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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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月 1 日,中国香蕉产地价格指数报 80.49 点，较

上期末下跌 3.63%。广西产区统货均价约为 1.34 元/斤，较

前一周下跌 0.03 元/斤。 

上周，新华-中国（海南）皇帝蕉产地价格指数上涨

42.88%、新华-香蕉销地批发价格指数上涨 5.58%、新华-

进口香蕉价格指数上涨 0.93%。 

 产业新闻摘要2 

国内产业新闻 

➢ 中国（广东）香蕉国际网络文化节于 12月 31日在广东遂溪开幕 

➢ 香蕉市场需求疲软，预计明年价格会小幅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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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 1月 1日，新华-中国香蕉产地价格指数报 80.49

点，较12月25日下跌3.03点，跌幅3.63%;较基期下跌19.51

点，跌幅 1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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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94点、88.67点、46.51

点、142.86点、150.00 点。上周（2020.12.28-2021.1.1），

广西产区统货均价约为 1.34 元/斤，较前一周下跌 0.03 元/

斤，跌幅 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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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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 1 月 1 日，新华-中国（海南）皇帝蕉产地价格

指数报 1723.10点，较 12 月 25 日上涨 517.16 点，涨幅

42.88%；较基期上涨 723.10 点，涨幅 7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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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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1 月 1 日，海南省皇帝蕉一等品价格指数报

1566.09点，较 12月 25日上涨 462.95 点,涨幅 41.97%;较

基期上涨 566.09 点，涨幅 56.61%。 

海南省皇帝蕉二等品价格指数报 1525.94 点，较 12 月

25 日上涨 462.95 点,涨幅 43.55%;较基期上涨 525.94点，

涨幅 52.59%；三等品价格指数报 1485.78 点，较 12 月 25

日上涨 462.95 点,涨幅 45.26%;较基期上涨 485.78 点，涨

幅 48.58%。                                                                                                                                                                       

从采集点来看，上周澄迈县产地皇帝蕉一等品成交价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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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为 3.70 元/斤，较上期上涨 32.14%；皇帝蕉二等品成交

均价为 3.60元/斤，较上期上涨 33.33%。 

乐东黎族自治县产地皇帝蕉一等品成交价均价为 3.70

元/斤，较上期上涨 32.14%；皇帝蕉二等品成交均价为 3.60

元/斤，较上期上涨 3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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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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 1月 1日，新华-香蕉销地批发价格指数报 99.59

点，较 12月 25日上涨 5.26点，涨幅 5.58%;较基期下跌 0.41

点，跌幅 0.41%。 

从采集点来看，上周北京销地批发均价为 2.28 元/斤，

较上期下跌 0.44%；天津销地批发均价为 2.52 元/斤，较上

期上涨 4.94%；成都销地批发均价为 2.46 元/斤，较上期上

涨 2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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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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0 日，新华-进口香蕉价格指数报

752.02点，较 2020年 12月 23日上涨 6.91点，涨幅 0.93%，

较基期下跌 247.98点，跌幅 24.80%。  

600

800

1000

1200

1400

2
0

1
8

-1
0

2
0

1
8

-1
1

2
0

1
8

-1
2

2
0

1
9

-0
1

2
0

1
9

-0
2

2
0

1
9

-0
3

2
0

1
9

-0
4

2
0

1
9

-0
5

2
0

1
9

-0
6

2
0

1
9

-0
7

2
0

1
9

-0
8

2
0

1
9

-0
9

2
0

1
9

-1
0

2
0

1
9

-1
1

2
0

1
9

-1
2

2
0

2
0

-0
1

2
0

2
0

-0
2

2
0

2
0

-0
3

2
0

2
0

-0
4

2
0

2
0

-0
5

2
0

2
0

-0
6

2
0

2
0

-0
7

2
0

2
0

-0
8

2
0

2
0

-0
9

2
0

2
0

-1
0

2
0

2
0

-1
1

2
0

2
0

-1
2



 

