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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口水果融入大众日常消费

—
—

来自四川市场的调查

本报记者

刘

畅

《区 域 全 面 经 济 伙 伴 关 系 协 定》（RCEP）

正式实施后，通关便利化程度日渐提高，进口

水果产业链也呈现出新的变化，品类多样的进

口水果逐渐从高端走向“亲民”。消费者选购

进口水果时会考虑哪些因素？进口量的增加是

否意味着价格下降？运输方式出现了哪些新

变化？

观念更新拉动消费

种类繁多、陈列整齐、店面敞亮，不同于设置

在菜市场里的水果摊，进口水果大多在连锁店销

售。鲜枝良品便是这样一个水果连锁店品牌，

8 家店铺布局在四川成都新津区、崇州市等地。

在人来人往的社区门口、喧嚣嘈杂的闹市街巷，

这样一间面积不大却十分精致的水果店总能吸

引不少人的目光。

近年来，精品水果店如雨后春笋般在城市里

“冒”出来，对大众消费观念的引导起到了不小的

作用。“我记得父辈通常是买菜时顺便捎带一些

水果回家，但现在家门口一条街上就有几家水果

店，不仅品种多还能比价。”家住成都市武侯区的

李若溪告诉记者。

鲜枝良品连锁水果店采购负责人王志强说，

店铺年销量最高的进口水果包括车厘子、新奇士

橙和西梅。“看销量，近几年来一直稳扎稳打；看

价格，单个品种供货量大的时候会打折引流，但

不会大幅降价。”在王志强看来，品质和价格是决

定销量的重要因素，“消费者现在网购进口水果

的热情比较高，网店成本比实体店低，舍得打‘价

格战’，对实体店形成了不小的冲击，店铺销量年

均下滑近 20%”。

生鲜电商平台的普及不仅改变了人们的购

物习惯，也在无形之中影响了大众的消费观。

“抖音等平台上关于开榴莲、挑榴莲的直播、短

视频不在少数，既满足了大家的好奇心，也在

不经意间起到引导消费观的作用，让大家感觉

榴莲等进口水果并没有贵到不能接受，尝尝又

何妨？”四川雨润国际农产品交易中心常务副总

经理苏田节说，社交媒体的引流作用不可小

觑，潜移默化间成了进口水果销量走高的“幕

后推手”。

王雪是成都柏斯琴行悠方店的一名钢琴老

师，也是一位榴莲爱好者，她不仅爱看开“榴莲盲

盒”的视频，也曾多次用自己在网上学到的方法

去挑选榴莲。“我常常到生鲜超市购买去皮的泰

国金枕榴莲果肉，好的果肉是金黄色的，慢慢嚼

起来软滑清甜，马来西亚的猫山王榴莲香味浓

郁，回味甘甜。以前想挑到好的榴莲，要跑几条

街，去好几家水果店，现在感觉榴莲品质越来越

好，挑起来不费劲了。”王雪说。

“消费者对进口水果价格的敏感度很高，对

品质很看重，促销时销量上涨比较明显。在品

控方面，我们有长期稳定合作的供货商，鲜果品

质有保障。”成都连锁生鲜品牌水果地带的采购

商谭小军告诉记者，品牌旗下 200 余家门店的

榴莲和山竹日均销售额可达 20 万元，位居同行

前列。

对进口水果的价格和品质，消费者到底如何

看待？记者随机采访了近 10 位消费者，大家普

遍认为，进口水果的外观和口感较好，但价格偏

高，除非特别偏爱某一品种，否则大多会选择在

逢年过节、走亲访友时购买。

“从满足消费者需求的角度出发，水果市场

也存在迭代更新的过程。一方面符合大众消费

意愿的果品产量会逐年提升，另一方面国产水果

品质也在不断提高，甚至可以部分替代进口。”四

川雨润国际农产品交易中心进口果区域负责人

王江说。

随着冷链物流的发展，越来越多新鲜可口的

进口水果“飞”入寻常百姓家，全国各地海关不断

加码通关便利度，更大程度方便了进口水果进入

中国。对消费者而言，从曾经的“尝鲜”到现在更

加追求口感，消费水平的提升也对进口水果的品

质提出了更高要求。

果品进口稳定增长

四川雨润国际农产品交易中心是我国西部

地区最大的无公害蔬菜和绿色食品蔬菜生产销

售基地，每天果蔬交易量达 15000 吨。如果按每

人每天吃一斤果蔬来计算，这里的交易量可供

3000 万人吃一天。

在雨润，人声鼎沸的场景不是出现在惯常的

早市，而是出现在午夜时分，2400 余家农产品批

发商户已经习惯了半夜出摊，临近第二天中午便

是收摊时间。这里的 3 个进口水果交易大棚占

地面积约 1.8 万平方米，去年进口水果交易量近

20 万吨。

“交 易 量 每 年 都 在 上 涨 ，今 年 同 比 增 幅 近

80%，卖得最好的水果是榴莲。整体而言，进口

