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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干辣椒系列价格指数周报
（2022 年第 22 周）

 指数概览

截至 2022 年 5 月 29 日，中国遵义朝天椒（干椒）批发价格指数报 1366.40

点，较上期上涨 0.68%，其中满天星、遵义朝天椒一号、锥形椒、樱桃形椒批

发价格指数较上期出现上行，艳椒较上期出现下行。三樱椒（干椒）批发价格指

数报 919.77 点，较上期上涨 1.78%。新一代（干椒）批发价格指数报 1070.32

点，较上期上涨 0.03%。印度进口椒批发价格指数报 1036.48 点，较上期上涨

0.17%。

表 1 指数周度运行情况（数据来源：新华指数）

指数名称 本期 上期 涨跌幅 年同比

中国遵义朝天椒（干椒）

批发价格指数

综合指数 1366.40 1357.18 0.68% 9.14%

艳椒 1355.15 1361.69 -0.48% 9.22%

满天星 1309.42 1299.70 0.75% -11.11%

遵义朝天椒一号 1402.95 1402.81 0.01% 3.14%

锥形椒 1430.89 1427.31 0.25% 29.86%

樱桃形椒 1400.78 1366.53 2.51% 56.37%

三樱椒（干椒）批发价格指数 919.77 903.69 1.78% 24.41%

新一代（干椒）批发价格指数 1070.32 1070.00 0.03% 17.15%

印度进口椒批发价格指数 1036.48 1034.75 0.17% 1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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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品种交易价格分析

本期全国辣椒市场的 8 个辣椒代表品中，8 个代表品种（艳椒、满天星、遵

义朝天椒一号、锥形椒、樱桃形椒、三樱椒、新一代、印度进口椒 S17）交易平

均价格较上期出现上涨。其中，樱桃形椒环比指数为 1020.08 点，是本期均价

涨幅最大品种。

表 2 各品种周度均价运行情况（数据来源：新华指数）

品种 本期均价（元/斤） 上期均价（元/斤） 环比指数（均价）

艳椒 10.25 10.21 1003.43

满天星 11.06 11.02 1003.70

遵义朝天椒一号 8.81 8.78 1002.77

锥形椒 15.93 15.92 1000.77

樱桃形椒 17.28 16.94 1020.08

三樱椒 10.03 9.95 1007.82

新一代 12.42 12.35 1005.41

印度进口椒 S17 12.00 11.96 1003.95

图 1 各品种、各等级周度均价（数据来源：新华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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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场研判

本期国内干椒价格偏强运行，走货情况有所回升。供给端北方交易市场货源

有序供应，南方遵义市场本地干椒货源偏少。需求端本期采购商备货积极性提高，

但仍以按需采购为主。本期受金乡地区辣椒移栽后死苗消息影响，卖货商惜售情

绪显现，北方干椒价格普遍强势；南方地区受新一季干椒种植面积下降消息影响，

价格也相对坚挺。印度椒方面，目前持货商要价偏高，但实际成交依然较少，本

期印度椒价格小幅上行。

 市场信息

 谯城：小辣椒赋予乡村振兴新动能

近年来，谯城区依托小辣椒种植优势，通过引进新品种、发展订单农业、建

设烘干和冷藏设施、出台规模化种植支持政策等措施，积极引导群众发展辣椒种

植，形成了小辣椒特色种植产业，为做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

衔接打下了坚实基础。

眼下，在谯城区芦庙镇袁庄村，一望无际的麦田中间，村民利用麦田中间的

空隙套种了辣椒，嫩绿的幼苗随着饱满的麦穗随风摆动，甚是美丽。

“这是我们刚刚学到的新技术，借用麦垄套种朝天椒，既能为小麦生长提供

足够的风和光照，又充分利用了闲置的麦垄，实现一举两得的双赢局面。”芦庙

镇党委书记董衡告诉记者，像这样走“小麦+朝天椒”模式的套种，全镇今年共

试种了 5000 亩。“除了小麦收成，一亩地预计可以再收 700 斤朝天椒，每亩地

可额外增加一些收入，达到 7000 元左右，这种模式既让种植户有了积极性，又

为周边农民增加了就业机会。”

谯城区农业农村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在保证粮食生产面积和产量“双不减”

的前提下，谯城区充分借鉴外地种植模式，探讨粮食生产与辣椒产业发展互为促

进的耕作模式，引导广大椒农和经营主体采取“麦套椒”模式推进产业发展，这

次试种成功后将在全区推广。

芦庙镇是谯城区小辣椒种植大镇，目前全镇 7 万亩土地种植了 2.8 万亩小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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椒。除了“小麦+朝天椒”这种新套种模式以外，近年来，芦庙镇还采取“药材

