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多因素致冷库苹果价格异动 去库速度成后市关键

“今年苹果行情不好，卖不上价，冷库里还有存货，还得付冷库费用，现在卖都是亏的！ ”陕西地区六十多岁的果农老王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说道。

春节过后，苹果价格不断下跌，部分产区每斤收购价格出现“腰斩” ，甚至为几毛钱，导致部分前期囤货客商以及果农遭受严重亏损。

业内人士表示，时令水果丰产价格跳水、前期收购价格较高、2023/2024年度整体质量不佳等因素，导致春节过后苹果价格不断走低。 随着气温升高，后期苹果价格仍难言乐观。 建议冷库货源应以积极销售为主，不应过于押注翘尾行情的出现。

●本报记者 马爽

行情不佳致果农、囤货客商亏损

果农老王多年以管理苹果园为生。 去年秋天苹果采收季节，老伴突发脑血栓，老王为了照顾老伴，未来得及将采收下来的苹果全部卖掉，只能入冷库存放。 结果此后苹果市场行情持续不佳，看着苹果价格一天不如一天，老王心里直犯愁。

本轮苹果价格下跌始于春节。 农业农村部发布的周度数据显示，截至6月21日，中国苹果批发市场平均价为6.94元 /公斤，较2月9日（腊月三十）高点下跌14.64%，较去年同期更是下跌18.93%。

产区贸易环节的苹果价格更低。 “当下，烟台产区冷库苹果主流出库价格中，果农条纹统货为1.5元/斤，质量差一点的甚至几毛钱一斤。 ”山东省烟台市蓬莱区光远果品有限公司总经理迟光远向记者表示。

实际上，早在春节前，苹果市场走货情况已显疲态。 中信建投期货研究员陈宇灏表示：“我国苹果东、西主产区现货价格在2023年12月便已开始松动，春节过后这一下跌趋势出现显著加速。 ”

苹果价格下跌，使得前期大量囤货客商以及部分果农遭受亏损。 陈宇灏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以陕北洛川苹果优生产区为例，2023/2024产季，果农成本大致包括以下部分：肥料成本为1386元/亩，大约为0.64元-0.86元 /斤；果袋成本为425元/亩，大约为0.19元-0.26元 /斤；农药成本为373元/亩，大约为0.17元-0.23元 /斤；人工成本为1948元 /亩，大约为0.89元-1.2元 /斤；土地租入成本为285元/亩，大约为0.13元-0.18元/斤。 因此，初步估算，陕西省果农种植一斤苹果的成本在2元-2.7元区间。

苹果价格持续下跌给部分果农和囤货客商带来一定的冲击。 陈宇灏表示，对于前期积极地将货源出手、未选择将自己货源存入冷库的果农来说，此轮苹果价格下跌带来的影响明显偏小。 而对苹果价格预期较高、将自身货源存入冷库等待后期涨价的果农来说，影响较大。“由于苹果现货价格下跌，此类果农一方面收入减少，另一方面还需支付冷库费用。 ”

按照惯例，新季苹果下树（9月-10月）之前，客商通常需要妥善处理当季苹果库存。 申银万国期货农产品高级分析师徐盛表示，目前已至盛夏，距离新季苹果成熟还有约3个月时间，这将导致客商不得不以低价清理库存。 “若囤货客商在收购季大量高价收购，而眼下则需要以明显低于其收购成本的价格进行销售，遭遇亏损是难免的。 ”

“此轮苹果价格下跌，确实导致一些跟风不理智的囤货商遭遇大幅亏损。 ”迟光远表示。

卓创资讯苹果分析师杨军表示，今年苹果市场确实存在存储亏损的问题，部分最大的亏损幅度达到1.5元/斤以上。 不过，不同规格的货源亏损程度差异较大，比如3.6元/斤成本收购的货源，亏损幅度可能已达1.5元 /斤左右，但是4.5元/斤以上的优质好货亏损幅度较小，甚至有部分条纹货源还有小幅盈利。

“2023/2024年度，苹果好货总体偏少，客商在收储过程中对货源质量把控程度不一。 而在后期销售过程中，优质好货价格持续在高位保持稳定，而低质量货源价格呈现连续下滑的趋势，导致部分高成本收购的低质量货源亏损较大。 ”杨军表示，2023/2024年度收储苹果亏损，可能一定程度影响客商未来的收购积极性，降低果农自存的积极性，利空秋季主流收购价格。

