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蔬菜价格居高不下原因探析及调控对策 
— — 基于盐城市蔬菜价格高位运行的思考 

虞 华，陈光亚，程 鑫 
(江苏省盐城市国家统计局盐城调查队，224005) 

众所周知，蔬菜是人们 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 

基本农产品，老百姓的饭桌上不可或缺的食品。因 

此，蔬菜的价格与广大群众生活息息相关。随着蔬 

菜生产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人们对 

蔬菜产品的多样性和均衡供应以及产品质量安全的 

要求越来越高。所以，研究市场形势，分析蔬菜价 

格，对指导蔬菜生产意义重大。 

2010年以来，盐城市场物价延续了上年底的走 

势，在食品价格上涨的引领下，呈现出明显上涨的 

态势。国家统计局盐城调查队价格调查监测资料显 

示：1—7月全市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较上年同期上 

涨3％。其中与城镇居民息息相关的食品类价格总水 

平较上年同期上涨6％。在食品类之中，蔬菜价格不 

但上涨幅度大，而且上涨品种多，是影响食品类 

价格攀升的重要因素。1—7月蔬菜价格同比上涨 

17．9％，其中7月同比上涨 28．9％。 

1 201 0年以来盐城蔬菜价格变动的特点 

1．1 蔬菜价格持续高位运行，居高不下 

据国家统计局盐城调查队价格调查资料显示， 

2010年以来盐城蔬菜价格一直在高位运行。从元 

月份开始，受雨雪寒冷天气、外地调运蔬菜成本 

增加等因素的影响，盐城市场不少鲜菜价格出现 

骤涨，蔬菜价格被推上一个高位。元月份盐城市 

场鲜菜价格总水平较上年 12月上涨了 1 1．6％。从 

月度价格资料看，1—7月蔬菜各月度价格水平比 

上年同月上涨的幅度分别为：1月为9．7％、2月为 

31．4％、3月为 13．8％、4月为23％、5月为 18％、6 

月为2％、7月为28．9％，蔬菜价格一直处于一个较 

高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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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蔬菜价格上涨品种多、幅度大 

1—7月，盐城市场蔬菜价格水平与上年同期相 

比上涨 17．9％。月份价格水平上涨幅度最大的达到 

28．9％。除此之外，蔬菜价格上涨的品种也较多。以 

2010年7月为例，在调查的28个鲜菜品种中有20个 

品种价格比去年7月上涨，涨幅超过50％的有 8个 

品种，涨幅超过20％的达到了15个品种。其中大蒜 

头平均零售价格从去年7月的每千克5．O9元涨至今 

年7月的 12．38元，上涨 143．1％；茄子从 1．77元涨 

到3．32元，上涨87．4％；空心菜由1．73元涨至3．15 

元，上涨 82．1％；毛豆由2_3元涨至4．28元，上涨 

85．9％；生姜由6．22元涨至10．50元，上涨68．8％； 

油菜由2．22元涨至 3．73元，上涨68．2％；韭菜由 

2．84元涨至4．60元，上涨62．0％；冬瓜由1．48元涨 

至2．24元，上涨51．5％；豆芽由2．13元涨至3．13元， 

上涨46．7 丝瓜由3．04元涨至4．08元，上涨34．0％ 

莲藕由5．87元涨至 7．54元，上涨28．5％；黄瓜由 

1．92元涨至2．46元，上涨28．0％；豇豆由2．64元涨 

至 3．38元，上涨 27．8％。 

1．3 与全国蔬菜价格变动趋势基本吻合 

1—6月份，全国蔬菜价格水平同比上涨了 

20．5％。寿光是全国最大的蔬菜集散中心，价格形 

成中心，2010年以来，寿光的菜价一直在高位运行， 

5、6月份稍有回落，但进入7月后，大部分菜价涨 

幅很大，菜价比去年同期有30％的涨幅。1—6月 

盐城蔬菜价格上涨了16．5％，与全国变动趋势基本吻 

合。除了总体上变动趋势与全国趋势基本吻合以 

外，几个比较被大众所注意的蔬菜价格也与全国 

价格变动趋势相吻合，分别是大家所熟知的大蒜 

头和生姜，这两个品种先后出现大幅上涨，可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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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涨势惊人”，分别被百姓称之为 “蒜你狠”、“姜你 

