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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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2.17-12.23，下同），新华-香蕉产地价

格指数较前一周（12.10-12.16，下同）微幅上涨。福建产

区、云南产区均价较前一周均有大幅度上涨，其中云南产

区接续广西产区开始起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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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幅上

涨，各品类皇帝蕉价格有小幅上涨；新华-香蕉销地批发价

格指数较前一周有小幅下跌。 

 产业新闻摘要2 

国际产业新闻 

 泰国与菲律宾争夺中国市场，皇帝蕉出口中有 60%输华 

 菲律宾香蕉业成本高企，出口利润遭严重挤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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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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产区接续广西开始起量，价格稳中有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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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日，新华-中国香蕉产地价格指数报 150.72点，

较 12月 14日上涨 1.74点，涨幅为 1.17%;较基期上涨 50.72

点，涨幅为 50.72%。上周中国香蕉产地价格指数较前一周

有微幅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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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33点、176.19点、161.72点。 

上周（2018.12.17-12.23），福建产区统货均价约为 1.23

元/斤，较前一周上涨 15.63%。云南产区统货均价约为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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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斤，较前一周上涨 17.86%。福建产区、云南产区均价较

前一周均有大幅度上涨，其中云南产区接续广西产区开始起

量，其余产区走量较少，基本与上周持平。 

12 月 21 日，福建统货均价约为 1.23 元/斤，较前一周

上涨 19.35%；云南统货均价约为 2.20 元/斤，较前一周上

涨 17.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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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品类皇帝蕉产地均价较上周有小幅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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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日，新华-中国（海南）皇帝蕉产地价格指数

报 1076.55点，较 12月 14日上涨 63.36点，涨幅为 6.25%;

较基期上涨 76.55点，涨幅为 7.66%。上周海南皇帝蕉产地

价格指数较前一周小幅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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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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日，海南省皇帝蕉一等品价格指数报 963.75

点，较 12月 14日上涨 40.16点，涨幅为 4.35%，较基期下

跌 36.25点，跌幅为 3.62%。。 

海南省皇帝蕉二等品价格指数报 963.00点，较 12月

14日上涨 80.25点，涨幅为 9.09%，较基期下跌 117.25点，

跌幅为 11.73%；三等品价格指数报 964.59点，较 12月 14

日上涨 80.38点，涨幅为 9.09%，较基期下跌 35.41点，跌

幅为 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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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0元/斤，较前一周上涨 1.41%；皇帝蕉二等品

成交均价为 2.37元/斤，较前一周上涨 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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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成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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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日，新华-香蕉销地批发价格指数报 120.14点，

较 12月 14日下跌 5.50点，跌幅为 4.38%，较基期上涨 20.14

点，涨幅为 20.14%。上周香蕉销地批发价格指数较前一周

有小幅下跌。 

从采集点来看，上周北京销地批发均价为 3.26元/斤，

较前一周下跌 1.07%；成都销地批发均价为 2.91元/斤，较

前一周下跌 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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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 1：产业新闻详情 

 国际产业新闻 

泰国与菲律宾争夺中国市场，皇帝蕉出口中有 60%输华 

随着我国香蕉产业“走出去”步伐加快，未来东南亚尤其是老挝、

柬埔寨、缅甸、泰国和越南的香蕉收获面积和产量会有较快的增长态

势。而泰国虽然不与中国接壤，但近年来其蕉类出口中国量增长显著。 

泰国农业共和国有限公司(Agro Republic International Co., 

Ltd.)负责人刘华向农财网香蕉通记者介绍，泰国主要的蕉类分为 3

大品种，即香蕉、皇帝蕉和粉蕉。总体而言泰国蕉类产量和市场正在

持续扩大，从 2015年到 2016 年，泰国蕉的产量和市场价格总体而言

都提升了 5-10个百分点，出口市场也在持续扩大，特别是日本市场。  

中国需求带来“香蕉经济” 

泰国农业共和国有限公司是由华人投资的香蕉园，地处泰国北部

清莱府，目前拥有 770莱（约合 1850亩）农业种植园“Green Journey 

Farm”，目前已种植卡文迪什香蕉，还有百香果、芒果、波罗蜜等。 

像泰国农业共和国有限公司一样，这几年在泰国北部的清莱府和

帕尧府，越来越多的中国商人来到当地投资香蕉种植业，这些泰国产

香蕉最终返销中国市场。数据显示，中国每年消耗香蕉 1200 万吨左

右，其中海关进口约 100 多万吨，主要来源国为菲律宾、厄瓜多尔；

而我国从老挝、缅甸、越南、泰国等国通过边贸进口香蕉的总数量约

为 200万吨，占海关和边贸进口总和的 60%~65%。日益庞大的进口量

让中国投资者在泰国看到了商机，持续增长的中企投资也为当地带来

了经济效益。 

从 2016 年开始，越来越多的中国投资者与泰国北部的香蕉种植

园开展合作，从当地进口香蕉回中国。与此同时，也有越来越多的泰

国人当起了中企和当地果农的代理人，以合同承包或者征地开园的形

式，在当地大量种植香蕉。中国资本的进入为当地农民、果农带来就

业机会，巨大的中国市场也给他们带来了丰厚的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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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环球时报》报道，由于泰国法律不允许外国人直接在泰国运

