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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价农产品再调查之三

“豆你玩”，玩不起了！
豆商>>

前期赚的后期要赔进去
市场>>

春节前涨价“底气不足”

元月 2 日，记者走访了

市区几家农贸市场了解到，

目前绿豆保持在 13 元/公斤

的价位。虽然相较去年最高
25 . 6 元/公斤的价格下降不
少，但仍处高价运行。“比起
夏天，绿豆是便宜了不少，但

是销量一直上不去。”经营杂

粮生意的陈雷告诉记者，北

方城市对于绿豆的需求量远

远不如南方城市，绿豆大多

还是作为消暑解渴的夏季杂

粮，立秋之后，绿豆销量就出

现明显下降。目前 13 元/公

斤的价格已经稳定了相当长

的一段时间，估计直到春节

前绿豆价格都不会出现再度

上涨的情况。

采访中，有经销商称，临

沂市场上销售的绿豆主产自

东北等地，由于去年年初东三

省遭遇干旱导致绿豆减产，致

使价格出现了大幅上涨。张庆

科告诉记者，他历来都是直接

从东北直接进绿豆，而去年绿

豆特别难收。“当地农民种绿

豆的越来越少了，因为 2008

年、2009 年绿豆收购价每斤

只有 3块来钱，远不如种玉米

赚钱，所以去年绿豆种植面积

也少，产量也少，农民惜售心

理也加强了，低价根本收不到

豆子。”

至于“游资炒豆”这一说

法，张庆科认为临沂市场上不
会有这种情况，因为临沂的大

部分经营户都是小户，资金比

较紧张，进货之后需要在很短

的时间内就转手，否则资金链

就会出现断档，因此不存在临

沂经销商炒作豆价的可能性。

正因为需要尽快出手来回笼

资金，所以即使豆价下跌，很多

经营户也不得不贱卖。

前景>>

捂紧钱袋 观望为先
经历了 2010 年的大起

大落之后，进入 2011 年绿豆

的走势会如何呢？对于这个

问题，各家批发商都显得特

别谨慎。记者发现，目前各杂

粮批发商普遍存在两种心

态：尽快抛售和压货观望。陈

琳说自己属于前一种，“做生

意有涨有跌很正常，对今年

绿豆的走势谁也不清楚，能

卖还是尽量卖一点吧。”

不过像陈琳这样尽快抛

售绿豆的批发商还是少数，更

多的人选择了囤货观望。一位

经销商告诉记者，绿豆等杂粮

存放时间较长，夏季收获的新

豆，到来年照样卖得上价钱，所

以在资金允许的情况下，很多

经销商不愿意低价出货，因为

现在的行情是卖的越多亏的

越多。

一位长期从事豆类批发

的经销商分析，大多数人之

所以都持观望态度，主要是
对绿豆价格再度上涨存有一
定的信心。因为按照以往经

验，每年 3、4 月份是绿豆价

格上涨的时期，因为这时候

很多零售商都开始批发绿

豆，准备在天热的时候出售，

如果绿豆价格能够再维持 3

个月不跌，那么价格有可能

迎来再度上涨。但无论上涨

还是下跌，肯定不会再重演

去年的“过山车”，没有游资

从中炒作，农产品大幅涨价

的可能性不大。

文/片 本报记者 邵琳

独家

调查

2010 年，绿豆价格率先出现疯长，“豆你玩”、“绿豆贵过猪肉”之类的词句也频频见诸网

络、报端。然而，随着发改委重拳出击严惩游资炒作绿豆，加上张悟本绿豆养生神话破灭等
因素影响，一时间绿豆身价大跌，“豆你玩”成了“豆你哭”。从最高 25 . 6 元/公斤再到如今 13

