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财经研报】2019-2020 年红枣市场行情盘

点
新华财经北京 8月 7日电（吕世阔、周宇涵）2003 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将林果业定位为新疆的扶贫产业，并于 2004 年将红枣定位于主要经济树种。红

枣在新疆大面积种植的时间不长，却成为新疆发展最快、覆盖最广、效益最突出、

惠民成效最明显的一项林果产业。新疆红枣规模化发展不仅带动当地枣农增收、

农村经济发展，更推动了红枣产业链的拓展、延伸和升级。然而，由于前期种植

的枣树陆续进入盛果期，新疆红枣供给不断增加，近年来市场行情出现下滑。为

此，新疆地方政府为促进红枣产业持续健康发展，提出林果产业尤其是红枣产业

“提质增效、控制产量”发展战略，开始从规模扩张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

中国经济信息社与第一师阿拉尔市人民政府共同编制新华（阿拉尔）红枣价

格指数，以大数据分析为技术手段，以价格指数发布为展现形态，对红枣价格走

势进行指数量化，客观反映红枣产业市场变化，量化红枣产业发展水平，为社会

经济活动提供客观的价值基准，从而规范市场秩序，促进红枣产业健康可持续发

展。

一、新华（阿拉尔）红枣价格指数走势阶段性明显

截至 8月 6日，新华（阿拉尔）红枣价格指数报 683.90 点，周环比上涨 0.51%，

其中骏枣价格指数与上周同期持平，灰枣价格指数周环比上涨 0.09%。近日，新

疆部分地区受疫情影响，出行活动及货物运输受到一定阻碍，新疆产区红枣供应

较弱，内地批发市场红枣价格出现小幅上调。



图 1 新华（阿拉尔）红枣价格指数走势图

新华（阿拉尔）红枣价格指数运行以来的走势可分为四个阶段：

阶段一：2018 年 10 月—2019 年 3 月，此时为 2018 年新枣上市销售期，也

是红枣传统的销售旺季期。为赶第一批红枣上市的先机，进入 10 月经销商陆续

下单预订红枣，11 月初新枣经采摘、晾晒后开始在产地集中上市，此时红枣价

格开始攀升。产地红枣下树进行初加工并经历远距离的运输与集散中心经销商的

加工、包装后，11 月中旬开始第一批新枣集中销售，至 12 月大量集中销售，价

格相对稳定。因“双十二”提振效果，红枣价格指数于 2018 年 12 月 10 日达到

全年峰值 1049.23 点，较基期 2018 年 10 月 8 日上涨 4.92%。12 月末至春节前，

红枣价格指数震荡下行，并于春节前夕再次回暖，而后销售旺季结束；

阶段二：2019 年 3 月—2019 年 10 月，该阶段为 2019 年红枣传统销售淡季，

指数整体走低后保持震荡运行。春节后各企业红枣收购高潮基本结束，同时因为

天气转暖，红枣需存入冷库储藏，为避免额外成本，农户及企业会急于出货，红

枣价格此时随之下跌，大量鲜果的上市也使得红枣销售淡季到来。

阶段三：2019 年 10 月—2020 年 2 月，该阶段为 2019 年新枣上市销售期，

但由于近年产量过盛，陈枣积压库存量较大，内地批发市场大量陈枣在旺季销售，

干扰了市场价格。因陈枣价格相对较低，新枣不具备价格优势，在传统销售旺季



新枣价格未得到大幅上涨，甚至该阶段的峰值价格不及 2019 年红枣销售淡季价

格。红枣价格指数在 2019 年 11 月 21 日的旺季峰值为 903.18 点，较基期下跌

9.68%。

阶段四：2020 年 2 月—2020 年 8 月，受到疫情影响，大量库存滞销，红枣

价格大幅下跌，疫情得到控制市场进入正常交易后，因面临天气转暖红枣存入冷

库的成本压力，市场出现企业降价抛售现象，市场行情持续低迷，指数保持低位

震荡运行。

二、红枣产量进入平稳高产期

图 2 全国红枣产量及种植面积走势图

数据来源：《中国林业统计年鉴》

全国红枣种植面积及产量在 2000 年以前始终匀速较慢增长，至 2000 年，红

枣引进新疆，在经过几年的试种和发展后，新疆红枣得到成功推广。2004 年至

2014 年这十年，新疆红枣达到了历史最鼎盛时期，一公斤包装精美的红枣售价

一度超百元。而 2015 年以后，新疆枣树达到盛果期，并且因为种植面积不断上

升，红枣产量大幅增长，甚至超过市场需求量，供大于求的现象越发严重。近年

来，供应过度导致红枣库存不断累积，红枣销售压力增大，红枣企业竞相降价以

争夺市场份额，导致红枣价格一路下跌，2019 年 10 月红枣上市销售旺季价格甚

至低于 2019 年 3 月至 9月的淡季销售价格。

三、灰枣价格指数跌幅大于骏枣价格指数



目前管理水平高的农户骏枣单产可以达到每亩 400 至 500 公斤，灰枣甚至可

以达到 1000 公斤。因为灰枣亩产高、坏果率低的特性，种植面积及产量增长迅

速；而骏枣结果大，易受环境影响，难以形成高质量产出，对果园管理要求较高，

种植面积及产量增长较慢。灰枣产能严重过盛，而骏枣经过多年发展由供应紧俏

进入供需平衡状态。

图 3 骏枣及灰枣价格指数走势图

截至 2020 年 8 月 6 日，灰枣价格指数报 668.83 点，较基期下跌 331.17 点，

跌幅 33.12%；骏枣价格指数报 854.26 点，较基期下跌 145.74 点，跌幅 14.57%。

目前受疫情影响，红枣需求大幅减弱，同时因处于销售淡季，灰枣及骏枣价格指