时令水果上市、前期价格虚高或为主因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今年以来苹果价格下跌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

“时令水果上市对今年苹果市场造成的冲击是近些年来最严重的。 ”南华期货农产品分析师边舒扬表示，今年大多数水果都出现了丰产，当前又是多类水果的供应旺季，对苹果价格形成了较大冲击。

近期，时令水果（西瓜、桃类）价格普遍偏低。 以西瓜为例，农业农村部发布的周度数据显示，截至6月21日，中国西瓜批发市场平均价为3.02元/公斤，去年同期则为4.06元/公斤；油桃方面，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官网数据显示，6月25日均价为3.9元/斤，去年同期为5.75元/斤。

“近年来，水果市场供应越来越丰富，且不少网红水果产量显著增加，形成较大的比价优势。 一旦进入这些水果供应旺季，对苹果的替代作用就比较明显。 ”边舒扬表示，此外，水果市场整体偏向供过于求，且由于居民消费呈现下滑趋势，导致这种供求失衡表现得更为明显。

苹果是在秋季成熟的水果，一般是在9月到10月下树，此时部分囤货客商会选择从果农处进行集中收购，部分果农则会选择放入冷库待价而沽，这些苹果可以为市场提供未来一年的供应。

除了时令水果上市因素，2023/2024年度苹果下树后，集中收购期价格虚高，也在市场上引发了一系列连锁反应。 陈宇灏介绍，2023/2024年度集中收购期时，各主产区的收购价普遍处于历史高位。 “高价苹果对市场产生了两方面影响：一方面，高售价为从业者、果农塑造较高预期，并带来惜售情绪；另一方面，高价对于终端消费形成一定的压制，而2023年产季苹果质量不佳，高价使其性价比不断走低，造成下树初期及2023年12月前的货源消化节奏偏慢。 ”

在产业各环节存在较高预期的背景下，造成部分产业从业者出现误判。 陈宇灏表示，2024年年初西北苹果产区一度出现炒货情况。 此外，部分贸易商及果农在一定程度上还错过了2023年11月至春节期间的销售旺季机会，造成销售窗口缩短以及库存压力相对高企。 随着春节节点的到来，很多产业从业者才意识到，当时的库存压力以及销售窗口已不断收窄，而为尽快完成自身货源的销售，降价促销成为市场普遍的选择。

不仅是春节旺季，其他节日对苹果市场消费带来的促进作用也表现一般。 杨军表示：“近几年消费旺季对苹果市场销售形成的带动作用越来越弱。 与往年同期相比，节前冷库苹果出库量减少，节后补货的量反而比往年同期稍多。 综合分析来看，主要是因为2023/2024年度苹果总体行情欠佳，市场从业者普遍偏悲观，在节日备货期间多数按需备货，过量备货的情况比较少，节后根据市场的需求再次补货。 ”

在迟光远看来，本轮苹果价格下跌主要是在于质量问题。 “2023/2024年度收购期，受上一年度库存结尾行情较好，以及当季因为天气因素造成苹果上色慢、推后新季苹果上市时间影响，市场出现缺货、质量差等特殊情况，造就苹果价格虚高。 因此，后期价格回落是必然的，属于价值回归，是正常情况。 ”

迟光远介绍，以烟台产区冷库苹果为例，现在出库价在1.5元/斤的苹果实际上是统货标准，然而前期收购期的货值却在2.6元-3.2元/斤。

苹果价格下跌还与产量存在一定关系。 边舒扬介绍，前几年，产区砍伐果树情况较多，整体呈现山东、陕西等主产区老树淘汰以及甘肃等新产区新树供应增加格局。 但最近两年，苹果种植面积逐步稳定下来，因此苹果产量的变化再度转向由单产影响。 由于今年产区灾害明显少于去年，因此即便是陕西、山西等地因大小年的关系造成了减产，也不抵甘肃恢复性增产造成的影响。 初步统计看，今年苹果产量增长大概在5%-10%。 尽管前段时间华北地区出现旱情以及山东蒙阴出现冰雹天气，但是均不在苹果的重点产区，因此对苹果全局产量的影响有限。

