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按照一般规律， 节后价格会有一个回归常态的过

程， 但不能因此就放松对于平抑春节物价所采取的措

施，更不能因为整体价格涨幅回落，对节日的物价上

涨掉以轻心。

专家认为，每年春节几乎都发生农副产品价格大

涨的现象，而且零售环节比批发环节涨得更多、更离

谱。 究其原因，还是在于农产品直供城市的能力薄弱，

系统不健全。

现在零售依赖农贸市场， 而小菜贩多数是外地

人，春节大量摊位歇业，造成供不应求。 因此，需要加

强农副产品直供体系的建设。

江苏省大蒜行业协会副会长张传喜说， 现在城

市人口增长速度快， 城市周边的菜地减少的速度

也快， 仅靠城市周边农村供应农副产品已很难满

足市场需求。 而城市农贸市场与农村生产基地之

间的联系比较松散，没有很好地解决“买难、卖难”

的问题。农超对接、市场与生产基地对接的力度问

题不能有效解决，菜价大幅波动还将发生。

记者在调查中了解到，为平抑物价，保障

市民的“菜篮子”，一些地方加大开设平价商场

的做法值得推广。 广东今年计划将建成 3000

家，江苏去年也建成 773家平价超市。 这些“平

价商店”、“平价超市”通过政府补贴、产销对接

等方式降低农副产品价格，其销售价格普遍

比周边市场价格低 15％以上。

有关专家提出，要依托农业流通组织和

农民专业合作社， 建设农副产品平价商店，

减少流通环节，有效稳定农产品售价。（据新

华社上海 1月 31日电）

的哥的辛苦有目共睹，但

每个行业都有它的特殊情况，

不能一遇到就牺牲大众的利

益。 既然相关部门规定了出租

车的起步价和递增价， 那么就

有它的合理性，如果擅自涨价，

岂不是在扰乱市场秩序？

李俊涛 新区市民

1月 31日 05版

《出租车擅自涨价

逮住最高罚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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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偏

北风 2 级到 3 级增大到 4 级

到 5 级，温度 -4℃到 1℃，夜

里到明天晴转多云。 受冷空

气影响， 明天气温较前期将

明显下降。

最近几天有明显大风、

降温天气，请注意加强防范。

今天我市各气象指数

是，人体舒适度：早晚为八，

感觉寒冷， 中午为七， 感觉

冷；感冒指数：二级，不易感

冒， 体质弱的朋友请注意适

当防护； 一氧化碳中毒潜势

预报：二级，气象条件不易引

发一氧化碳中毒； 行车安全

指数： 一级， 有利于安全行

车。

更多天气资讯， 请拨打

12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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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微话题

“菜篮子”关系着百

姓的钱袋子。 如何破解

“菜贱伤农， 菜贵伤民”

的怪圈？欢迎登录本报官

方微博，和大家一起分享

您的看法和故事。

“菜篮子”逢节必涨

新华社呼吁设平价商场

□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 陆文军 邓华宁 沈而默 陈刚

经历了 2 0 1 1 年如同“过山车”般的物价波动后，在高 CPI 背景下迎来了龙年春节消费。 今春“菜篮子”价格

走势如何？ 春节作为食品价格波动最大的时期之一，“平价春节”离百姓期待有多远？ 记者就此进行了追踪调

查。

三块钱一斤的青菜、 五块钱一斤

的芹菜、 八块钱一斤的茄子……上海

市发改委节日期间公布的“部分农贸

市场主要蔬菜品种价格公布表”上，特

意用红色字体标注了全市各菜市场中

间价格“最贵”的产品。

数据显示， 大年初三的菜价较之

前一周几乎全线上涨。 青菜、芹菜、菠

菜、黄瓜、青椒和大白菜的涨幅都超过

了 20％，15种主要商品中仅有鸡蛋价

格微幅回落。很多市民感到，要在家下

厨请亲友吃饭，“菜篮子”并不轻。

在北京某事业单位工作的张小姐

也感到春节菜价的“高涨”，她说，“初

六逛超市买点菜，有机小排骨要 37 元

一斤，原先 30 元都不到。 年前 1 元 1

斤左右的青菜卖到了 3 元， 一些时令

蔬菜甚至翻了好几倍。 ”

