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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玫瑰葡萄，被坊间誉

为“葡萄中的爱马仕”。

曾经它只在高端水果区

出现，上百元一斤的价格，让

不少人直呼，“太贵了！”

但近年来，阳光玫瑰开始

走下“神坛”，在超市里，常和

其他品种的葡萄放在一起，接

受人们的挑选。

阳光玫瑰价格“跳水”

很多人第一次认识阳光

玫瑰，可能还是大名鼎鼎的日

本“晴王”。

在日本，阳光玫瑰被称为

Shine Muscat(夏音马斯卡

特)，晴王只是其中一种，只有

日本冈山出产的可叫做晴王。

在海外购物平台上，记者

注意到，一串晴王(700克)的价

格接近400元。

该品种后来被引入到中

国和韩国。即使是在韩国，作

为高端水果，其售价也多在百

元以上。

但在中国，近年来阳光玫

瑰价格遭遇“滑铁卢”。

“前两年在超市逛的时

候，阳光玫瑰一斤40元左右，

最近发现我家附近超市的阳

光玫瑰一斤都不到20元了。”

北京丰台的一位消费者表示。

另，记者在电商平台注意

到，阳光玫瑰每斤价格集中在

10-30元之间。

供应增加
推动整体价格下降
曾经价格“高高在上”的

阳光玫瑰，为何如今“泯然众

人矣”？

“当初引进的时候量少，

人们也觉得新鲜、口感好，供

应满足不了需求，价格自然就

偏高。”中国果品流通协会会

长鲁芳校告诉记者，“经过这

些年的推广后，种植面积增

大，供应增加，整体价格也就

下降了。”

某 市 场 机 构 发 布 的

《2022年中国阳光玫瑰葡萄

产业数据分析报告》(以下简

称《报告》)显示，2021年，全国

阳光玫瑰种植面积约31.21万

亩，收获面积约20.42 万亩。

与相关报道显示的2016年全

国阳光玫瑰种植面积10.01万

亩相比，近5年间种植面积增

长 了 21.2 万 亩 ，增 幅 达

211.79%。

上述《报告》称，从种植区

域分布来看，阳光玫瑰种植区

域遍及全国各地。目前，在国

内种植大面积铺开的情况下，

阳光玫瑰葡萄基本上实现了

全年不间断供应。

“同时，阳光玫瑰因产区、

季节的变化，价格上也会出现

波动。云南上市是最早的，然

后逐渐向北推移。”鲁芳校补

充道。

价廉后，质量参差不齐

受益于种植面积增大等，

阳光玫瑰的价格已与其他品种

的葡萄相差无几，但不少网友

却反映，品质没有以前好了。

“味道吃不出惊艳的感觉，

还不如其他品种的葡萄。”有网

友称，“以前价格虽然贵了点，

但是皮薄肉脆无核，有很浓的

香气，现在市面上的阳光玫瑰

都烂大街了，但皮巨厚。”

“消费者吃得多了，对品

质要求也就更高了，但目前整

体的种植质量不是往上走的，

种植面积大了，中低档的果反

而多了。”鲁芳校则表示，“或因

为阳光玫瑰比较好卖，一些种

植户一味追求效益而忽视质

量，种植技术上也存在参差。”

一位电商卖家称，果农若

要产量的话，要大量使用化学

肥料。“亩产8000斤的话，卖

10元一斤，亩产值8万元。就

算再不好吃，卖5元一斤，亩

产值也有4万元，最关键的是

不愁卖，果商认为性价比极

高，争着要。”该电商卖家说。

据业内透露，为了提前上

市抢占市场，一些果农糖度

13-14就采果，有的甚至还没

脱酸。

“增量”的同时
还需“提质”

“前景依然看好，国内的

发展还处于初级阶段，但应考

虑市场饱和度安排种植，切忌

盲目跟风。无论任何品种，一

旦产量增加，价格下降是必然

的。光注重产量是不行的，品

质才是核心。”对于阳光玫瑰

葡萄的迅速扩张，多位业内人

士表达了相同的观点。

怎样在“增量”的同时“提

质”，成为萦绕在中国果业心

头的一道“待答题”，这不仅适

用于阳光玫瑰种植，也适用于

其他水果品种。

“我们都知道，质量是第

一位的，但当真正做起来，管

理技术、种植技术包括品种的

退化问题，我们很多都跟不

上，还是要从多方面下功夫。”

鲁芳校表示。

中国农业科学院果树研

究所所长曹永生在接受媒体

采访时也称，应持续开展关键

技术和产品研究，构建轻简、

优质、高效果树栽培技术体

系，推动果业高质量发展。提

升果品及其加工品的商品品

质、风味品质、营养品质和功

能组分，推进果品的优质化、

高值化和品牌化。

““高奢品高奢品””到到““平民果平民果””
阳光玫瑰葡萄阳光玫瑰葡萄,,路在何方路在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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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14 日，

在四川省西昌市

裕隆乡安全村 3

组，某公司的葡

萄基地，一串串

阳光玫瑰葡萄进

入采摘期，葡萄

采下以后，经工

人 们 分 选 后 装

箱、发货。

“ 目前阳光

玫瑰葡萄已采摘

近70万斤，仅14

日一天，就销售

14-15万斤，我们

批发给经销商，

再由他们分销至

全国各级市场。

目前来看一级果

价格 17-18 元，

在总产量中占比

3成以上，但每年

都有挑剩下的。”