当前去库速度料影响后期新季收购价

目前，市场人士更关心后市苹果价格走向以及对新季苹果开秤价形成的影响。

“2023/2024年度的苹果整体质量不佳，好果少、次果多，市场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现象，两级分化情况下，次果价格下跌也对好果价格造成冲击。 ”边舒扬表示，果农其实一直都想出货，无奈价格一跌再跌，随着气温升高，后期可能也很难卖出好价。

从库存角度来看，迟光远表示，当下苹果市场库存结构中，差货占比达50%以上，优质果较少，因此市场上形成好货价格坚挺、差货难销局面。

边舒扬介绍，目前全国冷库苹果库存相比往年并不算高。 不过，随着端午旺季过去，苹果进入去库减速周期，相比往年去库速度有所放缓。

在陈宇灏看来，本季冷库苹果的主要矛盾在于库存压力能否被较为充分地释放，从而在9-10月的尾部消费期出现一定程度的好转。 “春节以来，苹果市场持续降价促销，确实释放了一定的库存压力，当前的绝对库存规模并不算太高。 眼下已经进入夏季时令水果消费季，苹果走货不可避免地出现放缓。 随着前期库存压力的释放，部分产区冷库货源价格出现企稳或小幅上涨。 ”

陈宇灏表示：“若当前冷库中性价比偏低的货源可以保持积极销售，为本产季偏少的好货让出销售空间，则在中秋节等尾部销售节点，可能存在翘尾行情。 但是考虑到近年来消费刚性明显偏低，预计翘尾行情高度可能有限。 ”

此背景下 ，陈宇灏 建议，眼 下冷库货 源应以 积极销 售为主 ，不应过于 押注最 终走出 翘尾的可 能性 ，毕 竟预期 过高便 可能重现 2023年 12月至 2024年 2月期 间冷库 销售不佳 的局面 。

当 年 的 苹 果 价 格 走 向 也 将 影 响 新 季 苹 果 收 购 价 。 迟 光 远 表 示 ， 当 前 苹 果 去 库 速 度 将 影 响 后 期 晚 熟 苹 果 收 购 价 ， 如 果 未 来 能 够 加 速 去 库 ， 届 时 将 会 对 新 季 苹 果 上 市 后 的 收 购 价 形 成 一 定 的 支 撑 作 用 。 但 若 大 量 库 存 延 后 到 八 、 九 月 甚 至 更 晚 的 话 ， 将 会 严 重 抑 制 新 季 苹 果 的 收 购 价 。

面 对 不 断 下 跌 的 苹 果 价 格 ， 业 内 人 士 还 提 出 了 一 些 避 险 方 案 。 陈 宇 灏 表 示 ， 期 货 与 期 权 是 金 融 衍 生 品 市 场 为 囤 货 客 商 和 果 农 提 供 的 两 大 主 要 避 险 工 具 。 无 论 是 参 与 期 货 还 是 期 权 ， 对 于 本 产 季 销 售 前 景 的 客 观 、 理 性 判 断 是 不 可 或 缺 的 前 提 。 就 期 货 、 期 权 工 具 而 言 ， 期 货 套 保 功 能 相 较 期 权 更 为 直 白 ， 也 更 容 易 理 解 ， 但 相 对 来 说 ， 需 要 承 担 更 多 的 保 证 金 成 本 以 及 各 类 价 格 波 动 风 险 。 而 期 权 套 保 避 险 策 略 则 较 为 多 样 ， 较 为 常 见 的 策 略

为 通 过 买 入 看 跌 期 权 以 对 冲 未 来 苹 果 价 格 下 跌 的 风 险 。 当 然 ， 对 于 各 类 买 入 期 权 策 略 ， 都 存 在 着 Theta 为 代 表 的 时 间 价 值 问 题 以 及 实 际 购 入 买 权 却 未 发 生 价 格 下 跌 的 成 本 风 险 。 “从 避 险 角 度 而 言 ， 针 对 果 农 和 囤 货 客 商 面 临 的 风 险 敞 口 ， 需 要 灵 活 设 计 其 避 险 或 套 保 策 略 。 ”

现货弱势叠加增产预期

苹果期货走势堪忧

●本报记者 马爽

自3月上旬创下阶段新高8696元/吨之后，苹果期货主力2410合约价格便不断走低，目前已经跌破7000元/吨，最低下探至6760元 /吨，创下2021年10月中旬以来新低，区间累计最大跌幅超22%。

