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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中国（静宁）苹果价格指数周报

（2024.11.25-2024.12.01）

指数简介

新华·中国（静宁）苹果价格指数由中国经济信息社与甘肃省静

宁县人民政府共同发布，由新华指数研究院编制运营。根据编制规则，

指数以 2021 年 11 月 1 日为基期，基点 1000 点，旨在客观反映静

宁苹果（红富士）价格走势，为市场提供定价参考与决策支持。

本期概要

各主产区市场交易环境维持前期，各地冷库果交易陆续开启，中

小果市场走货速度加快，客商拿货增多，优质大果市场多谨慎挑拣，

交易价格微幅分化。本周花牛市场受炒货因素影响，交易行情相对热

烈，

目前产区内各客商多包装前期自存货源发往市场，三级、统货交

易尚可，成交多以质论价。外贸客商仍以挑拣统货类果品为主，等级

外小规格果品需求旺盛，市场多顺价交易。



静宁产区方面，本周冷库内晚熟富士交易速度趋缓运行，市场交

易多集中在高性价比中小果规格品类，多数客商仍持观望态势，部分

客商包装前期自存货源，多挑拣优质高性价比货源采购补库，小果类

及一般性货源交易顺畅，市场议价交易占比增加，高价货源交易环境

相对谨慎。

静宁县坚持把老果园改造作为稳面积、提品质、增效益的关键举

措，全面推行集约化承包、契约化委托、股份制合作、互助化租赁四

种经营方式，完成老果园改造 2 万亩，创建果园土壤改良提升示范基

地 5 万亩，新建秦脆、瑞雪、嘎啦等新优品种示范园 10 处 5000 亩，

苹果品种更新换代步伐进一步加快。并以“三抓三促”行动为抓手，

主动融入“陇东南百万亩苹果示范带”建设布局，紧盯百亿级产业集

群建设目标，紧扣优势强链，突出特色延链，围绕弱项补链，全力推

进静宁苹果产业转型升级、高质量发展。

全国产区方面，

山东产区地头晚熟富士交易基本结束，库外交易以外贸客商为

主，冷库内小果货源交易少量进行，库内余货较少。产区内客户拿货

数量较前期有所增加，多数客商以发自存货源，无货客商以采购果农

三级、统货为主。西部产区本周多以花牛交易为主，行情稳硬，本地

客商拿货优先选择性价比较高的低价货源，产区内果农仍以观望态

势。



静宁产区
新华·中国（静宁）苹果价格指数微幅震荡。截至 2024 年 12 月

2 日，指数报 1479.98 点，环比下降 27.41 点，降幅 1.82%。

价格波动
指数监测显示，截至 12 月 01 日，70-75 规格富士苹果均价报

4.31 元/斤，环比上涨 0.44 元/斤，涨幅 11.42%；75-80 规格富士

苹果均价报 4.24 元/斤，环比下跌 0.26 元/斤，跌幅 5.87%；80 及

以上规格富士苹果均价报 6.14 元/斤，环比下降 0.38 元/斤，降幅

5.81%。少数企业 75-80 规格精品果销售价格报 6.5 元/斤，80 及以

上规格精品果销售价格可达 8.5 元/斤。

表 1 静宁不同规格苹果周度价格

单位：元/斤

数据来源：新华财经数据库

近年来，平凉市始终坚持把“静宁苹果”产业作为富民增收的帮

扶产业，立足自身区位优势、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引良种、建基地、

强技术，苹果产业实现了扩量、提质、增效、创牌四次历史性飞跃，



走出了一条以产业强农业、稳经济、促发展的成功路子，形成了一业

兴百业旺的良好局面，为接续推进乡村振兴奠定了坚实的产业基础。

并通过加强产品质量管控，加大执法检查力度，规范地理标志证明商

标的授权使用管理，树立和保护好品牌形象等举措，助推静宁县特色

苹果产业高质量发展。

调研显示，静宁产区本期冷库内市场交易分化态势初显，询货客

商数量较多，库内低价小果客商采购积极，交易顺畅，晚熟富士 75#

以上山地果交易果成交价格相对稳定，大规格优质果品客商多持观望

态势，由于交易报价并未达到果农预期，压价意愿强烈，果农惜售意

愿持续，库内货源大果交易仍以观望为主，走货速度相对趋缓，部分

客商少量交易高性价比低价货源，交易价格高位小幅波动。下游市场

方面，市场到货量、小单车走货速度维持前期，一般性果品多随行就

市，礼盒类果品需求波动较小，市场价格稳定，优质好货供不应求，

交易价格高位持续。

全国现货市场
山东产区，本周库外多以外贸客商交易为主，小规格果类采购占

比增加，交易价格相对稳定，本地客商多以询价问货为主，走货速度

较前期有所放缓。分地区来看，栖霞地区相对冷清，客商数据较少，

市场走货速度一般，交易价格维持前期，库存纸袋类片红、统货交易

价格在 1.2-3.3 元/斤左右波动，沂源地区多以零星交易为主，75#

以上交易价格在 2.5 元/斤左右稳定。



陕西产区，客商多包装自存货源，市场走货速度不一，果农卖货

积极性尚可，多数果农仍持观望心态，成交多以质论价，部分果农落

袋为安心理增强，市场交易以顺价为主。分地区来看，洛川地区晚熟

富士库存货交易转好，70#以上纸袋类交易维持在 3.4-3.6 元/斤。渭

南地区客商多存挑拣压价意愿，市场买卖低位持稳运行。

山西产区，区域内地面交易基本收尾，地头库存相对有限，考虑

到目前产区内地头果品质量不一，市场交易行情稍显混乱，主流市场

