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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蔬菜价格形成及影响因素分析 

罗琴
1
 

（重庆市农业科学院 农业经济与乡村发展研究所，重庆 401329） 

【摘 要】：鲜活农产品一头连接农民“钱袋子”，一头连接市民“菜篮子”，农产品保供、稳价、提质是政府

工作的重要民生目标。通过对重庆市蔬菜产地价、批发价、零售价对比分析发现，重庆市蔬菜市场从批发到零售间

流通环节的加价占比较高；重庆市蔬菜价格主要受到供求规律、流通因素、生产成本和突发因素的影响；从增强蔬

菜产业的均衡供应能力、抗风险能力和成本控制能力方面为重庆市蔬菜保供稳价提出了建议。 

【关键词】：蔬菜价格 影响因素 对策 

【中图分类号】S-9【文献标识码】A 

蔬菜作为人民生活必需品，其需求弹性较小，价格上涨会明显影响市民的生活水平和幸福感；同时蔬菜产业作为农业农村

发展的主导产业之一，其价格降低则会严重打击生产者经营积极性和持续性，影响菜农增收致富。近年来，重庆市蔬菜生产能

力逐年稳步提高，2013—2018 年蔬菜生产面积由 68.04万 hm
2
增加到 73.92万 hm

2
，产量由 1545万 t 增加到 1933 万 t。2018年

重庆市蔬菜人均占有量达 623.1kg，家庭人均菜及菜制品消费量 132kg，整体而言，重庆市蔬菜生产能够较好满足居民需求。但

重庆市蔬菜仍然存在量和品种供应的季节性失衡；蔬菜产业存在流通体系区域性发展不平衡；蔬菜市场面临着消费者需求升级、

宏观经济环境变化、重大事件、气候灾害等常态或突发因素的挑战。最终，重庆市蔬菜价格特征集中体现在蔬菜零售价格较高、

价格波动较大方面，直接影响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市场预期，影响市民对“菜篮子”的满意度。 

本文认为重庆市蔬菜价格的形成在产业链上遵循从生产到产地、中转地、销售地等各级批发市场再到零售市场逐级加价的

过程，通过利用重庆市农业农村委按月公布的产地、批发、零售价格数据，本文重点分析重庆市蔬菜价格纵向形成及其过程中

各类价格影响因素，从而提出重庆市蔬菜保供稳价的对策建议。 

1 重庆市蔬菜价格形成 

1.1蔬菜价格的产业链传导 

蔬菜产销模式决定了蔬菜产业链的环节，了解蔬菜产业各大环节，对分析蔬菜价格形成具有重要意义。随着政府扶持力度

加大，电子商务等新型交易方式的扩大应用，“农零直接”对接模式不断出现，如农超、农餐、农校、农企、农社、农网、农

展、集团采购等产销对接模式，产销直接对接，中间环节少，产业链条缩短。但以蔬菜批发市场为“中间集散”组织，连接“小

规模生产”与“小规模消费”的传统流通模式是我国农产品流通的主流渠道、主要业态。从蔬菜产业链纵向发展来看，链条环

节主要包括产前物资供应、生产、分销、零售环节，最终到达市民消费，其中每个环节涉及不同利益主体。一是产前农资供应

环节，包含的农资部门主要有种子、秧苗、肥料、农药等，农资价格上涨会直接推动蔬菜生产成本增加；二是农产品生产环节，

包含农户、合作社、家庭农场等生产经营主体；三是农产品批发分销环节，批发环节比较复杂，环节数量、距离、损耗、运输

成本等集中发生在此环节中；四是零售环节，主包含以超市、集市为主的零售商，最终进入餐饮、食堂、居民等终端消费群体。 

                                                        
1作者简介：罗琴（1989-），女，重庆人，硕士，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农业经济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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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蔬菜价格信号的产业链纵向传导机制，较多的观点认为传导的起点是蔬菜的生产成本，终点是零售价格。零售价格的

