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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产榴莲每斤60元

据报道，海南三亚育才生态区榴莲种植基地的榴莲，已经迎来了成熟
期，每天都有果子掉落。海南榴莲主打的是树上熟，榴莲有特别粗的果
柄，当榴莲自然熟的时候，它就会从树枝上掉落下来。

海南三亚某农业公司副总经理郎海波表示，基本上每天都有50个果
子掉落下来。种植了约1300亩，大概年产量有40吨。

进口的新鲜榴莲，往往需要提前采摘，在运输过程中逐渐成熟。而海
南榴莲可以做到树上熟，其成熟度和新鲜度要比进口榴莲更有优势，因此
备受经销商期待。郎海波表示，“价格应该是每斤60元左右。”

不过，其价格比目前市场上的高了许多。根据温州市水果批发市场的成交数
据显示，进入7月以来，榴莲批发市场价格一度下探到15元至21元每斤，距离5月
价格已全面腰斩。

榴莲种植过于金贵

据了解，中国几乎不产榴莲，但却是榴莲消费大国。
“在海南种出榴莲，真是不容易。”海南省榴莲协会会长、海南优旗农业股份有

限公司总经理杜百忠发出感叹，“榴莲是纯热带果树，生长所在地日平均温度22℃
以上，北纬18.4°以南地带种植最佳。”杜百忠称，尽管海南具备满足榴莲生长的生
态条件，但种榴莲却没有意料中顺利。究其原因，还是榴莲过于“金贵”。

海南省农科院热带果树研究所所长冯学杰告诉记者，榴莲是一种很“挑”又“爱
享受”的水果，“榴莲必须‘住’山里，喜欢冬暖夏凉气候，背风生长，湿度要控制在
75%到85%。”

“把榴莲从东南亚国家‘搬’到海南，就需要我们模拟适合榴莲生长的生态环
境。”冯学杰说，他和团队对榴莲品种资源进行鉴定评价和区域适应性试验，并研发
相应的肥水管理技术、栽培模式、病虫害防控技术。这些科技支撑，让榴莲在海南
有了成长的底气，也让基地榴莲树死亡率降至5%。

成熟回报过于漫长

根据菲律宾农业部的榴莲种植指导手册，榴莲在结果过程中要进行疏果，也就
是主动去掉一部分花或幼果，使养分更集中。这样做的结果就是，每棵树能结的果
子多少与树龄相关。前3年的榴莲树几乎不能留下果子，4年的榴莲树只推荐留5
个果子，5年以上的果子数量才能达到2位数，10年的成熟果树能达到85个。

这也就意味着，从种下到丰收，是一个不断投入却未必能看到回报的漫长过
程。杜百忠告诉记者，从2019年种下到今年开始收获，他的公司已经投入了3.2亿
元。

也正是因为种下的榴莲树还“年轻”，所以今年真正能够成熟的榴莲极为有
限。“今年海南结出果子的榴莲总共约1400亩，其中有不少是幼树。所以要科学留
果量，树体好一些就留五六个果，弱一些的就留两三个果，产量加起来也就50吨上
下。”冯学杰介绍，到明年或者后年，这些幼树长大了，海南榴莲就可以批量进入市
场，年供应能力达到2万吨到3万吨。

国产榴莲终于上市，1斤或卖60元

榴莲自由好久能实现？
据报道，被誉为

“水果之王”的榴莲，
在海南实现规模化

种植后，一直受到国内消费
者的关注。这几天，海南三
亚的部分榴莲进入成熟期。

“榴莲自由”实现了吗？

按照以往的经验，价格昂贵的水果一旦国产化，就意味着价格大幅度降低。比
如阳光玫瑰葡萄引入国内仅十余年，价格从最初每公斤600元跌至每公斤20元，甚
至出现几元一公斤的“白菜价”。那么已经开始国产化的榴莲，会给吃货们带来心
心念念的“榴莲自由”吗？

专家认为，这个目标虽然不是遥不可及，但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冯学杰表示，价格是由价值决定的，由于种植难度大、营养价值高等原因，榴莲

“注定不会太便宜”，此前网传的“十块钱1.5公斤”更是基本不可能。
同时，价格会受到供求关系的影响。随着国产榴莲的规模化生产，价格的降低

也不是天方夜谭。“到那个时候，国产榴莲的价格可能会到20-40元/公斤之间。”但
杜百忠预计，这至少是5年之后的事情。

面对我国的大规模种植，一些国家正通过立法或其他手段收紧种苗输出，从国
外引进优质水果品种的难度正越来越大。想要从源头上实现更大规模榴
莲的产业化种植，就必须培育出适合本地种植的新品种。