业内人士表示，苹果现货价格不断下跌，叠加市场预估今年苹果将出现增产等因素，均对苹果期货价格形成压制。 预计在夏季结束前，时令水果丰产对苹果市场的冲击将持续。 在供求结构看不到转机的情况下，苹果期货价格向下概率或更大。

本轮累计跌超22%

近期，苹果期货价格延续下跌态势。 文华财经数据显示，6月25日盘中，苹果期货主力2410合约最低触及6760元/吨，创下2021年10月中旬以来新低，较3月7日创下的阶段新高8696元/吨累计下跌22.26%。

南 华 期 货 农 产 品 分 析 师 边 舒 扬 表 示 ：“本 轮 苹 果 期 货 价 格 下 跌 一 定 程 度 上 受 现 货 价 格 拖 累 。 ”

Mysteel 数 据 显 示 ， 以 栖 霞 一 二 级 80# 苹 果 价 格 来 看 ， 3 月 初 为 3 . 4 元 / 斤 ， 最 低 跌 至 2 . 8 元 / 斤 ， 跌 幅 达 17 . 64 % 。 相 对 而 言 ， 同 期 苹 果 期 货 主 力 合 约 累 计 跌 幅 已 超 20 % ， 跌 幅 超 过 现 货 。 “当 前 苹 果 期 货 主 力 合 约 对 标 的 是 新 季 苹 果 ， 由 于 今 年 预 估 苹 果 增 产 ， 在 消 费 不 佳 的 情 况 下 ， 对 未 来 行 情 的 冲 击 不 断 被 放 大 。 ” 边 舒 扬 说 。

方 正 中 期 期 货 苹 果 研 究 员 侯 芝 芳 认 为 ， 3 月 初 以 来 ， 苹 果 期 货 主 力 合 约 价 格 不 断 走 低 并 创 下 阶 段 新 低 ， 主 要 是 受 苹 果 估 值 预 期 下 降 、 新 季 市 场 预 期 平 稳 两 方 面 因 素 影 响 。

具体来看，侯芝芳表示，一方面，市场对于苹果整体估值预期下降。 今年以来，水果消费表现一般，水果整体估值呈现下滑态势，苹果估值预期同样也受到影响。 苹果期货近月合约呈现大幅下跌走势，也对远月合约价格形成了拖累；另一方面，新季市场预期表现平稳。 新季苹果自进入花期以来，天气方面未对苹果生长带来较大扰动，甘肃地区恢复性增产预期比较明显。 据机构调研信息反馈，全国新季产量持续处在增产预期中，对苹果期货主力合约价格也形成了压制。

机构对后市仍持偏空看法

就目前苹果市场价格走势来看，侯芝芳认为，苹果价格波动核心依然是由供需来主导。 供应端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冷库库存情况，与往年对比情况以及库存结构；二是新季产量预期，目前新季进入套袋期，产量初步预估落定，但是天气干扰也并未结束。 需求端同样包括两点：一是整体水果环境，既有水果的消费环境，也有水果之间的竞争环境；二是苹果自身的消费亮点。

库存方面，侯芝芳表示，目前苹果冷库库存处在中低位水平。 卓创资讯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6月20日，全国苹果主产区冷库库存量为169.94万吨，同比减少38.56万吨。 分地区来看，山东地区库存量为101.27万吨，同比增加8.36万吨；陕西地区库存量为35.25万吨，同比减少17.1万吨。

申银万国期货农产品高级分析师徐盛表示，虽然二季度以来华南地区天气情况不佳，但全国其他地方总体风调雨顺，西瓜、梨等竞争性水果整体丰产，对苹果现货价格造成挤压。 同时，今年居民消费缺乏亮点，这对于作为非必需品的水果销售也带来了一定的压力。 因此，后市苹果现货价格有望维持弱势，期货盘面的价格中枢也有望从前几年的仓单成本转变为接货价值（即中枢下移）。

边 舒 扬 表 示 ， 后 续 苹 果 价 格 走 势 需 要 继 续 关 注 时 令 水 果 对 其 的 冲 击 ， 预 计 在 夏 季 结 束 前 ， 这 种 影 响 将 一 直 存 在 。 此 外 ， 还 需 要 关 注 新 季 早 熟 果 的 开 秤 价 ， 这 将 会 对 新 季 富 士 苹 果 的 开 秤 价 起 到 一 定 的 指 导 意 义 。

