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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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香蕉

产地价格指数”“新华-中国（海南）皇帝蕉产地价格指数”

“新华-香蕉销地批发价格指数”“新华-进口香蕉价格指数”

四组分指数，是在对全国香蕉主产区、主销区、主要港口开

展监测的基础上，经科学方法计算得到。 

新华-中国香蕉产地价格指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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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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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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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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发价格。每日进行一次价格数据更新。 

新华-进口香蕉价格指数，基期为 2018年 10月 23日，

基点设为 1000 点。采集上海港、大连港两大港口，涵盖菲

律宾香蕉、南美香蕉、越南香蕉，涉及 A4/5/6、A/7/8/9、

ACL、B4/5/6、B/7/8/9 和 BCL 六种品级规格的箱装进口香

蕉批发价格。每周进行一次价格数据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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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概要 

截至 7 月 31 日，中国香蕉产地价格指数报 91.94

点，较上期末上涨 15.09%。福建、广东产区均价较前一周

大幅上涨，海南产区均价均较前一周小幅上涨。 

上周，新华-中国（海南）皇帝蕉产地价格指数持平、新

华-进口香蕉价格指数、新华-香蕉销地批发价格指数小幅

上涨。 

 产业新闻摘要2 

国际产业新闻 

➢ 柬埔寨，下一个香蕉王国 

国内产业新闻 

➢ 你吃过“苹果味”的香蕉吗？杭州城内几家店已经卖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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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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香蕉产地价格指数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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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 7 月 31日，新华-中国香蕉产地价格指数报

91.94 点，较 7月 24 日上涨 12.06点，涨幅 15.09%;较基

期下跌 8.06点，跌幅 8.06%。上周，中国香蕉产地价格指

数大幅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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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55 点、102.51 点、

46.51 点、104.76点、118.75点。 

上周（2020.7.27-7.31），福建产区统货均价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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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8元/斤，较前一周上涨 12.96%；海南产区统货均价约

为 1.27 元/斤，较前一周上涨 6.65%；广东产区统货均价

约为 1.27 元/斤，较前一周上涨 22.58%。福建产区、广东

产区均价较前一周大幅上涨，海南产区均价均较前一周小

幅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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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中国（海南）皇帝蕉产地价格指数 

 

图 2：新华-中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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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 7 月 31日，新华-中国（海南）皇帝蕉产地价

格指数报 781.09 点，较 7 月 24日持平；较基期下跌

218.91 点，跌幅为 21.89%。上周，海南皇帝蕉产地价格指

数较前一周持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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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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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 7 月 31日，海南省皇帝蕉一等品价格指数报

722.81 点，较 7 月 24 日持平;较基期下跌 277.19 点，跌

幅 27.72%。 

海南省皇帝蕉二等品价格指数报 682.66 点，较 7 月

24 日持平，较基期下跌 317.34点，跌幅 31.73%；三等品

价格指数报 642.50点，较 7 月 24 日持平，较基期下跌

357.50 点，跌幅 35.75%。 

从采集点来看，上周澄迈县产地皇帝蕉一等品成交价

均价为 1.77元/斤，较上期上涨 21.84%；皇帝蕉二等品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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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均价为 1.67 元/斤，较上期上涨 21.95%。 

乐东黎族自治县产地皇帝蕉一等品成交价均价为 1.77

元/斤，较上期上涨 21.84%；皇帝蕉二等品成交均价为

1.67元/斤，较上期上涨 2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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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香蕉销地批发价格指数 

 

图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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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7 月 31 日，新华-香蕉销地批发价格指数报

93.75 点，较 7 月 24 日上涨 1.13点，涨幅为 1.22%；较基

期下跌 6.25 点，跌幅为 6.25%。上周，香蕉销地批发价格

指数小幅上涨。 

从采集点来看，上周北京销地批发均价为 1.85 元/斤，

较上期持平；天津销地批发均价为 2.21元/斤，较上期上涨

1.11%；成都销地批发均价为 2.08元/斤，较上期下跌 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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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进口香蕉价格指数 

 

图 5：新华-进口香蕉价格指数 

图片来源：中国经济信息社新华指数事业部 

2020 年 7 月 29日，新华-进口香蕉价格指数报 814.40

点，较 2020 年 7 月 22 日上涨 8.06 点，涨幅 1.00%，较基

期下跌 185.60 点，跌幅为 18.56%。上周，进口香蕉价格指

数小幅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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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 1：产业新闻详情 