数大幅下跌。通过 2019 年销售旺季（2019 年 10 月）与 2018 年销售旺季（2018

年 10 月）相比，灰枣价格指数因供大于需跌幅超 15%，而骏枣价格指数因供需

平衡仍继续出现微幅上涨。

四、新疆产区价格指数较稳定，红枣主要集散地价格指数跌幅大

从流通环节看，新疆红枣先运至内地主要加工集散地，再分销至南北主要消

费区域，形成“新疆生产、内地中转、南北分销”的格局。



图 4 新疆产区及内地批发市场红枣价格指数走势图

截至 2020 年 8 月 6 日，新疆产区红枣价格指数报 754.35 点，较基期下跌

245.65点，跌幅24.57%；批发市场红枣价格指数报646.92点，较基期下跌353.08

点，跌幅 35.31%，产区、销区指数运行以来均呈现持续下跌态势。2019 年红枣

上市期开始后，因分选标准较为严格，产品质量相对较好，新疆产区红枣价格指

数出现上涨。但受限于市场整体行情，涨幅有限，且处于价格上涨的时间较短，

疫情前新疆产区红枣价格指数整体趋于平稳。而批发市场红枣价格在 2019 年上

市期大幅下跌，调研显示，红枣价格的下跌是因为近年来持续的供应过剩，库存

大量囤积，库存枣占领市场，其销售价格低于上市的新枣，导致新枣难以销售，

售方议价能力弱，红枣价格下跌明显。

五、阿拉尔产区抗跌能力高于产区及市场平均水平

2018 年红枣产季批发市场红枣价格指数上涨幅度最大，因库存影响，2019

年产季内地批发市场红枣价格指数下跌明显，且指数低于新疆产区红枣价格指数

和阿拉尔产区红枣价格指数。



图 5 新疆产区、批发市场及阿拉尔产区红枣价格指数走势图

2019 年上市期（10 月 26 日至 11 月 25 日）内的一个月期间，阿拉尔产区红

枣价格指数上涨幅度最大，为 6.57%，并在销售旺季保持在高位；新疆产区红枣

价格指数上涨约 3%；内地批发市场价格指数上涨约 4%，但下跌幅度较大、速度

较快。随着疫情影响减弱，红枣市场恢复日常活动后，阿拉尔红枣价格指数始终

高于新疆产区和批发市场红枣价格指数，阿拉尔红枣价格抗跌能力较强，其次为

新疆产区红枣价格，内地批发市场红枣价格下跌较严重。

六、产区采取多举措带动红枣产业发展

2018 年起，新疆以提质增效为核心发展现代林果业，稳面积、优结构，提

质量、增效益，全力推进特色林果业高质量发展，新疆红枣从增量走向增效。南

疆各地州鼓励枣农疏密提干，控制红枣产量、提升红枣质量，对疏密枣林给予不

同程度的补贴和奖励。目前，政策取得一定效果，新疆红枣产量基本稳定，上升

速度较为缓慢。

2019 年阿拉尔红枣相继获批创建以红枣产业为主导产业的国家级现代农业

产业园并成功入选中国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名单（第二批）。为了应对红枣品质不

高、销售不畅等问题，第一师阿拉尔市红枣产业开始了两个转变，一是由数量优

先转变为质量优先，二是销售方式由初加工向精深加工转变。同时成立合作社、

成立集团公司、成立红枣加工企业、打造红枣科研平台，开展红枣节展销会等多

措并举，通过提升就地转化率应对市场变化、通过向外推介畅通销路，促使师市

的红枣产业健康稳定发展。



2019 年产季，新疆果业集团按照部署，在“坚持政府引导原则、坚持市场

化、坚持主体多元和分区布局、坚持优质优价、坚持可持续发展”的托市收购原

则下进行红枣托市收购，在一定程度上稳定了红枣市场价格，拓宽了红枣销售渠

道，保证了特级、一级等高等级红枣的市场价格，有效引导市场“优质优价”，

助力红枣产业提质增效。

整体而言，红枣市场供大于求现象明显，影响了当前市场行情的健康发展，

存在库存枣及品质较差的低价枣“劣币驱逐良币”风险。在此背景下，产区各项

举措的推出将助力红枣产业提质增效，在控制产量的基础上提升产业规模，对长

期红枣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短期来看，疫情的发生缩短了红枣销售旺季，使市场

库存量增大，将压缩新一季红枣价格上涨空间；但从长期来看，红枣品质将进一

步提升，更多有效措施将带动红枣产业回暖。

各地区灰枣、骏枣分级批发均价表



新华（阿拉尔）红枣价格指数由中国经济信息社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师

阿拉尔市人民政府共同编制并发布，包括骏枣和灰枣两支子指数，地区覆盖新疆

产区和河南、河北两大批发市场，采集交易量较大、具有代表性的红枣经营企业

的分级出货价，按照相应的权重计算形成红枣价格指数。根据编制规则，指数以

2018 年 10 月 8 日为基期，基点 1000 点，旨在客观反映中国红枣现货价格走势，

为市场提供定价参考与决策支持。

中国经济信息社是新华社经济信息服务业务的唯一主体和中国经济信息服

务的开创者，旗下新华财经国家金融信息平台，重点服务我国经济发展和金融安

全。新华指数是国内第一家，也是唯一一家全领域指数服务机构，是指数领域的

国家队，通过发挥在专业设计、数据采集、信息传播、资源聚合、平台渠道等方

面优势，在资本市场、实体产业、城市发展、品牌建设等领域孵化了一批有影响

力的指数产品，为经济研究分析、市场价格发现、投资决策参考提供分析工具与

市场指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