 

10 

 附录 1：产业新闻详情 

➢ 国内产业新闻 

中国（广东）香蕉国际网络文化节于 12 月 31日在广东遂溪开幕 

中国（广东）香蕉国际网络文化节（简称“香蕉网络节”）于 2020

年 12月 30 日至 2021年 1月 1日在广东遂溪举办。本次大会以“聚

焦广东，链接全球”为主题，为广东香蕉产业数字化发展探寻方向，

推动广东特色优势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 

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看，稳住农业基本盘、守好“三农”基

础是应变局、开新局的“压舱石”。 

在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背景下，本次香蕉网络节立标杆、数典范，

借助广东“12221”农产品市场体系建设契机，将扩大数字经济风口，

以品质为基础强化“广东香蕉”品牌形象，通过聚拢资源、创新技术、

共享智慧，打造线上线下融合、国内国外双向融通的方式，为保障粮

食安全、培育数字化营销人才建言献策，为“广东香蕉”走向全国、

奔向世界开辟渠道，为创新广东农产品国际交流合作新业态、新模式

注入新动能，以香蕉为媒链接数字农业的全球智慧、全球资源、全球

机遇。 

12月 30日，《中国（广东）香蕉与主粮安全》《中国（广东）

香蕉与仓储物流》《中国（广东）香蕉进出口绿色标准化与国际品牌

竞争力》三大主题云论坛同期举行。12月 31日，中国（广东）香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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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网络文化节开幕式在广东北部湾农产品流通综合示范园区举办，

同步开展广东香蕉微综艺直播，广东香蕉跨境电商直播、网红直播，

中国（广东）香蕉云推广等系列直播活动，上线中国（广东）香蕉国

际云展会等。 

资料来源:新华网 

发布日期:12/29/2020 

香蕉市场需求疲软，预计明年价格会小幅上涨 

今年香蕉的整体价格行情相对比较稳定，而且涨跌幅度不是很大。

从市场的行情走势来看，香蕉的走货速度比较缓慢，市场供应充足。

由于季节性原因，预计 2021年香蕉市场有所好转，产地香蕉价格会

出现小幅上涨，蕉农的出货速度会比较平稳。 

销地批发市场方面，香蕉终端消费表现会以平稳方式运行，西南

产区香蕉品质不错，上涨会比较明显。进口香蕉方面，整体行情会有

所回暖，其中两大港口香蕉进口价格多数上涨，仅上海港越南蕉进口

价格出现下跌。特种蕉皇帝价格会大幅上涨。 

香蕉在国内外的品质相差甚远，这也导致现在品质好的香蕉越来

越贵，而且香蕉的种植难度越来越大，很多产区出现了香蕉减质减产

情况，市场上没有品质好的香蕉，价格就要上涨了。 

从往年的香蕉消费行情来看，种苗用量明显出现了提升，这也导

致市场的香蕉供应过剩，而今年种植香蕉减少了，香蕉价格快速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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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香蕉大多数需要依赖进口，而且国外的香蕉贮藏技术比国外

的先进，很多消费者买的基本上是那种外观品质好的品种，这也导致

香蕉价格不断攀升。 

不过，受国际需求疲软影响，今年全球香蕉价格暴跌，南美香蕉

市场供过于求，对于菲律宾香蕉产业构成极大威胁。今年 1-9月，菲

律宾香蕉出口下降了 14%。中国作为曾经菲香蕉出口最大目的地，受

新冠疫情影响，采取了额外的检疫措施，而且中国正在考虑购买更多

来自东南亚其他国家的香蕉，导致菲律宾香蕉产业雪上加霜。 

菲律宾香蕉种植者和出口商协会（PBGEA）预测，今年香蕉销量

将同比大幅下降 20%，至 1.622亿箱。为防止菲律宾香蕉于出口竞争

中落败，菲政府拨款约 2.63亿比索试图挽救当地的香蕉产业。 

资料来源:惠农网 

发布日期:12/28/2020 

 

