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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
报纸新闻
名专栏

12月3日上午，在金乡县委宣传部正在开
一场小范围会议，参会人员有贸易局的一位领
导，一名大蒜存货商，还有金乡县金一村村支
书周雪峰，商讨如何为金乡大蒜“正名”。

周雪峰也是一名蒜农，因为在网络上实名
发帖“炮轰”央视《经济半小时》，替金乡大蒜因
炒作暴涨的说法“辟谣”，一时间成为“网络红人”。

金乡县贸易局的工作人员出示了一份书
面材料《金乡县大蒜产业情况》，据称是当地官
方组织人员对今年大蒜行情作出的书面调研。

在这份调研材料中，金乡县分析大蒜价格
上涨的原因有二，一是受2007、2008两年大蒜
价格走低的影响，全国大蒜种植面积减少35%

左右，大蒜亩均产量减产10%左右，综合来看，
全国大蒜总产量较上年减少 40%~50%；二是
大蒜入库数量较去年大量减少，销售数量却稳
定增长。

据金乡县贸易局的工作人员介绍，8月初
的市场调查显示，当时国内三大主产区大蒜入
库约为140万吨，较去年减少130万吨左右，其
中，金乡及周边（含金乡、成武、巨野、鱼台、丰
县、曹县、单县）入库大蒜90万吨，较去年减少
80万吨，金乡县入库新蒜65万吨，较去年减少
60 万吨；河南杞县、中牟蒜区新蒜入库 24 万
吨，江苏邳州蒜区入库14万吨，山东莱芜蒜区
入库 16 万吨，河南和江苏两大蒜区入库量减

少幅度均在50%以上。调研报告还称，金乡大
蒜价格不是暴涨，而是逐月增长，上涨幅度与
市场上同类蔬菜，譬如大白菜、葱、生姜和黄瓜
等蔬菜的涨幅差不多。

对于备受公众质疑的蒜商惜售和囤积情
况，金乡县认为，目前金乡库存大蒜分散在多
数人和大蒜企业手里，存有大蒜的主要有蒜农
自存、蒜农联户储存、外地经销商储存、县内加
工企业储存以及国外进口商储存，没有出现大
蒜因价格上涨而囤积居奇现象，更不存在少数
大户控制货源、控制市场的现象。从总体上
看，金乡大蒜价格上涨是市场供求关系影响的
结果，是大蒜价格周期性变化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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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集“中华蒜都”——山东省金乡县的蒜商们对赚钱话题王顾左右而言它，对着记者只是大叹前两
年如何赔钱。今年的蒜价是否暴利？大蒜价格是否背离了其价值？蒜价涨涨跌跌的背后，到底有哪些
看不见的手在操纵……有统计数据显示，中国大蒜80%的交易量是通过金乡的大蒜交易市场完成的，金
乡蒜价是左右全球蒜价的“晴雨表”。12月2日至4日，记者奔赴山东金乡及周边县市调查发现，当地蒜
商每吨净赚1800元却感觉是小赚，当地官方调查后认为不是暴涨而是逐月增长。 晚报记者 熊堰秋 文/图

南店子市场里，偶有拉蒜的农用车南店子市场里，偶有拉蒜的农用车

尽管当地官方否认“山西煤老板和温州游
资炒作大蒜”，但有这样一个细节引人关注：
金乡县鱼山镇信用社的一位工作人员证实，
近期信用社的现金出入总量及单笔资金数额
确实要大于往年，外地资金流入也比往年明
显增多。

一方面，金乡本地大蒜商人刻意回避采
访，与政府保持一致，称没有山西和温州游资
炒作大蒜，另一方面，又早早采取囤货待价而
沽的方式，进行着正常的大蒜“炒作”。与此同
时，确有不少疑似“游资”通过不同渠道进入了
金乡市场。在金乡当地的一家大蒜交易网上，
发布买蒜信息的有一家名为山西华圣集团的
客商，资料显示，这是一家以经营铝业为主的
集团公司。

为了打探金乡大蒜是否存在人为炒作，8

日下午，记者以买蒜存货人的身份，与中国大
蒜网上一名姓申的经纪人取得了联系。

这名姓申的经纪人称，今年找他代存大蒜
的也有不少人不懂行情，他告诉这些人，今年存
蒜不可能赔钱，要是赔了，明年找他存货不收冷
库费。今年他和其他人总共存了2000吨大蒜，
目前已出手1000吨，每吨挣了三四千元，“一斤
不挣一两元钱，今年存蒜就没啥意思了。”

“现在的行情是往下掉几分，然后又会往
上涨，这个过程把许多胆小的存蒜商给淘汰出
去了。再过一段就是圣诞节了，到时大家都会
为春节市场备货，再想存蒜就不好存了。”申姓
经纪人称，现在存大蒜，最好等到年后再出货，
那时价格会比年前更高。“现在正是存大蒜的
好时机，金乡大蒜现在总的库存只有52万吨，
价格肯定会冲高到6元钱。”