军”。盐城市场大蒜头、生姜价格紧跟全国 “潮流”， 

农贸市场最高价分别达到每千克 20．78元和 l6元。 

2 蔬菜价格高位运行的原因分析 

2．1 天气、气候影响颇大，不容忽视 

说天气、气候是蔬菜价格变化的 “晴雨表”丝 

毫不为过。年初盐城蔬菜价格被推到一个高位，雨 

雪、低温天气毫无疑问是一个重要推手。雨雪低温 

天气不适合蔬菜的生长，不少本地菜发生大面积烂 

根、死苗现象，而外运蔬菜成本大，数量有限，市 

场供小于求，价格随之骤涨。3、4月份，又受到 

“倒舂寒”天气的持续影响，连续出现低温阴雨天 

气，导致本地菜生长再次受到影响，上市时间推迟 

了2O多d，且上市量很少，品质很差，市场菜价并 

没有如百姓期望的那样出现下降。7、8两个月又受 

到高温天气影响，市民对蔬菜的需求进一步增大， 

加之外运蔬菜不少被运往其他受灾省份 ，盐城菜 

价继续停留在高位。今年恶劣天气毫无疑问是蔬 

菜价格高位运行的重要推手。 

2．2 蔬菜生产和流通成本增加 

2010年以来，盐城化肥、农药、种子、农膜等 

农资价格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上涨，增加了蔬菜生 

产成本。~2009年建一个6O m2的大棚只需要3万～ 

4万元，2010年再建这样一个大棚就要五万元左右。 

大棚膜2009年每千克是l2．15元，目前涨到了12．78 

元。2010年燃油价格持续上涨，汽油、柴油价格同 

期比分别上涨了22．0％和 22．7％，导致蔬菜运输成 

本明显攀升。另外，容易忽视的流通环节层层加价 

也是造成当前蔬菜价格偏高的一个原因。据业内人 

士介绍，蔬菜从田间地头到餐桌，一般要经历 “收 

购商”、“区域市场”、“批发市场”、“二级批发”、“农 

贸市场、早市、社区蔬菜供应点、超市蔬菜供应点” 

等5个环节，每个环节层层加价，这也直接推高了 

蔬菜价格。 

2．3 蔬菜基地不断缩小，产能不足 

随着城市建设的不断发展，城市周边的一些成 

熟专业菜地被征用转为建设用地，这些被征用的菜 

地的补充未能及时跟上，使得中心城区自产蔬菜产 

量极大减少。同时随着盐城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市 

区常住人口和流动人口急剧增加，市民对蔬菜的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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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远远超过以前。自产蔬菜远远不能满足中心城 

区居民的消费需求。 

相当一个时期以来，盐城自产蔬菜自给水平较 

低，盐城市场蔬菜供应主要来自两个渠道，一是经 

销商从省、市外蔬菜产地和批发市场采购；二是本 

市菜农 自种蔬菜进入市场进行交易。从中心城区 

蔬菜批发市场了解的情况看 自产蔬菜进场交易不 

到交易总量的40％，60％以上的蔬菜需靠外地调 

入。交通和燃料成本的摊人使得中心城区 “菜篮子” 

价格增高。 

2．4 蔬菜批零差价过大，零售环节加价过高 

从中心城区批发市场、零售市场蔬菜交易情况 

看，蔬菜批零差价大多数以50％计，因而造成蔬菜 

价格增高。批零差价过大的主要原因在于蔬菜供 

销几乎完全依靠市场自发调控。同时，中心城区蔬 

菜批发、零售市场建设大多是社会化行为，菜贩、菜 

农进场交易费用较高。 

据了解，蔬菜批发价与零售价的差价悬殊，超 

出了正常范围。一般情况下批零差额在20％～30％ 

左右，而目前的大多数批零差额在50％ 以上甚至 

以倍数计。批零差额的不正常虽有 “伏缺期”的因 

素，但人为因素应引起相关部门的关注。 

3 推进蔬菜产业发展的对策与建议 

蔬菜两头都连着百姓，一头是菜农，一头是市 

民。蔬菜价格高位运行对低收入市民无疑是个很 

大的负担，菜价太低则不利于菜农增收和调动种 

菜积极性。如何让蔬菜价格保持在一个合理水平 

是人们都应关心和思考的问题。 

3．1 坚决落实国家政策，高度重视 “菜篮子”工 

作 

7月以来，全国蔬菜价格上涨近两成，面对这 
一 形势，温家宝总理在 8月 l 8日主持召开国务院 

常务会议上研究部署了进一步促进蔬菜生产、保 

障市场供应和价格基本稳定的政策措施。温总理 

在常务会议上专门研究 “菜篮子”工作，可见国务 

院对当前老百姓的 “菜篮子”的重视程度。因此建 

议政府相关职能部门要以国家政策为基本思路， 

结合盐城实际，理清发展思路，调整农业产业发展 

重点，把蔬菜产业作为主导产业之一予以优先发 

展。要整合政府资源，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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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等方面更多地向蔬菜产业发展倾斜，集中加以 

