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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主要农产品市场分析与展望 

祝琪雅 周克艳 陈俊宇
1
 

（湖南省农业经济和农业区划研究所，湖南 长沙 410125） 

【摘 要】：针对湖南主要农产品生产、市场运行情况,总结了 2018 年湖南主要农产品市场运行的特点,主要农

产品生产形势向好,粮、肉、蛋、果、菜等主要农产品市场供应充足、品种齐全,农产品市场价格运行总体平稳,部

分农产品价格波动。并对 2019 年湖南主要农产品的市场走势进行了判断,提出了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保障农产品供

给;加强冷链物流体系建设,促进农产品流通发展水平;加强农业信息化建设,缓解供需矛盾;推动农产品价格机制高

效率运行;加快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提高农民市场博弈能力等相关政策调控建议。 

【关键词】：农产品 价格 市场分析 展望 湖南 

【中图分类号】：F30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60X（2019）11-0112-04 

农产品是农业中生产的物品,如高粱、稻子、花生、玉米、小麦,以及各个地区的土特产等。国家规定初级农产品是指种植

业、畜牧业、渔业产品,不包括经过加工的各类产品。湖南是一个农业大省,也是我国农产品的主产区,自古以来享有“九州粮

仓”“鱼米之乡”的美誉。湖南的主要农产品在中国占有重要位置:粮食产量居中国第 7位,稻谷产量居中国第 1位,苎麻产量居

中国第 1 位,茶叶产量居中国第 2 位,柑桔产量居中国第 3 位;湖南著名土特产有黄花、湘莲、生姜、辣椒等;湖南的畜牧业和养

殖业产量也位居中国前列,在家畜家禽中,以宁乡猪、武冈铜鹅、湘东黑山羊、临武鸭等最为著名。可以说,湖南省主要农产品生

产为保障全国农产品有效供给做出了重要贡献。课题组通过收集整理相关宏观数据资料,重点分析了湖南主要农产品生产情况和

市场价格变化情况,并对 2019年湖南主要农产品市场价格变化进行预测,以期为相关部门提供农业经济管理决策参考。 

1 湖南主要农产品生产情况 

1.1 粮食生产稳中调优 

2018年,湖南省粮食种植面积 474.79万 hm2,比上年缩减 23.11万 hm2,下降 4.6%。全省各地主动调减单产较低、品质较差的

早、晚稻和双季晚稻,其中早稻面积减小 21.00 万 hm2,下调 14.5%,晚稻面积减小 20.09 万 hm2,下调 13.4%;同时增加单产较高、

品质较优的中稻和一季晚稻,其中中稻面积增加 18.12万 hm2,上调 14.0%。粮食产量 3022.9万 t,虽然比上年减产 1.6%,但仍处于

历史较高水平。其中,夏粮 51.4万 t,增产 5.8%;早稻 755.5万 t,减产 10.8%;秋粮 2216.0万 t,增产 1.7%[1]。 

1.2 经济作物生产呈现“双增双减”态势 

2018年,一方面油料、糖料、蔬菜、茶叶等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和产量出现“双增”态势。其中油料、糖料和蔬菜的种植面

积分别增长 2.5%、2.8%和 3.7%;油料、蔬菜和茶叶的产量分别增加 3.7%、4.1%和 8.9%。另一方面棉花和烟叶等经济作物的种植

面积和产量出现“双减”态势,其中棉花种植面积和产量分别下降 33.2%和 21.7%;烟叶产量下降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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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生猪养殖减量明显,家禽产能增加 

2018 年,全省生猪生产明显下滑,禽肉、牛肉、水产等作为替代品产能增加。全年生猪出栏 5993.7 万头,比上年减少 2.0%,

年末生猪存栏 3822.0万头,同比下降 3.7%;全年肉类总产 479.6 万 t,同比增长 5.3%,其中猪肉下降 0.6%、牛肉增长 5.3%、羊肉

下降 0.3%;禽肉产量 59.7 万 t,同比增长 0.8%,禽蛋产量 105.4 万 t,同比增长 2.1%,牛奶产量 6.2 万 t,同比增长 2.5%,水产品产

量 252.5万 t,同比增长 4.2%[1]。 

2 湖南主要农产品市场运行特点 

2.1 稻米价格持续下滑,早籼米降幅较大 

2018 年以来,我国政策性稻谷拍卖节奏加快,随着拍卖陈粮陆续进入流通市场,供需格局进一步宽松,稻谷价格形成趋势性下

跌行情。稻谷品种内对比,早籼稻走势最弱,晚籼稻和粳稻是市场交易的主流(详见表 1)。 

表 1 2018年湖南稻米批发市场价格变化情况 (元/kg) 

时间 

(年-月) 