就 苹 果 期 货 市 场 来 看 ， 侯 芝 芳 表 示 ， 新 季 为 市 场 主 要 关 注 点 ， 旧 季 依 然 构 成 边 际 影 响 。 预 计 苹 果 期 货 2410 合 约 期 货 价 格 将 呈 现 宽 幅 区 间 波 动 ， 价 格 向 下 的 流 畅 度 更 高 。 操 作 方 面 ， 建 议 以 维 持 逢 高 做 空 思 路 为 主 。

从期货持仓方面来看，边舒扬表示，苹果期货空单资金仍占据主动权，空头资金主要是产业资金，多头资金则是散户偏多。 因此，在供求结构看不到转机的情况下，目前建议继续顺势做空。

资管时代

2024/6/26

星期三 责编

/

钟志敏 美编

/

杨 红 电话

/010-63070277

A06

Institution

多因素致冷库苹果价格异动 去库速度成后市关键

“今年苹果行情不好，卖不上价，冷库里还有存货，还得付冷库费用，现在卖都是亏的！ ” 陕西地区六十多岁的果农老王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说道。

春节过后，苹果价格不断下跌，部分产区每斤收购价格出现“腰斩” ，甚至为几毛钱，导致部分前期囤货客商以及果农遭受严重亏损。

业内人士表示，时令水果丰产价格跳水、前期收购价格较高、2023/2024年度整体质量不佳等因素，导致春节过后苹果价格不断走低。 随着气温

升高，后期苹果价格仍难言乐观。 建议冷库货源应以积极销售为主，不应过于押注翘尾行情的出现。

●本报记者 马爽

目前， 市场人士更关心后市苹果价格走

向以及对新季苹果开秤价形成的影响。

“2023/2024年度的苹果整体质量不佳，

好果少、 次果多， 市场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现

象，两级分化情况下，次果价格下跌也对好果

价格造成冲击。 ” 边舒扬表示，果农其实一直

都想出货， 无奈价格一跌再跌， 随着气温升

高，后期可能也很难卖出好价。

从库存角度来看，迟光远表示，当下苹果

市场库存结构中，差货占比达50%以上，优质

果较少，因此市场上形成好货价格坚挺、差货

难销局面。

边舒扬介绍， 目前全国冷库苹果库存相

比往年并不算高。 不过，随着端午旺季过去，

苹果进入去库减速周期， 相比往年去库速度

有所放缓。

在陈宇灏看来， 本季冷库苹果的主要矛

盾在于库存压力能否被较为充分地释放，从

而在9-10月的尾部消费期出现一定程度的

好转。 “春节以来，苹果市场持续降价促销，

确实释放了一定的库存压力， 当前的绝对库

存规模并不算太高。 眼下已经进入夏季时令

水果消费季，苹果走货不可避免地出现放缓。

随着前期库存压力的释放， 部分产区冷库货

源价格出现企稳或小幅上涨。 ”

陈宇灏表示：“若当前冷库中性价比偏

低的货源可以保持积极销售， 为本产季偏少

的好货让出销售空间， 则在中秋节等尾部销

售节点，可能存在翘尾行情。但是考虑到近年

来消费刚性明显偏低， 预计翘尾行情高度可

能有限。 ”

此背景下，陈宇灏建议，眼下冷库货源

应以积极销售为主，不应过于押注最终走出

翘尾的可能性， 毕竟预期过高便可能重现

2023年12月至2024年2月期间冷库销售不

佳的局面。

当年的苹果价格走向也将影响新季苹

果收购价。 迟光远表示，当前苹果去库速

度将影响后期晚熟苹果收购价，如果未来

能够加速去库，届时将会对新季苹果上市

后的收购价形成一定的支撑作用。 但若大

量库存延后到八、 九月甚至更晚的话，将

会严重抑制新季苹果的收购价。

面对不断下跌的苹果价格，业内人士还

提出了一些避险方案。 陈宇灏表示，期货与

期权是金融衍生品市场为囤货客商和果农

提供的两大主要避险工具。 无论是参与期

货还是期权，对于本产季销售前景的客观、

理性判断是不可或缺的前提。 就期货、期权

工具而言， 期货套保功能相较期权更为直

白，也更容易理解，但相对来说，需要承担

更多的保证金成本以及各类价格波动风险。

而期权套保避险策略则较为多样，较为常见

的策略为通过买入看跌期权以对冲未来苹

果价格下跌的风险。 当然，对于各类买入期

权策略，都存在着Theta为代表的时间价值

问题以及实际购入买权却未发生价格下跌

的成本风险。 “从避险角度而言，针对果农

和囤货客商面临的风险敞口，需要灵活设计

其避险或套保策略。 ”

