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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数简介 

新华-中国香蕉系列价格指数1，包括“新华-香蕉产地

价格指数”“新华-海南皇帝蕉产地价格指数”“新华-香蕉销

地批发价格指数”三组分指数，是在对全国香蕉主产区、主

销区开展监测的基础上，经科学方法计算得到。 

新华-香蕉产地价格指数，基期为 2017 年 7 月 3 日，

基点设为 100 点。采集海南、广西、云南、广东、福建五

大国内香蕉主产区的地头交易价格。每两日进行一次价格数

据更新。 

新华-海南皇帝蕉产地价格指数，基期为 2016 年 11 月

7 日，基点设为 1000 点。采集海南省六个皇帝蕉主产区县

一、二、三等品的皇帝蕉地头交易价格。每两日进行一次价

格数据更新。 

新华-香蕉销地批发价格指数，基期为 2018 年 8 月 13

日，基点设为 100点。采集国内七大分区主要销地批发市场

批发价格。每日进行一次价格数据更新。 

                                                             
1
新华-中国香蕉系列价格指数由中国经济信息社和海南澄迈县人民政府联合编制，旨在监测

我国香蕉产地、销地市场运行状况及其发展趋势，打造行业的晴雨表、风向标和避雷针。该

系列价格指数通过中国金融信息网、新华财经客户端等渠道定期向社会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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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概要 

上周（2018.12.10-12.16，下同），新华-香蕉产地价

格指数较前一周（12.3-12.9，下同）有微幅下跌。广西产

区香蕉价格较前一周有微幅上涨，福建产区有较大幅度下

跌，其余产区走量较少，基本与上周持平。 

上周，新华-海南皇帝蕉产地价格指数较前一周微幅上

涨，各品类皇帝蕉价格有小幅下跌；新华-香蕉销地批发价

格指数较前一周有微幅下跌。 

 产业新闻摘要2 

国际产业新闻 

 香蕉家族又添新品种，菲律宾特产香蕉 Lacatan 亮相北京果

蔬展 

 温室中的可持续香蕉:首次收获的“荷兰香蕉” 

 大蕉越来越多地出现在美国主流超市 

 西班牙:Asprocan 谴责欧盟对香蕉供应过剩缺乏行动 

国内产业新闻 

 中国:寒潮来袭，香蕉产区涨跌不一 

                                                             
2
 新闻来源：中国经济信息社新华指数事业部综合整理 

详情请见“附录 1：产业新闻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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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西产地香蕉价格较上周基本持平 

图表 1：新华-香蕉产地价格指数 

 

图片来源：中国经济信息社新华指数事业部 

12月 14日，新华-中国香蕉产地价格指数报 148.98点，

较 12月 7日下跌 0.27点，跌幅为 0.18%;较基期上涨 48.98

点，涨幅为 48.98%。上周中国香蕉产地价格指数较前一周

有微幅下跌。 

其中广西产区指数、海南产区指数、云南产区指数、福

建产区指数、广东产区指数分别报 169.24 点、128.81 点、

122.48点、147.62点、161.72点。 

上周（2018.12.10-12.16），广西产区统货均价约为 2.19

元/斤，较前一周上涨 1.37%；福建产区统货均价约为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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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斤，较前一周下跌 11.11%。广西产区香蕉价格较前一周

有微幅上涨，福建产区有较大幅度下跌，其余产区走量较少，

基本与上周持平。 

12 月 14 日，广西统货均价约为 2.19 元/斤，较前一周

基本持平；福建统货均价约为 1.03 元/斤，较前一周下跌

8.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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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品类皇帝蕉产地均价较上周有小幅下跌 

图表 3：新华-海南皇帝蕉产地价格指数 

 

图片来源：中国经济信息社新华指数事业部 

12月 14日，新华-中国（海南）皇帝蕉产地价格指数

报 1013.20点，较 12月 7日下跌 108.22点，跌幅为 9.65%;

较基期上涨 13.20点，涨幅为 1.32%。上周海南皇帝蕉产地

价格指数较前一周微幅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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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4：新华-海南皇帝蕉一、二、三等品价格指数 

 
图片来源：中国经济信息社新华指数事业部 

12月 14日，海南省皇帝蕉一等品价格指数报 923.59

点，较 12月 7日下跌 80.31点，跌幅为 8.00%，较基期下

跌 76.41点，跌幅为 7.64%。 

海南省皇帝蕉二等品价格指数报 882.75点，较 12月 7

日下跌 120.37点，跌幅为 12.00%，较基期下跌 117.25点，

跌幅为 11.73%；三等品价格指数报 884.21点，较 12月 7

日下跌 120.57点，跌幅为 12.00%，较基期下跌 115.79点，

跌幅为 11.58%。 

从采集点来看，上周澄迈县、昌江黎族自治县、东方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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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东黎族自治县、陵水黎族自治县各产地皇帝蕉一等品成交

