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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给已定，需求或是新季苹果行情的 “试金石” 

——2022年苹果市场回顾及展望 

2021 年苹果价格行情呈现旧冷新热局面。旧季库存苹果由于收购价高、库存高企，市场接受度较低，

市场消费不佳，去库存压力凸显，春节前后苹果价格开启漫漫下跌路，出库价格创历年新低。新季苹果花

期未遭受严重的霜冻天气，但部分产区坐果不佳，叠加苹果下树期间连绵阴雨，使得苹果整体质量偏差，

入库量、入库价格同比下降。总体上，新果季同比旧果季供给缩减，质量偏差，各方对后市较乐观。 

不可否认，苹果的供给端问题是各方看好后市的关键点，但推演未来行情的时候一定要综合分析自身

及外部情况才能做出相对准确地推断，片面的分析往往会导致管中窥豹的错误；同时，要以事物的客观情

况为基础，用动态的眼光来判断后市，仅依赖静态的分析容易导致刻舟求剑的错误。 

一、年年岁岁话供给 

新季苹果下树偏晚，产量、质量同比下降，供给相对偏紧。新果季现货价格或有基本面支撑，具体

如下： 

（一）2021/22 产季苹果总产量同比稍减 

2021/22 产季苹果花期至坐果期受天气影响：4 月份未遭受严重的霜冻天气，但部分产区花期遭遇了

阴雨天气，使得授粉不足，坐果不佳，并且根据套袋调研结果验证了了部分产区坐果不佳的事实。苹果生

长期前旱后涝，使得局部产区果个同比正常年份偏小，卓创资讯发布 2021/22 年度苹果预计产量大约

3761.7 万吨（图 1），同比去年 3848.5 万吨降低 86.8 万吨，降幅 2.26%，从苹果产量上看新季苹果供给

稍减，但供给端宽松局面未改变。 

图 1.苹果历年产量 

 

数据来源：卓创资讯 鲁证期货整理 



2 

 

（二）2021/22 产季苹果质量同比下降明显 

近年来，苹果产区天气变幻无常、恶劣天气较为频繁，厄尔尼诺、拉尼娜现象频发，为苹果生长期埋

下了隐患。新季苹果花期连绵阴雨，部分产区授粉坐果不佳；生长发育期间遭遇干旱，冰雹侵袭；苹果下

树期多数产区阴雨绵绵，少见阳光，导致新果下树前上色情况较差，造成摘袋下树进度偏慢。根据苹果生

长期、摘袋期及收购期调研得知新产季西部产区整体果个同比正常年份偏小，部分产区果面洁净度较差；

山东产区部分地区果面洁净度较差。总体上看，新季苹果质量同比去年下降明显。 

苹果质量下降对收购价形成明显影响。新季苹果收购价同比降低，但客商调运果农货整理后发往市场

时发现果品优果率偏低，影响成品率，使得挑选成本偏高，优果率间接的提高了备货成本，发往市场的苹

果成本同比去年基本持平，而且市场销售价格同比去年稍低，导致价格同比降低的情况下但利润率同比下

降。 

（三）2021/22 产季富士开秤价同比下降，收购期呈现前冷后热，霜降后价格上涨 

新产季苹果下树偏晚 1-2 周，市场好货供给偏紧，国庆后收购行情偏强，10月 10 日山东富士苹果零

星收购，前期收购热情不温不火，片红 80#一二级 2.5-2.8元/斤，条红 80#一二级 2.8-3.2 元/斤，多数

客商观望，期待霜降后降价收购（图 2）。但霜降后，苹果价格不降反升，价格上涨，且出现代办和现货

商抢货现象，在 10 月 25-30 号期间出现现货增量现象。11 月中旬客商找货积极，实际发往市场少，只有

出口外贸小果、下捡果交易较火热；炒货商来回调货，质量放松，价格处于高位。 

图 2. 栖霞/洛川产区富士苹果历年收购价 

 

数据来源：中果网，鲁证期货整理 

 

（四）入库量: 2021/22 产季全国入库量同比降低明显，但高于超预期 

新季苹果面临质量、产量同比降低的双重压力，叠加苹果季产年销的特性，苹果入库量情况对未来行

情走势影响巨大，各方对新季苹果入库量关注度极高。从具体入库情况看，新产季苹果下树时间推迟，入

库速率偏快，入库达到顶峰时间偏早，11 月 11 日卓创资讯发布入库量为 911.03 万吨（图 3），其中山东

库容比 64.7%，陕西库容比 68.1%，全国库容比 66.60%（总库容约 1370 万吨），新季全国库存明显高于减

产最严重的 18/19 产季 604.96 万吨，与 17/18 产季库存量 968.86 万吨相当，同比 20/21 产季的 1141.92

万吨下降明显，从入库量数据看打破了市场对于严重减产的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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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苹果历产季入库量 

