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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增价稳　生猪保供开局良好

【农民日报】春节过后，猪肉价
格开始持续回落。

据农业农村部对全国 500 个县
集贸市场和采集点的监测，4 月份
第 3 周，全国活猪平均价格每公斤
23.64 元，环比下降 3.5％，同比下降
30.6％。同时，全国猪肉平均价格每
公斤 38.96 元，环比下降 4.3％，同
比下降 27.6％，全国 30 个监测省份
猪肉价格普遍下降。

今年一季度，我国生猪生产继续
恢复。全国能繁母猪存栏 4318 万头，
恢复到 2017 年年末的 96.6％，生猪
存栏 4.16 亿头，恢复到 2017 年年末
的 94.2％，猪肉产量 1369 万吨，同
比增加 31.9％。

量增价稳，今年生猪保供工作开
局良好。

猪价大幅回落，会低至历史水平
吗？

近3年来，主要受到周期性波动、
一些地方不合理禁养限养措施以及
非洲猪瘟疫情叠加影响，生猪供需关
系紧张，猪肉价格上涨，进入了一
个特殊的“猪周期”。为了加快恢
复生猪生产，2019 年以来，农业农
村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
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等多部门，
出台了 19 条政策措施，在基建投资、
贷款贴息、养殖用地、绿色通道等
多个方面打出了政策“组合拳”。
自 2019 年年末以来，以能繁母猪存
栏量由降转增为标志，生猪产能持续
恢复，并于 2020 年三季度开始显现
为猪肉产量增长，猪肉供需关系逐步
缓解。

随着近期生猪出栏明显增加，供
需形势持续改善。同时，春节之后猪
肉消费下降，两种因素叠加，因此猪
价开始大幅回落。

“综合来看，猪肉供应最紧张的
时期已经过去了，后期供应会越来越
宽松。按照目前生产恢复势头，今年
6 月至 7 月，生猪存栏有望恢复到正
常年份的水平。之后再过4个月左右，
每个月的出栏量也会逐步恢复到常
年水平。”农业农村部畜牧兽医局局
长杨振海介绍。

那么此次猪价会回落至曾经的
较低水平吗？

首先，猪肉消费需求季节性特征

较为明显，各大节日期间猪价可能会
阶段性反弹。“按照常年猪价的走势，
端午节前后，随着猪肉消费增加，猪
价有可能会出现一波上涨。但是从前
期新生仔猪量推算，预计二季度，全
国规模猪场肥猪出栏量同比增幅将
达到 50％，市场供应总体宽裕，价
格不太可能超过前期高点。”农业农
村部畜牧兽医局副局长陈光华表示。

更为重要的是，生猪饲养的成本
在不断提高，猪肉价格回落到曾经
的较低水平不太现实。2020年以来，
玉米、豆粕价格都在上涨，饲料成本
总体呈上涨趋势，规模化猪场固定投
资大，新建猪舍、购买设备等成本
需要均摊。同时，非洲猪瘟疫情也
对猪场的生物安全水平提高了要求，
许多养殖场（户）在猪场防疫、改扩
建猪舍、购置自动化养殖设备、粪污
处理设备等多方面也加大了投入。

“为了防控非洲猪瘟疫情，养殖
场投入了不少资金。”山东省德州
市陵城区陵县方圆猪场场长庞玉合
告诉记者，经历了非洲猪瘟疫情后，
大家都意识到了生物安全的重要性，
养殖场（户）们纷纷对旧猪舍进行了
改造，方圆猪场去年也安装了自动饲
喂料线，来减少人与猪接触的频次，
同时为强化防控力度，人员和车辆进
出猪场要全方位消毒，调入仔猪也
要先放入承包的另一块场地进行一
段时间的消毒和隔离。此外，找合
适的土地分散建设 1000 头的合同育
肥猪舍 5 栋，将母猪场和育肥场完全
分开，实现分点饲养，育肥猪实现
全进全出，以减小疫病传播可能性，
这些都是不小的投入。

杨振海告诉记者，长期来看，成
本项目上涨都是刚性的，最终会传导
到猪肉价格上来。如果按照生猪养殖
每公斤平均成本 17 元计算，加上养
殖、屠宰和流通环节的适当利润，集
贸市场猪肉合理零售价格必然会“水
涨船高”。

防止猪价大起大落，接下来怎么
办？

生猪具有“一长一短”两个显著
特征，“长”是指生猪生产周期长，
由后备母猪到仔猪育肥出栏总计需
一年半时间；“短”是指冷冻猪肉
储备保质期短，按照有关标准最长

为 10 个月。“一长一短”的特性使
得猪肉稳产保供要求更高，调控难度
更大，调控成本更高。

养猪场户主要基于当期市场行
情作出生产决策，往往存在一定的
滞后性，导致生猪市场大体呈现“赚
一年、平一年、亏一年”的周期性现
象，这种产业波动是市场经济自我调
节的一种方式。从国际、国内的经验
来看，农产品市场调节不能完全依赖
市场，也需要政府进行适当的干预，
否则容易出现大起大落，给产业发
展带来困扰和损失，对经济社会也
会产生不利影响。从以往“猪周期”
的发展形势看，产能一旦得到恢复，
便会造成生猪价格的大幅度下跌，最
终造成养殖户的损失。一些养猪场
户资金紧张，就可能大量淘汰母猪，
产能下滑，为新一轮猪肉涨价埋下伏
笔。