水果价格没有出现大幅波动。”苏田节告诉记者，

当前进口水果精品化、品牌化趋势很明显，一定

程度上带动了市场的规模化发展。此前，市场进

口水果交易大多集中在 11 号棚，仅 6000 平方米，

市场于 2019 年动工建起了 19 号和 20 号两个大

棚，还设置了东南亚进口水果销售专区。

“公司在市场的档口面积是 10 个车位，每

辆车载重约 28 吨。”在 20 号棚渝佳果品的档口

前，负责人金家伟指着大型集装箱货车告诉记

者，基于车载交易这一模式，在这里人们通常

以档口可停放货车的数量来衡量一个公司的体

量，渝佳果品的公司规模在市场中处于中上

水平。

5 年 前

主导市场销

售 的 群 体 以

个体户为主，

当前约有 200

家进口水果销售公司撑起了市场规模化运作的

“半边天”。“商家的销售意识发生了明显改变，同

样的果品，由公司主导销售，重在建立品牌、美化

包装、提高质量，果品附加值高了，售价也提高

了，销路也捋顺了。”苏田节说。

“我做进口水果生意 20 多年了，早年市场竞

争不充分，大多数商家习惯单打独斗。现在不光

是顾客看重品牌，甚至到产地进货时，别人也要

衡量你的进货量、经营规模，是不是属于值得信

赖的长期合作伙伴。”四川鑫农链商贸有限公司

负责人罗长久告诉记者。

罗长久说，近两年，进口水果生意越发好做

了，销量连年上涨，消费者对进口水果的接受度

高、舍得花钱。有观点认为，进口水果变得“亲

民”，是因为进口量增加导致价格下调，越来越多

的人买得起进口水果了，但从市场反馈来看，情

况并非如此。

“我们档口进口量排名前 3 位的水果是火龙

果、榴莲、龙眼，今年以来价格普遍平稳。”金家伟

介绍，此前成都市场一天进口火龙果的数量平均

10 个货柜，每个货柜载重 27 吨左右。一年多来，

日均进口量最高可达 80 个货柜。但是，进口量

对售价的影响并不明显。

金家伟以成都市场进口量排名靠前的榴莲

向记者举例，9 月上旬，泰国高品质榴莲下市，越

南榴莲上市。“每件榴莲的收货成本约 780 元，正

常情况下批发价在 800元至 900元之间波动，近日

最低降到了每件 750 元，主要是因为泰国榴莲恰

逢下市期，品质出现下滑，对价格有一定影响”。

今年以来，成都市场上的

榴莲价格的确因供求关系出现过小

幅波动。比如，春节前后，进口榴莲尚未大

量上市，价格相对较高，但随着 5 月进口量出现

上涨，价格随之小幅下降，但较往年同期变化

不大。

苏田节认为，拉动进口水果消费的动力在于

大众消费理念的更新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在价格

趋于稳定、不出现极端天气的情况下，整体交易

量不会大起大落。

冷链运输提升时效

今年 5 月 25 日，一个“特殊”的水果集装箱在

四川雨润国际农产品交易中心开箱，它来自东南

亚，里面装满了进口山竹。这是成都国际班列

“东南亚—濛阳”专线采用公铁联运方式，首次为

市场商户提供“门到门”进口水果冷链运输服务。

去年 12 月，开辟东南亚进境水果“快车道”

的中老铁路水果冷链测试班列顺利开行，这是四

川首次通过中老铁路从东南亚进口水果，标志着

四川对 RCEP 国家水果进口铁路直达跨境通道

顺利打通。

“专列从老挝万象南始发，搭载了 25 柜来

自泰国、老挝等国家的榴莲、香蕉、龙眼等热

带水果，从云南磨憨铁路口岸入境，通过冷链

集装箱运抵成都国际铁路港，再分拨到川内各

大水果市场。”成都国际铁路班列有限公司副总

经理李俊峰告诉记者，测试班列开行至今，经

过对发车频率、运力调整等多重因素的不断优

化，运输时间从最初预计的 5 天左右缩短至 72

小时以内。

水果运输，时间是最关键的因素。靠前发

力，也是运输时效一再提高的原因。从 4 月 16 日

开始，昆明王家营西站至老挝万象南站中老品牌

货物列车“澜湄快线”调整为每日开行，且配备了

时速 120 公里的专用铁路货车编组。运输时间

也从曾经的 2 至 3 天缩短为 26 小时。

李俊峰说，铁路运输对水果商有很强的吸引

力，但从王家营西站到成都国际铁路港，再到四

川雨润国际农产品交易中心的班列开行频次还

不够高。“因此不少水果商选择从王家营卸货后，

通过汽运方式运到目的地。我们已经精准对接

到雨润市场的客户，根据他们的需求制订了运输

方案，打通了报关、清关、订舱、拖车、仓储管理等

各环节，目前正在多方努力，争取加大班列开行

频率，全力确保运抵时效。”