 

数据来源：卓创资讯 鲁证期货整理 

综上，新季供给端存在库存量偏低、质量同比偏差等问题，对现货价格形成了一定支撑。但从近期价

格走势看，供给情况已经反映在当期的现货价格中，继续驱动现货价格上涨的动力减弱。另外，目前已经

进入库存去化阶段，后续市场分析关注的重点应该由供给端转到消费端。  

二、冬江水寒鸭不知 

目前苹果供给端存在的总量和结构性问题存在客观性。但基本面分析必须将繁杂的影响因素统一到供

给和需求的分析框架中，要厘清影响未来价格走势的核心着力点是在供给上还是在需求上。针对供给方面

的问题，前期市场讨论的已经足够多，但是我们认为市场对消费端的真实情况缺乏深入的思考。 

（一）当前国内经济形势仍不乐观，居民收入水平降低影响消费意愿和消费结构 

居民收入与实体经济活力息息相关，居民收入水平降低不利于苹果等非必须品消费。受疫情等因素

影响，国内经济形势仍不乐观。从 PMI 出厂价格和 PMI 主要原材料购进价格等方面可以看出企业利润情况

持续下滑（图 4），特别是餐饮业、旅游业受疫情冲击较大，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支出增长乏力，

收入水平增长乏力直接影响居民消费意愿和消费结构。肉、蛋、奶、蔬菜属于生活必需品，属于相对刚性

的消费品，而苹果等产品则属于非必需品，需求弹性较大。从图 5 可知居民生活必需品价格在 20/21 年处

于历史高位，这就使得在居民收入增长乏力的前提下生活必需品的需求对非必须品（例如苹果）的消费有

显著的挤出效应。因此，在收入水平降低及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等多因素的影响下，未来苹果消费能力将面

临多种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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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服务业 PMI 与可支配收入 

 

 数据来源：wind 鲁证期货整理 

图 5：生活必需品及水果历年价格走势 

  

  

数据来源：wind 鲁证期货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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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柑橘类等水果量大、价廉，苹果面或临替代果品的量价冲击 