元/公斤，短短半年时间内绿豆价格大跳水，让很多经营户欲哭无泪。进入 2011 年，绿豆走势
愈发显得扑朔迷离，很多经营户纠结于一个问题：卖还是不卖？

高价农产品再调查之四

“蒜你狠”，算计了谁？

蒜农>>

赚到了，种蒜成本也提高了
曹兴国是苍山县开发

区小山子村村民。提起今

年的蒜价，他坦言，这一季

大蒜的确让他们赚了一
把，但莫名其妙的蒜价也
着实让蒜农们“措手不及”。

去年，曹兴国家种了 5

亩大蒜，6月份共产下蒜头
1万斤左右。新蒜问世的时
候，蒜头的收购价每斤 1.6

元，和往年无异。他决定再

等几天看看行情再出手。7

月 10日，收购价涨到每斤
4.7元，喜出望外的曹兴国

觉得，这已经超出了他的

预期，迅速出手卖掉了
5000 斤。期盼着能再次得

到意外惊喜的他，还留下
了1500公斤，决定惜售。

两个星期后，他以收
购价每斤 5.3元的价格把

剩下的大蒜全部卖掉了。

他算了算，这一季的大蒜，

总共卖了将近4万块钱。

然而，蒜价的飙升，随

之而来的是下一季大蒜种

植成本的提高。“蒜种的价

格已经涨到了每公斤 11

元，5 亩地共需要 1300 公

斤蒜种；化肥、塑料薄膜、农

药、浇水……”老曹给记者

算了一笔账，种 5亩大蒜，

除去人工，还要花掉 15000

多元的成本费。

在经历了三年前的

“贱蒜如泥”，曹兴国和村民

们，对于飙升的蒜价有着

复杂的感受。欣喜？但更多

的是对来年蒜价的担忧。

下一个蒜季的行情又会怎

样？曹兴国说不上来，被动

地等待着。但他清楚，“如果

下一季的蒜价每斤低于 2

块钱，那我就要赔钱了。”

零售商>>

亲眼目睹蒜价涨涨跌跌
常年在临沂站前农贸市

场摆摊的孙士强，这三年也
做起了大蒜零售生意。

1 月 5 日，孙世强告诉记

者，一个月前蒜价突然下跌，

最低的时候每斤才 3.5元。然

而，5 天前，蒜价又像是打了

鸡血似的，短期内又蹿到了每

斤 5.5元到 6元不等。

“这几天，大蒜的批发价

一直在涨，今天涨 3 毛，明天

涨 2 毛，就这么涨起来了。”

孙世强说，“不知道会不会又

要涨到每斤 8、9 块。”

每隔一个星期，孙世强就

开着自己的汽油三轮车去苍山

县神山镇，从蒜农家里收购大

蒜。多的时候能拉回2千多斤，

少的时候只能收到500多斤。

“这样直接从蒜农手里

收购大蒜，再拿到市场上卖，

比别人少了批发环节，还能

多挣点钱。”孙世强说，然而，

元旦期间，他去村里收购的

时候，却发现现在蒜农家里

基本没有大蒜了，大部分已
经被蒜商收购存进冷库。

“越是蒜价低的时候，越

没有人买。现在涨价了，倒是

有不少人来买，”孙世强笑着

说，“这倒是一个奇怪现象。”

但孙世强坦言，不管蒜

价跌还是涨，大蒜的行情对

于零售商的影响并不大。

“蒜你狠”，这个词伴随着 2010 年下半年蒜价的一路飙升，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从 3 年前的“贱蒜如泥”，到 3

月前的贵过猪肉，如今波澜尚未平息。坐着过山车的蒜价，到底拿谁的利益开玩笑？

收购商>>

不赔钱，就等于赚到了

◆核心提示◆

当蒜农和蒜商们对下一
季大蒜行情表示忧虑时，苍
山县蔬菜局副局长付成高告

诉记者，虽然市场调节存在

一定的自发性和滞后性，但

目前就全县大蒜种植面积来

看，稳定占据了上风。

2009 年，苍山县大蒜种植

面积在 26 万亩。经历了 2010

年大蒜起起伏伏后，如今经过

统计，苍山的大蒜种植面积仍

稳定在 26万亩左右。

“没有出现因为蒜价上涨，

蒜农蜂拥而上扩种的现象。”付

成高说，“这个消息对于苍山蒜

农来说，有可能是个好消息。”

