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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凌晨 4时多，市商贸
集团下属的宁波果品批发市
场就已经灯火通明了。一车车
的新鲜瓜果从世界各地运到
这里，再分别运往甬城大大小
小的水果店。这样的场景，从
20世纪80年代就已经出现。

宁波果品批发市场成立
至今已经 35 年了。从仅拥有
商品集散功能，到兼具信息
发布功能、价格形成功能、
社会服务功能；从 2000 年不
到 1 亿元的营业额到 2019 年
19 亿元的营业额，这个果品
批发市场见证了宁波水果消
费35年来的变化。

甬城市民“果盘子”里
的内容也随之而变。从主要
购买杨梅、葡萄、西瓜等地
产水果，到吃遍全国、吃遍
全世界的各色果品；从只能
买到山东国光苹果，到 40 个
国内外苹果品种均有涉猎，
小小“果盘子”见证了宁波
市民消费升级的35年。

20年间,宁波果品批发市场的营业额增长了18倍

“果盘子”里看宁波人消费升级之路

记者 孙佳丽 通讯员 叶佳 郑泽南

“其实全国水果市场里的人都
知道，有最好的、最贵的水果，就
卖给宁波人。因为宁波人对水果价
格不是十分敏感，但对水果的品质
要求却很高。”已在宁波果品批发
市场打拼了 10 多年的廖剑新告诉
记者。

作为市场里国产水果价格卖得
最高、销量最大的商家，廖剑新的
经营秘诀是做品牌、卖口碑。

长久以来，我国水果市场产品
多、品牌少；普通品牌多、知名品
牌少。自 2006 年扎根宁波后，廖
剑新一直有做自有品牌、注册自有
商标的想法。“当时申请注册商标
的人特别少，我记得为了注册商
标，曾被人忽悠了 1 万多元，后来
就熟门熟路了。这几年，市场管理
方也一直引导、支持我们经营户做
品牌。”廖剑新说，现在他已经拥
有 10 多个品牌，经他的手销售出
去的水果 80%挂上了“金鑫佳多
果”的品牌。

有品牌、价格高的背后，是廖
剑新十几年如一日对水果品质的把
控。品质把控有多重要？廖剑新给
记者举了个例子：去年，大连樱桃

的主产区购置了一台价值 3000 多
万元的进口选果机，专门测量樱桃
是否达标，结果，这种按照直径大
小选出来的果子，市场并不买账。
今年，大连樱桃在去年“比大小”
的基础上增加了糖度、硬度、甜酸
度等测量指标，品质达到了历史最
好水平。在宁波市场，大连樱桃的
每日销量从 2 月底开始就稳定在 10
吨左右，批发价格稳定在每千克
100 元，无论价格还是销量都十分
坚挺。

为了保证果品质量，廖剑新在
广西、海南、宁夏等地承包了 1000
多亩果园，专供宁波市场，还专门针
对不同的水果制定了专属“金鑫佳
多果”的选果标准，颜色、口感、大小
均高于市场平均水平。

支撑着廖剑新做大做久自营品
牌的，是宁波市民强大的购买力。
据统计，仅国产水果，宁波果品批
发 市 场 现 在 每 天 的 成 交 量 就 在
1200 吨左右，成交额超过了 500 万
元，已经恢复到去年同期水平的 9
成 。 凭 借 品 质 优 势 ，“ 金 鑫 佳 多
果”此次受疫情影响最小，其销量
早在 4 月底就已经恢复了正常。

宁波人偏爱高品质水果

南洋水果行，是一家有着 17
年历史的进口水果批发行。老板俞
永明在批发进口水果之前，已经做
了 10 多年的国产水果批发生意。

“在水果批发领域，国产水果和进
口水果的批发模式完全不同，我这
一变，基本相当于‘转行’。之所
以下决心做改变，是因为我看到宁
波市民对进口水果的需求量很大，
但 当 年 的 市 场 供 应 却 远 远 跟 不
上。”俞永明说。

2004 年 8 月，南洋水果行在宁
波果品批发市场正式开张。据俞永
明回忆，当时宁波市场上可以买到
的进口水果主要是美国橙子、泰国
山竹、越南红毛丹及泰国龙眼等，