苹果作为大众消费中的中低端生鲜水果，全年供应，市场需求较多，赛道因素使得能够成为苹果替代

品的生鲜水果少之又少，在苹果的去库销售区间内，真正对苹果起到替代作用的水果仅仅有冬季水果柑橘

类的砂糖橘，沃柑、夏季水果西瓜等，尤其是苹果消费旺季的冬春季节，柑橘类水果对苹果冲击较大。 

砂糖橘略有减产，价格同比持平或偏低：2021 年 7-9 月份高温干旱天气，使得部分砂糖橘产区受此

影响略有减产，预计砂糖橘产量同比去年略减，2020 年砂糖橘产量约 500 万吨，预计今年产量也在 500

万吨左右。根据农财网柑桔通 24 日数据得知，砂糖橘持续上量，价格走低，市场交易有走快趋势，好货

价格 1.7-2.3 元/斤，同比去年基本持平或略低； 

沃柑产量逐年增加，价格同比降幅明显：近年来沃柑由于口感佳，易种植的特性扩种迅速，随着种植

面积和丰产期的来临，沃柑产量逐年增加明显，2020 年广西沃柑产量约 300 万吨，预计 2021 年广西沃柑

产量同比 2020 年增产明显，2021 年沃柑于 11 月 20 日上市同比 2020 年提前 20 天，根据农财网柑桔通得

知上市均价 4.15 元/斤（南宁武鸣），截止到 12 月 24 日沃柑收购价 2.3-3.0 元/斤，同比去年同期 3.6-4.0

元/斤降幅明显。 

12 月至次年 4 月苹果销售量约占库存的 50%左右，按照新季苹果入库量计算，也就是 450 万吨，2021

年砂糖橘 500 万吨、沃柑 300万吨以上，体量上与苹果相当，价格上和苹果也相当。2021砂糖橘、沃柑

总产量同比增加，价格下降，预计在无重大天气灾害的前提下 12 月至次年 5 月砂糖橘、沃柑对苹果有较

强的替代性。 

从目前苹果的实际走货情况看，当前新产季差果较多，差货价低走货较快，中等性价比较差，走货较

慢。而且当前砂糖橘、沃柑市场价格相对差货仍偏高，对差货替代作用较小，差果一直走的较好。大部分

人买过 10元 4 斤的苹果，价格低，但是这部分苹果迟早会消费完毕，当这部分苹果消费完之后，市场上

就会剩下 5-10 元/斤的苹果和价格更高的苹果。这时候经常消费 10元 3-4 斤苹果的人会怎么选择，其中

一部分选择不购买相对高端的苹果，一部分选择购买 5-10 元/斤的苹果，还有一部分会选择同等价位甚至

更低其他水果（例如蜜桔、梨、砂糖橘、沃柑等），这就是我所说的替代。而且可以预见消费同等价位甚

至更低价位的其他水果替代品的人会占多数，这就会使得 5-10 元/斤的苹果消费或略显疲软，但未来市场

那只看不见的手会调控这部分的不均衡，使之达到新的平衡。 

（三）未来疫情发展存在高度不确定性，新冠疫情或使苹果节日消费旺季走弱 

新季苹果整体库存量、质量同比下降，收购环节尤其是入库基本结束后客商炒货激情较高、农户普遍

看好年后好货的行情，挺价惜售情绪较重，客商自提走货为主，调果农货很少。临近春节，局部地区疫情

频发，部分高速公路管制，疫情影响导致苹果销售或受影响。 

新冠疫情或使苹果节日消费旺季走弱，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做好 2022

年元旦春节期间有关工作的通知》文中明确规定“毫不放松做好疫情防控工作，加强口岸城市疫情防控；

加强疫情监测预警；落实预检分诊和首诊负责制；引导群众增强自身健康第一责任人意识做好个人防护”。 

根据统计数据显示，苹果的主要消费形式为鲜食，占比 80%以上，而且在鲜食消费中传统节日对其消费量

的影响较大，这一消费特征决定了苹果消费量在某一特殊时期销售大增。中国春节原本是苹果消费的旺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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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但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措施或使得过年期间走亲访友受阻，居民或对苹果等生鲜

水果节日礼盒需求不佳，春节消费高峰效应不显著。  

（四）入库后差货和好货走货相对偏快，中等货走货较慢，市场整体表现不佳 

居民收入情况、果品替代情况、疫情发展等因素已经对目前的苹果走货情况发生影响。入库结束后，

客商找货积极，果农挺价惜售情绪加重，叠加客商来回炒货、调货积极，使得入库苹果价格上涨，但实际

发往市场少。苹果销区市场价格倒挂，整体消费不佳 1-新季苹果入库后销区市场出现价格倒挂情况，销

区批发市场例如广州槎头市场，福州市场等走货同比去年基本持平甚至略低；同时客商整理货品发往市场

利润率同比下降。2-11 月中旬出口小果、三级果交易火热，截止到 12 月中旬，由于运费上涨叠加小果价

格上涨，出口暂时受限，当前差货和好货走货相对稳定偏快，中等性价比较差，整体走货不佳；3-圣诞节、

元旦备货结束，近期库内成交量稳中有增，且多以地面货和客商自提货发往市场；但销区批发市场销售较

平淡，并没有较大改观，抵达市场货源不少进入销区冷库存储。根据农业部数据显示 2021 年 10至 11 月

监测批发市场交易量 22.96 万吨，同比去年 31.62 万吨下降 8.3 万吨。 

三、刻舟求剑不可取 

新季苹果库存低、质量差的基本面已定，偏弱的供给已成为现实，但对判断未来价格走向并无多少增

益，因为供给端的问题已被市场熟知，且已经反映在了市场价格中，决定未来价格走势的是供给和需求两

方面核心要素的边际变动。 

新季苹果入库量 911.03 万吨，远低于 2019/20 的 1050.99 万吨和 2020/21 的 1141.92 万吨，略低于

2017/18 产季 971.12 万吨，略高于 2017/18 产季的 886.25 万吨，远高于 2018/19 产季的 604.96 万吨。

所以新产季苹果供给端较 17/18 产季和 16/17 产季相当，但消费端较 19/20 和 20/21 产季相似。苹果的消

费需求可划分为“弹性消费”和“刚性消费”两个层次，商品需求曲线类似平滑后的”L”型，当苹果供

给量减少导致的供给曲线移动没有超出弹性消费对应的需求曲线范围时，价格上涨的幅度比较有限，但供

给曲线一旦移动到刚性消费对应的需求曲线范围，同样幅度的供给减少导致的价格上涨将大幅增加。2018、

2019 年、2020 年苹果市场的波动充分说明了价格弹性分析在市场波动解析中的有效性。正常年份下苹果

的供给、需求曲线会达到某种平衡点 E0（见图 6）；新季苹果供给、需求曲线或较正常年份有差异，新季

苹果供给缩减，供给曲线向左平移；需求曲线方面受大环境及替代作用同样向下平移，得到新的平衡点

E1，新的平衡点是否处于“弹性消费”区间或“刚性消费”区间取决于需求曲线的下移程度，需动态持续

关注。 

图 6：产季供给需求线演变 

  



