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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莓论克卖变论斤称”“山东樱桃价格五
折了”“西瓜越来越便宜”……水果降价，成为
消费者近期热议的话题。本报记者走访多地，
倾听消费者和果农怎么说。

多种水果进入“降价通道”

“我常买的那家水果店，麒麟西瓜5斤才
10元，基本实现了‘吃瓜自由’。”家住山东青
岛的赵聪对记者说，“今年感觉西瓜降价降得
早，单价每斤2元左右，水果店内250克的西
瓜果切还常有首件0.1元的活动，便宜又好
吃。”

跟赵聪有同感的还有北京小伙陈思远。
“不仅是西瓜，印象中有点‘小贵’的芒果、杨
梅、蓝莓这些水果也有不同程度的降价。”陈思
远给记者看了看他的购物车，海南芒果、国产
蓝莓等水果满满一车，结账时不到100元。

在位于北京魏善庄的这家超市，记者看
到，各类水果琳琅满目，引来不少顾客挑选购
买：麒麟西瓜1.99元/斤，内蒙古甜瓜4.99元/
斤，久红瑞甜瓜2.5元/斤，妃子笑荔枝9.50元/
斤，樱桃9.99元/斤，大黄杏2.88元/斤，毛桃
2.99元/斤，丑橘3.99元/斤……

“麒麟瓜今天一斤便宜了3角，前几天还
2.29元一斤呢。”超市工作人员介绍，同样便宜
的还有国产樱桃，如今正值国产樱桃大量上
市，超市里售卖的樱桃也从刚上市时的几十元
一斤降至不到10元一斤。

一起进入“降价通道”的还有蓝莓、荔枝等
高价水果。曾因价高而让不少消费者望而却
步的蓝莓，最近的价格走起“亲民”路线，与4
月份上市之初相比，产地青岛的蓝莓批发价从
70—80元/斤降至50元/斤。盒马鲜生门店
售卖的广东、海南“妃子笑”荔枝，每900克或
450克售价均为25.9元。跟月初相比，价格已
经下降超过50%。

据农业农村部监测，6月份以来水果价格
总体呈下降态势。7月5日“农产品批发价格
200指数”为114.23，比6月3日下降0.55个
点，而重点监测的6种水果平均价格为7.15
元/公斤，比6月3日下降0.16元。此外，西
瓜、巨峰葡萄和鸭梨降价幅度较大。

“水果降价，对我们消费者而言肯定是好
事。”陈思远说，“但比起价格，我还是更注重质
量。前两天我在另外一家超市买的本地杨梅，
虽然便宜但酸涩得很。现在水果不分四季不
断供应，不论南北，想买就有。相比价低不好
吃，我还是更倾向于选择价格略高但口感好的
水果。”

商务部研究院流通与消费研究所所长董
超告诉记者，随着国内水果种植技术、面积提
升以及物流冷链快速发展，消费者对水果的消
费态度也发生了变化，享受型消费成为主流。

“许多消费者抱有‘宁咬仙桃一口，不吃烂杏一
筐’的心态，这种需求的变化深刻影响着从种
植到销售的各个环节。”董超说。

果农有喜也有忧

水果降价，果农有喜有忧。
“今天我们采摘了6万斤，这基本是今年

最后一批芒果了。”在海南从事热带水果售卖
的林义明告诉记者，芒果自5月中旬上市以
来，平均日采摘量上万斤，现在的售价已经比
上市时低了约1.5元/斤。“芒果虽然降价，但我
们的芒果通过与电商平台合作销往全国各地，
销量很大，很受消费者喜爱。”林义明说，“这是
海南昌江的鸡蛋芒果，味甜，口感吃起来像奶
酪，每天都有不少朋友联系我下单。雨水大的
那几天，采不了芒果，顾客都会提前下单等待
发果。”除了芒果外，还有一大批百香果、荔枝、
菠萝等水果在售，林义明说：“马上牛油果也要
上市了，今年我们扩大了这类进口水果品种产

量，得益于海南得天独
厚的种植条件，果子品
质好、价格低，预计能有
一个大丰收。”

然而，江苏丰县大
沙河镇上的油桃果农陈
素侠有些发愁。“今年雨
水多，桃子个头小，卖不
上好价钱。”陈素侠告诉
记者，她家里既有大棚
也有果园，种植多个品
种桃，包括新沂白凤水
蜜桃、本地水蜜桃、油

桃、蟠桃等。“像新沂白凤水蜜桃，批发价12
元/斤，品种特点就是个头大，但今年个头偏小
不好卖；奶油蟠桃刚上市时候也卖十几元一
斤，现在已经降价到5、6元一斤了。”陈素侠
说，“你看，我凌晨4点拉了10箱桃来，上午只
卖了一半。”