价均价为 2.37元/斤，较前一周下跌 4.70%；皇帝蕉二等品

成交均价为 2.30元/斤，较前一周下跌 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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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蕉销地价格均价较上周小幅下跌 

图表 5：新华-香蕉销地批发价格指数 

 

图片来源：中国经济信息社新华指数事业部 

12月 14日，新华-香蕉销地批发价格指数报 125.64点，

较 12月 7日下跌 1.38点，跌幅为 1.09%，较基期上涨 25.64

点，涨幅为 25.64%。上周香蕉销地批发价格指数较前一周

有微幅下跌。 

从采集点来看，上周北京销地批发均价为 3.30元/斤，

较前一周基本持平；成都销地批发均价为 2.99元/斤，较前

一周下跌 5.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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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 1：产业新闻详情 

 国际产业新闻 

香蕉家族又添新品种，菲律宾特产香蕉 Lacatan 亮相北京果蔬展 

在前不久举办的北京国际果蔬展上，菲律宾展团展示了琳琅满目

的热带水果，既有香蕉、芒果、菠萝和木瓜等大众熟知的热带水果，

也有各种冷冻水果产品。其中一种名为 Lacatan 的香蕉引起了到场参

观者的兴趣，展会现场也举办了 Lacatan香蕉的试吃活动，得到了参

观者积极响应。据了解，Lacatan 其实是香蕉的品种名称，也是一种

土生土长的菲律宾香蕉。这种香蕉目前还没有在国内销售，所以对中

国消费者来说还是一种新的香蕉品种。 

目前国内市场上销售的香蕉品种为 Cavendish 香蕉，在世界各地

均有种植，是世界上种植面积最广、产量最大的一个香蕉品种。而

Lacatan香蕉原产于菲律宾，栽培种植也有很多年了，只是由于产量

低和对外宣传少的原因，对于普通消费者来说还是一个“新品种”。

目前 Lacatan 香蕉在整个亚洲地区也只有菲律宾种植，产量不大。国

际果蔬报道在展会现场看到 Lacatan 香蕉的外观尺寸偏小，颜色跟市

场上常见的香蕉区别不大，口感上还是有一些区别。Lacatan香蕉的

甜度较高，甜中还略微带一点天然酸味，香气足，风味佳。据现场参

加果蔬展的菲律宾大使馆农业处的 Grace女士介绍，Lacatan香蕉又

叫尖苞蕉，口感香甜软糯，在菲律宾本土市场非常受欢迎，因而也是

一种可以介绍到中国市场的潜力香蕉，目前菲律宾正在积极争取将

Lacatan香蕉出口到中国市场。菲律宾大使馆农业处也是想借助这次

展会大力宣传和推广 Lacatan 香蕉，让更多的消费者了解这一香蕉新

品种，也为香蕉家族增添一张新面孔。我们也期待在不久的将来可以

在国内市场见到这一新品种香蕉，也让消费者在购买香蕉时又多了一

种选择。 

菲律宾盛产水果，其中香蕉是是菲律宾出口水果中的明星产品，

多年来出口量稳居农产品首位。中国市场自 2016 年以来对菲律宾香

蕉重新放开以来，一直是菲律宾香蕉的主要出口国之一。据菲律宾官

方统计显示，2017年菲律宾香蕉对中国的出口额约为 2.89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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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比增长 49.5%，目前中国已成为菲律宾香蕉第二大出口国，消费量

占其出口总量的四分之一。 

除了香蕉，近年来进入中国市场的菲律宾菠萝、芒果等热带水果

也越来越多。据统计，过去两年里中国进口各类菲律宾水果的总量超

过了 200万吨。水果贸易的增长也体现了两国经贸关系日益升温，目

前中国已成为菲律宾第一大贸易伙伴。据了解，近期菲律宾有关方面

正在就椰青和一些品类的冷冻水果对中国市场的出口进行洽谈，考虑

到中国市场近年来对牛油果和榴莲等水果的需求量较大，菲律宾方面

也在考虑将更多品类的水果出口到中国市场，更多品类的水果对中国

的出口洽谈也在积极的准备当中。 

来源: 国际果蔬报道 

发布日期:12/11/2018 

温室中的可持续香蕉:首次收获的“荷兰香蕉” 

