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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有风险 理财请匹配 

“蒜周期”走出低谷，需关注产需博弈   大蒜 

 

内容提要：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大蒜生产国、消费国和出口国。本文初探大蒜产业状况，

包括全球生产、贸易的基本情况，以及中国在大蒜生产和贸易中的举足轻

重的地位和作用。商品大蒜的供求，易于陷入“发散型蛛网模型”的循环，

其供给弹性大于需求弹性，“世界大蒜看中国，中国大蒜看苏鲁”。 

 徐州号称“五省通衢”，以徐州为圆心，半径 500 公里的范围内，是全国

大蒜种植优势主产区。山东、河南、江苏等三省，大蒜种植面积全国占比

55%，产量亦占半壁江山。 

 在过去 15 年中，我国大蒜价格至少经历了四轮“蒜周期”，每一周期持

续 3 到 4 年，牛市上涨持续 1 年零 8 个月，熊市下跌持续半年至 1 年半不

等。剔除 2008 年金融危机时期的特殊年景，周期性牛市平均涨幅 313%，

周期性熊市平均跌幅为-78%，涨跌起伏剧烈。 

 大蒜价格，每一年，有季节性的高频波动；每 3-4 年，有“蒜周期”大起

大落，为产业主体带来诸多困扰。加强大蒜市场基础研究，为产业主体提

供期货解决方案，已提上期货行业的工作日程。 

 在 2021 年 9 月 1 日，中国（郑州）国际期货论坛“期货服务乡村振兴论

坛”上，郑商所再次表示，“深化大蒜等特色品种研发，持续扩大期货市

场服务农业产业发展覆盖面。” 

 在我国大蒜的消费结构中，国内消费占比 32%，出口占比 31%，蒜米料 20%，

蒜种 13%，蒜片料 2%，损耗 1%，腌制和蒜黄料 1%。过去 7 年里，我国大

蒜年平均出口数量 181.2 万吨，出口遍及全球百余个国家和地区，是我国

颇具特色的出口商品。 

 后疫情时期里，冷藏集装箱短缺，国内餐饮行业消费低迷，大蒜入库规模

连续两年处于历史较高水平，均对蒜价形成负面牵制。预计 2022 年，是

统计意义上周期性牛市波动的时间窗口，需关注冬春拉尼娜天气模式下，

主产区大蒜生长形势和产量预期的配合情况去演绎。 

  
新纪元期货研究所 

农副产品研究小组 

电话：0516-83831127 

 

 

 我国大蒜产区分布 

 

 

 

“蒜周期”历史波动图 

 

 

 

 

大蒜价格指数波动图 

 

 

 

报告完成时间：2021年 12月 

报告中数据来源：Wind、卓

创、布瑞克、国际大蒜贸易

网、蒜通天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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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蒜（Garlic）又叫蒜头、大蒜头、胡蒜、葫、独蒜、独头蒜，是蒜类植物的统称。半年生草本植物，百合

科葱属。大蒜呈扁球形或短圆锥形，外面有灰白色或淡棕色膜质鳞皮，剥去鳞叶，内有 6～10 个蒜瓣，轮生于花

茎的周围，茎基部盘状，生有多数须根。每一蒜瓣外包薄膜，剥去薄膜，即见白色、肥厚多汁的鳞片。有浓烈的

蒜辣气，味辛辣。有刺激性气味，可食用或供调味，亦可入药。地下鳞茎分瓣，按皮色不同分为紫皮种和白皮种。

大蒜是秦汉时从西域传入中国，经人工栽培繁育。长期以来，我国是大蒜头号生产国、消费国和出口国，世界大

蒜看中国，中国大蒜的产销动态为世界所关注，大蒜是我国极具特色农产品之一。本文初探大蒜产业和其价格波

动规律，为更好服务于大蒜期货市场发展，而做准备。 

1、全球大蒜的生产与贸易分布 

1.1 全球大蒜的生产集中在中国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大蒜主产国，远高于其他大蒜主产国。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中国大蒜产量约占世界

总产量的 76%，近几年中国大蒜产量整体维持上升趋势，2014 年首度突破 2000 万吨，产量达 2004.66 万吨。2019

年全国大蒜产量为 2330.59 万吨，过去 6 年，中国产量复合增长率 3.06%。印度为全球第二大大蒜生产国，年产

量维持强劲上涨趋势，2019 年大蒜产量为 291 万吨，过去 6 年的复合增长率高达 18.37%。全球大蒜 3070.8 万吨，

过去 6 年的复合增长率 4.20%。 

 

