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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坊镇以露天芹菜种植为主，集中了高
青县 9 成以上的芹菜。5 年前，当地种芹菜
的还比较少，最近 4 年开始，芹菜面积不断
增加。唐坊镇蔬菜协会会长马跃飞说，前年
种植面积是 6000 亩，去年是 9000 亩，今年
达到 1.5 万亩。种植户中，一般规模在 20 亩
左右，60 亩以上的大户也有 20 多户。“今年
芹菜的产量和质量都比去年好，露天芹菜的
价格受市场整体影响较大，大棚菜和品牌菜
就比较乐观。”

该镇村庄村菜农张兆学种植芹菜已有 3
年。第一年种了 3 亩，纯收入 2 万元。第二
年扩大到 10 亩，纯收入 8 万元。今年种了
35 亩，没想到赶上行情不太好，亏了一些。

“大部分在 4 月 20 日开始种，7 月下旬上市，
恰好赶上最差的行情，每斤才 2 毛钱。明年
打算缩减一下，只种 25亩。”

“露天芹菜的成本在每斤 2 毛 5 分至 3
毛 5 分之间，去年同期收购价约 7 毛钱，今年
不少时候在 2 毛至 2 毛 5 分左右，我们是不
赚钱的。”他给记者算了一笔账，每亩地需要
种子 100 元，杀菌药 200 元，肥料 600 元，地
下水灌溉需油费和机械费 700 元，收获时需
人工费 1050 元，以上共计 2650 元，折算到
每斤成本在 2 毛 5 分左右。如果租地种植，
还要加上每亩 1000 元的土地流转费用，每
斤成本就接近 3毛 5分。

芹菜的生长期只需 3 个月，种植技术相
对简单。一般而言，春芹单产为 1.2 万斤，秋
芹为 1.5 万斤，高产田可到 1.8 万斤。芹菜上

市期从每年的 6 月份到 11 月中旬。安徽、江
苏、上海等地均需从山东批发大量芹菜。

菜农黄立强说，过去 3年，芹菜的价格一
直不错，总体维持在一斤 6毛钱以上，不少时
候在8毛钱至1元钱。由于产量较高，以每斤
纯收入0.7元计算，每亩纯收入近万元。这对
农民来说很有吸引力，不少村庄都转向种芹
菜。种植面积增加了，哪想到价钱会一落千
丈。由 6 月刚上市的 8 毛钱，急转直下 1 毛 5
分到 2毛钱，这个价格持续了半个月左右，之
后情况虽缓解，不过，价格总体回升有限。

这样的情况并非只在高青县，德州禹城
市、滨州博兴县等地也出现了芹菜因集中上
市而低价的现象。据马跃飞介绍，今年芹菜
丰收，品质也好。由于前年和去年芹菜价
高，许多菜农一拥而上，导致供大于求。而
在山东芹菜的主销区江苏等地，今年蔬菜大
丰收，外地芹菜需求不旺，致使价格走低。

不过，大棚芹菜的情况比较乐观。木李
镇杂姓刘村是大棚芹菜种植专业村，全村芹

菜大棚有 100 多个，面积达 140 余亩。大棚
芹菜亩产量可达 1.3 万斤。村党支部书记齐
兆才说，今年大棚芹菜的收购价为 7 毛钱，
这个价格比往年的 1 元钱要低一些，但与露
天芹菜相比还是有利可图。

村里种植错季大棚芹菜主要看准了“两
节”市场。大棚芹菜价格相对较稳，但高青
大棚芹菜的种植户相对较少。齐兆才说，大
棚芹菜成本要高。拿一亩的棚来说，大棚固
定投资为 8 万元，加上其他投入，分摊到每
斤芹菜的种植成本为 0.5至 0.6元。

有 3 年芹菜种植经验的田镇街道段家
村村民于明华告诉记者，大棚芹菜一般是冬
季，这时露天芹菜已经退市，供求关系就不
一样了。最近芹菜价格达到 7 毛 5 分的较高
价位。2个棚产 3万斤芹菜，纯利有 1.2万元。

有机芹菜价格又如何？记者来到新村
蔬菜专业合作社的温室，这里的芹菜看上去
比一般的粗大且气味浓烈。合作社理事长
李新村说，他的芹菜亩产量能到 2 万斤。这
几 年 ，合 作 社 的 芹 菜 价 格 稳 定 在 每 斤 15
元。卖价高在于品质好，合作社采用有机技
术种植，已经获得有机认证。合作社收割后
的芹菜都采取精包装，并印有二维标识码，
通过它可以追溯产地、责任人等信息。