从产业规模、流通渠道和消费端发力，提升产业
规模，增加流通链。一套组合拳下来，总有一
天能够吃到平价的国产榴莲，实现

“榴莲自由”。
据每日经济新闻、浙江新

闻、潮新闻

分析

“榴莲自由”还要多久？

电价服务费齐上涨

据了解，目前面向C端的充电费包括销售电价和度电服务费两部分。其中，销
售电价是指运营商从电网采购电力的成本，动态更新。同时，不同企业的采购价格
会使销售电价有小幅差异，且一般采用平价与峰谷电价两种策略。

对于此次充电费用上涨的原因，跟6月1日起大型充电站的用电被划归到工业
用电中有关。区别于民用电和农业用电，工业用电的价格较高。

此外，从用电负荷的这个角度去看，由于今年极端高温天气频发，特别是夏季
到来之后，很多地区的用电负荷明显增大。在用电负荷高峰期，电价也会有明显的
提升。

度电服务费方面，随着充电服务费逐渐市场化，服务费价格也弹性上涨。在此
轮充电费用的上涨中，有些地区就出现了上涨度电服务费的现象。

桩企如何实现盈利

多地充电费用上涨的另一个背景是，当前绝大多数充电桩运营商都处于微利
甚至亏损阶段。

“新能源车市场规模处于迅猛增长之中，新车渗透率在2022年乘用车市场达
到了27.6%。但从整个汽车市场的保有量来看渗透率尚不足5%，对于充电桩企业
而言，尚未进入消化存量的阶段。”IDC中国研究经理王博告诉记者。

此外，充电桩企业商业化进展不顺利的一大原因还在于盈利模式单一。据了
解，充电桩企业的收入来源可以分为三部分：度电服务费、电费差价和增值服务。
目前，充电服务费带来的收入占绝大部分充电桩企业总收入的90%以上。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一个地区的度电服务费主要是基于当地电费和当地物价
局核定范围而定，因此无法大幅提升。有充电桩企业高管告诉记者，考虑到价格竞
争力，度电服务费主要还是跟随电价调整，不会进行显著涨价。

提高利用率是关键

有观点认为，如果充电桩费用大幅上涨现象持续，或使消费者对新能源汽车望
而却步，对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市场拓展带来挑战。这也使得业内开始思考除
调高度电服务费外，是否还有其他可提升充电桩企业盈利能力的方式。

中信证券方面表示，根据充电桩运营端盈利模型测算，充电桩利用效率是影响
其盈利的核心因素。此外，单桩利用效率的提升也可以缩短投资回收期。

在此背景下，充电桩利用率就成了考量充电桩盈利的最重要因素。据光大证
券数据，充电站盈亏平衡点的利用率在8%左右。但根据能链研究院方面的数据，
2022年，新能源汽车基础设施仍存在充电桩整体利用率较低的问题，充电桩平均
利用率仅在3%~5%，未达到平衡点门槛。

电动车充电费上涨，1月多花500元

补能成本还能低多久？
“快要充不起电了！”进入7月以

来，不少来自郑州的新能源车主称，
郑州市域内几乎不同品牌的新能源

充电站均迎来涨价。与平日最便宜的“深夜
阶段”相比，充电费用涨幅接近1倍。一位郑
州出租车司机称：“（我）一天下来就要多花
15~16元，一个月就得多花400~500元。”

相比于燃油车，电动车的一大优势在于
其补能成本低。而随着使用充电桩费用的上
涨，电动车的使用成本优势还能持续多久？

新能源汽车行业要健康发展，使用成本是关键。在稳定充电价格的前提下，桩
企要实现盈利，就要提升充电桩的利用率，其本质是提升放电量，可以通过技术端
与运营端两个维度来实现。

在技术端，可以重点关注大功率柔性充电堆技术，这是一种高效利用电源模块
及合理分配充电功率的方案。

传统充电桩功率固定，从而导致高功率充电设备在充低电池容量的车型时实际
利用率会非常低。而柔性堆解决了功率固定的问题，相当于集成多个充电桩及模块，
同时外接多把充电枪，与传统固定功率的充电桩相比，单位时间内能放更多电。

运营端方面，充电桩利用率的提升可以采用分时收费策略、服务质量的提升，
以及不同运营商的营销活动来实现。其中，分时收费策略是通过调节峰谷电价与
服务费，对充电需求进行跨时间调节，目的是提升桩在低峰期的翻台率。

此外，未来光储充一体化后有望赚取电价利润，也被业内认为是提升充
电桩盈利能力的一种可行方式。据中信证券方面介绍，光储充一体化系统是
由光伏发电、储能、充电集成一体、互相协调支撑的绿色充电模式，其工作原
理是利用光伏发电，余电由储能设备存储，共同承担供电充电任务。未来光
储充一体化后，充电桩企业有望赚取电价利润。 据每日经济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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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多样化商业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