瓦赫宁根大学的研究人员本周收获了第一批荷兰香蕉。当地新鲜

产品供应商 Boerenhart 将把香蕉作为“地区产品”提供给瓦赫宁根

地区的餐馆和医院。栽培在两种基质上进行:可可泥炭和岩棉。这使

得香蕉的生长没有侵略性真菌的定居。 

在瓦赫宁根的实验农场 Unifarm 的温室里，自 1月份以来进行了

一项独特的研究实验。香蕉生长在温室的花盆和基质上，这两种基质

都是植物生长的人工培养基。热带植物病理学教授 Gert Kema说:“为

了纪念 WUR 成立 100 周年，我们与当地的 Boerenhart 合作制定了这

个计划:在瓦赫宁根温室种植一种区域性香蕉。”通过本实验，我们将

探讨这种栽培方式是否为进一步研究掌握枯萎病提供了前景。这是由

于一种通过土壤传播并威胁到全球香蕉生产的真菌病原体，所以我们

把香蕉从地里拔了出来。 

凯玛教授说，这个实验目前来看非常成功。“香蕉植株在可可泥

炭和石棉基质上生长良好，只需要施用营养液。”基质栽培的优点是

养分可以更好地适应植物的需要。此外，还可以防止损失(可能是 30%)

的泄漏。荷兰香蕉不需要疾病控制，这使得种植比传统产区更可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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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室里有 60种植物，但是全世界有几十万公顷的香蕉生产。“我

们了解到的一件事是，目前植物密度过高。我们将对此进行调整，这

样在未来的实验中，香蕉将获得更多的光，并能更快地成熟。 

荷兰香蕉项目的一些合作伙伴——瓦赫宁根大学与研究中心、布

伦哈特、Triple20、Keygene和 Chiquita——有意在温室或其他建筑

中继续这种种植方法，以便服务于一个小的区域市场。考虑到该地区

的消费者、餐馆和医院，我们也可以开始种植其他品种，以获得更多

样化的品种。我们还计划在菲律宾进行一项试验，看看精准种植在理

想条件下是如何工作的。 

瓦赫宁根温室里的香蕉现在可以收割了，然后他们去了奇基塔的

一个成熟的中心。Kema说:“我们正在发展可持续香蕉种植的道路上，

香蕉新品种能够抵抗疾病，并且生长在健康的土壤和社会责任氛围

中。” 

来源: www.freshplaza.com 

发布日期:12/13/2018 

大蕉越来越多地出现在美国主流超市 

总部位于洛杉矶的新鲜农产品经销商梅丽莎农产品(Melissa’s 

products)的罗伯特•舒勒(Robert Schueller)表示，大蕉在美国主流

超市的销售正逐渐增加。大蕉是香蕉家族的一种，传统上一直是西班

牙人的主食，但其他消费者对它的熟悉程度也越来越高。 

舒勒说:“大蕉通常在西班牙裔专卖店有售，但现在已经在许多

主流超市有售。”“它现在是美国第二受欢迎的香蕉品种，仅次于卡文

迪什香蕉。” 

他补充说，大蕉有很多用途，有助于增加消费。“它被称为‘烹

饪’香蕉，因为香蕉通常是在烹饪后吃的，尤其是在它们是绿色的，

因为那时候它们的淀粉最多。”但我们也看到其他受欢迎的产品，如

大蕉薯片，这是我们的畅销货之一，我们一般每年都要增加 5%到 10%

的销售量。” 

大蕉和香蕉一样，一年四季都有供应。对于北美市场，它们是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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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西哥进口的，经过中美洲，进入南美洲，特别是厄瓜多尔。梅丽莎

的产品目前正在从墨西哥进口。 

舒勒说:“梅丽莎公司的产品每年都从厄瓜多尔、墨西哥和其他

中美洲国家进口大蕉。生产全年都很稳定，我们从来没有间断过，它

们总是可获得的，我们已经经营它们超过 30 年了。该公司最初专注

于西班牙水果和蔬菜，大蕉是首批产品之一，现在已经扩展到许多其

他利基产品，包括所有六个香蕉品种，如红香蕉、香蕉宝宝和曼扎诺

斯。 

供应商说，节日期间大蕉的需求上升。在一年中的其他时候，需

求相当稳定，市场也是如此。与卡文迪什香蕉不同的一点是它们的销

售方式，大蕉是单独销售的。 

舒勒解释说:“因为大蕉很大，所以它们不像其他香蕉那样成批

出售，而是每个人都买一些。”“我们用 40 磅重的盒子出售，每个大

蕉通常都带有标签和 PLU 贴纸。”尽管需求通常会在假期前后增长，

但市场全年走势相当稳定。 

来源: www.freshplaza.com 

出版日期:12/12/2018 

西班牙:Asprocan 谴责欧盟对香蕉供应过剩缺乏行动 

    加那利群岛香蕉生产者组织协会(Asprocan)谴责欧洲联盟(欧盟)