走出蔬菜价格涨跌怪圈
——山东高青县芹菜主产区产销调研

本报记者 乔金亮 吉蕾蕾

今年以来，以芹菜为代表的大路

菜价格波动较大，不少地方芹菜出现

持续低价甚至短期的卖难。芹菜产销

情况如何？菜农和蔬菜经纪人又有何

期盼？记者近日来到山东省高青县

调研。

山东高青县是农业部确定的全国

蔬菜生产重点县之一，作为山东省菜

篮子基地，其蔬菜面积常年稳定在20

多万亩，露天芹菜、大棚芹菜、有机芹

菜均占据一定比例。

30 岁的唐坊镇村庄村村民赵艳兵是本
地芹菜经纪人。赵艳兵说：“露天芹菜上市
的 5 个月，我每天可以收购 6 万斤。每斤收
取外地客商 2 分钱的服务费。我负责管批
发商吃住、组织订单、帮忙采购冰块等。外
地经纪人会提前一天电话告知所需菜的数
量和价格，邻近两个村芹菜有七成要靠我们
经纪人来销售。”

“目前，高青还没有像样的冷库。这对
芹菜的收购是个制约。”赵艳兵想建个能存
40 万斤芹菜的中型冷库，这样芹菜就能保
存至少半个月。但冷库的固定投资需要上
百万元，还需要支出大量电费。“不过，我算
过，每年效益能达到 20 万元，6 年就可以回
本。如果外带个小型制冰厂，还可以就地制

冰，能节省收购的时间和成本。”
徐州蔬菜批发商刘智国是赵艳兵的老

客户，跑高青已经有 5 个年头。今年他在徐
州的芹菜日销售量不到往年芹菜销量的一
半，只好逐渐减少在高青的采购量。他告诉
记者，芹菜在长途运输中，冰块和保温板最
关键，冰块能到哪，市场就能做到哪。

销区明显减少的需求和芹菜运输的高
成本成为长途批发商的心病，也成为销区批
发价降不下来的原因。刘智国的长度达 9.6
米的重型运输车，可以载 4 万斤。夏天需要
加冰块防止芹菜变软腐烂。天越热加冰越
多，在载重一定的前提下，所能运的菜量就
越少。冰块每块需要 4 元，一车通常需要
600 至 700 块冰，装车需要 7 个小工共需
1200 元。此外，保温板需要 500 块，还需要
大量的薄膜。

刘智国说：“越是高温、越是远距离，成
本越高。别看地头收购价才 3 毛钱每斤，
可到我手里至少得卖 6 毛钱，最热的那些
天，车里芹菜才占载重的一半，另外一半
就是冰块。算上在徐州农贸市场的摊位

费和人工成本，销地批发价卖 8 毛钱至 1
元钱都很正常。上海这些地方运费更高、
冰块数量更多，摊到每斤加价 4 毛钱只能
保运输成本。”

周冲是山东烟台的短途经纪人。他告诉
记者，省内的批发商一般不用冰，只需要喷井
水来保鲜。通常单车载重 1 万斤，每斤运输
成本摊薄在 1 毛钱，很多经纪人也常雇车运
输，需要支付司机人工费，这样成本略高些，
摊到每斤运输环节加价约1毛5。

销路不畅，本地经纪人也很着急。赵艳
兵在一家蔬菜网注册了广告位，一年信息费
1800 元，有好几个地方打电话过来，成本已
经收回。“虽然价格涨跌表面上不影响自己
的收入，但是买卖双方达不成一致，成交量
减少，自己也受损失。今年销售不好的时候
比去年多，我跟菜农一样着急。”

59 岁的郑念太是老经纪人，10 多年来
一直收购附近各村的棉花，4 年前转为芹菜
经纪人。“单天里，芹菜的收购价格浮动也
不小，早晚能浮动两毛钱。在县里的菜市
场或超市，零售价比地头价仅高 0.1 元。”老

郑说，这些年种植面积上来后，很少担心菜
源，但一直发愁外地客源。老郑联系着 80
多个各地经纪人的电话，每斤收批发商 2 分
钱经纪费，负责客商吃住。老郑去年共收
300 多万斤，今年收了 600 万斤以上，效益
还不错。

如能做到芹菜细分，可以直接带动价
格和销路。多位经纪人告诉记者，南方市
场是主渠道，多数喜欢细芹，批发商要求
芹菜长度不超过 60 厘米。北京、天津等地
的市场去年开始也在大力开拓，但业务量
不大。