7 

 

数据来源：中果网 鲁证期货整理 

 

苹果的消费有春节和清明节两个消费旺季，当前处于春节前后的需求旺季阶段，如果春节需求较好或

使得后期出库压力缓解，若需求不佳，或直接导致去库存压力后移，所以春节前后消费至关重要。以下是

就春季消费情况进行推演，推演库存行情需要关注近几年的库存及元宵节前的出库数据如下表 1。 

表 1. 历产季元宵节前出库情况及新季苹果元宵节推演情况 

万吨/产季  2016/17  2017/18  2018/19  2019/20  2020/21  2021/22  

库存高点 886.25 971.12 604.96 1050.99 1141.92 911.03 

截至元宵节 

出库量 
263.7 318.44 192.97 155.53 243.65 *** 

截至元宵节 

剩余库存量 
622.55 652.68 411.99 895.46 898.27 *** 

截至元宵节 

出库率 
29.75% 32.79% 31.90% 14.80% 21.34% *** 

按照各产季出

库率计算新季

截至元宵节 

剩余库容量 

639.96  612.29  620.43  776.21  716.64  ***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卓创资讯，USDA 鲁证期货整理 

从上表得知，从库存去化率看 2016/17 产季、2017/18 产季、2018/19 产季从入库结束至元宵节前库

存去化最高率约 30%左右， 2020/21 产季库存去化率次之约 20%左右，2019/20 产季去化率最低约 15%。

2019/20 产季春节前后疫情防控错失春节至元宵节的销售旺季，使得出库受限，出库量较小；2020/21 产

季由于疫情管控及替代水果使得出库偏慢；2016/17 产季、2017/18 产季为相对正常年份，没有疫情及强

有力的替代水果影响，叠加消费大环境利好，出库率和出库量较高；2018/19 产季虽消费环境较好，入库

量处于历史低位，但苹果入库价格较高受替代水果影响较重，使得元宵节前出库率较高，但出库量不高。

2021/21 产季入库量同比下降明显，但处于历年来入库正常量，但消费环境却较 2019/20产季 2020/21 产

季类似、疫情防控仍不可轻视叠加替代水果替代性更强，所以新季苹果面对的挑战更重。并且新季苹果出

库销售有以下特点 1-新季苹果开秤价同比降低，总体入库量、质量同比下降；2-入库结束后，客商找货

积极，果农挺价惜售情绪加重，叠加客商来回炒货、调货积极，使得入库苹果价格上涨，但实际发往市场

以三级果为主；3-苹果销区市场价格倒挂，整体消费不佳；4-替代水果砂糖橘、沃柑等量大、价廉替代作

用较强；5-宏观大环境（疫情）或影响新季苹果销售。以上是新季苹果存在的问题及挑战，根据新季苹果

的特点我们可以做以下三种推演。 

推演 1（概率最大）：元宵节前剩余库存量在 720 万吨以上（库存去化率同比 20/21 产季持平，约 21%），

720 万吨的库存量或将去库存压力后移，后期去库压力较大； 

推演 2（概率偏小）：元宵节前剩余库存量 640 万吨至 720 万吨（库存去化率在 20%-30%），640-720

万吨的库存量，属于较正常的库存量，后期去库偏小。 

推演 3（概率极小）：元宵节前剩余库存量在 640 万吨以下（库存去化率 30%以上），640 万吨以下的

库存量表明去库存较快，后期去库存压力极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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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总结分析 

随着新季苹果的上市，苹果行情走势进入新篇章，从苹果收购到入库结束，苹果期现历经了较多波折，

当前参与主体关注重点由已经由产区移至销区市场，市场或是新季苹果行情的试金石。 

对于后期的行情的推演，需要综合掌握供给和消费两方面情况：首先，新季苹果入库量、质量、价格

同比下降是不可否认的事实；然后，经济形势、替代品因素、疫情因素等对苹果消费有重大影响：第一，

国内经济形势仍不乐观，居民收入水平降低影响消费意愿和消费结构；第二，水果总量供应宽松格局短期

内难以转变；第三，量大、价廉的柑橘等替代水果对苹果消费有较明显的挤出效应；第四，出口受阻，出

口需求对价格拉动减弱。 

站在目前节点上，2021/22 产季苹果入库结束，入库量已定，未来应将价格分析的重点放到需求端。

总体上看，我国水果总量持续增产，生鲜水果总供给持续增加，尤其是砂糖橘、沃柑等冬季大众水果增产

较明显，且量大价低，虽然新季苹果入库量同比降低，但果农、库存客商挺价惜售情绪不减或对苹果去库

存不利，可能使得年后去库存压力大增，对苹果后市造成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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