➢ 国际产业新闻  

柬埔寨，下一个香蕉王国 

亚洲是目前全球最大的香蕉生产区域，也是最大香蕉消费地

区，因此香蕉出口量仅占全球的 15%左右。从亚洲香蕉供给国家来

看，印度是最大的供应国，其次包括菲律宾和中国。 

随着香蕉产业的快速发展，对土壤气候的要求越来越高，很多

国家已经不适合再种植香蕉，特别是香蕉枯萎病俗称黄叶病、巴拿

马枯萎病，是一种真菌侵染香蕉植株维管束所引致的传染病害。香

蕉感染此病，很快蔓延，是香蕉的一种毁灭性病害。其主要特征是

病株凋萎和维管束变色腐烂。对土壤破坏极大，基本上很难再次种

植开发。 

促使很多香蕉产业园投资者将目光转向远方，寻找适合种植发

展的地方。 

从中国检验认证集团柬埔寨有限公司总经理陈其生了解到，柬

埔寨得天独厚的条件特别适合香蕉产业的发展，目前柬埔寨香蕉输

华注册果园的生产企业一共有 15家，种植面积 8000约公顷，预计

年产量将达到 30万吨。 

中国国家农业农村部准备与柬埔寨农林渔业部签署合作协议、

在柬埔寨共同建设 6万公顷香蕉产业基地。预计项目全部实施后，

柬埔寨香蕉产量将可达到每年 350万吨至 400万吨。 

据统计，中国每年的香蕉消费量在 1300万至 1400万吨，近年

来呈年年增长态势，本国的产量在 800万吨至 1100 万吨之间，因受

病害、霜冻和台风等的影响，年产量波动较大及逐年减少。中国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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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 14亿多，中国年人均香蕉消费量不足 10公斤，而世界年人均

香蕉消费量已到达 15公斤(印度年人均香蕉消费量为 29公斤)，也

就是说，如果未来中国年人均香蕉消费量到达世界平均水平的话，

则每年香蕉需求量为 2100万吨，与本国年产量相比，这缺口将越来

越大。 

而世界上年人均香蕉消费量也是逐年显著增长，从 2015年的人

均 13.9公斤增加至目前人均 15公斤，产品供应远远不足，需要发

展更多的香蕉园，种植更多的香蕉。而随着各国城市化的发展，种

植面积在逐步缩减，而需求却逐年增加，需要一个崭新的香蕉王国

来引领这个市场，柬埔寨优越的地理环境，良好的气候环境特别适

合农业、种植业、养殖业的发展。东南亚热带气候又是香蕉的天然

种植基地，各国投资客纷纷将新基地落户柬埔寨。 

农业是根基，种植业是经济来源，香蕉将成为柬埔寨的支柱产

业，也许不就的将来，香蕉王国柬埔寨将成为大家的共同的认知! 

中柬两国自贸协定即将签署，将对柬埔寨的发展带来历史性的

巨变，14 亿人口的巨大消费需求将促进柬埔寨农业的快速发展和腾

飞。 

仅仅中国市场每年香蕉需求量就需要 1400 万吨，自己生产不到

800万吨，每年缺口 600万吨，需求量不断上涨。 

中国海关总署近日批准了 5家公司成为第四批柬埔寨输华香蕉

注册果园和包装厂企业。 

据了解，这次柬埔寨农林渔业部农业总局向中国海关总署提交

申请材料到通过专家评审及获准注册许可，前后都不到两周，充分

体现了中国对柬埔寨发展农业的大力支持和中国海关总署 GACC )及

其具体职能部门动植物检疫司(DAPQ)的高效工作效率。至此，柬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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寨香蕉注册果园和包装厂企业累计达到 31家 ，将有力地增加柬埔

寨香蕉的加工生产能力与出口规模。 

资料来源：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73701268460007903&wfr=sp

ider&for=pc 

发布日期: 7/31/2020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73701268460007903&wfr=spider&for=pc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73701268460007903&wfr=spider&for=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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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内产业新闻  

你吃过“苹果味”的香蕉吗？杭州城内几家店已经卖断了 

最近，杭州不少水果店门口挂起了一款神奇的水果，远看是一

大串普通香蕉，走近一看，发现是香蕉身材“走了样”。胖乎乎的

样子，比普通香蕉要短还要粗，店员说这是不久前刚上市的新品

种，吃起来有苹果味的香蕉——苹果蕉。 

明明是香蕉，却还带上“苹果家族”的标签“一举成名”，苹

果蕉在今年夏天吸引了不少人的眼球。不仅如此，微博上，#苹果蕉

#话题也登上了热搜排行榜前八名，阅读量超过 1.4亿。有网友表

示：“这简直是香蕉界的小黄人嘛！” 

香蕉靠苹果出了圈 

杭州城内几家店已经卖断了货 

这个靠苹果出了圈的苹果蕉有多火？记者赶到杭州城内多家水

果店，询问是否有卖苹果蕉。有不少店的店员表示，苹果蕉前两天

刚卖完，目前正在进货中。爱上果（东港嘉苑店）的店员告诉记

者：“最近苹果蕉很畅销，前两天有时连进货都进不到。它吃起来

带有苹果的味道，比普通香蕉更软糯香甜一些，喜欢这种味道的人

吃一次就流连忘返。” 