春节是中国最重要也是周期最长

的节日，从小年至元宵的 20 多天都是

消费高峰， 农产品价格上涨成为多年

来的规律。 加上大量从业人员回家过

年， 春节特别是至正月十五期间，“乏

人卖菜”的现象不少。

价格备案、开设平价超市、扩大蔬

菜种植面积、 节前集中投放粮食蔬菜

……在国家发改委等部门要求下，江

西、安徽、青海、宁夏、黑龙江、江苏等

省区春节前提出， 根据本地市场情况

和调控需要，适时投放地方粮油储备，

确保成品粮油、蔬菜市场供应不断档、

不脱销，保持粮油市场价格基本稳定。

然而，一些市民仍然反映，现在春

节时段长，菜价涨幅大，一些普通家庭

“吃紧”，困难家庭和低保人员则“吃不

消”。

交通银行研究部高级经理唐建伟

表示，由于生产周期、信息不对称、游

资炒作等多种因素影响， 在近十年的

历史中， 食品价格增速已多次呈大涨

大落轮回， 春节期间几乎是全年食品

价格波动最大的时期之一。

国家统计局江苏调查总队相关负

责人表示，从统计数据看，1 月份上半

个月的蔬菜价格比 12 月同期还是有

明显的上涨， 预计下半个月上涨的幅

度会更明显。人们不禁要问，究竟是哪

些因素在推动农产品价格“春节必

涨”？

“从经济学的规律看，特定时间价

格的上涨， 最直接的原因还是供需关

系变化。春节期间，老百姓的需求出现

了一定程度的井喷， 大家都需要集中

购买年货， 其中就包括最基本的食

品。”上海财经大学应用统计研究中心

主任徐国祥表示。

供给方面来看， 从菜市场的商贩

到田间地头的农民，会回家过年。虽然

像大型的超市、 商场春节期间依然保

持供应，但就整个市场的供给而言，还

是比平时要少， 供应不足进而传导给

终端物价。

其次，季节因素影响，农副产品进

入冬季原本就是进入了价格上升阶

段。春节期间，我国不少地区遭遇雨雪

和低温天气， 较高的蔬菜生产运营成

本，对菜价形成支撑。

市场流通价格管理因素亦不容忽

视。 由于多数农副产品的价格已经实

行了市场化， 国家只对粮食等少数重

要的农产品实行指导价， 定价权往往

掌握在批发市场和农贸市场的销售商

手中。在春节市场供不应求时，菜商联

手抬高价格不足奇怪。“哪怕蔬菜都卖

到 10 元 1 斤， 老百姓为了过节也得

买。 ”

四是春节返乡习俗影响， 导致短

期内劳动力严重不足， 人工成本突然

提高，对物价影响大。华东师范大学国

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研究员余南

平说，从发达国家情况来看，虽然他们

也有圣诞节等周期较长、 消费集中的

节日，但没有大范围的人员流动，而且

基础商品尤其是食品供应基本都是成

体系的，往往采用工厂化配送方式，且

多为成品或半成品， 节假日不会出现

大幅物价波动。

反观国内， 春节劳动力大范围流

动的特殊现象导致人工成本上升；供

应体系比较分散，并非集中管理方式，

导致进货成本提高； 加之一般企业员

工在春节假期工作有三倍工资保障，

大多依靠价格补偿来体现节日加班的

价值，所以物价高涨。

核心

提示

周期长、消费集中： 谁在推动“逢节必涨”？

全线上涨： “菜篮子”不轻

加强农超对接： 减缓节日“异常波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