该公司总经理余

斌文告诉记者。

余斌文说 ：

“去年开始将单

粒果送至泸州一

家代加工企业加工成为果酒。相

对于填埋这种方式，在节省填埋

成本的情况下，还创造了不菲的

价值。当然，这款果酒还在试验

阶段，没有正式推向市场。”

鲜食葡萄阳光玫瑰能否“跨

界”做果酒？记者电话连线了中

国酒业协会果酒发展委员会副理

事长、四川省葡萄酒与果酒行业

协会常务副会长郭南宾，他给出

的答案是：可以。

“这家公司请酒厂代加工的

是一款阳光玫瑰葡萄干型果酒，

也叫干型葡萄酒，其实葡萄酒就

是果酒的一种。”郭南宾告诉记

者，所谓干型，是指的葡萄发酵比

较彻底，剩余糖分很少，“干型”就

是不甜的意思；另外还可以加工

成为含糖达到一定标准的“半干

型”“甜型”“半甜型”果酒。

“用单粒果做果酒加工的思路

不错，可以大大降低成本，同时也

变废为宝。当然，果酒不是生产出

来就结束了，也要考虑销售渠道。”

郭南宾接着说，一般来看，甜型阳

光玫瑰葡萄果酒是一款不错的开

胃酒或休闲用酒，干型酒则比较适

合做佐餐酒；另外要注意消费场

景，游客在入葡萄园参观时，能够

有几款阳光玫瑰葡萄酒供其选购，

相信也有人愿意尝鲜。

两三年前还卖到每斤几十元甚至两三年前还卖到每斤几十元甚至
上百元一斤的阳光玫瑰葡萄上百元一斤的阳光玫瑰葡萄，，在今年在今年88
月像坐上了滑梯月像坐上了滑梯，，身价一路下跌身价一路下跌，，武汉武汉
市场上最低一斤不到市场上最低一斤不到1010元元。。

据了解据了解，，被称为被称为““葡萄中高奢品葡萄中高奢品””的的
阳光玫瑰阳光玫瑰，，因为在国内大量种植因为在国内大量种植，，终于终于

在近一两年里迎来大丰收在近一两年里迎来大丰收，，进而变身为进而变身为
大众化水果产品之一大众化水果产品之一。。

面对价格分化面对价格分化，，种植户们也纷纷谋种植户们也纷纷谋
出路出路。。除了供应传统的鲜食市场外除了供应传统的鲜食市场外，，目目
前一些酒厂前一些酒厂、、奶茶店奶茶店、、甜品店也将阳光甜品店也将阳光
玫瑰葡萄作为原材料玫瑰葡萄作为原材料，，进行果酒进行果酒、、茶饮茶饮、、

甜品的制作甜品的制作。。
同时同时，，农业专家认为农业专家认为，，单一品种的单一品种的

果品经过引种和广泛种植以后果品经过引种和广泛种植以后，，往往会往往会
出现品质多样出现品质多样、、等级参差不齐的问题等级参差不齐的问题。。
必须通过提升种植技术必须通过提升种植技术，，实现在增量的实现在增量的
同时稳质同时稳质，，甚至提质的目标甚至提质的目标。。

每斤百元跌到10元
阳光玫瑰葡萄前景还“阳光”？

有着“葡萄界贵族”之称的

阳光玫瑰葡萄，8 月份因为价格

腰斩而冲上热搜。据报道，阳光

玫瑰葡萄是我国 2010 年从国外

引进的葡萄品种，因其口味脆、

香、甜且具有玫瑰香味走红市

场，更因其“高昂价格”而走红

网络。为什么今年价格从每斤

300元跌到几十元、甚至10元以

下？有网友戏称：葡萄界也“内

卷”了。

原本物以稀为贵的水果，如

今“飞入寻常百姓家”，这本是一

件好事，但为何引发了网友的讨

论？纵观热评，争议主要集中在

种植户和消费者两个角度。

对于种植户而言，当初“入

场”主要是看中了新品种利润

高、有赚头。如今价格“跌下神

坛”，市场竞争又十分激烈，种植

前景不似之前那般“阳光”。的

确，网红产品出圈，价格居高不

下，较大的利润空间，往往引得

市场趋之若鹜。而盲目跟风扩

大生产，会迅速打破供求平衡，

产量大幅提升，价格迅速下降，

而价格又反过来影响生产。可

以说，盲目追新追红，必然会受

到周期波动的震荡。

对于消费者来说，有人觉得

“吃过阳光玫瑰，再也看不上其

他葡萄”。固然参差多态是市场

选择的常态，但不少价格便宜的

阳光玫瑰存在大小不均匀、甜度

不够、果皮太厚等问题。产业链

下游“便宜没好货”的吐槽，实则

映照上游生产端的不足：栽培面

积急速扩大时，有些地方种植条

件、管理技术没跟上；为了抢占

上市先机，有的甚至盲目催熟、

抢早采收。

对于时下的种植者而言，要

赢得市场，品种培优、品质提升、

品牌打造和标准化生产的“三品

一标”仍然不会过时。另一方

面，正如有人所说：水果种植是

几年、几十年乃至一辈子的事。

由于水果种植周期较长，不能寄

希望于“啥是网红种啥”的生产

方式。少些投机心态，多些长期

坚守，走差异化种植之路，土地

定将给出最好的回馈。

业内人士指出，贵族水果掉

落神坛，不一定是坏事。“天价”

并非常态，价格终归还是要回归

理性。水果只有走入寻常百姓

家，生命力才会更加持久。

（本版稿件综合《人民日
报》、人民网、《四川农村日报》）

水果产业只有提高品质才能走出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