除了零售的水果商铺，在杭州的各大商超内，也已经出现了苹

果蕉的身影。 

世纪联华庆春店内，苹果蕉贴上了价签，摆放在当季水果的陈

列区，联华超市的店员表示，苹果蕉刚刚上架三四天，目前的售价

为 7.99元/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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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华润万家濮家店，高高挂起的苹果蕉主干上仅剩下了为数不

多的几把苹果蕉。“我们卖场是 6月 24日开始上架售卖苹果蕉，价

格是 6.98 元/斤，产地是广东湛江。”华润商品采购部陈经理说，

由于售卖门店少，日均总销售额在 1000元左右。 

并非是苹果与香蕉的杂交品种 

苹果蕉到底是如何培育出来的？这难道是苹果与香蕉杂交的产

物？广东省农科院果树研究所香蕉种植研究室主任黄秉智告诉记

者，苹果蕉实际是粉蕉的一个杂交种，学名叫“粉杂 1号”，因其

形似苹果，又带有酸甜回甘的苹果风味，被商家称之为“苹果

蕉”。 

黄秉智说，苹果蕉实际上从 2004年便开始研究，2012年审定完

成。那么，为何在今年突然火了。据业内人士透露，杭州曾经引进

过苹果蕉这一品种，只是当时销量并没有很好，市场也没有被打

开。“今年，借助抖音、微博等互联网平台，苹果蕉开始广泛地出

现在大众的视野中，起初多数消费者也抱着猎奇的心态去购买，新

奇的口感又正好符合部分消费者的口味，以此便带动了苹果蕉的销

量。” 

互联网营销带动新果品“出圈” 

记者通过走访各大水果店发现，不只是苹果蕉，今年杭州新引

进的水果还真不少。 

在跨塘桥路上的一家水果店内，零星的几把红色香蕉吸引着不

少前来购物的顾客，形似苹果蕉，却裹着独特的红色外衣。店内老

板周丽告诉记者，这是美人蕉，是今年与苹果蕉一同引进的果品。 

今年夏天似乎特别流行红色，除了红色的香蕉外，还有红色的

梨。京都水果店的金老板向记者推荐了一款今年新上架的梨——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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虹梨，这种梨有着与普通香梨一样的个头，但是它的果皮却是红色

的。金老板说：“彩虹梨的口感酸酸甜甜，产地是江苏，散称的价

格是 5元/斤。” 

资料来源：

http://zjnews.zjol.com.cn/zjnews/hznews/202008/t20200801_12

186304.shtml 

发布日期: 8/1/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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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 2：香蕉均价表 

2020.7.1-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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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07-01 - 1.17 - 0.57 1.03 

2020-07-03 - 1.17 - 0.6 1.03 

2020-07-06 - 1.41 - 0.7 1.13 

2020-07-08 - 1.25 - 0.7 1.13 

2020-07-10 - 1.23 - 0.8 1.13 

2020-07-13 - 1.24 - 0.8 1.13 

2020-07-15 - 1.24 - 0.8 1.13 

2020-07-17 - 1.24 - 0.8 1.13 

2020-07-20 - 1.17 - 0.6 1.03 

2020-07-22 - 1.22 - 0.6 1.03 

2020-07-24 - 1.17 - 0.6 1.03 

2020-07-27 - 1.22 - 0.6 1.27 

2020-07-29 - 1.25 - 0.7 1.27 

2020-07-31 - 1.32 - 0.73 1.27 

数据来源：中国经济信息社新华指数事业部 

注：广西、云南产区走量较少，暂无数据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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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7.1-7.31 海南皇帝蕉均价表（单位：元/斤） 

 澄迈 乐东 

日期 一等品 二等品 一等品 二等品 

2020-07-01 1.2 1.1 1.2 1.1 

2020-07-03 1.2 1.1 1.2 1.1 

2020-07-06 1.1 1 1.1 1 

2020-07-08 1.1 1 1.1 1 

2020-07-10 1.1 1 1.1 1 

2020-07-13 1.1 1 1.1 1 

2020-07-15 1.1 1 1.1 1 

2020-07-17 1.1 1 1.1 1 

2020-07-20 1.05 1 1.05 1 

2020-07-22 1.5 1.4 1.5 1.4 

2020-07-24 1.8 1.7 1.8 1.7 

2020-07-27 1.7 1.6 1.7 1.6 

2020-07-29 1.8 1.7 1.8 1.7 

2020-07-31 1.8 1.7 1.8 1.7 

数据来源：中国经济信息社新华指数事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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