图 1. 全球大蒜主产国产量走势(单位：吨) 图 2.全球大蒜产量变动趋势（单位：吨） 

  

资料来源：联合国粮农组织 Wind 资料来源：联合国粮农组织 Wind 

 

图 3.主产国产量占比 图 4.中国具有大蒜生产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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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联合国粮农组织 Wind 资料来源：联合国粮农组织 Wind 

1.2、全球大蒜的出口集中在中国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大蒜出口国国，中国大蒜出口量占比，约为世界总出口量的 77%，2019 年全国大蒜出口量

为 176.17 万吨，过去 6 年，中国出口复合增长率 0.09%。欧盟 28 国总出口 24.9 万吨，过去 6 年出口符合增长

率 5.95%。 

图 5. 大蒜主要出口国出口形势图(单位：吨) 图 6.全球大蒜出口份额占比 

  
 

资料来源：联合国粮农组织 Wind 资料来源：联合国粮农组织 Wind 

1.3 我国大蒜主要出口目的国分布 

根据我国海关总署公布的数据，过去 7 年，我国大蒜年平均出口数量为 181.2 万吨，出口遍及全球近 100 个

国家和地区；其中，排名前十的出口目的国家，占总出口数量 71.83%；我国前三大主要出口国是印度尼西亚、

越南和马来西亚，年均数量为 51.68 万吨、20.12 万吨和 12.59 万吨。 

图 7.我国大蒜出口形势变动图(单位：万吨) 图 8. 我国大蒜前十大出口目的国及出口比重（单

位：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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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海关总署 Wind 资料来源：海关总署 Wind 

根据我国海关数据，主产省份山东、江苏、河南、云南，近年平均年大蒜出口量分别为 121.53 万吨、28.33

万吨、12.01 万吨和 1.81 万吨，四个主产省份总出口量，占全国总出口量 90%以上。 

2、我国大蒜产业规模与产销情况 

2.1 我国大蒜产业规模与产业利润的分配 

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显示，中国大蒜产值规模变化起伏较大，近十年维持在 500 亿元以上。2016 年，

大蒜产值出现历史高点，突破 2000 亿元，2019 年全国大蒜产值规模在 1764 亿元左右。 

图 9.我国大蒜产值规模走势 图 10.我国大蒜分项种植成本 

  

资料来源：联合国粮农组织 Wind 资料来源：卓创资讯 

大蒜种植成本包括原材料、土地、劳动力和能源等成本。原材料成本主要包括蒜种投入、肥料、覆膜和农药

成本；土地成本主要指大蒜生产过程中耗费的土地租赁成本；劳动力成本是雇佣务工人员的费用；能源费用主要

指耕地和水电费等。其中，大蒜生成成本中占比较大的为人工、肥料和大蒜种子，这三项占大蒜总成本的 90%左

右。根据卓创资讯数据，我国大蒜种植平均成本在 3312 元/亩（仅代表行业一般水平）。 

 

我国大蒜种植区域广，各区域种植成本和收益差距较大，以主要产区的平均数据来看，大蒜（干蒜）亩产量

一般在 2000 斤至 2500 斤左右，但大蒜收购价格波动较大，2019 年上市期收购价格突破 8 元/千克，2020 年上市

尾声收购价格在 2.8 元/千克，而 2017 年上市后至 2018 年末收购价格则长期维持在 3.5 元/千克左右波动。价格

大幅的波动，使得大蒜种植产值变化较大，波动范围在 2000 元/亩至 11000 元/亩之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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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主产省份的产量分布 

山东、河南、江苏、云南、河北，是我国大蒜主要生产省份。徐州号称“五省通衢”，以徐州为圆心，半径 500

公里的范围内，大蒜种植区位优势尤为明显。大蒜的生长，喜冷凉环境，适宜黄沙壤土种植，我国的温带气候以

及黄河故道的冲积土壤非常适宜大蒜生长。山东省金乡县、兰陵县，河南省中牟县，江苏徐州邳州市，是我国最

重要的大蒜生产区域，生产的大蒜产量高，品质好。山东、河南、江苏三大优势主产区，大蒜种植面积占全国总

面积的 55%，产量占据全国半壁江山。 

 

图 12 我国大蒜种植面积分布（单位：万亩） 

 

资料来源：卓创资讯 

 

表 1.我国大蒜主产省份 2020 年生产情况 图 13. 2018 年大蒜生产省份种植面积占比 

 
 