+朝天椒”“大蒜+朝天椒”的种植方式，把小小的辣椒做成了全区产业发展的

响亮品牌。

2020 年，芦庙镇又引进了保银 829 和 849 辣椒新品种，并与安徽省保银

农业公司签订了订单回购合同，发展订单农业。雷庄村村民来红旗种了两亩保银

829 辣椒，为他带来收入 2 万多元。

“种了十几年的辣椒，没见过这么高产的辣椒，一棵辣椒秆上最多的能产 2

公斤辣椒，产量高收益自然高。”来红旗说，高收益增强了村民种植辣椒的信心。

今年他又流转了 30 亩土地，用来扩大辣椒种植面积，而且也尝试了小麦套种新

模式，相信今年会有更大的收益。

谯城区古城镇尹楼村村民陈淑英今年 53 岁，由于年龄偏大打不了工，在家

闲了 4 年，现在她在家门口“上岗”了——围绕辣椒种植来务工，每天能收入

五六十元。“以前是找不到活干，现在是活多得干不完。”陈淑英说，辣椒从种

植到采摘，每一道环节都需要人手，这就给不方便外出打工的人提供了挣钱的门

路。

谯城区农业农村局绿色食品发展服务中心负责人孙鹏介绍，谯城区小辣椒种

植历史悠久，各乡镇均有种植，目前全区种植面积约 30 万亩，在全国县（区）

种植面积中遥遥领先。主要品种有三樱椒、泡椒、艳红等。辣椒种植成为群众增

产增收的新途径。

据了解，2021 年鲜椒市场价格约为 1.5-3 元/斤，干椒市场价格约为 10-16

元/斤，照此算来，每亩辣椒收益为 8000-15000 元。初步估测，2022 年全区

30 万亩朝天椒将为农业增收 25 亿元以上。

近年来，为了充分激活辣椒规模种植活力，谯城区不断优化政策补贴力度，

按照上级政策要求和全区农户实际种植情况，配套出台“四带一自”特色种养、

朝天椒规模种植栽培、发展长三角绿色农产品基地等各类奖补政策，每亩补贴

300-400 元，大力支持朝天椒规模种植，不断提高群众朝天椒种植的信心和意

愿。同时大力推广机械种植。实施“两强一增”行动，大力推进机械强农，出台

辣椒移栽机、收获机购置补贴方案，除享受国家规定的购置机械补贴外，再给予

购置机械总额 30%的财政补贴、总额 30%的 3 年贷款贴息。全区 60%的簇生椒

实行机械采收，大大降低了人工成本。

此外，谯城区还引入农业保险，实行“以奖代补”模式为朝天椒种植户减免

保费，朝天椒保险每亩保费 30 元，每亩最高可为种植户提供 600 元的风险保障，

让农户不再为自然灾害“买单”。2021 年参加农业保险的朝天椒种植面积达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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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亩，参保率约 70%。

近年来，谯城区辣椒“一产”发展迅猛。种植规模逐渐扩大，从事朝天椒种

植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及大户已达 1500 家，规模

较大的育苗基地有 15 家。

“二产”稳步推进。谯城区利用项目资金和民间资金建设冷库 12 座，烘干

厂房 38 个，服务朝天椒烘干、色选、冷藏等初加工。引进亳州市保银农业科技

有限公司，建设集分拣、烘干、打浆、打粉、冷藏等于一体的辣椒加工厂。同时

利用中央衔接乡村振兴资金 1500 万元建设了具有朝天椒交易、检测、仓储等功

能的朝天椒物流集散市场，为辣椒产业发展提供了施展拳脚的空间。

“三产”不断扩大。目前，全区有 18 个乡镇设有小型朝天椒交易市场，从

事朝天椒收购、销售的经纪人达 2000 人，从事朝天椒收购、销售的企业已达

20 家。

我市“六一战略”中提出将加快建设“长三角绿色农产品生产加工供应基地”。

目前，谯城区正在围绕建设高品质辣椒基地、发展辣椒产品深加工、持续发力拓

展长三角销售市场，全力建成长三角地区优质“菜园子”。

谯城区农业农村局有关负责人介绍，谯城区将以保证粮食安全和耕地红线为

前提，以促进农民增收和壮大村集体经济收入为目标，以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和建

设现代农业强区为抓手，充分发挥全区朝天椒特色种植优势，全力打造“长三角”

和全国优质农产品生产、加工和供应基地，加快推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

村振兴有效衔接。

（来源：亳州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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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品种周度价格概览