 

 

 

 



 

 

13 

 附录 2：香蕉均价表 

2020.11.30-202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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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11-30 1.47 - - - - 

2020-12-2 1.47 - - - - 

2020-12-4 1.48 - - - - 

2020-12-7 1.48 - - - - 

2020-12-9 1.49 - - - - 

2020-12-11 1.4 - - - - 

2020-12-14 1.37 - - - - 

2020-12-16 1.38 - - - - 

2020-12-18 1.33 - - - - 

2020-12-21 1.37 - - - - 

2020-12-23 1.38 - - - - 

2020-12-25 1.37 - - - - 

2020-12-28 1.36 - - - - 

2020-12-30 1.33 - - - - 

2021-1-1 1.33 - - - - 

数据来源：中国经济信息社新华指数事业部 

注：海南、云南、广东、福建产区走量较少，暂无数据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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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1.30-202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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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11-30 1.7 1.6 2 1.9 

2020-12-2 1.6 1.5 1.6 1.5 

2020-12-4 1.7 1.6 1.7 1.6 

2020-12-7 1.8 1.7 1.8 1.7 

2020-12-9 1.7 1.6 1.7 1.6 

2020-12-11 1.7 1.6 1.7 1.6 

2020-12-14 1.7 1.6 1.7 1.6 

2020-12-16 1.8 1.7 1.8 1.7 

2020-12-18 2.7 2.6 2.7 2.6 

2020-12-21 3 2.9 2.7 2.6 

2020-12-23 2.8 2.7 2.8 2.7 

2020-12-25 2.6 2.5 2.9 2.8 

2020-12-28 3.6 3.5 3.6 3.5 

2020-12-30 3.6 3.5 3.6 3.5 

2021-1-1 3.9 3.8 3.9 3.8 

数据来源：中国经济信息社新华指数事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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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责声明 

新华指数作为中经社四大战略性重点产品，负责开发、管理和运维新

华社旗下全部指数和指数衍生品，是国内第一家综合性指数研究、发布、

推广及运营的专业机构。 

本报告由中国经济信息社指数中心与澄迈县政府共同编制并发布。编

制者对本报告取自公开来源信息的准确性和完整性不作任何保证。本报告

所载的资料、意见及推测仅反映本报告最初出具日的观点和判断。 

在不同时期，或因使用不同假设和标准，采用不同观点和分析方法，

致使中国经济信息社与澄迈县政府发出与本报告所载意见、评估及预测不

一致的研究报告，对此中经社与澄迈县政府可不发出特别通知。 

在任何情况下，本报告中的信息或所表述的意见并不构成对任何人的

投资建议，也没有考虑到客户特殊的投资目标、财务状况或需求。客户应

考虑本报告中的任何意见或建议是否符合其特定状况。 

若有必要应寻求专家意见。本报告所载的资料、工具、意见及推测仅

供参考。 

本报告版权为中国经济信息社与澄迈县政府共同所有。未经中国经济

信息社与澄迈县政府书面同意，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翻版、复

制、发布、转发或引用本报告的任何部分。如征得中国经济信息社与澄迈

县政府同意进行引用、刊发的，需在允许的范围内使用，并注明出处为“中

国经济信息社”和“澄迈县政府”，且不得对本报告进行任何有悖原意的

引用、删节和修改。若中国经济信息社与澄迈县政府以外的机构向其客户

发放本报告，则由该机构独自为此发送行为负责，中国经济信息社与澄迈

县政府对此等行为不承担任何责任。本报告同时不构成中国经济信息社与

澄迈县政府向发送本报告的机构之客户提供的投资建议。 

如未经中国经济信息社与澄迈县政府授权，私自转载或者转发本报告，

所引起的一切后果及法律责任由私自转载或转发者承担。中国经济信息社

与澄迈县政府将保留随时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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