批发价格 零售价格 

早籼米 中籼米 晚籼米 早籼米 中籼米 晚籼米 

2018-01 3.79 4.26 4.28 3.96 4.56 4.58 

2018-02 3.78 4.27 4.26 3.98 4.58 4.55 

2018-03 3.77 4.26 4.25 4.00 4.59 4.56 

2018-04 3.72 4.29 4.23 3.94 4.61 4.50 

2018-05 3.66 4.20 4.16 3.90 4.57 4.46 

2018-06 3.61 4.21 4.16 3.81 4.54 4.45 

2018-07 3.59 4.17 4.16 3.81 4.51 4.44 

2018-08 3.46 4.13 4.16 3.80 4.46 4.45 

2018-09 3.42 4.14 4.03 3.66 4.46 4.31 

2018-10 3.39 4.13 4.04 3.62 4.53 4.32 

2018-11 3.42 4.07 4.01 3.65 4.42 4.30 

2018-12 3.28 3.99 3.94 3.61 4.33 4.21 

 

注:数据来源于湖南省粮食局价格监测系统(价格已换算)。 

2.2 食用油价格整体呈下行走势,菜籽油、调和油略有回升 

2018年,湖南食用油市场批发价格呈整体波动下滑趋势,食用油和菜籽油波动明显,调和油波动较缓。其中食用油、调和油、

菜籽油的均价分别为 14.6、13.5、14.1元/L,同比下降 9.9%、9.7%、2.3%(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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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蔬菜价格呈季节性正常波动态势 

2018 年,蔬菜(18 种)平均批发价格为 4.4 元/kg,同比上涨 5.3%。分时段看,2018 年初,受元旦、春节市场需求旺盛影响,蔬

菜价格持续上涨,春节期间涨至全年最高点,比上年同期最高价上涨 25.2%。3—7 月,气温回暖,露地菜相继上市并逐渐进入采收

旺季,本地菜比重增加,蔬菜价格逐渐进入季节性下降。10 月份蔬菜价格同比高位运行,11 月,北方蔬菜主产区秋菜陆续上市,市

场供应充足,蔬菜价格回落明显,低于去年同期水平。分品种看,2018 年,蔬菜(18 种)平均价均有不同程度的上涨,其中莴笋、西

兰花、红萝卜、黄瓜、茄子涨幅较大,豆角、苦瓜、莴笋、茄子、黄瓜、辣椒月价格波动剧烈(详见表 2、图 2)。 

表 2 2018年湖南主要蔬菜市场批发价格变化情况（元/kg) 

时间 

(年-月) 
蔬菜 大白菜 西兰花 白萝卜 红萝卜 莴笋 黄瓜 苦瓜 豆角 茄子 辣椒 

2018-01 6.87 1.57 8.41 1.79 3.19 4.30 4.00 6.21 7.96 4.89 8.05 

2018-02 5.46 1.73 8.87 2.27 3.85 4.72 5.48 8.26 9.62 5.84 8.86 

2018-03 4.49 1.56 6.73 1.87 3.76 2.86 4.66 6.48 7.83 5.24 6.01 

2018-04 3.94 1.72 6.67 1.55 3.10 2.18 3.63 5.67 6.45 4.25 5.75 

2018-05 3.92 2.00 7.58 1.54 3.38 2.77 2.88 4.86 5.02 4.09 5.63 

2018-06 4.11 2.34 8.75 1.77 3.18 4.04 2.63 4.40 4.51 3.40 5.02 

2018-07 3.79 2.03 8.06 1.75 2.81 3.69 2.77 3.47 3.86 2.70 4.58 

2018-08 4.01 2.14 8.31 1.88 2.94 3.93 3.49 3.50 4.49 2.86 4.30 

2018-09 4.73 2.55 9.33 2.05 3.04 4.87 4.55 5.20 6.11 3.73 4.82 

2018-10 4.95 2.46 9.84 2.13 3.26 4.65 4.43 6.16 6.59 4.31 5.96 

2018-11 4.12 1.74 6.61 1.64 3.12 2.93 3.80 5.95 5.44 3.99 5.46 

2018-12 4.04 1.55 4.47 1.47 3.03 2.79 5.26 6.51 6.16 4.28 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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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水果价格总体上行,波动明显 

2018年,水果市场批发价格先抑后扬,均价为 6.40元/kg,同比上涨 12.2%,其中,柑橘、梨、西瓜和葡萄的市场批发均价分别

同比上涨 39.3%、9.0%、10.0%和 5.3%(图 3)。 

 