近期，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西瓜的
日上市量超2000吨。由于西瓜是夏天消费
者常买的水果品种，虽然量大价低，瓜农却不
太担心卖不出去。“麒麟的批发价格，每公斤
3.4元至3.6元，甜王每公斤1.4元至1.6元，比
去年便宜多了，差不多是一半吧！”西瓜商户
蒋林告诉记者，她的档口每天就能卖出近40
吨西瓜。

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总经理张月
琳介绍，目前市场上的麒麟瓜产地以天津、江
苏和山西为主，甜王瓜的产地以东北和北京顺
义、河北保定地区为主，小西瓜的主要产地则
聚集在山东、甘肃、北京大兴，东北地区的西瓜
也即将上市。“今年西瓜产量大，供应特别充
足，价格下降明显，随着后续西瓜上市量持续
增加，价格还有一定的下调空间。”张月琳还给
记者举了个侧面例子：炎夏以来，新发地市场
对冰块需求量大增，制冰厂开足马力，加大冰
块的生产制造，每天的供应量达上千吨。“冰块
主要用于蔬菜和水果的保鲜，这就能看出蔬菜
水果供应量有多大。”张月琳说。

供求关系变动是降价主因

为啥水果变便宜了？
首先是供给丰富。中国是水果生产大国，

辽阔的地域、优良的气候和种植传统，为各种
水果的生产、选育提供良好的条件。以西瓜为
例，根据国际粮农组织统计，中国西瓜产量多
年稳居世界第一，约占全球产量六成。近年
来，中国持续加强优质农产品的种子选育、种

植推广，使水果产量、品质双双得到提升。
供求关系的变化进一步主导价格。“今年

水果供给相对充足，冷库存贮水果清库销售，
应季时令水果陆续上市，拿西瓜来说，今年入
夏早、气温高，露地西瓜提前成熟，增产幅度
大，导致阶段性供给显著增加。”董超说。

部分水果今年价格下降明显，也与气候相
关。国产车厘子的晚熟品种采摘期只有5—7
天，晴天采摘可保存5天左右，雨天采摘仅可
保存1天，与今年的荔枝相似。由于国产车厘
子主产地今年雨水较少，适宜的气候推动其价
格稳中有降。

蓝莓等水果价格的下降则与国内产区崛
起有关。截至2023年，全国蓝莓种植面积接
近115.5万亩，产量52.5万吨。山东、吉林、辽
宁、贵州、云南等多个省份掀起规模化种植热
潮。其中，云南蓝莓种植面积
17.6万亩，产量10.5万吨，占
全国产量20%。在蓝莓行业
做了十几年的张卫国介绍，气
候是云南产区一大优势。得
益于气候，云南蓝莓最快下
果。早熟品种12月左右即可
上市，填补了进口蓝莓和国内
其他产区蓝莓的空档期。“云
南产区不仅种植面积增加，新
品种果形大、口感甜、上市早，
国内其他产区仍在改良品
种。”张卫国认为，新产区发展
带来产量的增加，某一阶段内
产量与需求的不匹配必然导
致价格波动。与此同时，新品
种从试种到成熟也带来价格
的下降，这是每个新品种发展
的必经之路。“技术、品种成熟
了，市场就充分竞争了。”

此外，业内人士指出，不
同品质水果的价格差距在拉
大。一方面是优质优价，新品
种价格好、高品质价格优、大
品牌价格高。入夏以来西瓜
价格总体下行，但不同品种、
品质、品牌的差距依然明显。
另一方面是低质低价，直播带
货成为销售重要渠道，越来越
多的水果在线上以低价畅销。

多位生鲜水果商家告诉
记者，在各大平台价格竞争的
浪潮之下，商家需要持续为水

果投入大量流量资源和补贴等，需要到源头拼
供应链，降低价格的同时也要提高认知度。“我
们这个行业的竞争逻辑也在变化，从以往的单
一价格竞争转向价格、服务、品牌等多维度综
合竞争。”林义明说。

“中国人口众多、需求多样，高中低价的果
品都有其存在价值和目标市场。无论价格高
低，都要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在提质增效上
做文章。”董超说，“水果降价对主营水果产销
的上市公司来说是一个较大挑战，各家公司可
能会通过不同的业务策略和发展方向来适应
这一挑战，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降价带来的
冲击。对于果农来说，面对价格周期性波动，
如何避免盲目扩种带来经济损失，需要经营主
体掌握市场规律，合理安排生产。”

据中青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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