郑念太说，芹菜可细分成“五指菜”，从
最粗的“拇指菜”到最细的“小指菜”。粗芹
或细芹除了品种以外，主要取决于播种时的
间距。南北各地对芹菜的粗细偏好各不
同。菜农田间管理并不精细化，细芹中常常
夹杂不少粗芹，通常混着卖给南方客商，一
旦南方市场销售不畅就容易出现压货滞
销。而对于北京批发商喜欢的芹菜品种，常
常几个村连一车都收不够，北京客商自然来
得就少。

不少菜农认为，种蔬菜都
有大年、小年之分，对于没啥门
槛的叶菜，不可能永远有较高
利润。很多人开始减少芹菜种
植，投资种大棚西红柿是不错
的选择。据了解，高青西红柿
取得了国家地理标识认证，产
地美誉度较高，价格也不错，基
本不愁卖。在高青农户眼里，
同样的大棚硬件投入，大棚芹
菜明显不如大棚西红柿。

走进田镇街道司家村村民
张玉华的大棚，叶蔓苍翠，蜂群
飞舞，西红柿如玛瑙般点缀枝
头。“果形好、汁水多、味道正，
每斤没有 8块钱我不卖。”49岁
的张玉华告诉记者，配合温室
大棚一起使用的是蜜蜂授粉技
术、物理防虫网、农家有机肥，每斤成本就在 4 元。
相对芹菜可采摘期和保鲜期短，西红柿存放容易很
多，长途运输也不用冰块。

更多的人打算继续坚守，但坚守得更有技巧。
大颗还是小颗，粗芹还是细芹，这是个问题。芹菜细
分不光能扩大市场，还能提高价钱。经纪人郑念太
说，北京客商要的“小指芹菜”，价格很好，可本地量
不够。“芹菜混着卖只是节省了人工，但价格和销路
就限制住了，菜农的这个观念必须转变。”老郑打算
利用冬闲对念太合作社的菜农进行培训，搞好芹菜
细分，开拓北京、天津市场，明年就会不同。

一些人在琢磨茬口。菜农郑大庆发现，即使今
年多数时候价格比较低迷，原来几毛钱都没人要的
芹菜在 8 月下旬依然出现短暂的高价，达到 1.2 元一
斤。郑大庆说，他明年计划错开春芹和秋芹的集中
上市茬口，搞好夏季管理，专门在 8 月中下旬上市，
即使产量低，只要单价高，总利润还是很合算的。

还有一些人研究芹菜的副产品和初加工。芹菜
根可以加工做泡菜，芹菜叶可以压榨加工芹菜汁。
和店村芹菜经纪人曹光辉说，芹菜汁有降压降脂的
功能。芹菜根本身就是一味中药材。他下一步尝试
收购芹菜根和芹菜叶，也希望本地能出现芹菜加工
企业。

开拓新渠道也成为留守菜农的关注点。高青距
离著名蔬菜集散中心寿光约 100 公里，不少大户已
经开始自己搞批发。

“我今年跑了 9 次寿光，顺利卖出 38 万斤芹
菜。”和店村大户刘安杜今年的 40 亩芹菜都是自己
雇车去寿光卖掉的。“比较辛苦，凌晨 4 点就要赶到
寿光，一般早 8 点前就可以卖完。来回一趟，车费和
油费 400 元、市场摊位费 100 元、雇人 100 元，总计
比本地多花 600元。不过，我会事先查好价钱，确认
寿光比本地收购价高时才过去。总体来说，比本地
行情能稍好一点。”类似刘安杜这样，自产自销开始
被越来越多年轻的芹菜大户所接受。

政府部门也在筹划明年的芹菜指导。“速生菜的
价格预测比较难，低档速生类叶菜滞销的几率更
大。常规芹菜价格多在 1 元以下，属于生长周期较
短、成熟较快、管理相对简单的品种。速生菜种植期
短，菜农可以快速进入或退出，好处在于供给可以快
速形成，但也容易造成供过于求。”高青县蔬菜局局
长李希红说，下一步要在价格监测和沟通产销上发
力，目前县里已设立 10 个信息采集点，每月的 10
日、20日、30日发布价格信息。

唐坊镇蔬菜协会会长马跃飞曾带种植户专门去
平度考察马家沟芹菜。大家回来后赞不绝口，马家
沟芹菜真是“皇帝的女儿不愁嫁”，价格达到几十元
一斤，今年价格依然与去年持平。在平度，普通芹菜
也跟着马家沟芹菜沾光，价格比别处高几成。

“他们上市时间是冬天，我们露天芹菜刚好退
市，直接学很难，但也启发我们要把地域知名度打出
去。”李希红说，正宗的马家沟芹菜只包括平度 93 个
村的 6.8 万亩土地，11 月上旬收获，进行 15 天以上
的半地下式窖藏，11月中下旬才上市销售。