资料来源：卓创资讯 资料来源：国际大蒜贸易网 

2.3 我国大蒜消费及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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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卓创资讯统计，我国大蒜消费的特点有鲜明结构性划分。其中，国内消费 32%，出口占比 31%，蒜米料

20%，蒜种 13%，蒜片料 2%，损耗 1%，腌制和蒜黄料 1%。 

图.14.我国大蒜出口及出口依赖程度变化图 图 15.我国大蒜消费结构图 

  

资料来源：卓创资讯 资料来源：卓创资讯 

2017-2020 年，我国大蒜分别出口 162.95 万吨、179.43 万吨、167.07 万吨和 217.9 万吨，整体出口稳中小

幅增长。疫情危机以来，由于冷藏集装箱短缺，一度影响产销国贸易流，不过整体出口形势尚佳。大蒜作为日常

消费刚需商品，在印度尼西亚消费量极大，该国常年进口我国大蒜的数量，占我国出口总量的 28%，该国 96%的

大蒜仍需进口，中国是其最大进口来源国。印度尼西亚政府将要求多家主要进口商拿出进口配额的 5%种植或收

购本国大蒜，该国制定了大蒜自给的长期目标，其实现进程的缓急，可能会影响我国出口的规模。 

2.4 我国大蒜的库存 

我国北方大蒜主产区，一般在每年的 9 月底 10 月初栽种，次年的 5 月中下旬收获，季产年消。大蒜收获后，

过两三个月的休眠期便会发芽，鲜蒜经过 1-2 个月晒干或烘干，除正常市场供需流通交易之外，一般于每年 8 月

份入库储存，以保证大蒜的商品品质，并可能赚取“时间差额”利润。我国主产区一般每年 8 月末 9 月初，结束

入库。大蒜入库投资，存储方式简单（多冷库存储），存储周期较短（数日到 18 个月不等）。 

据卓创资讯数据统计，2021 年 9 月 2 日当周 ，全国大蒜入库量 434 万吨（去年 445.6，前年 344），处于

历史偏高水平。其中，济宁库存 265 万吨（去年 266.5，前年 220）；临沂库存 20.5 万吨（去年 23.8，前年 13.95）；

开封库存 65 万吨（去年 54.3，前年 40）；徐州库存 55 万吨（去年 52.3，前年 40）。 

 

图 16.我国大蒜近三年入库规模比较 图 17.近 4 年我国大蒜仓储库存变化 



1 

 

投资有风险 理财请匹配 7 

2022 年潜在期货品种初探 

 

  

资料来源：卓创资讯 资料来源：卓创资讯 

 

图 18.近 3 年济宁大蒜周度仓储库存变化 图 19.近 3 年临沂大蒜周度仓储库存变化 

  
资料来源：卓创资讯 资料来源：卓创资讯 

 

图 20.近 3 年开封大蒜周度仓储库存变化 图 21.近 3 年徐州大蒜周度仓储库存变化 

  
资料来源：卓创资讯 资料来源：卓创资讯 

3．大蒜价格波动的季节性和周期性 

3.1 大蒜季节性波动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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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大蒜季产年消，每年大蒜价格的形成，可分为两个阶段。6 月、7 月、8 月为第一阶段，价格的形成取

决于储存商对于需求的预期价、存储量的预期和价格的接受程度；9 月到次年 5 月为第二阶段，价格取决于库存

量的大小和秋后大蒜种植面积的增减以及对苗情的预期等。近年来，随着国家加大扶贫政策，云南和贵州等大蒜

种植面积不断扩大，南方大蒜上市时间在 3 月末 4 月初，较中东部主产区提前 1 个月，对主产区大蒜集中上市有

一定价格风向标意义。 

根据我国农业部公布的近 20 年大蒜大宗价格数据，我们对其进行加工处理后，得到大蒜价格指数图，可以

直观的感受到大蒜季节性波动规律。往往在大蒜收获后，价格出现年内低谷，而后在上述两阶段价格形成因素的

博弈中，大蒜价格进入季节性上涨高潮，如此往复周而复始。 

图 22.过去 20 年我国大蒜价格指数波动图（季节性） 

 
资料来源：新纪元期货研究、Wind 

3.2 “蒜周期”波动规律 

图 23.过去 15 年我国大蒜月度价格波动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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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新纪元期货研究、Wind 

 