成交价格多以质论价，纸加膜类果交易价格在 1.3-2.2 元/斤左右起

步，膜袋类交易价格维持在 1.5 元/斤左右，

表 2 部分主产区苹果价格（2024.12.02）

单位：元/斤

数据来源：卓创资讯、新华指数整理



销区市场方面，本周市场走货情况维持前期，受地方降温及柑橘

类水果上市因素影响，苹果小单车走货速度放缓，南方市场多以中低

端货源交易为主。市场货源方面，优质好货供应较少，需求稳定，市

场交易价格高位稳定，一般性货源市场消化能力小幅降低，多挑拣高

性价比货源，成交多以质论价。

表 3 全国主要地区批发市场富士苹果价格（2024.12.02）

单位：元/斤

数据来源：全国农产品批发市场价格信息系统、新华指数整理



期货市场

截至 2024 年 12 月 02 日，郑州商品交易所苹果期货主力合约

AP412 收盘价报 7600 元/吨，AP501 收盘价报 8043 元/吨。

总体分析

目前各产区陆续开启新季苹果库存果交易模式，客商询价问货数

量较多，主流成交价格维持稳定。市场对好货需求仍偏紧，地方果农

惜售意愿明显，交易多为一般性果品货低价小果，少量冷库果开始报

价。整体来看，2024-2025 产季富士苹果在产量、质量上均较前一

季度有所提高，优质好货占比增加。在此基础上，考虑到目前市场消

费小幅缩减，观望情绪渐起，市场供需两段或存在一定博弈空间，部

分果农或受上一季度影响，挺价意愿减弱，但由于圣诞、元旦等节日

临近，客商备货需求或不断增加，果农、客商、消费者等多方均对后

市仍抱有向好期待，各产区苹果交易环境保持良好。后续苹果交易价

格预计仍以稳为主，叠加供销两端运输情况尚不明确，建议果农及时

关注市场动态，理性看待市场行情变动，有序安排交易出售计划，按

质论价，合理交易。



声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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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由中国经济信息社与静宁县人民政府共同推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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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使静宁县人

民政府和中国经济信息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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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方可不发出特别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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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考虑到用户特殊的投资目标、财务状况或需求。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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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版权为静宁县人民政府和中国经济信息社双方共同所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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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宁县人

民政府”和“中国经济信息社”，且不得对本报告进行任何有悖原意的引用、删减和修

改。若双方以外的机构向其用户发放本报告，则由该机构独自为此发送行为负责，双方

对此等行为不承担任何责任。本报告同时不构成双方向发送本报告的机构之用户提供的

投资建议。

本报告有关版权问题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如未经中国经济信息社和静宁县人

民政府授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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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将保留随时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权利。



中国经济信息社

作者： 陆子琛

数据校审： 陈嘉

编辑：吕世阔 审核：王洪波

联系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