马跃飞说，今年的价格波动对芹菜种植户也是
一个历练，预计明年春芹的价格会比较好。无论改
种还是坚守，对于结构性、季节性供过于求总是一件
好事。他建议，农户今后要在销售和品牌化上多花
精力，把薄利多销和品牌化高价销售相结合。

供货方：同是种芹菜 情况各不同

销售方：两类经纪人 各有苦与乐

明年怎么种

后市皆可期

12 月 1 日，山东高青县木李镇杂姓刘村菜农在

收获大棚芹菜。大棚芹菜每年 8 月份播种，11 月初

收割，亩产量可达 1.3 万斤。菜农实行西瓜、芹菜、菠

菜轮作，经济效益很好。 李 峰摄

高青芹菜在本地销售只占

很小一部分，绝大部分要外销。

蔬菜流通离不开两类经纪人，一

种是本地蔬菜经纪人，联系菜农

和外地批发商，一种是外地蔬菜

批发商，联结产区和销区。在流

通中，他们各自的成本有哪些，

又有哪些期盼呢？

在政府部门和社会各界

的帮助下，芹菜的短期“卖

难”得以快速缓解，后期芹菜

价格也有所回升，菜农又看

到了希望。目前，露天芹菜

已经售完退市，菜农们也在

思考明年该种啥、该咋卖。

今年芹菜的产量和质量都比

去年好，露天芹菜的价格受市场

整体影响较大，大棚菜和品牌菜

比较乐观。露天芹菜今年收购价

在2毛钱左右，大棚芹菜收购价为

7毛钱，有机芹菜每斤15元。

高青县的菜农在搬运芹菜，今年高青芹菜产量和质量都比去年有新提高。 李 峰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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蔬菜是老百姓生活的必需品，菜价关

系千家万户的菜篮子。近年来，菜价波动

成为街头巷尾的热门话题。如何看待蔬

菜的价格波动，需要从蔬菜产销特点进行

分析。

蔬菜和其他农产品一样，始终要面临

双重风险。一个是农业生产过程中的自

然风险，一个是流通环节的市场风险。由

于蔬菜的市场化程度高，蔬菜的市场风险

可能比一般的农产品要更大。由于以上

两个环节都具有不确定性，因此，无论蔬

菜生产多么集约化，市场流通体系如何健

全，蔬菜价格也会出现波动。正是这种菜

价的正常波动，蔬菜种植结构得以优化、

质量得以提高。

蔬菜生产周期与消费周期具有不同步

性，且保鲜期短。加之产区和销区的分立

使得农产品形成两个市场，具有两种价格，

即蔬菜的产地价格和零售价格。这两端的

价格表现常常不同步，变化幅度不一致。

从菜园子到菜篮子，需要经过流通过程，运

输和销售中存在一定消耗，使得价格传导

存在时差、区域差，这也是正常的。

当前，我国蔬菜生产的区域化、专业化、

市场化程度越来越高，蔬菜主产区和主销区

的供销格局基本形成。由于各地的自然条

件、区位优势以及城市化水平差异，形成了

一些蔬菜的优势产区，这些优势产区凭借自

身的区位优势、规模优势、专业优势和市场

优势，具有较强的市场竞争力，逐渐取得了

产地市场价格的话语权。在一些蔬菜品种

出现供大于求的时候，这些优势产区能够承

担降价的市场风险，而一些非优势产区则会

出现滞销，特别是一些小规模的蔬菜生产

者就会难以与大市场对接。

我们要关注菜价大范围的剧烈波动。

菜价过快过度上涨时，要对低收入群体进

行菜价补贴。菜价过快过度下跌时，应为

种植户提供应急市场疏导和基础信息服

务。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难以直接干预

价格，但可以通过主产区和主销区共同努

力，保证“菜篮子”产品供给平衡、价格合

理、质量安全。

从主产区角度看，推进信息化服务是当

务之急。农业由传统的生产主导型向现代

的流通主导型转变，农业生产与流通的融合

度越来越高。要在产前、产中、产后实行全

面的信息对接，政府部门提供基础性、公益

性农业市场信息服务的同时，要积极鼓励更

多的市场主体从事市场信息服务，通过信息

化提高生产的针对性和目的性。

从主销区角度看，大中城市在保证菜

地最低保有量和鲜活农产品自给率的前

提下，要加强与外埠生产基地的合作，建

立重要“菜篮子”产品储备制度。在这方

面，北京等北方大城市的冬季蔬菜储备制

度、上海等地的夏季绿叶菜保险机制都值

得借鉴。

理性看待蔬菜价格涨跌
孙世芳

记 者 观 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