表 2.近四轮“蒜周期”统计表 

周期时间 牛市涨幅 熊市跌幅 周期长度 牛市时长 熊市时长 

2008.04-2011.06 1954.55% -75.22% 3年 2个月 1年 8个月 10个月 

2011.06-2015.04 137.14% -70.93% 3年 10个月 1年 8个月 5个月 

2015.04-2018.04 385.53% -86.92% 3年 1年 8个月 1年 5个月 

2018.04-2021 年迄今 417.33% -77.03% 3年 1年 9个月 1年以上 
 

资料来源：新纪元期货研究、Wind 

3.2.1 大蒜市场的“发散型蛛网模型” 

农副产品价格呈现鲜明的周期性波动，是因为其供求易于陷入“发散型蛛网模型”的循环。以大蒜为例，大

蒜季产年消，其供给弹性大于需求弹性，即对于每一个价格变动，生产者的反应程度比消费者的反映大。当大蒜

价格大涨增厚种植收益，往往会吸引大批农户跟风种植，这往往导致供大于求，价格转而大跌，此时农户种植无

利可图甚至亏损，便纷纷放弃种植，其结果又导致大蒜产量大幅减少，价格转而上涨，进而会吸引大批农户跟风

种植……如此周而复始。 

在过去 15 年中，我国大蒜价格至少经历了四轮“蒜周期”，每一周期持续 3 到 4 年，牛市上涨持续 1 年零

8 个月，熊市下跌持续半年至 1 年半不等。剔除 2008 年金融危机时期的特殊年景，周期性牛市平均涨幅 313%，

周期性熊市平均跌幅为-78%，涨跌起伏剧烈。 

3.2.2 历史高价时期，“蒜周期”波动回顾 

2011 年 5 月，上市大蒜价格低迷，农户种植亏损严重，市场担心 2012 年大蒜种植面积下降，导致产量偏低，

2012 年新蒜上市前期，市场价格一度快速上涨（137%）。周期性窗口开启、投机资金、面积减少的预期性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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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推波助澜下。但 2011 年至 2014 年，我国大蒜种植一直处于亏损边缘，大蒜种植人工成本快速上涨，蒜农开始

减少了大蒜种植面积，同期，国内玉米价格良好，主产区大蒜改种玉米较多，这为大蒜周期性上涨埋下伏笔。 

2015 年大蒜价格上涨，但上涨时期靠后，早早出售大蒜农户并未获得良好利润，秋季大蒜种植面积扩张不

明显，而受到大寒潮及不稳定天气影响，山东、河南、河北等主产区大蒜生产均遭受严重冻害，对大蒜产量影响

较大，2016 年春节前后，大蒜价格大幅攀升。因产量下滑影响，2016 年主产区大蒜入库量下降 20%，大蒜价格

大幅上涨激发了农户种植热情，又增加对蒜种的需求，大蒜价格持续上涨，2017 年春节前后大蒜批发价格出现

15 元/公斤的历史极值。 

由于 2016 年秋季大蒜种植面积扩增较快，大蒜上市前，蒜薹价格即持续下跌，部分地区出现农户倾倒无法

销售的蒜薹的现象，新蒜上市后，大蒜价格开始暴跌。本轮“蒜周期”，牛市上涨 385%持续 1 年零 8 个月，熊

市下跌持续长达近 1 年半之久，最大累计跌幅超过 86%。 

3.2.3 当前“蒜周期”的位置和展望 

根据卓创资讯统计，近五年我国秋播大蒜种植面积最多的年份出现在 2017 年 698万亩，面积最少的年份出

现在 2018 年 526 万亩。受此影响，2018 年以来的“蒜周期”，从 2018 年 4 月价格低谷到 2020 年 1 月，累计上

涨 417%，后在新冠疫情危机的冲击下，2020 年到 2021年反复探底，寻找新周期的价格谷底。而生产端，2020

年秋播大蒜种植面积 668 万亩，较 2018 年播种低迷期增加 26.99%，也成为国内价格的羁绊。 

尽管 2021 年年初，主产区冬季偏冷引发大蒜产量削减的炒作，不过后疫情时期里，集装箱海运价格居高不

下，国内餐饮行业消费低迷，大蒜入库规模连续两年处于历史较高水平，均对大蒜价格形成负面牵制。预计 2022

年，需求端形势边际好转，统计意义上，周期性牛市波动的时间窗口，在 2022 年年中开启，关注冬春拉尼娜天

气模式下，主产区大蒜生长形势和产量预期的配合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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