营公司，因此做外国企业在当地的“代理人”显得非常吃香。泰国土

地私有制，因此中国企业大规模开发种植园并不容易，往往需要一家

一户地去商谈租地价格。有的泰国代理人更倾向于采取合同承包制，

将香蕉幼苗卖给农民，指导农民种出符合中国市场要求的香蕉，等到

收获的季节再去收购。 

泰国《民族报》近日一篇报道曾披露，家住清莱府的普拉萨德就

是这样一名代理人。普拉萨德两年前就观察到中国市场对于香蕉的巨

大需求，于是回到家乡开展香蕉种植业，起初开办种植园雇佣当地劳

工，后来改为以合同承包的形式与当地农民合作。现在他的香蕉不仅

销往中国，还开辟了越南和中东市场。 

“我大约每 8个月向中国、越南和中东发送共计 100吨香蕉，大

约可以获得 500 万泰铢（约合 100 万人民币）的毛利润。”普拉萨德

说。为香蕉来到泰北的中国资本越来越多，给当地带来了巨大的经济

效益。无论是新兴的“代理人”，还是种植园内的劳工，抑或是变身

蕉农的农民，都享受到了经济发展的好处。  

泰国六成皇帝蕉出口中国 

泰国香蕉整体面积不大，2016 年砍蕉面积为 37020 莱（不足 9

万亩），香蕉产量 117,427吨，平均莱产 3172公斤（1321.7公斤/亩），

平均投入成本 4823泰铢/吨（1020.1元/吨），销售价格 12777泰铢/

莱，净利润 7954泰铢/吨。其中都以泰国国内消费为主，极小部分出

口，出口的平均价格为 21855 泰铢/吨（4624.6 元/吨）。“重要的出口

市场是日本、中国、老挝。主要竞争对手是菲律宾、厄瓜多尔、哥斯

达黎加等主要产蕉国。”刘华表示。 

泰国香蕉产区分布广泛，有巴吞他尼府、大城府、北标府、坤西

育府、佛丕府、甘亨碧府、华富里府、来兴府、尖竹汶府、北碧府、

叻丕府、帕夭府、清迈府、清莱府。 

因为泰国皇帝蕉的出口量在逐年增长，所以种植面积也在相应地

增长。2016 年，皇帝蕉可砍蕉的面积是 57461莱（13.8万亩），产量

129,658吨，平均莱产为 2256 公斤（940公斤/亩），平均投入成本 4979

泰铢/吨（1053.1 元/吨），平均售价为 13044 泰铢/吨（ 2758.9 元/

吨），平均利润为 8065泰铢/吨（1705.8元/吨）。一般情况下皇帝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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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平均产量为 804.28千克/莱/年，平均成本为 2216.67泰铢/莱/年，

净利润为 5190.72 泰铢/莱/年。 

在皇帝蕉出口中，出口至中国大陆市场占比 60%，主要消费市场

包括四川省、浙江省、江苏省、安徽省。此外比较有潜力的出口市场

包括越南、韩国、日本、中国香港。 

泰国皇帝蕉的主要产区包括：甘亨碧府、素可泰府、来兴府、北

榄府、尖竹汶府、罗勇府、叻丕府、北碧府、巴蜀府、春蓬府等。 

粉蕉：泰国最大蕉类 

2016 年，泰国的粉蕉砍蕉面积是 181902.34 莱（43.7万亩），产

量 91.9万吨，平均莱产 5049.63公斤/莱（2104 公斤/亩），平均售价

12.98泰铢/千克（2.745元/公斤）。粉蕉除了销售鲜果之外，还用于

做粉蕉深加工产品，比如香蕉干、香蕉片等，粉蕉的深加工产品不仅

内销还出口。粉蕉在泰国比较常见，种植比较分散，全泰国均有种植。 

华人投资客积极应对“争议” 

“泰国香蕉香甜可口，比一般国产蕉口感好，采收时候外观干净，

但由于其出口中国主要依托陆运，更多还是绕道老挝磨憨口岸出口到

中国，路途远，经常还遭遇老挝海关盘问，过关及路上时间久，影响

到品质。所以到达消费市场时候，外皮擦伤大，黄蕉品相比较差。”

来自江西南昌的批发商罗老板介绍，“但是其好货品质高，口感也好，

终端消费上反映非常好。每年下半年泰国香蕉是我国进口蕉的重要补

充。” 

