些, 货源基本来自

周边的产地, 使得市场调节机能弱, 这是不同季节产地价差高于消费地价差的主要原因。

3) 1998 到 1999 年度菜价低于 1997 年到 1998 年度的同期菜价, 价格波动也相应减小。首

先是因为国家和各地政府重视了保护地的生产, 自 1995 年以来, 北京保护地面积以平均每年

1 000 hm 2 的速度增加, 山东以每年 10 万 hm 2 的速度增加, 从而大大缓冲了淡季的缺菜现象,

使菜价波动减小[3 ]。其次是受国家整体市场疲软的影响, 导致菜价也只能在低价位运行。

213　我国南北典型批发市场蔬菜平均价格的变化规律及影响因素

21311　南北典型批发市场蔬菜月平均价格的变化规律

为了探讨不同地区蔬菜价格随气候、消费水平变化而变化的规律, 从北到南, 选取了沈阳、

北京、寿光、上海、武汉、岳阳、广州等地的 7 个批发市场作为典型代表, 对其价格进行比较, 如

图 2 所示。通过对图 2 的分析可知:

1) 我国南北方地区批发市场蔬菜价格表现出明显不同的变化规律。南方市场 1 年之内出

现 2 个价格的高峰期, 每年 2 到 4 月和 8 到 10 月; 北方市场价格曲线是单峰曲线, 一般在 2 到

4 月为价格高峰期。

2) 从北到南, 价格变动的周期性愈往南愈不明显, 越往南价格的平稳性越好, 越往北周期

性越明显。在南方的上海与广州之间, 菜价变化的周期曲线也有较大的不同, 广州全年价格的

变化要比上海小; 南北地域之间淡旺季差别很大, 沈阳蔬菜批发价格的最大价差是 1173 元õ

kg - 1, 广州白云山市场最大价差是 0190 元õkg- 1, 相差约 1 倍。从北到南蔬菜淡旺季的价格差

逐渐变小。

3) 自然条件相差不大的地区, 消费水平高的大城市的菜价要高于中小城市的菜价, 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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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1997—1999 年南北 7 市场月平均价格比较

是上海一直处于高价位; 此外, 产地市场 (寿光)低于消费地市场 (北京和沈阳)。

4) 1998—1999 年度的菜价变化幅度明显低于 1997—1998 年度的变化幅度, 各地菜价基

本都低于往年同期的水平, 南方菜价变化幅度减小程度大于北方。特别是上海, 1997—1998 年

度变化幅度是 1150 元õkg - 1, 1998—1999 年度是 0167 元õkg- 1, 相差 1 倍多。

21312　价格变化影响因素分析

1) 蔬菜的生产与气候条件密切相关, 一般春淡季为 2 到 3 月或 4 到 5 月, 从全国来看北

方的春淡季现象较为明显; 而南方秋淡季却很明显。我国华南地区四季无霜, 影响蔬菜生产的

主要因素是干旱和台风暴雨 (8, 9 月)。另外, 南方地区夏季高温对一些蔬菜的生长发育不利也

是影响蔬菜价格的一个重要原因。由于北方只出现 1 次春淡季, 所以价格只有 1 次高峰, 但持

续时间较长, 愈往北持续时间愈长; 南方出现 2 次淡季, 这也就是价格出现 2 次高峰的原因。特

别是广州, 气候是价格变化的主要影响因素。

2) 造成南方市场 1998—1999 年度价格低的原因有 3 条: 首先, 全国保护地面积迅速增

加; 其次, 1998 年 6 月到 8 月长江洪水以后, 各地组织及时进行了补种蔬菜和生产自救; 第三,

1999 年整个市场疲软。

3) 南方蔬菜价格之所以高于北方, 主要是由于南方消费水平较高, 平均物价高于北方, 对

蔬菜的消费需求也大大高于北方。

3　结束语

通过对我国蔬菜产地与消费地及南北典型批发市场月平均价格变化原因的研究, 笔者认

为: 从供给的角度来看, 蔬菜价格的周期性变化, 主要是由于气候的影响导致蔬菜供应量的变

化, 供给量的多少直接影响批发价格的变化, 尤其目前我国生产技术尚不能达到周年均衡供应

的水平, 今后气候仍将是影响蔬菜价格的重要因素; 同时保护地生产水平对蔬菜价格的影响也

是通过供给量来发生作用的, 保护地生产水平高的地区对非季节菜能给予很好的补充, 表现在

价格上水平高的地区菜价变化相对平稳。从需求方面来讲, 收入水平高的地区整体物价水平也

很高, 对高品质菜的需求量多, 从而促使菜价在高价位运行。从流通方面来讲, 交通信息条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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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很大程度上促进了蔬菜的广域流通, 促进了蔬菜的周年均衡供应, 近年来价格变化逐渐趋

于平稳, 就是交通信息不断发展的结果。此外, 流通环境的改善, 在某种程度上能够降低交易成

本、减少损耗, 导致价格低位运行。

总之, 蔬菜价格的变化, 在供给方面, 受气候和保护地生产水平的影响; 在需求方面受收入

水平和消费偏好的影响; 在流通方面受交通、信息、环境的影响。因此, 在今后的蔬菜生产中, 首

先应根据价格的变化规律, 以发展保护地生产和专业化生产为重点; 其次应改善产地交通运输

和通讯设施条件, 加强产地农产品批发市场的建设, 发挥市场需求对生产和流通的导向作用;

最后还应根据南北方各地蔬菜生产的特点, 搞好市场需求预测, 防止价格的大起大落, 使蔬菜

生产流通的各个环节都能向有序化, 科学化方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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