形成是在生产价格的基础上，通过各级分销商的层层加价而形成的。宋长鸣等（2013）研究认为，市场经济条件下，无论是菜

农，还是各级蔬菜分销商和零售商，出发点都是利润最大化或损失最小化，蔬菜纵向流通渠道中各级分销主体所面临的价格是

市场竞争形成的结果，初始环节的生产成本和各级分销商的加价行为只是表象。但是无论如何，结合蔬菜纵向产业链条的各个

环节，沿着产业链，产品、信息、资金完成了从产业链的起点农资供应到终点零售销售的流动过程，在这期间资金的流动在形

式上表现为蔬菜价格在产链条上各环节的变动，形成价值的增值，最终以零售价格的形成完成最终消费，实现价值的增值（姜

雅莉，2013）。 

1.2重庆市蔬菜价格的构成 

利用重庆市农业农村委按月度公布的“重庆市大宗农产品产销形势分析月报”，整理提取 2016年 4月—2020年 8月间重庆

市监测蔬菜产地、批发、零售价格月度均价数据，分析不同市场的价格特征。 

从产地、批发、零售价格的月度时间序列整体走势来看（见图 1），产地价与批发价、零售价的走势差异比较明显，批发价

和零售价的整体走势更为接近，说明零售价格变化受批发价的影响较大，批发市场和零售市场的价格变化更加协同一致，批发、

零售市场整合程度较高、联动性较强。 

从蔬菜价格的构成来看，产地价的占比平均为 35%，产地到批发市场的加价占比平均为 17.5%，批发到零售市场加价占比平

均为 47.5%，整个流通环节加价占比达到 65.0%。说明重庆市蔬菜流通环节可能存在导致零售价格较高的主要因素，尤其是批发

市场到零售市场这段市内流通距离中发生的一系列交易成本。比如，此处统计的蔬菜批发市场价格为重庆双福国际农贸城的监

测价格，重庆双福国际农贸城是一级批发市场，所以流通环节价格加价高可能与批发到零售之间流通环节多有关；重庆市多山

的地理环境可能导致蔬菜交通运输成本较高；全市仓储冷链保鲜建设不足、不平衡或增加蔬菜的腐损率。 

 

图 1重庆市蔬菜产地、批发、零售价格（元/kg) 

2 重庆市蔬菜价格影响因素 

2.1供求规律 

蔬菜作为商品，价格波动首先受到一般供需关系的影响，供给与需求是影响蔬菜价格变化的关键因素。当供给量高于需求

量的时候，蔬菜就会过剩，其价格会回落，当供给量不足的时候，蔬菜就会紧缺，价格也自然会上涨；供给与需求的弹性越小，

价格的波动就会更加剧烈，反之，则相对平缓。从供给来看，不同气候、地域条件下，蔬菜生产有其自然特性，存在蔬菜周年

供应上的淡旺季矛盾，比如，华南地区存在夏淡和秋冬春旺季；长江流域存在春淡和秋淡；黄河流域存在春淡和夏淡；东北及

西北地区存在半年淡季和半年旺季。从需求来看，一是春节等大型节假日前后，居民对蔬菜需求量大幅增加，大部分的蔬菜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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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都会上涨；二是在城镇居民人口数量不断增加的过程中，蔬菜的消耗量也逐年攀升；三是居民膳食结构的改变，蛋类与肉类

等的价格变化影响，居民对蔬菜的需求也是有所变化的，在供需变化的情况下，蔬菜价格自然变化。 

可以看出，重庆市蔬菜生产能力逐年稳步提高，2013—2018 年蔬菜生产面积、产量和单产均在增加，虽然全市常住人口的

逐步增加，人均蔬菜产量也在不断提高，并位于全国前列。同时，家庭人均菜及菜制品消费量增加不明显，2018 年甚至有所下

降。说明，整体而言，重庆市完全能够实现蔬菜总量自给，生产供应量超过居民需求。但重庆市蔬菜市场仍然存在季节性供给

及供需矛盾，一是春节前后的供不应求，虽然重庆市蔬菜供应量达到全年顶峰（见图 2），但是供应品种 60%以上是青菜头（鲜

食、加工），近 80%是青菜头、萝卜、儿菜、莲白，无法满足市民在大型节日对蔬菜品种多样化的需求。二是 4—5月蔬菜市场供

应短缺，形成蔬菜供应的春淡季节。三是重庆在 9月由于夏季蔬菜退市，气候不稳定，秋季新菜不能及时补充，市场需求增加，

从而导致蔬菜市场出现短暂的供不应求，价格暂时性上涨。 

 

图 2重庆市蔬菜生产周年供应情况（2016～2017年） 

2.2生产成本 

蔬菜生产成本主要包括土地、劳动力、农资等生产要素投入，而这些要素费用的变化与城镇化发展存在重要关联，可以说

城镇化的加速发展推动了蔬菜生产劳动力、土地等要素资源的价格上涨。城镇的快速扩张，使大量的农民脱离农业生产，出现

大量兼业农户和非农户，城镇人口数量快速上涨，随着传统农民的退出，城市周边的很多土地都用于建设开发，城郊蔬菜种植

面积减少，本地的蔬菜量供应不足；土地稀缺导致土地租金上涨；大量农村劳动力向二三产业转移，蔬菜作为劳动密集型产业

生产面临劳动力缺乏和雇工费用上涨双重压力。种种生产成本因素导致蔬菜价格上涨。 

重庆市城镇化率不断提升，由 1996年的 29.5%上升到 2018年的 65.5%；根据对历年《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数据