“在进口水果运输方式选择上，全程汽运的

仍占多数。因为汽运是点到点运输，省去了前后

端接驳、转运环节，相对更便捷。”四川顺丰相关

负责人表示，如全程采取“端到端”，即产地到市

场的运输方式，同等情况下，铁路运输成本优于

汽运。两种方式的成本差异视市场运力的供求

关系而定。

在实际运输过程中，在铁路班列运力不足的

情况下，不少水果进口商选择“班列+汽运”接力

运输。例如，当进口水果从泰国、老挝等地运抵

王家营西站后，在运输半径 300 公里范围内，绝

大多数进口商会选择汽运“接力”。出于保鲜等

因素考量，宁愿再增加一点成本，也不愿意去

“卡”班列的时间。

在业内人士看来，中老铁路运输东南亚水果

会呈现一个厚积薄发的过程。一趟班列最多能

搭载 55 个货柜，载重量约 1250 吨，而一架波音

757-200F 型货机最大商载重量只有 25 吨，班列

载重优势明显。从运费来看，飞机比火车高太

多，除非需要隔海运输，否则绝大多数进口商不

会选择空运水果。

远在南美洲的智利与中国相距甚远，但为了

满足消费者需求，今年春节前，超 2100 吨智利车

厘子搭载 17 架波音 747-8F 全货运包机在成都

双流机场口岸通关，进入中国市场。这是该口岸

首次保障大规模南美洲水果入境，也是成都口岸

首次从智利进口车厘子。

从去年 12 月到今年 2 月，近 3 个月时间，成

都双流机场口岸进口水果近 2000 吨，是 2019 年

全年进口水果总量的 45.68 倍。自今年 4 月热带

水果大量上市以来，中老铁路水果冷链专列运输

入境水果大幅增长。截至 8 月 31 日，经磨憨铁路

口岸入境榴莲、龙眼、椰青等热带水果超 6 万吨。

为保障水果快速通关，海关部门下足了力

气。双流机场海关抽调 6 名关员兵分三路优先

保障首架车厘子、蓝莓包机的单证审核、货物查

验、检验检疫证明出具等工作，在确保生物安全

的前提下，让企业的优质产品能快速、放心地到

达消费者的餐桌。磨憨铁路口岸进境水果指定

监管场地也在 2022 年 12 月 3 日投入使用，次日

首列中老铁路入境水果列车到达王家营西集装

箱中心站，并通过“生鲜绿色通道”享受便捷高效

的通关服务。

从零售端到市场端再到运输端，进口水果的

产业链趋于完善。得益于此，我们的餐桌也因为

来自不同产地、不同风味且品质稳定的进口水果

而变得更加丰富。“果盘子”的丰富多彩，成为消

费升级的一面镜子，见证着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

提高。

随着《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深入实施，低关税、快速检验检疫等政策出

台，品类多样的进口水果加速进入中国市场，摆上家里的“果盘子”。越来越多的政策红利

带动市场快速发展，进口水果不再“高不可攀”，逐渐融入大众日常消费。进口水果市场的

变化是怎样发生的？价格是否真的越来越亲民？消费者感受如何？

我们可能不太记得自己第一次买进口

水果是什么时候，也不太记得从何时起，水

果连锁店里的进口水果变得琳琅满目，甚至

在街巷、菜市场里不起眼的水果摊上，也能

见到榴莲、山竹等热带水果。鼓起来的“钱

袋子”拉动了进口水果消费，有需求就有供

给，即便是我们最熟悉的水果，也在不经意

间走向了全球化。

随着“果盘子”日渐丰富，重品质逐渐成

为商家的共识。纵观市场，进口水果的种类

还在不断增加，同一种水果也因产地、甜度

等不同在价格上出现差别。在满足消费者

“尝鲜”的同时，赢得口碑同样重要。受访商

家均从细分领域对进口水果的果型、出肉

率、口感、色泽等进行了分级，并无一例外地

提到“全链路品控”。只有真正把好品质关，

让消费者尝到货真价实的水果，才能让进口

水果产业发展得更好。

“果盘子”的丰富还离不开政策的合力

保障。近年来，随着 RCEP 对 15 方成员全

面生效，相关口岸通关能力和效率大幅提

升，针对边境贸易的政策扶持力度不断加

大，以东南亚水果为代表的进口水果贸易量

大幅增长，此举不仅有助于提高出口国生产

和社会福利水平，也进一步充实了中国家庭

的“果盘子”，让更多新鲜、优质的进口水果

从高端走向“亲民”。

一边是鼓起来的“钱袋子”，一边是不断

释放的消费需求，只有满足消费者对质价双

优的追求，才能让市场获得持续发展。

质价双优方能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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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顺丰速运承运的水果等包裹深由顺丰速运承运的水果等包裹深

夜运抵中转货仓夜运抵中转货仓，，工作人员正在进行工作人员正在进行

分拣分拣。。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由冷链班列运抵成都青白江区国际铁路港的水由冷链班列运抵成都青白江区国际铁路港的水

果等货品集装箱正在装卸果等货品集装箱正在装卸。。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