“我们要做的就是防范猪价周
期性的大幅波动。”杨振海说。今年
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加快构建现
代养殖体系，保护生猪基础产能，健
全生猪产业平稳有序发展长效机制。

为了防止猪肉价格下跌导致养
殖端利益受损，目前，农业农村部畜
牧兽医局正在密切监测生猪生产发
展动态，抓紧研究稳定产能的措施，
初步考虑建立生猪产能储备制度，
以能繁母猪存栏量为核心调控目标，
以产销大省、养殖大县和大规模养殖
企业为抓手，利用好市场调节功能，
同时发挥宏观调控的兜底保障作用，
设定分级调控区间，建立生猪生产逆
周期调控的自动触发机制。

在加强监测预警的同时，建立权
威的信息获取渠道，让养殖户、养殖
企业能够了解到更为客观的市场信
息也格外重要。农业农村部市场与信
息化司副司长宋丹阳介绍，目前农业
农村部正在会同国家发改委、商务
部、海关总署和国家统计局研究建
立生猪全产业链信息权威发布制度。
通过统一权威的发布窗口，集中发布
生猪全产业链的信息，指导生产主体
合理调整产能，有效引导市场预期，
平抑市场价格波动。

此外，我国规模化生猪养殖发展
势头正不断加快。2020 年，全国年
出栏 500 头以上的生猪规模养殖比重

达到 57％左右，比 2019 年提高 4％。
本轮生猪养殖恢复过程中，规模养殖
场和大型企业贡献较大，中小散户的
业态也随形势恢复。相较于中小散
户，规模养殖场和大型企业抗风险能
力较强，对于价格形势分析和调整能
力强，对缓解猪周期是个有利因素。

4 月 20 日，农业农村部印发了
《推进肉牛肉羊生产发展五年行动方
案》，方案提出，到 2025 年，牛羊
肉自给率保持在 85％左右；牛羊肉
产量分别稳定在 680 万吨、500 万吨
左右；牛羊规模养殖比重分别达到
30％、50％。加快肉牛肉羊产业发展，
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增加肉品供给，保
障猪价平稳。

杨振海表示，“十四五”期间，
我国畜牧业要不断增强质量效益和
竞争力，既要保供给，还要考虑保质
量、保多样。“站在新起点上，我们
想通过一系列的努力，满足国内消费
者多样化的畜禽产品需求。”

生猪保供要算好长期账、政治账
除了周期性波动叠加非洲猪瘟

疫情影响外，随着环保要求逐渐提
高，一些地方生猪养殖的环境压力加
大，产能调减，但也有个别地方以环
保为借口打压养猪业，导致产能下
滑。

2019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
于稳定生猪生产促进转型升级的意
见》，明确提出“猪肉供应保障能力
持续增强，自给率保持在95％左右”，
还提出省负总责的约束机制。随后，
农业农村部印发《加快生猪生产恢复
发展三年行动方案》，对各地生猪养
殖布局提出了总体要求：东北、黄淮
海、中南地区（辽宁、吉林、黑龙江、
河北、安徽、河南、山东、江西、湖南、
湖北、广西）为生猪及产品调出区，
要为全国稳产保供大局作出贡献，实
现稳产增产；东南沿海地区（天津、
江苏、浙江、广东、福建）为主销区，
自给率要达到并保持在 70％左右；
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要通过跨区合
作建立养殖基地等方式保证掌控猪
源达到消费需求的 70％；西南、西
北等地区（内蒙古、山西、海南、四川、
重庆、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
青海、宁夏、新疆）为产销平衡区，
要确保做到基本自给。

根据要求，各地将任务分解到
市、县，并定期“查账”，确保工作
落实。“这样做的最终的目的是，各
地方都要保证一定的生猪自给率。”
杨振海告诉记者，从目前情况看，上
述安排是有效的，有力地促进了生猪
产能恢复。

今年 4 月，农业农村部印发《非
洲猪瘟等重大动物疫病分区防控工
作方案（试行）》，引导养殖场户特
别是大型养殖龙头企业在各大区合
理布局生猪产能，既发挥各地区的区
位优势，也兼顾地方责任。

杨振海提出，稳产保供不能只
算短期账、经济账，更要算长期账、
政治账。“生猪稳产保供，每个地
方都要把责任扛起来，不能只想吃
肉，不想养猪。”杨振海表示，落
实责任不是搞计划经济、封闭市场，
而是要充分发挥市场主体的积极性，
同时压实地方政府责任，因地制宜发
展生猪养殖。（记者　刘一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