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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时间以来，农产品价格频频登上热搜榜。比如几角钱一斤的西瓜、价格持续下探的榴莲、

蓝莓，再到近期车厘子价格暴跌。其实，绝大多数农产品的价格波动都有一定的规律，一定时间

内的价格变化并不异常。以西瓜为例，近七年来，每年都会经历“冬春价高、夏季回落、秋冬上扬”

的趋势。这与西瓜的供求关系紧密相关——对绝大多数产区来说，西瓜在夏季集中上市，价格随

行就市，由此下跌；在秋冬春 3个季节，市场供应减少，价格上调。从全国数据看，西瓜均价在

今年 3月达到峰值，为 6.35 元 / 千克，此后开始回落，在 6月 7日这周，均价为 3.73 元 / 千克。

再看蓝莓，云南、山东、辽宁都是我国的蓝莓主产区，但不同产区的蓝莓上市时间有先后、

品种有差异，呈现出来的规格、口味也有区别。所以，不同种类的市场价格有不小差异。直接比

较不同上市时间、不同规格、不同品种的蓝莓价格，难以给出“价格是涨还是跌”的准确结论。只能

说，从整体趋势来看，在产品供应量增长的情况下，价格下探是正常的市场反应。近期进口车厘

子的降价也无外乎产量提升和物流成本下降等因素。但因为农产品价格既关乎普通消费者的日常

生活，又关乎种植户的切身利益，更是一个产业的晴雨表，所以频频上热搜也不难理解。

我国农产品市场有两大现象。一方面，相当部分农产品价格低迷，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民

增收。另一方面，进口冲击较大，叠加效应明显。

生产、贸易、价格是息息相关的三大产业关键词。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强调，完善农产品贸易

与生产协调机制，推动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这一表述传递出鲜明的信号，对

眼下纷繁复杂的农产品市场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合理的价格有利于保障农产品长久供应，维护国家粮食安全和宏观经济平稳运行。作为物价

的重要组成部分，农产品价格保持相对稳定，对消费者有利，对生产者也有利。所以，要从统筹

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保障粮食安全，从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立足点出发，协调好

贸易和生产，进而稳定价格。要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持续提升效率，不断降低成本，增强生产

的稳定性和抗风险能力。根据市场变化和比较优势，优化产业结构，向市场紧缺产品调整、向优

质特色产品调整、向种养加销全产业链调整，拓展增值增效空间。同时对接好产销两头，做好农

产品品牌，提升农产品品质，优化供应链，从价格背后的成因找到产业发展的突破点，让农产品

真正实现优质优价。

关注农产品价格背后的产业发展突破点
文︱麦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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