2.5 茶叶价格持续增长 

2018 年,湖南早春茶产量稳定,茶青品质较去年更胜一筹,价格整体上涨 10%～20%。鲜叶价格低开高走,单芽鲜叶价格由 150

元/kg 上升至 200 元/kg,芽叶鲜叶收购价格一直稳定在 100 元/kg 左右;3 月中旬至清明节前,受鲜叶价格上涨、劳动力成本稳增

等因素影响,产区成品茶交易价格总体增长 15%～50%,湖南春茶交易价在 2 000～3 000 元/kg,清明后雨水前,成品茶价格继续保

持稳定。 

2.6 肉类价格总体波动上涨,涨幅平缓 

2018 年,湖南畜禽市场批发价格总体呈现低增长趋势。12 月,肉类、白条猪、白条牛、白条羊、禽类、白条鸡,鸡蛋的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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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价与去年同期相比,肉类上涨 17.8%,其中白条猪下降 4.9%,白条牛和白条羊分别上涨 2.1%和 24.5%;禽类上涨 33.1%,其中白条

鸡和鸡蛋分别上涨 16.3%和 10.5%(详见表 3)。 

表 3 2018年湖南畜禽市场批发价格变化情况 (元/kg) 

时间 

(年-月) 
肉类 白条猪 白条牛 白条羊 禽类 白条鸡 鸡蛋 

2018-01 45.41 22.84 58.46 47.03 15.26 15.26 10.85 

2018-02 52.89 22.32 70.52 60.38 18.65 18.65 11.17 

2018-03 51.97 20.88 69.40 58.83 17.73 17.73 10.14 

2018-04 44.32 18.96 61.42 47.42 15.18 15.18 7.61 

2018-05 43.77 17.37 60.70 49.00 15.56 15.56 7.80 

2018-06 43.81 16.92 59.48 52.20 17.34 17.34 8.80 

2018-07 43.73 17.23 58.81 51.92 17.16 17.16 8.73 

2018-08 43.99 18.03 58.34 52.07 17.23 17.23 9.91 

2018-09 44.91 19.09 58.19 53.92 18.64 18.64 11.58 

2018-10 45.36 19.84 58.70 54.33 19.31 19.31 11.44 

2018-11 46.61 21.33 58.79 55.23 19.73 19.73 11.55 

2018-12 48.13 21.56 59.39 56.94 19.36 19.36 11.50 

 

2.7 水产品价格低位平稳运行,四大家鱼微幅上涨 

2018 年,水产品市场批发价格在 2017 年震荡下降后一直低位运行,均价 25.69 元/kg,同比下降 31.9%,四大家鱼的市场批发

价格相对稳定。12 月,鲤鱼、鲢鱼和草鱼的市场批发价格与去年同期相比分别上涨 3.5%、16.1%和 7.7%,鲫鱼的市场批发价格与

去年同期相比下降 1.4%(详见图 4)。 

 

3 湖南主要农产品市场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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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测 2019年,猪肉、家禽价格有望上涨,稻谷、菜油价格走势随政策变化,而蔬菜、水产品价格走势仍遵循季节性正常波动,

柑橘价格逐渐回归理性,牛羊、茶叶价格走势平稳。 

3.1 稻谷价格走势随政策性变化,优质优价凸显 

2019 年,受低价政策性稻谷提前开闸和稻谷最低收购价大幅下调等因素影响,稻谷市场价格特别是陈粮价格将趋于下行,而

优质稻米和普通稻米价差进一步扩大,预计特定晚粳米的市场批发价格比普通粳米高出 7%左右,优质晚籼米的价格优于国标一级

晚籼米。 

3.2 菜籽供应平衡偏紧,菜油价格边际弹性增强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支持长江流域油菜生产,推进新品种新技术示范推广和全程机械化。国产菜油产业迎来重大利好。