整理，重庆市劳动日工价由 2011 年的 36.3 元增加到 2018 年的 85.4 元，增长 57.49%，年均增长率 13.00%，增长幅度位于 60

个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大中城市前 1/3。全国大中城市蔬菜平均成本各类指标自 2006 年以来整体上涨，尤其是人工成本

占比最大、涨幅最大。 

2.3流通成本 

蔬菜流通成本，是将蔬菜从生产地输送到消费地，以满足消费者需求的过程中发生的成本。根据流通经济学解释（卢凌霄、

蒋丽娜，2010），蔬菜流通活动的存在主要是因为生产与消费存在时间与空间的差异：各地自然资源和生产习惯不同，蔬菜生产

形成专业区，合适的流通活动有助于各地不同品种蔬菜互通有无；蔬菜供给有明显的季节性，而需求则贯穿全年，流通承担了

将产品加工、储藏、供应的功能。此外，蔬菜容易腐烂，必须鲜食消费，只有在技术、运输条件改善后，蔬菜才有可能远距离

运输和消费。蔬菜流通面临很多如交易、储藏、运输、加工、标准化、信息等专业性活动，涉及包括菜农、产地批发商或收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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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物流商、市场批发商（多级）、零售商、终端消费者等多类经济主体，其流通成本主要体现在流通环节和运输成本上。 