共计 10 个品种，每天的销量只有 5
吨左右，其中，泰国山竹的批发价
达到了每千克 40 元。

如今，宁波市场上可以买到的
进口水果多达 50 种。销量增长快
的进口水果，同比已经增长了几十
倍，畅销的果品与之前相比也有所
变化。目前，泰国榴莲、泰国山
竹、越南红心火龙果成为霸占宁波
进口水果消费市场的“主力军”。
以榴莲为例，15 年前的南洋水果
行一周勉强能卖 100 箱，现在一周
2000 箱还不够卖。15 年前很高端
的 进 口 水 果 ， 如 今 变 得 “ 亲 民 ”
了，其中泰国山竹的批发价已降至
每千克 24 元。

进口水果需求量增加

“宁波的进口水果大多从广州
进口水果批发市场进货，而该市
场内品质最好、价格最高的果品
大多是为宁波人准备的。”俞永明
告诉记者，宁波人吃水果讲究得
很，榴莲要吃又糯又甜的，山竹
要吃又白又鲜的，他每天进的两
车进口水果都能卖完，其中中高
端果品更是一到货就被抢空。

前 两 天 ， 南 洋 水 果 行 到 了
300 多 箱 新 西 兰 “ 爱 妃 ” 苹 果 ，

批 发 价 每 箱 600 元 ， 重 约 10 千
克，不到一小时，就被各路经销
商抢空。“这种高品质的进口水
果，在宁波根本不愁卖。”一位姚
姓经销商告诉记者。

除了从广州进货，还有不少
果品直接从国外“打飞的”来到
宁 波 市 民 家 中 。 据 宁 波 海 关 统
计，今年 1 月至 4 月，我市进口
鲜、干水果及坚果价值 4 亿元，
同比增长了 2.7 倍。

相比前两位水果批发行业的
老前辈，宁波果汇佳果品有限公
司总经理田晓城是个年轻的“90
后”。小田的父亲在宁波果品批发
市场扎根 20 余年，其经营的田氏
果品在市场里也小有名气。谈起
批 发 理 念 ， 田 晓 城 这 个 “ 果 二
代”显然有自己的想法。

“在我看来，宁波市民更偏爱
原生态的水果。”田晓城认为，部
分果农在种植水果的过程中急于
求成，有些会过量使用化肥，有
些会使用催化剂，在越来越讲究
绿色环保和健康消费的当下，这
些种植方式显然违背了人们对于
水果品质的追求。

从去年起，田晓城在广东包
下 一 片 果 园 ， 专 门 种 植 古 法 凤
梨。果园里使用豆奶发酵后制作
的肥料，哪怕行情再好，仍坚持
让凤梨自来熟。这种古法种植的
凤梨，每千克批发价比市场均价
高出 0.6 元至 0.8 元，但每次货一
到就能立马被抢空。目前，田晓
城的果园里今年产出的 40 车凤梨
已经卖得一个不剩。

“经销商们超高评价的反馈，

让 我 做 原 生 态 果 品 的 种 植 、 批
发、零售更有底气了，我想做一
名‘大自然的搬运工’。”田晓城
透露，他父亲批发出去的凤梨，
评价没有他的高。

今年新冠肺炎疫情的出现，
还催生了社区团购、直播带货等
新型水果销售渠道。眼下，尽管
已经进入“后疫情时期”，这些新
型水果销售渠道仍热度不减。田
晓城是宁波果品批发市场中最先
介入新型销售渠道的果商之一，
目 前 ， 面 向 社 区 团 购 、 直 播 带
货 、 微 商 等 的 供 货 量 ， 已 占 到

“果汇佳”销量的 10%左右。
这两天，田晓城正在为自己

水果品牌的推出做准备。与廖剑
新 已 经 在 经 销 商 圈 子 里 打 响 的

“金鑫佳多果”不同，他想做的
是面向 C 端消费者的品牌。“要
说这两年热度上升最快的水果品
牌，非‘怡颗莓’莫属，这个美
国品牌有自己的蓝莓专利品种和
生产基地，偏爱蓝莓的宁波市民
对它已经不陌生了。我想做的，
就是宁波的‘怡颗莓’。”田晓城
说。