表 3 艳椒周度价格

日期 特级均价（元/斤） 一级均价（元/斤） 二级均价（元/斤）

2022/5/23 11.56 10.19 9.41

2022/5/24 11.57 10.40 9.57

2022/5/25 11.59 10.35 9.53

2022/5/26 11.59 10.20 9.57

2022/5/27 11.59 10.29 9.58

2022/5/28 11.65 10.34 9.56

2022/5/29 11.64 10.27 9.43

表 4 满天星周度价格

日期 特级均价（元/斤） 一级均价（元/斤） 二级均价（元/斤）

2022/5/23 12.31 11.25 10.22

2022/5/24 12.32 11.26 10.20

2022/5/25 12.36 11.31 10.23

2022/5/26 12.35 11.31 10.23

2022/5/27 12.35 11.31 10.22

2022/5/28 12.42 11.37 10.27

2022/5/29 12.41 11.36 10.28

表 5 遵义朝天椒 1 号周度价格

表 6 锥形椒周度价格

日期 特级均价（元/斤） 一级均价（元/斤） 二级均价（元/斤）

2022/5/23 16.97 16.07 15.24

2022/5/24 16.87 16.15 15.24

2022/5/25 16.91 16.21 15.28

2022/5/26 16.90 16.21 15.27

2022/5/27 16.91 16.33 15.24

2022/5/28 16.99 16.24 15.26

2022/5/29 16.98 16.20 15.25

日期 特级均价（元/斤） 一级均价（元/斤） 二级均价（元/斤）

2022/5/23 9.71 9.14 8.14

2022/5/24 9.71 9.12 8.14

2022/5/25 9.68 9.17 8.15

2022/5/26 9.67 9.17 8.15

2022/5/27 9.68 9.17 8.15

2022/5/28 9.53 9.22 8.19

2022/5/29 9.52 9.21 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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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樱桃形椒周度价格

表 8 三樱椒周度价格

日期 特级均价（元/斤） 一级均价（元/斤） 二级均价（元/斤）

2022/5/23 10.31 10.05 9.33

2022/5/24 10.41 10.13 9.41

2022/5/25 10.38 10.23 9.46

2022/5/26 10.42 10.22 9.53

2022/5/27 10.48 10.30 9.52

2022/5/28 10.49 10.35 9.48

2022/5/29 10.45 10.27 9.48

表 9 新一代椒周度价格

表 10 印度进口椒 S17 周度价格

日期 去把带帽均价（元/斤）

2022/5/23 12.00

2022/5/24 12.04

2022/5/25 12.03

2022/5/26 11.99

2022/5/27 11.94

2022/5/28 11.99

2022/5/29 12.04

日期 特级均价（元/斤） 一级均价（元/斤） 二级均价（元/斤）

2022/5/23 19.90 18.08 14.84

2022/5/24 20.21 17.84 14.85

2022/5/25 20.34 18.07 15.07

2022/5/26 20.33 18.07 15.07

2022/5/27 20.34 18.07 15.07

2022/5/28 20.42 18.42 15.39

2022/5/29 20.36 18.42 15.38

日期 特级均价（元/斤） 一级均价（元/斤） 二级均价（元/斤）

2022/5/23 12.94 12.49 11.80

2022/5/24 12.91 12.42 11.80

2022/5/25 12.86 12.50 11.86

2022/5/26 12.88 12.49 11.93

2022/5/27 12.90 12.47 12.00

2022/5/28 12.93 12.47 11.82

2022/5/29 12.91 12.55 1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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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品种指数走势概览

 中国遵义朝天椒（干椒）批发价格指数

图 2 中国遵义朝天椒（干椒）批发价格综合指数运行图

图 3 艳椒批发价格指数运行图

图 4 满天星批发价格指数运行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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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遵义朝天椒 1 号批发价格指数运行图

图 6 锥形椒批发价格指数运行图

图 7 樱桃形椒批发价格指数运行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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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樱椒（干椒）批发价格指数

图 8 三樱椒（干椒）批发价格指数运行图

 新一代（干椒）批发价格指数

图 9 新一代（干椒）批发价格指数运行图

 印度进口椒批发价格指数

图 10 印度进口椒批发价格指数运行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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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

中国经济信息社是新华社专业承担经济信息服务业务的直属机构，宗旨是“发展信

息事业，服务国家战略”。新华指数隶属于中国经济信息社，负责开发、管理和运维新

华社旗下全部指数和指数衍生产品，是国内第一家综合性指数研究、发布、推广及运营

的专业部门。

本报告由中国经济信息社与贵州省农业农村厅共同编制并发布，部分数据与信息来

源中国辣椒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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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社与贵州省农业农村厅发出与本报告所载意见、评估及预测不一致的研究报告，对

此中经社与贵州省农业农村厅可不发出特别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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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农业农村厅共同所有。未经双方书面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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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征得双方同意进行引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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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农业农村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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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农业农村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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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信息社与贵州省农业农村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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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农业农村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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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农业农村厅授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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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信息社与贵州省农业农村

厅将保留随时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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