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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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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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 25 日,中国香蕉产地价格指数报 78.51 点，

较上期末下跌 9.91%。云南产区统货均价约为 0.60 元/斤，

较前一期上涨 0.03 元/斤。海南产区统货均价约为 1.41元

/斤，较前一期上涨 0.07 元/斤。 

上周，新华-中国（海南）皇帝蕉产地价格指数下跌

8.76%、新华-香蕉销地批发价格指数上涨 0.02%、新华-进

口香蕉价格指数下跌 1.37%。 

 产业新闻摘要 

国际产业新闻 

➢ 菲律宾:一季度香蕉产量增加 

➢ MusaNet设立香蕉产业资源网 

➢ 菲律宾一季度香蕉出口量下降 50% 

➢ 巴拿马：1 至 5月出口香蕉 7,679箱，农产品出口总额达 1亿美元 

➢ 东非国家培育出更抗病抗旱的香蕉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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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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 25日，新华-中国香蕉产地价格指数报

78.51 点，较 6月 18 日下跌 8.63 点，跌幅 9.91%;较基期下

跌 21.49点，跌幅 2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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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78 点、111.71 点、

23.26 点、142.86点、79.69点。上周（2020.6.21-6.25），

云南产区统货均价约为 0.60 元/斤，较前一期上涨 0.03 元/

斤，涨幅 5.26%；海南产区统货均价约为 1.41 元/斤，较前

一期上涨 0.07 元/斤，涨幅 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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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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 25日，新华-中国（海南）皇帝蕉产地价

格指数报 467.08点，较 6月 18日下跌 44.86点，跌幅 8.76%；

较基期下跌 532.92点，跌幅 5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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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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 25日，海南省皇帝蕉一等品价格指数报

441.72 点，较 6 月 18 日下跌 40.16 点,跌幅 8.33%;较基期

下跌 558.28点，跌幅 55.83%。 

海南省皇帝蕉二等品价格指数报 401.56 点，较 6 月 18

日下跌 40.16 点,跌幅 9.09%;较基期下跌 598.44 点，跌幅

59.84%；三等品价格指数报 361.41 点，较 6 月 18日下跌

40.16点,跌幅 10.00%;较基期下跌 638.59点，跌幅 6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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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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元/斤，较上期持平；皇帝蕉二等品成交均价为

0.97元/斤，较上期持平。 

乐东黎族自治县产地皇帝蕉一等品成交价均价为 1.07

元/斤，较上期持平；皇帝蕉二等品成交均价为 0.97元/斤，

较上期持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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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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 25 日，新华-香蕉销地批发价格指数报

104.81 点，较 6 月 18 日上涨 0.02点，涨幅 0.02%;较基期

上涨 4.81 点，涨幅 4.81%。 

从采集点来看，上周北京销地批发均价为 2.42 元/斤，

较上期上涨 1.08%；天津销地批发均价为 2.54 元/斤，较上

期下跌 1.72%；成都销地批发均价为 2.75 元/斤，较上期上

涨 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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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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6 月 23 日，新华-进口香蕉价格指数报

863.75 点，较 2021年 6 月 16 日下跌 11.98 点，跌幅 1.37%，

较基期下跌 136.25点，跌幅 1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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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 1：产业新闻详情 

➢ 国际产业新闻 

菲律宾：一季度香蕉产量增加 

菲律宾统计局(PSA)报告显示，一季度菲律宾香蕉产量增长 1%，香蕉产量

为 208万吨，其中香蕉主要出口品种为卡文迪什，出口占比为 55.5%，其次是

烹饪香蕉，出口占比为 25.6%。达沃地区产量最高，香蕉占比为 35.6%，其次是

棉兰老岛北部，香蕉产量占比为 26.2%。 

资料来源:bworldonline.com 

发布日期:6/25/2021 

MusaNet 设立香蕉产业资源网 

联盟管理的网站 MusaNet收集全球香蕉(Musa)资源并在整个产业链中共

享。 

MusaNet是 Musa 相关研究的全球协作网络，创建于 2011年，旨在实施与

香蕉研究界共同制定的全球Musa战略。现在MusaNet对外宣布推出一个新网站，

该网站收集和分享有关香蕉各个方面的信息。 

该网站拥有一个广泛的数据库 MusaLit，其中包含 18,000多篇关于香蕉和

MusaRama的已发表参考资料，MusaRama是香蕉各个方面照片的图片库。

MusaContacts使用户能够搜索并联系具有香蕉经验和专业知识的广泛专家。 

资料来源:alliancebioversityciat.org 

发布日期:6/24/2021 

菲律宾：一季度香蕉出口量下降 50% 

受到国内生产疲软及全球运输问题影响，1-4月菲律宾香蕉出口量下跌

50%，出口量为 739,510吨。 

https://www.bworldonline.com/q1-outputs-for-mango-pineapple-and-banana-rise-calamansi-down/
https://musanet.org/
https://musanet.org/
https://alliancebioversityciat.org/stories/new-site-banana-related-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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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菲律宾统计局的最新数据，今年香蕉出口量较去年同期降低 750,476