果农老王多年以管理苹果园为生。 去年

秋天苹果采收季节，老伴突发脑血栓，老王为

了照顾老伴， 未来得及将采收下来的苹果全

部卖掉，只能入冷库存放。结果此后苹果市场

行情持续不佳，看着苹果价格一天不如一天，

老王心里直犯愁。

本轮苹果价格下跌始于春节。 农业农村

部发布的周度数据显示，截至6月21日，中国

苹果批发市场平均价为6.94元/公斤，较2月9

日（腊月三十）高点下跌14.64%，较去年同期

更是下跌18.93%。

产区贸易环节的苹果价格更低。“当下，

烟台产区冷库苹果主流出库价格中， 果农条

纹统货为1.5元/斤，质量差一点的甚至几毛钱

一斤。 ” 山东省烟台市蓬莱区光远果品有限

公司总经理迟光远向记者表示。

实际上，早在春节前，苹果市场走货情况

已显疲态。 中信建投期货研究员陈宇灏表示：

“我国苹果东、 西主产区现货价格在2023年

12月便已开始松动， 春节过后这一下跌趋势

出现显著加速。 ”

苹果价格下跌， 使得前期大量囤货客商

以及部分果农遭受亏损。 陈宇灏给记者算了

一笔账， 以陕北洛川苹果优生产区为例，

2023/2024产季， 果农成本大致包括以下部

分：肥料成本为1386元/亩，大约为0.64元-0.

86元/斤；果袋成本为425元/亩，大约为0.19

元-0.26元/斤；农药成本为373元/亩，大约为

0.17元-0.23元/斤； 人工成本为1948元/亩，

大约为0.89元-1.2元/斤； 土地租入成本为

285元/亩，大约为0.13元-0.18元/斤。 因此，

初步估算， 陕西省果农种植一斤苹果的成本

在2元-2.7元区间。

苹果价格持续下跌给部分果农和囤货客

商带来一定的冲击。 陈宇灏表示，对于前期积

极地将货源出手、未选择将自己货源存入冷库

的果农来说，此轮苹果价格下跌带来的影响明

显偏小。 而对苹果价格预期较高、将自身货源

存入冷库等待后期涨价的果农来说， 影响较

大。“由于苹果现货价格下跌，此类果农一方

面收入减少，另一方面还需支付冷库费用。 ”

按照惯例，新季苹果下树（9月-10月）

之前，客商通常需要妥善处理当季苹果库存。

申银万国期货农产品高级分析师徐盛表示，

目前已至盛夏，距离新季苹果成熟还有约3个

月时间， 这将导致客商不得不以低价清理库

存。“若囤货客商在收购季大量高价收购，而

眼下则需要以明显低于其收购成本的价格进

行销售，遭遇亏损是难免的。 ”