由于国储菜油抛储已完成,菜油库存消费比降至近几年低位,在国内菜籽减产且绝对量比较少,进口菜籽又受到一定的限制还未

确定完全开放的情况下,菜油整体供需格局逐渐偏紧。从需求端来看,菜油在国内存在一定的消费刚需,近期国内菜油价格大幅波

动,但从长期大方向上来看,菜油的价格预计会呈现稳步向上的走势。 

3.3 蔬菜价格仍以季节性波动为主要特征,总体上稳中略涨 

受季节轮转变化影响,蔬菜生产的地域性、季节性、周期性必然引起菜价的季节性波动。目前,蔬菜在田面积基本稳定,供应

量同比变化不大,价格可能季节性上涨,预计上涨 3%左右。居民膳食结构趋于合理,蔬菜质量安全日渐重视,高品质蔬菜消费更受

追捧。 

3.4 水果价格趋稳上涨 

由于近年柑橘种植疯狂扩展,未来的 1～3 a,将是新栽柑橘大量集中上市时期,总量趋于饱和,激烈竞争之下,市场价格将逐步

回升,趋于平稳,优质优价的局面和趋势会更加明显。另外,水果是健康饮食的重要组成,“水果自由”也是人们所向往的美好生

活的重要方面,高端水果、进口水果在居民水果消费中占比越来越高,水果价格总体上仍为上涨趋势。 

3.5 茶叶价格呈持平走稳趋势 

从当前春茶市场购销两旺的形势看,茶叶供给侧结构性调整逐步到位。预计 2019 年,春茶产量稳定并逐步上涨,排除自然灾

害等客观因素影响,从市场角度来看,品牌方生产与消费者实际需求的关系供需平衡,因此在成本与销售结果不出现大波动的情

况下,春茶价格保持稳定,价格体系多保持不变。 

3.6 猪肉、家禽价格有望上涨,牛、羊不会有明显波动 

受非洲猪瘟影响,生猪及其产品流通受限,产销猪价两重天。2019年生猪供给量的相对下降或将推动价格上涨,由于整体供应

下滑幅度超过消费下降幅度,预计 2019 年全年呈现上涨状态,供给或在下半年更为偏紧。由于家禽产量下降,肉鸡行业景气行情

仍将持续,价格有望保持上涨,而羊肉市场供应较稳定,继续上涨的空间不大。 

3.7 水产品价格走势仍遵循季节性波动 

预计 2019年水产品价格走势仍遵循季节性波动,三季度达年内高点。我国水产品分春秋两季上市,其中 8—10月价格到达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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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性高点,主要原因在于这一期间主要海产品进入休渔期,拉动水产品需求;而伴随四季度休渔期结束后市场供给充足,水产品价

格也进入下降通道。 

4 政策建议 

农产品的价格周期比其他商品来的明显。一是由于农产品的需求曲线弹性较小,导致较少的供应缺口会导致较大的价格波动,

二是农产品生产具有周期性特征,出现集中供应现象,使得供给波动更具不确定性。三是农产品的种植和养殖时间较长,农产品生

产对农产品价格的波动反应滞后[2]。因此,政策调控应该从保障农产品供给、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加强信息化建设、推动农产品

价格机制高效运行和加快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等多方面入手。 

4.1 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保障农产品供给 

抓好农业生产、保证农产品充裕供给;加强储备,保证供应,增强政府调控能力;保障水果蔬菜等鲜活农产品供应,稳定价格水

平以及多举措增加肉类供应,构建农业综合生产稳定提高的长效机制,增强农业发展的后劲和整体竞争力。 

4.2 加强冷链物流体系建设,促进农产品流通发展水平 

加强农产品流通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农产品流通设施占财政支农资金的比例,采取多种方式加强农产品产后初加工、冷藏、

冷链系统建设,提高流通效率,减少损耗。加强农产品市场建设,结合当地实际,加强专业化市场建设。 

4.3 加强农业信息化建设,缓解供需矛盾 

农产品供需矛盾形成的根源是“价格周期循环”。供需变化浮动导致了农业生产波动较大,大多数农民市场经营观念不强,

市场供需变化信息不灵,使生产总是滞后于市场供需,农民利益难以保障。加强信息化建设,加强农产品价格、供给和需求等信息

监测,完善农产品价格监测体系,建立农产品信息数据库,推进“互联网+农业”,使生产和消费有效对接,解决农业供给与需求之

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3]。 

4.4 推动农产品价格机制高效率运行 

灵活运用价格干预政策。一是对生猪等关系人民生活的产品,调控的重点应以增加储备为主,通过储备吞吐对市场进行调节。

同时,为增强猪肉产品的过节竞争力应适当增加猪肉加工等环节的投入补贴。二是逐步扩大对大宗鲜活农产品的价格调控政策的

覆盖范围。丰富农产品价格调控工具。一是建立反周期补贴制度,二是将农产品价格支持政策法制化。完善农产品价格调控操作

方法。一是提早公布最低收购价,使其发挥对农民粮食生产的引导作用。二是增加最低收购价的收购库点,缩小各地农民因售粮

距离不同而产生的价格差距。总体来说对进口控制较严的产品,调控的重点应以提高最低收购价为主,增加投入补贴为辅,对市场

开放度高的产品,应以增加投入补贴为主,提高最低收购价为辅。对粮、棉、油等大宗农产品应以价格干预政策为主,对蔬菜、水

果等鲜活农产品应以提高农产品市场博弈能力和加强信息指导为主[4]。 

4.5 加快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提高农民市场博弈能力 

从政策、资金、技术等方面支持农民专业合作社和农业协会的发展,使农民在生产中形成适度规模经营,降低交易成本和物

流成本,建立企业与农户的利益分享机制,提高农民抵抗风险的能力[5]。加大流通主体扶持,支持零售企业开展与农产品生产龙头

企业、专业合作社等直接对接,对销售当地农产品给予零售企业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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