原生态果品大受欢迎

回顾宁波果品批发市场的发
展史，可以窥见上世纪 80 年代以
来宁波市民在水果消费上的转型
升级。

从上世纪 80 年代至今，宁波
果品批发市场经历了从商品集散
地到综合服务地的转变，从大棚
里摆摊到商场化销售，从自产自
销到企业化、品牌化经营，从实
体售卖到线上线下相结合，在这
一系列转变的过程中，“宁波果小
二”的形象越来越深入人心。目
前，平均每天有 6000 辆车子进出
宁波果品批发市场。

果品批发市场的生意越做越
大，宁波市民也从季节性很强的
地产水果吃到了省内水果，从国
产水果吃到了全年供应不断的进
口水果，品种越来越丰富，规格
越来越多元化。

以常年稳居销售榜第一位的
苹 果 为 例 ， 在 上 世 纪 八 九 十 年
代，宁波人最常吃的是山东国光
苹果，而现在，光是苹果的种类
就有近 40 种，其中不仅有来自甘
肃、新疆、山东、河南、陕西等
地的各类国产苹果，还有来自美
国、加纳等国的进口苹果。根据

产 地 、 产 量 、 口 感 、 大 小 的 不
同，每千克苹果的批发价格最低
7 元，最高可至 60 元。

不 过 ， 从 国 内 水 果 市 场 来
看，从采前的品种选育开始，到
果园管理、采后预冷和贮藏、上
市前的商品化处理，乃至运输和
上市销售，整个水果产销链的很
多环节，要么无标准可依，要么
标准散乱难以统一，要么标准已
经过时，这些严重制约了各地水
果市场的可持续发展。

“几十年来，甬城的果品消费
者、经营户、管理者都在‘果盘
子’里实现了自我成长。未来，
宁波的水果经营者必须在品种拓
展、品质保障、品牌营销上进行
更加精准和精细的维护和经营，
只有做大产地市场，才能更好地
满足顾客需求。”宁波大学科技学
院教授袁红清说。

可以预见的是，随着宁波消
费者健康消费理念的普及和消费
需求的变化，宁波的水果市场将出
现更多精而美的、有品质的、有品
牌的优质水果，不仅果品的质量有
显著提高，自有品牌的影响力、果
品的包装设计等都将逐步提升。

水果消费将走向产地市场

“市场搬迁后，面积扩大了近
3 倍，停车场、冷库等硬件配置标
准大幅度提升，给了我们更大的发
挥空间。”5 月 27 日上午，伴着忙
碌的水果交易场景，宁波果品批发
市场有限公司总经理王辰浩正在为
即将开业的新疆特色产品干果交易
区忙碌着。

由于老市场对周边区域居民生
活及交通影响较大、停车位不足，
去年 11 月底，新果品批发市场为
满足宁波中心城区品质提升需要而
搬迁至海曙区洞桥镇。搬到新家以
后，该市场内水果的品种和成交量
有了明显的增加。

但是，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
来，受其影响，今年 1 月至 4 月该
市场的国产水果交易额同比下降了

40%。为此，市场管理方从做强进
口水果、做大国产水果、做活花色
水果等方面发力，围绕管理、技
术、质量、服务等关键环节狠下功
夫，如在进口区继续引进大的经销
商参与竞争、在不同季节开辟时令
水果专区等。

“尤其在做大国产水果方面，
我们鼓励市场经营户注册企业和商
标，尝试果品产地直发，同时提高
选果标准，做大自有品牌，打造从
田间到餐桌的垂直供应链体系，扩
大企业本身乃至整个宁波果品批发
市场的影响力。”王辰浩说。

这些措施颇见成效。截至目
前，该市场的日成交量已恢复至去
年同期水平的 9 成。

（孙佳丽 叶佳）

瞄准进口水果、国产水果、
花色水果再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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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市民偏爱

榴莲这种热带水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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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果品批发市场杨梅专区近日生意火爆。

▶ 古 法 种
植 的 凤 梨 迎 来
大丰收。

◀市 场 经 营
户廖剑新展示他
注册的十多个品
牌商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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