扶持。要科学规划蔬菜产业带，落实优惠政策和工 

作保障措施，鼓励和引导农民调整产业结构，推动 

蔬菜产业健康发展。防止价格大起大落，让菜农高 

高兴兴卖得出菜，市民高高兴兴买得起菜。 

3．2 编制 “菜篮子”工程中长期规划，加快专业 

蔬菜基地建设 

专业菜地是城市供菜的主渠道，没有足够的专 

业菜地作保障，必然影响城市蔬菜的均衡供给。随 

着城市的快速扩容和城市居住人口的迅速增加 ， 

原有城郊老菜地流失殆尽，迅速发展新菜地已迫 

在眉睫。建议政府加大对蔬菜生产的支持力度，编 

制全市 “菜篮子”工程中长期计划，统筹布局，整 

体规划，分段进行。立足高起点，着眼长远，实现 

规模化与蔬菜品种多样化的结合，避免蔬菜品种 

的单一化和品质的低端化，蔬菜产业要向标准化 

程度高、经济效益好的方向发展。加快专业蔬菜生 

产基地的建设，积极引进新品种、推广新技术，不 

断提高蔬菜生产的种植水平。 

3．3 积极减少天气、气候的不利影响，发展设施 

农业 

2010年人们着实感受了天气、气候的 “厉害”， 

它们对蔬菜价格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要克服天气、 

气候对蔬菜生产的影响，在这方面可发挥 “设施农 

业”作用。据了解，凡是用人工手段改变农业生产 

条件的都属于设施农业，目前设施农业已由简易塑 

料大棚、温室，发展到自动化、机械化程度较高的 

现代化大型温室和植物工厂。目前盐城菜农生产蔬 

菜还多以一家一户生产为主，其组织化程度较低， 

缺乏企业化的经营，这使得菜农种菜的科技含量不 

高，使用塑料大棚、遮阳网等减轻天气对蔬菜生产 

影响的菜农非常少。由于没有一些设施来抵御暴雨、 

干旱等，菜农种菜遇上极端恶劣天气时，产量也就 

很低，市场上的供应难以保证，菜价容易随着天气 

变化大涨大跌。建议政府大力发展设施农业，加强 

技术指导，借鉴其他地区发展设施农业成功模式， 

保障市场蔬菜供应，从而稳定蔬菜市场价格。 

3．4 完善供应保障体系，减少中间流通环节，降低 

流通成本 

根据盐城市主要蔬菜供应存在对外依存度偏 

大，价格逐年上涨和季节性短缺的特点，重点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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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有地方特色的菜篮子商品基地，充分发挥骨干流 

通加工企业商品集聚功能。按照 “市场化运作、企 

业操作、政府推动”的原则，通过签订供货意向等 

各种形式，建立长期稳定的菜篮子供应基地，切实 

提高对菜篮子货源的宏观调控能力，以数量充足、 

品种丰富、价格平稳的状态保证供应。建立健全市 

场体系，完善大型批发市场的配套功能，保证蔬菜 

能迅速运进运出，减少滞留环节与时间，走农、工、 

贸一体化之路，实现产销无缝对接；规范蔬菜市场 

经营秩序，减少不合理的批零差价太大的现象，依 

靠法律手段，严厉打击哄抬菜价、垄断经营、强买 

强卖等不正当竞争行为，建立规范、稳定的市场秩 

序；要探索更为流畅的长效流通机制，让大型蔬菜 

基地和蔬菜协会在农产品批发市场设立直销点 ， 

或在大型社区尝试设立连锁菜店，实现农超无缝 

对接，以市场经营为龙头，直接进入市场销售，形 

成品质保证，货源充足，价格稳定，市民拥护 ，农、 

商利益分配合理 良性循环的格局。有效减少中间 

流通环节，降低蔬菜流通成本，真正使蔬菜价格稳 

定在一个合理的水平。 

3．5 实行政府补贴。调动菜农积极性 

近年来，为稳定市场粮价和肉价，国家相继出 

台政策对粮食和生猪生产实行政府补贴，收到了 

良好的经济和社会效果。而目前国家对同等重要 

的蔬菜种植却没有实行补贴，任其自身发展。为提 

高农民种菜积极性，降低市场风险，国家可以考虑 

像对待粮食生产那样，对蔬菜生产实行综合直补。 

按照实际生产面积综合测算，将每667 m 补贴金额 

直接发放给蔬菜种植户，提高农民的种菜积极性， 

确保菜农获取合法利益，以刺激蔬菜生产的均衡发 

展 。 

3．6 健全菜篮子产销全程服务体系 

设立专职服务机构，着力推动菜篮子基地建 

设，并负责组织技术培训和新品种推广，实行市场 

运行和安全质量监测的全过程监管，优化应急保 

障供应机制，投入资金做好蔬菜、水产品的经营储 

备，以及生猪、豆类制品应急储备，加强日常检查 

监管，确保应急供应机制落实。准确分析菜篮子发 

展出现的新问题 ，为菜篮子市长负责制提供科学 

有效的决策依据。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