缺乏行动，尽管一项新警报提请注意从第三国过度进口香蕉。 

    在一份声明中，Asprocan 批评说，虽然再次超过了从第三国进口

香蕉的警戒阈值，但欧洲委员会已再次决定维持关税优惠，不适用稳

定机制中所预见的暂时暂停。 

    据该协会说，危地马拉和秘鲁是最近两个超过欧洲联盟在其关税

削减协定中所设定的进口限额的国家。 

    Asprocan 是在欧洲委员会认为没有必要暂时停止对从危地马拉

和秘鲁进口的香蕉征收优惠关税之后发表这一声明的，因为欧洲委员

会认为，尽管数量超过了委员会本身规定的限额，但对欧洲香蕉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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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价格没有影响。 

    据 Asprocan 报道，截至 2018 年 10月 15日，从危地马拉和秘鲁

进口的新鲜香蕉分别占欧盟香蕉稳定机制进口总量的2.95%和2.80%，

相比之下，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和哥斯达黎加分别占 51%、64.3%和

64.3%。 

    对 Asprocan 坎来说，这一决定与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

(European Parliament’s Committee on International Trade)上

周提出的要求不符，后者要求尊重稳定机制中对香蕉进口的限制，并

在该机制于 2020年到期时建立一个监督机制。 

    该协会在其报告中说，其成员希望香蕉进口继续受到适当统计数

字的监测。它还指出，秘鲁已经超过了香蕉稳定机制所规定的出口配

额。 

    该行业协会再次感谢欧洲议会(European Parliament)给予的支

持，尽管该行业协会抱怨称，在最重要的时候，欧盟委员会(European 

Commission)未能满足稳定机制的规定，以保护欧盟产品免受来自第

三国的过度进口。” 

来源: EFE 

出版日期:12/10/2018 

 国内产业新闻 

中国:寒潮来袭，香蕉产区涨跌不一 

香蕉的价格在中国不同的产地是不同的。广西和广东遭受寒潮，

价格出现轻微、间歇性下降;云南产区价格从上周的下跌趋势中逐步

回升，并略有回升;老挝和缅甸的香蕉价格相对稳定，但老挝优质香

蕉的价格已经超过广西香蕉的价格。 

中国近期的寒潮对香蕉生产的各个地区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广西

和广东遭受的损失最为严重，其香蕉价格情况显而易见。广西部分香

蕉种植暂时停止供应，香蕉贸易总量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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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分析人士表示，随着寒潮影响增强，广西受影响香蕉价格将

进一步下跌，但优质香蕉价格将略有上涨。这当然是有条件的，一些

香蕉种植园将避免或尽量减少寒潮的影响。老挝和缅甸受益于那些将

注意力转向其高质量香蕉的贸易商。他们的香蕉价格在下周仍有上涨

的空间。 

来源:ncw365.com 

出版日期:12/12/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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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 2：香蕉均价表 

2018.11.19-12.14 香蕉产地价格均价表（单位：元/斤） 

日期 广西 海南 云南 福建 广东 

2018/11/19 2.26  1.66  2.67  1.80  1.73  

2018/11/21 2.23  1.66  2.67  1.80  1.73  

2018/11/23 2.14  1.66  2.67  1.80  1.73  

2018/11/26 2.14  1.66  2.63  1.30  1.73  

2018/11/28 2.25  1.66  2.63  1.50  1.73  

2018/11/30 2.13  1.66  2.63  1.40  1.73  

2018/12/3 2.19  1.66  2.67  1.23  1.73  

2018/12/5 2.11  1.66  2.67  1.23  1.73  

2018/12/7 2.19  1.66  2.67  1.13  1.73  

2018/12/10 2.19  1.66  2.67  1.13  1.73  

2018/12/12 2.19  1.66  2.67  1.03  1.73  

2018/12/14 2.19  1.66  2.67  1.03  1.73  

 

2018.11.26-12.14 海南皇帝蕉均价表（单位：元/斤） 

日期 一等品 二等品 三等品 

2018/11/26 2.5 2.4 2.4 

2018/11/28 2.5 2.5 2.5 

2018/11/30 2.6 2.6 2.6 

2018/12/3 2.5 2.4 2.4 

2018/12/5 2.45 2.4 2.4 

2018/12/7 2.5 2.5 2.5 

2018/12/10 2.4 2.4 2.4 

2018/12/12 2.4 2.3 2.3 

2018/12/14 2.3 2.2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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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 3：香蕉系列价格指数样本空间 

 

香蕉产地价格指数采集点分布产区 

 

香蕉各产区全年不同月份权重设置 

 样本空间 

 

调整月份 
广西 海南 云南 福建 广东 总权重 

1-3月 5% 2% 90% 1% 2% 100% 

4-5月 4% 40% 50% 2% 4% 100% 

6-7月 8% 40% 10% 2% 40% 100% 

8-10月 40% 10% 8% 2% 40% 100% 

11-12月 70% 8% 10% 2% 1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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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蕉产地价格指数采集点分布图 

 

香蕉销地批发价格指数采集点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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