由于 2010 年大蒜价格

飙升，蒜种的成本随之大幅

度上涨，最终导致蒜农种蒜

的成本相对增多。同时，全县
11 个大蒜主产区乡镇的农民

常年以种蒜为生，早已把家

家户户所有的农田种上了大

蒜，无疑限制了大蒜种植面

积的再次扩展。

而蒜农们的风险意识
提高，则是影响种植面积是
否稳定的关键因素。付成高

表示，这是在“蒜你狠”层层
迷雾中，让他感到欣慰的事
情。

文/本报记者 王逸群

政府>>

蒜农风险意识提高了

在张庆科的仓库里，还存

放着几十吨绿豆。他告诉记者，

这些绿豆是今年 10 月份以

13.4元/公斤的价钱进的货，而

如果按照现在的市场价卖出

去，他这一仓绿豆要赔6万多。

“不赔本就是赚到了。”

采访中，谈起上一季收购大

蒜以及甩手卖掉的经历，常

年从事收购大蒜生意的苍山

人于秀飞如是说。

2010 年 6 月份，大蒜刚

刚上市时收购价每斤 1 块钱

左右，没有蒜农愿意出售。短

短的 3 天后，大蒜的收购价

被抬到了每斤 3 块钱。“收购

价从每斤 3 元涨到 6 . 2 元，

经历的时间更短。”被一路飙

升的大蒜收购价吓蒙了的于

秀飞突然清醒了，而此时，他

已经收购了 5 万公斤的大

蒜，他决定收手。

虽然收购价最低每斤 3

元左右，最高的达 6 . 2 元，但

从于秀飞收购的大蒜整体来

看，基本维持在每斤 5 元左

右。他把收来的大蒜储存在

了苍山老家附近的冷库里。

他盘算着，从 8 月底大蒜入

库，到 2010 年年底全部卖

掉，冷库内的制冷费用就要

花掉 15000 多元，这意味着

每斤大蒜的成本又涨了 0 .15

元。他仔细算了一笔账，算上

收购大蒜花掉的成本和储存

费用，最终能以每斤 5 元钱

把大蒜卖出去，他就满足了。

“从往年来看，春节前这

段时间，大蒜的国际交易量

比较大，应该是出手的时候

了。”于秀飞分析着，“等过了

年，云南大蒜就要下来了，苍
山大蒜就更卖不上价了，能

保住本钱，就等于赚到了。”

◆核心提示◆

1月 1日早 9点，鲁南

国际粮油物流城的老板陈

琳正在吃早饭，忽然手机

响了，有人要来提 2 袋绿

豆。10分钟之后，一辆小型

货车停在了门口，经过一
番讨价还价之后，最终以
12.4元/公斤的价格成交。

把钱收好后，陈琳又端起
碗，“一大早就卖出去2袋，

挺不错了。”他说。

“感觉绿豆生意就跟

股票似的。以前高价的时

候大家都捂着不卖，现在

是越跌越没人买。”2010年

初才开始做绿豆生意的陈

琳入行第一年就感到了前

所未有的压力。他告诉记

者，从去年 3月起，绿豆价

格开始疯长，短短 3 个月

时间就从 10元/公斤涨到

了 18 元/公斤，涨幅超过

50%，而从进入 6 月份后，

发改委一出手，张悟本一
垮台，绿豆价格又出现了

回落，一月之内绿豆价格

急速跳水，迅速回落至 14

元/公斤，之后虽然经历了

小幅反弹，但始终徘徊在

12元/公斤左右的价格。

张庆科经营绿豆已经

接近 20个年头了，去年也
在绿豆上栽了不小的跟

头。按惯例，绿豆价格每年

都是六七月最贵，到了 8

月中下旬新豆上市，价格

自然就落下来。零售商们

习惯于在每年秋季低价时
抄底，存下一批货待来年

盛夏出售。2009 年夏天东

北新绿豆上市的时候，批

发价只有 6元/公斤左右，

很多熟悉行情的批发商都

趁机收购大批绿豆，到去

年上半年豆价暴涨的时候

转手，赚个几十万甚至上

百万都不成问题。张庆科

之前赚的钱也是这样来

的，但是没有想到的是去

年下半年绿豆价格会跌那

么快，还没有卖出去的绿

豆一下子砸在了手里。

5 日，在站前农贸市场上，卖大蒜多年的孙师傅
在整理大蒜。 记者 展萍 摄

某超市工作人员为顾客称绿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