“事件都快平息了，我们不想让媒体再报
道了。”12月3日上午，金乡县南店子村市场的
大蒜现货交易市场工作人员杨桂华说。

杨桂华说，关于今年的金乡大蒜库存量以

及现在每天的交易量，这些数字不能对外公
布，“我们不想因为这些影响市场行情。我只
能大致讲一下去年的情况，金乡及其周边7个
县市区，40个乡镇共有3348个冷库，总库容为
221.8 万吨。2008 年，大蒜的库存量为 158 万
吨。现在金乡市场要做的工作是稳定蒜商们
的情绪，尽可能避免行情的大幅波动。”

在网上发帖的村支书周雪峰称今年金乡
大蒜的库存在 80 万吨左右，日交易量为 4000
吨。这一数据与金乡县政府的数据有些“对不
上”。按照金乡县调研报告的分析，今年金乡
大蒜的库存是90万吨，经过前期销售，目前库
存大蒜约 55万吨，每天市场外销大蒜 4500吨
（含出口及国内销售）。

也就是说，金乡县政府的大蒜总库存量，
与村支书周雪峰的数据差了10万吨。日交易
量也差了500吨。

今年的大蒜行情是否背离了其应有的价
值呢？不妨算一算大蒜的种植成本。

根据周雪峰的说法，大蒜从种植到收获，
要经过掰蒜瓣、选种、种植、浇水施肥、破膜、拔
蒜薹、挖蒜、剪秸切根八道工序，最后才进入运
输销售环节。在蒜农种植这8个程序上，每亩
地需蒜种 300多斤，合 1000元钱，种蒜前每亩
地耕地费用100元；施肥、浇地每亩成本400元
左右，成熟后蒜农雇人代收蒜，每亩又需 300
元，再加田间管理等费用折算 200 元，这样一
亩大蒜的种植成本保守计算是2000元钱。而
一亩地的亩产一般是1吨，约为2000斤。

由于山东省菏泽市三个县属于“金乡蒜
区”组成部分，金乡蒜价也同样牵动着菏泽市
农业局的神经。

山东菏泽市农业局副局长李怀存向记者
分析称，“运输储存环节虽然也需要费用，但
再多费用也不会超过每斤 1 元钱。加上大蒜
商家的合理利润，每斤大蒜的价格以 2 元为
宜，最高不应超过 3 元，超过 3 元就显得不太
正常了。”

从郑州往东出河南入山东，在山东境
内过曹县、成武，距郑300公里处便是金乡
县城。

金乡县位于鲁西南平原腹地，风光旖
旎的微山湖畔，北倚黄河泰山，东傍孔孟故
里。公开的资料称，全县 80 万亩耕地，其
中60万亩用于种植大蒜，大蒜产量是全国
产量的 1/10。金乡号称“中国大蒜之乡”，
又称“中华蒜都”。

南店子市场其实不是一个市场，而是
自然形成的大蒜一条街。街西边600米归
南店子村管辖，东边 1200 米则属于金一
村。在金乡的三大市场里，这是最大的一
个，也是最有影响的一个。基本上，这里的
现货蒜价，就等同于全国乃至全球市场的
当日蒜价。

因为今年大蒜的暴富神话，让金乡这
个位于鲁西南的小县城一夜闻名。

11月26日央视《经济半小时》播出《游
资疯炒大蒜:装卸工一笔净赚 50 万》的报
道，在中华蒜都犹如巨石入水，一路向上的
蒜价也应声而下，每斤大蒜跌了0.3元。

“都说经销商今年赚肥了，这话不太实
际。”蒜商张金林说，他来自东北，做大蒜生
意五六年了。前两年赔钱的情况不用提，
就以今年为例，他存的大蒜每斤达到 2.6
元，虽说自己没有做烘干和后期加工，可每
吨还要交 100元国税和 60元地税，库存费
用是一季每吨 250元。按每斤 3元多的价
格来卖，只能说是小赚。

事实上，记者经过测算发现，即便是按
照市场现行价格每斤3.6元来计算，张金林
进蒜的成本为每斤2.6元，每斤净赚也达到
1元钱，一吨就赚 2000元，除去 100元国税
和60元地税，还能剩下1840元利润。正常
情况下，一般蒜商会储存几十吨，大户则在
上百吨。

当地官方认为，大蒜价格不是暴涨，而是逐月增长

蒜商觉得，
每吨大蒜净挣
1800多元是小赚

网上经纪人称，金乡大蒜现在总库存
只有52万吨，价格肯定会冲高到6元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