“此轮苹果价格下跌， 确实导致一些跟

风不理智的囤货商遭遇大幅亏损。 ” 迟光远

表示。

卓创资讯苹果分析师杨军表示， 今年苹

果市场确实存在存储亏损的问题， 部分最大

的亏损幅度达到1.5元/斤以上。 不过，不同规

格的货源亏损程度差异较大，比如3.6元/斤成

本收购的货源，亏损幅度可能已达1.5元/斤左

右，但是4.5元/斤以上的优质好货亏损幅度较

小，甚至有部分条纹货源还有小幅盈利。

“2023/2024年度， 苹果好货总体偏少，

客商在收储过程中对货源质量把控程度不

一。 而在后期销售过程中，优质好货价格持续

在高位保持稳定， 而低质量货源价格呈现连

续下滑的趋势， 导致部分高成本收购的低质

量货源亏损较大。 ” 杨军表示，2023/2024年

度收储苹果亏损， 可能一定程度影响客商未

来的收购积极性，降低果农自存的积极性，利

空秋季主流收购价格。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 今年以来苹果价

格下跌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

“时令水果上市对今年苹果市场造成的

冲击是近些年来最严重的。 ” 南华期货农产

品分析师边舒扬表示， 今年大多数水果都出

现了丰产，当前又是多类水果的供应旺季，对

苹果价格形成了较大冲击。

近期，时令水果（西瓜、桃类）价格普遍

偏低。以西瓜为例，农业农村部发布的周度数

据显示，截至6月21日，中国西瓜批发市场平

均价为3.02元/公斤，去年同期则为4.06元/公

斤；油桃方面，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官

网数据显示，6月25日均价为3.9元/斤， 去年

同期为5.75元/斤。

“近年来，水果市场供应越来越丰富，且

不少网红水果产量显著增加， 形成较大的比

价优势。一旦进入这些水果供应旺季，对苹果

的替代作用就比较明显。 ” 边舒扬表示，此

外，水果市场整体偏向供过于求，且由于居民

消费呈现下滑趋势， 导致这种供求失衡表现

得更为明显。

苹果是在秋季成熟的水果，一般是在9月

到10月下树， 此时部分囤货客商会选择从果

农处进行集中收购， 部分果农则会选择放入

冷库待价而沽， 这些苹果可以为市场提供未

来一年的供应。

除了时令水果上市因素，2023/2024年度

苹果下树后，集中收购期价格虚高，也在市场

上引发了一系列连锁反应。 陈宇灏介绍，

2023/2024年度集中收购期时，各主产区的收

购价普遍处于历史高位。 “高价苹果对市场

产生了两方面影响： 一方面， 高售价为从业

者、果农塑造较高预期，并带来惜售情绪；另

一方面，高价对于终端消费形成一定的压制，

而2023年产季苹果质量不佳， 高价使其性价

比不断走低， 造成下树初期及2023年12月前

的货源消化节奏偏慢。 ”

在产业各环节存在较高预期的背景下，

造成部分产业从业者出现误判。 陈宇灏表示，

2024年年初西北苹果产区一度出现炒货情

况。此外，部分贸易商及果农在一定程度上还

错过了2023年11月至春节期间的销售旺季机

会， 造成销售窗口缩短以及库存压力相对高

企。随着春节节点的到来，很多产业从业者才

意识到， 当时的库存压力以及销售窗口已不

断收窄，而为尽快完成自身货源的销售，降价

促销成为市场普遍的选择。

不仅是春节旺季， 其他节日对苹果市场

消费带来的促进作用也表现一般。杨军表示：

“近几年消费旺季对苹果市场销售形成的带

动作用越来越弱。与往年同期相比，节前冷库

苹果出库量减少， 节后补货的量反而比往年

同期稍多。 综合分析来看， 主要是因为

2023/2024年度苹果总体行情欠佳， 市场从

业者普遍偏悲观， 在节日备货期间多数按需

备货，过量备货的情况比较少，节后根据市场

的需求再次补货。 ”

在迟光远看来， 本轮苹果价格下跌主要

是在于质量问题。 “2023/2024年度收购期，

受上一年度库存结尾行情较好， 以及当季因

为天气因素造成苹果上色慢、 推后新季苹果

上市时间影响，市场出现缺货、质量差等特殊

情况，造就苹果价格虚高。 因此，后期价格回

落是必然的，属于价值回归，是正常情况。 ”

