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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数简介

新华·柴达木枸杞价格指数由中国经济信息社与都兰县

人民政府共同编制发布。根据编制细则，指数以 2015 年 8

月为基期，基点 1000 点，样本选定为海西州各主产县市种

植交易的绿色枸杞和有机枸杞（含国内绿色认证、国内外有

机认证），指数月度更新。

指数的编制与发布，旨在客观反映青海柴达木绿色、有机枸

杞市场整体价格走势，打造市场风向标并提供定价基准；凝

聚行业及消费共识，打造柴达木绿色、有机枸杞品牌；大数

据手段助推柴达木枸杞行业差异化发展。

本期概要

总体来看，由于 1月大部分客商已停止交易，市场枸杞

流通偏少，有机和绿色枸杞价格小幅上涨。预计节后随着需

求恢复枸杞价格指数将呈上行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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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柴达木绿色枸杞价格小幅上涨。截至 2022年 1月，

柴达木绿色枸杞价格指数报 867.43点，较上月上涨 20.35点，

跌幅 2.40%；较基期下跌 132.57点，跌幅 13.26%。

价格方面，各采集点绿色枸杞加权均价 24.17元/斤，较

2021 年 12 月上涨 0.57%。中宁枸杞交易市场青海枸杞统货

价格位于 10.5-16元/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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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份，柴达木有机枸杞价格指数小幅上涨。截至 2022

年 1月，新华·柴达木有机枸杞价格指数（国际认证）报 912.46

点，较上期上涨 11.56点，涨幅 1.28%；较基期下跌 87.54点，

跌幅 8.75%。

价格方面，各采集点有机枸杞加权均价 33.65元/斤，较

2021年 12月上涨 0.31元/斤。

总体来看，由于大部分客商已停止交易，市场枸杞流通

偏少，有机和绿色枸杞价格小幅上涨。预计节后随着市场交

易恢复枸杞价格指数将呈上行走势。



行业动态概览

 首批“柴达木枸杞”农产品地理标志正式使用授权

中新网记者 21日从青海省海西州柴达木枸杞产业协会获悉，首

批“柴达木枸杞”农产品地理标志正式使用授权。

柴达木枸杞产于中国第二大枸杞种植基地——青海省海西州，该

州位于世界“四大超净区”之一的柴达木盆地腹地，方圆 300平方公

里内没有污染源，气候类型独特，枸杞病虫危害极轻，农药使用量、

使用频次极少，是枸杞生长的天然绝佳生态区。

枸杞按照生长环境不同，分为普通枸杞、无公害枸杞、绿色枸杞

和有机枸杞四大类。其中柴达木盆地生长出的枸杞黄酮、多糖、氨基

酸等有机物质含量均高于中国国内其他产区，是全球最适宜生产有机

枸杞的地区。目前，海西全州枸杞种植面积达 45.18万亩，枸杞年产

干果 5.77万吨，枸杞全产业链产值突破百亿元人民币。其中认证的

有机枸杞种植面积达 10.21万亩，是中国有机枸杞种植面积最大区域。

青海省海西州柴达木枸杞产业协会办公室主任何海强介绍，农产

品地理标志是推进优势特色农业产业发展的重要途径和有效措施。国

家对特色农产品实行地理标志保护，旨在打造农产品区域性品牌，促

进农业产业化发展和高效农业发展，规范特色农产品市场竞争秩序。

农产品地理标志来之不易，为提高“柴达木枸杞”地理标志的公

信力和品牌效应，杜绝枸杞市场“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发生。海西

州柴达木枸杞产业协会日前公布第一批“柴达木枸杞”农产品地理标

志使用授权企业名单，包括格尔木亿林枸杞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在内的

10家枸杞企业通过资格审查，准予使用“柴达木枸杞”农产品地理

标志。

“枸杞产业长久以来是柴达木盆地的特色优势产业，独特的自然



环境，形成了‘柴达木枸杞’的独特品质，已成为柴达木盆地特色农

业的一张品质和声誉的‘身份证’。”何海强说，为规范“柴达木枸

杞”农产品地理标志的使用，保证“柴达木枸杞”品质和特色，提升

“柴达木枸杞”市场竞争力，去年底，海西州柴达木枸杞产业协会出

台了《柴达木枸杞农产品地理标志使用管理办法》，同时启动“柴达

木枸杞”农产品地理标志使用申报工作。

“申请使用‘柴达木枸杞’农产品地理标志，原料必须产自‘柴

达木枸杞’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确定的地域范围，同时必须取得‘柴

达木枸杞’相关的生产加工资质，能够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

产品(柴达木枸杞)地理标志质量控制技术规范》要求组织开展生产经

营活动，产品质量符合技术规范要求，企业也取得了相关绿色食品证

书或有机产品认证证书。”何海强说。

青海省海西州柴达木枸杞产业协会表示，通过“柴达木枸杞”农

产品地理标志使用授权，可以进一步规范海西州枸杞产业发展，同时

推动“柴达木枸杞”纵深发展。

资讯来源：中国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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