吨。数据还显示，香蕉出口收入从去年的 6.206亿美元下降至 3.293亿美元。 

日本仍然是菲律宾香蕉出口的主要目的地，占菲律宾香蕉总出口量的 40%。

对日本的香蕉出口量从去年的 507,447 吨降至今年的 277,300吨。 

菲律宾对中国的香蕉出口也出现了大幅下跌，香蕉出口量为 263,399吨，

下降了 37.23%。 

资料来源:businessmirror.com.ph 

发布日期:6/23/2021 

巴拿马：1 至 5月出口香蕉 7,679 箱，农产品出口总额达 1亿美元 

根据巴拿马农业发展部(MIDA)农业综合企业局的一份报告，2021年巴拿马

农产品出口出现复苏。 

1至 5月期间，巴拿马出口 7,679 箱香蕉，价值 6,280万美元。该报告不

包括与去年数字的比较，但根据共和国主计长办公室的数据，截到 2021年 4

月，香蕉出口额达 4030万美元，较 2020年同期减少 640万美元. 

木瓜、甜瓜、南瓜、香蕉和菠萝的出口也有所回升。巴拿马农业发展部数

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农产品出口总额为 1亿美元。 

资料来源:prensa.com  

发布日期:6/22/2021 

东非国家培育出更抗病抗旱的香蕉品种 

乌干达和坦桑尼亚的香蕉育种者已经开发出耐旱和抗病的香蕉品种，以支

持东非香蕉业的商业化。超过 1,350名乌干达和坦桑尼亚小农香蕉种植者对新

杂交品种的表现出积极态度。面对黄单胞菌枯萎病、枯萎病和黑斑病等植物病

害的影响，种植企业往往难以维持超过四到五年的时间。 

https://businessmirror.com.ph/2021/06/22/4-month-banana-exports-fall-50-on-shipping-production-woes/
https://www.prensa.com/impresa/economia/panama-exporto-7-679-contenedores-de-bananos-en-los-primeros-cinco-me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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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区域农业分析家预测，东非的香蕉种植者很快将享受到种植新品种的

好处：从传统育种和新兴生物技术（如基因组编辑）开发的香蕉。新进展还意

味着该地区很有可能能够控制黄单胞菌枯萎病的传播。 

乌干达国家香蕉研究计划的 Ivan Kabiita Arinaitwe博士告诉科学联盟，

高产新杂交种是通过常规育种通过将东非高地香蕉栽培品种（三倍体 3x）和雄

性二倍体（2x）亲本杂交品种。野生物种 Musa acuminata有助于抵抗病虫害。 

对于东非国家而言，让农民获得改良的香蕉杂交种意味着提高商业香蕉生

产力、减轻饥饿、改善粮食安全以及增加香蕉产业的附加值。 

 资料来源: 

https://www.freshplaza.com/article/9332137/east-africa-s-growers-wel

come-new-banana-varieties-more-resistant-to-disease-and-drought/ 

发布日期:6/21/2021 

 

 

 

 

 

 

 

https://allianceforscience.cornell.edu/blog/2021/06/east-africas-banana-farmers-welcome-new-varieties-that-resist-disease-and-drought/
https://allianceforscience.cornell.edu/blog/2021/06/east-africas-banana-farmers-welcome-new-varieties-that-resist-disease-and-drought/


 

 

13 

 附录 2：香蕉均价表 

2021.5.17-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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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5-17  1.14 1.05   

2021-5-19  1.51 1   

2021-5-21 - 1.50 0.95 - - 

2021-5-24 - 1.26 0.85 - - 

2021-5-26 - 1.35 0.95 - - 

2021-5-28 - 1.36 0.95 - - 

2021-5-31 - 1.32 0.5 - - 

2021-6-2 - 1.26 0.6 - - 

2021-6-4 - 1.22 0.5 - - 

2021-6-7 - 1.15 0.5 - - 

2021-6-9 - 1.18 0.7 - - 

2021-6-11 - 1.33 0.6 - - 

2021-6-14 - 1.33 0.6 - - 

2021-6-16 - 1.3 0.5 - - 

2021-6-18 - 1.4 0.6 - - 

2021-6-21 - 1.40 0.6 - - 

2021-6-23 - 1.39 0.7 - - 

2021-6-25 - 1.44 0.5 - 0.85 

数据来源：中国经济信息社新华指数事业部 

注：广西、福建产区走量较少，暂无数据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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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5.17-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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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5-17 1.5 1.4 1.5 1.4 

2021-5-19 1.6 1.5 1.6 1.5 

2021-5-21 1 0.9 1 0.9 

2021-5-24 1 0.9 1 0.9 

2021-5-26 1.1 1 1.1 1 

2021-5-28 1.1 1 1.1 1 

2021-5-31 1 0.9 1 0.9 

2021-6-2 1.1 1 1.1 1 

2021-6-4 0.7 0.6 0.7 0.6 

2021-6-7 0.7 0.6 0.7 0.6 

2021-6-9 0.9 0.8 0.9 0.8 

2021-6-11 1 0.9 1 0.9 

2021-6-14 1 0.9 1 0.9 

2021-6-16 1 0.9 1 0.9 

2021-6-18 1.2 1.1 1.2 1.1 

2021-6-21 1.1 1 1.1 1 

2021-6-23 1 0.9 1 0.9 

2021-6-25 1.1 1 1.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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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