迟光远介绍，以烟台产区冷库苹果为例，现

在出库价在1.5元/斤的苹果实际上是统货标准，

然而前期收购期的货值却在2.6元-3.2元/斤。

苹果价格下跌还与产量存在一定关系。

边舒扬介绍， 前几年， 产区砍伐果树情况较

多，整体呈现山东、陕西等主产区老树淘汰以

及甘肃等新产区新树供应增加格局。 但最近

两年，苹果种植面积逐步稳定下来，因此苹果

产量的变化再度转向由单产影响。 由于今年

产区灾害明显少于去年，因此即便是陕西、山

西等地因大小年的关系造成了减产， 也不抵

甘肃恢复性增产造成的影响。初步统计看，今

年苹果产量增长大概在5%-10%。 尽管前段

时间华北地区出现旱情以及山东蒙阴出现冰

雹天气，但是均不在苹果的重点产区，因此对

苹果全局产量的影响有限。

当前去库速度料影响后期新季收购价

时令水果上市、前期价格虚高或为主因

行情不佳致果农、囤货客商亏损

现货弱势叠加增产预期

苹果期货走势堪忧

●本报记者 马爽

自3月上旬创下阶段新高8696元/吨之

后，苹果期货主力2410合约价格便不断走低，

目前已经跌破7000元/吨，最低下探至6760元

/吨，创下2021年10月中旬以来新低，区间累

计最大跌幅超22%。

业内人士表示，苹果现货价格不断下跌，

叠加市场预估今年苹果将出现增产等因素，

均对苹果期货价格形成压制。 预计在夏季结

束前， 时令水果丰产对苹果市场的冲击将持

续。 在供求结构看不到转机的情况下，苹果期

货价格向下概率或更大。

本轮累计跌超22%

近期，苹果期货价格延续下跌态势。 文华

财经数据显示，6月25日盘中， 苹果期货主力

2410合约最低触及6760元/吨， 创下2021年

10月中旬以来新低， 较3月7日创下的阶段新

高8696元/吨累计下跌22.26%。

南华期货农产品分析师边舒扬表示：

“本轮苹果期货价格下跌一定程度上受现

货价格拖累。 ”

Mysteel数据显示， 以栖霞一二级80#

苹果价格来看，3月初为3.4元/斤，最低跌至

2.8元/斤，跌幅达17.64%。 相对而言，同期

苹果期货主力合约累计跌幅已超20%，跌幅

超过现货。“当前苹果期货主力合约对标的

是新季苹果，由于今年预估苹果增产，在消

费不佳的情况下，对未来行情的冲击不断被

放大。 ” 边舒扬说。

方正中期期货苹果研究员侯芝芳认

为，3月初以来， 苹果期货主力合约价格不

断走低并创下阶段新低， 主要是受苹果估

值预期下降、 新季市场预期平稳两方面因

素影响。

具体来看，侯芝芳表示，一方面，市场对

于苹果整体估值预期下降。 今年以来，水果消

费表现一般，水果整体估值呈现下滑态势，苹

果估值预期同样也受到影响。 苹果期货近月

合约呈现大幅下跌走势， 也对远月合约价格

形成了拖累；另一方面，新季市场预期表现平

稳。 新季苹果自进入花期以来，天气方面未对

苹果生长带来较大扰动， 甘肃地区恢复性增

产预期比较明显。 据机构调研信息反馈，全国

新季产量持续处在增产预期中， 对苹果期货

主力合约价格也形成了压制。

机构对后市仍持偏空看法

就目前苹果市场价格走势来看， 侯芝芳

认为， 苹果价格波动核心依然是由供需来主

导。 供应端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冷库库存情

况，与往年对比情况以及库存结构；二是新季

产量预期，目前新季进入套袋期，产量初步预

估落定，但是天气干扰也并未结束。 需求端同

样包括两点：一是整体水果环境，既有水果的

消费环境，也有水果之间的竞争环境；二是苹

果自身的消费亮点。

库存方面，侯芝芳表示，目前苹果冷库库

存处在中低位水平。 卓创资讯数据显示，截至

2024年6月20日，全国苹果主产区冷库库存量

为169.94万吨，同比减少38.56万吨。分地区来

看，山东地区库存量为101.27万吨，同比增加

8.36万吨；陕西地区库存量为35.25万吨，同比

减少17.1万吨。

申银万国期货农产品高级分析师徐盛表

示，虽然二季度以来华南地区天气情况不佳，

但全国其他地方总体风调雨顺，西瓜、梨等竞

争性水果整体丰产， 对苹果现货价格造成挤

压。 同时，今年居民消费缺乏亮点，这对于作

为非必需品的水果销售也带来了一定的压

力。 因此，后市苹果现货价格有望维持弱势，

期货盘面的价格中枢也有望从前几年的仓单

成本转变为接货价值（即中枢下移）。

边舒扬表示，后续苹果价格走势需要

继续关注时令水果对其的冲击，预计在夏

季结束前，这种影响将一直存在。 此外，还

需要关注新季早熟果的开秤价，这将会对

新季富士苹果的开秤价起到一定的指导

意义。

就苹果期货市场来看， 侯芝芳表示，

新季为市场主要关注点， 旧季依然构成边

际影响。 预计苹果期货2410合约期货价格

将呈现宽幅区间波动， 价格向下的流畅度

更高。操作方面，建议以维持逢高做空思路

为主。

从期货持仓方面来看，边舒扬表示，苹果

期货空单资金仍占据主动权， 空头资金主要

是产业资金，多头资金则是散户偏多。 因此，

在供求结构看不到转机的情况下， 目前建议

继续顺势做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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