从前文的分析可以发现，重庆市蔬菜流通环节比较多，城乡差异较大，流通体系发展很不均衡。重庆蔬菜从产地之后到零

售市场的流通环节加价达到了 65.0%，远远高于全国水平，尤其是市内流通成本更是达到了 47.5%。一方面流通环节过多，每一

个环节上的经济主体的实施费用加价，累积起来，导致终端蔬菜价格居高不下；另一方面农产品流通制度及设施建设滞后，如

没有统一标准、包装技术比较落后、冷链物流滞后等造成的蔬菜产品损耗等成本，最终由消费者承担。蔬菜流通中的运输成本

是流通的主要成本，包括燃油费、人工费，而这些费用都在逐年增加。 

2.4突发因素 

突发和偶然事件会在短期内引起蔬菜价格出现异常变化。蔬菜生产活动极易受气候的影响，异常气候条件往往是导致蔬菜

价格异常波动的重要原因。比如，2011 年春季南方多地遭遇低温天气，甘蓝、大白菜等上市期推迟并与北方蔬菜上市期碰头，

造成 4月价格大跌（《中国蔬菜》编辑部，2012);2014年春季北方地区的气温明显高于历年同期，部分蔬菜熟期提前，北方提前

上市的蔬菜与南菜北运的蔬菜“撞车”，造成市场供大于求，菜价持续下跌；2016 年全国各地寒潮、暴雨、台风、龙卷风、厄

尔尼诺、雾霾等极端恶劣天气频发，对蔬菜生产和流通产生不利影响，导致蔬菜价格剧烈波动（马兆红，2017);2018 年秋季气

候条件好，同时秋季蔬菜受夏季高温强降雨推迟种植，在 11 月集中上市，与部分提前上市的冬季蔬菜叠加，导致 2018 年末和

2019年初蔬菜价格大幅下跌（张晶等，2019）。 

另外，2020 年新冠疫情的突然爆发对蔬菜生产、流通、消费产生巨大影响。根据重庆市农业农村委发布的农情监测情况，

2020年 1月，受节日效应及疫情造成恐慌性抢购影响，重庆市蔬菜批发价环比、同比均明显上涨，尤其是春节期间，涨幅较大。

2020年 2月，受全国新冠疫情影响，重庆市蔬菜产业受到冲击较大，主要表现为各蔬菜基地用工不足，节后运输物流暂时受阻，

部分蔬菜品种流通不畅；零售端农贸市场摊贩未能迅速复工、蔬菜供应相对不足、进货价格高，零售价上涨幅度明显。 

3 重庆市蔬菜保供稳价对策建议 

3.1增强蔬菜产业的均衡供应能力 

蔬菜的全年均衡供应能力建设要与不同阶段市场需求特征相适应。在春节前后重庆市蔬菜市场供需矛盾导致蔬菜价格高，

此时重庆市的本地蔬菜上市量虽然在全年中较高，但是以青菜头、萝卜、白菜等应季大陆菜为主，品种较少，且产量最高的青

菜头大量用于加工，不足以满足节日期间市民对多样化“菜篮子”产品的激增需求，蔬菜零售价格表现出季节性的高价。因此，

重庆市蔬菜均衡供应能力建设的重点在于增强春节等重大节日期间的多种类蔬菜的供应能力，一是政府及市场相关单位要加强

省级蔬菜生产基地的长效稳定紧密合作关系，推进外延蔬菜基地的建设，保障节假日各类蔬菜的稳定供应；二是要强化本地设

施蔬菜基地的建设，适当调整蔬菜种植结构，调减大宗菜、增种错季菜、补充特色菜，提升蔬菜多样化自给水平；三是要加快

农产品冷链物流体系建设，实施农产品仓储保鲜冷链物流工程，以特色农产品优势区产地批发市场为重点，开展农产品骨干冷

链物流基地建设，降低腐损率，通过冷库等贮藏保鲜设施，实现收购、储藏及错峰销售。指导各地加强村镇田头市场规划布局

和建设，支持推动产业化龙头企业、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等新型经营主体建设产地田头冷藏保鲜等设施。通过平衡蔬菜全年

各阶段量和种类的供给能力来稳定不同需求阶段蔬菜市场的价格水平。 

3.2增强蔬菜产业的抗风险能力 

3.2.1抗自然风险。 

政府和企业层面要加强对生产基地和农户水利、交通、大棚等基础设施和生产设施的建设投入，弱化气候、灾害、重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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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等突发因素对蔬菜生产流通带来的不利影响；政府层面要建立完善的气象灾害监测预警机制，加强农业部门、气象部门、流

通部门间的信息交流，及时、准确的发布气象信息，指导生产者采取避险措施；全市鼓励探索实施蔬菜价格保险政策，对蔬菜

价格保险制度进行财政支持，适时启动蔬菜价格保险机制，降低农民因受到不利天气影响而造成的损失。 

3.2.2抗市场风险。 

建立完善市、区县、乡镇（基地）三级鲜活农产品市场监测预警机制，适时启动地产鲜活农产品“日监测、日报告”制度，

掌握产销情况，加强与发展改革、商务部门的对接，及时掌握调度市场供需信息，通过官方网站、微信公众号、新闻等多样化

平台及时、准确公布蔬菜生产信息、各级市场信息，组织专家会商研判市场行情，引导蔬菜生产和流通安排，稳定生产者和消

费者市场预期。 

3.3增强蔬菜产业的成本控制能力 

3.3.1控制生产环节成本。 

近年来蔬菜生产的物质与服务费用、人工、土地成本增长较快，尤其是人工成本占比最大且增长最快，城乡融合发展、劳

动力流动加快促使农村劳动力机会成本增加，加上重庆市大山区地理条件形成了蔬菜生产对劳动力的依赖程度较高，导致重庆

市蔬菜生产整体成本较高。建议加大蔬菜产业科研投入及推广服务，通过品种改良、山地小型机械化研发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土

地产出率；加大支农惠农政策支持，补贴种子、化肥、农药等生产企业以降低农资成本，通过地租补贴等方式降低农户、企业

等生产经营主体的综合生产成本。 

3.3.2控制流动环节成本。 

重点在于解决生产到消费最后一公里的问题，减少农产品流通环节，建立稳定的产销对接机制，发展农村电商，搭建农产

品产销对接平台，组织大型批发市场、连锁超市与生产企业和基地对接，探索发展基地和社区对接、市民和基地的互动认养、

认种等对接形式，缩短蔬菜生产到消费的生物足迹，倡导优先本地生产、本地消费。 

参考文献： 

[1]宋长鸣，徐娟，章胜勇.蔬菜价格波动和纵向传导机制研究——基于 VAR和 VECH模型的分析[J].农业技术经济，2013(02): 

10-21. 

[2]姜雅莉.蔬菜价格波动及传导研究[D].咸阳：西北农林科技大学，2013. 

[3]卢凌霄，蒋丽娜.基于流通经济学视角的蔬菜价格波动问题研究[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10(05):57-63. 

[4]马兆红.2016年蔬菜产业大事记[J].中国蔬菜，2017(1):1-7. 

[5]张晶，孔繁涛，吴建寨，等.我国蔬菜市场 2018年运行分析与 2019年展望及对策[J].中国蔬菜，2019(1):7-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