对于巨大的中国香蕉进口市场来说，泰国最初并不是首选。2011

年前，中国有80%的进口香蕉来自菲律宾。2012年中菲关系一度紧张，

中国对菲律宾香蕉进口直到 2016 年才恢复。这改变了中国香蕉的进

口格局，老挝、泰国、越南等距离中国更近的中南半岛国家成为中国

香蕉市场“新宠”。 

泰国农业发达，基础设施完善，十分适合香蕉的种植。2018年 4

月，马云来到泰国，促成中国电商平台与泰国水果的“联姻”。有了

中国市场需求的保证，泰国蕉农放心大胆地扩大种植，泰国出口到中

国的香蕉数量也继续增加。目前中国是泰国香蕉最大买家之一。泰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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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关统计数据显示，2014年到 2017年，泰国香蕉出口持续增长，仅

去年一年，泰国香蕉出口额就达 3.5亿美元。 

尽管创造了巨大的经济价值和工作岗位，中资投入的香蕉种植在

泰国还是引起了一些争议和摩擦。 

据泰国媒体报道，清莱府农民和非政府组织一直以来都对中资香

蕉种植园的农药使用心存担忧，他们认为农药的使用损坏了土地，也

污染了当地的水资源。香蕉种植园与当地农民之间也出现了水资源抢

夺的问题。由于香蕉的种植需要大量水利灌溉，一度导致当地居民生

活用水告急，农田灌溉也成了问题。 

此外，香蕉种植园内的劳工每日报酬达到 310 泰铢（约合 60 元

人民币），整体薪资处于较低水平。部分种植园缺乏适当的医疗福利

制度、对于果农香蕉的检查过严等问题，也都让当地人不太能接受。

“我们倡导绿色无公害种植，提倡让农户直接走向市场的绿色企业文

化，真正实现⼀亩田—户农—客户的完整对接。”为了缓解当下种植

关系，泰国农业共和国有限公司负责人刘华告诉记者。 

为此，泰国农业共和国有限公司聘请清莱当地 P a n p i m o l 

Pankam老师作为首席农业技术指导，帮助周边农民摆脱因传统农业依

赖化学肥料药物带来的问题，与农民一同重视对土壤的保护。 

在中国投资者和当地政府的努力下，不少问题已经得到妥善的处

理。在水资源问题上，经过协商后，香蕉种植园内开打井水以替代河

水灌溉，不少种植园逐渐减少或者停止农药的使用。随着双方沟通和

理解的加深，中国企业与当地的矛盾正在逐渐化解。 

来源:农财网香蕉通 

发布日期: 12/25/2018 

菲律宾香蕉业成本高企，出口利润遭严重挤压 

果业经营，成本控制是逃不开的一环。近来，菲律宾香蕉业有些

苦恼，该国香蕉种植者协会（PBGEA）执行董事斯戴芬•安提格（Stephen 

Antig）对外坦言，虽然菲律宾香蕉出口收入持续增长，但由于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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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居高不下，挤占了整个行业的利润空间。 

菲律宾香蕉生产者与出口商协会常务董事称，菲律宾香蕉生产成

本大幅上升，2014 年底达 3.6-3.85 美元 / 箱（13公斤），而几年

前仅 2.2-2.24 美元 / 箱，近几年，随着劳动力、病虫害防治、生

产资料以及燃料等成本增加，香蕉生产成本估计增长 7%以上。 

然而，斯戴芬•安提格表示，菲律宾香蕉出口商的利润空间远未

达到预期水平，考虑到很大一部分香蕉生产投入需使用美元结算，利

润率的增幅十分有限，且燃油价格及菲律宾最低工资的提升，均对当

地香蕉产业带来较大压力。 

目前，石油输出国组织（the Organization of the Petroleum 

Exporting Countries ）的数据显示，石油价格每升约 1.17 美元，

柴油价格为每升 1.07 美元，均较此前出现不同程度增长。此外，当

地最低工资标准上调 16%，为香蕉种植业带来不小的压力。 

众所周知，香蕉出口业是菲律宾重要支柱型产业，也是达沃

（Davao）地区主要经济驱动力之一。达沃气候适宜，土壤肥沃，是

高品质香蕉生长的天堂，北达沃（Davao del Norte）甚至有菲律宾

香蕉之都的美誉。 

达沃农业部统计数据显示，菲律宾香蕉产业出口增长 56%，菲律

宾统计局（PSA）对此分析称，这一增长主要归因于当地香蕉种植园

扩张及良好的气候与天气。 

菲律宾农业部 （DA ）统计数据显示，2017 年菲律宾香蕉出口总

值较上年同期增加 56％，达到 113万美元。菲律宾统计局报告称，2018

年 6 月，该国香蕉出口总额高达 1.50 亿美元，占全国总出口收入的

2.5%，位列出口项目第四位。 

来源:农财网香蕉通 

发布日期: 12/21/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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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 2：香蕉均价表 

2018.11.26-1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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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1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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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12/17 2.19  1.66  2.20  1.23  1.73  

2018/12/19 2.19  1.66  2.20  1.23  1.73  

2018/12/21 2.19  1.66  2.20  1.23  1.73  

 

2018.12.3-12.21 海南皇帝蕉均价表（单位：元/斤） 

日期 一等品 二等品 三等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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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12/17 2.4 2.3 2.3 

2018/12/19 2.4 2.4 2.4 

2018/12/21 2.4 2.4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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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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