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资料图片

近年我国对虾生产与贸易情况如何

资讯

据农业农村部监测， 近期

生猪出栏量持续增加， 猪肉消

费也逐步进入旺季。 目前全国

能繁母猪存栏量处于产能调控

的合理区域上线， 在四季度消

费旺季猪肉市场供应将稳定增

加， 生猪养殖有望保持正常盈

利水平， 但需提前防范明年春

节后消费淡季可能出现的猪价

大幅下降。

近期猪价下降， 养殖盈利

仍处于较好水平。 据监测，

9

月

份全国生猪平均价 格 每 公 斤

19.7

元， 环比下降

3.2%

， 结束

了连续

5

个月的上涨。 这波猪

价下降的原因主要是前期新增

的中大猪到了出栏档口， 叠加

养殖场户压栏惜售情绪松动、

冻肉加快出库， 生猪供应明显

增加。

9

月份生猪屠宰量较

8

月

份增长

8.1%

， 出栏一头生猪平

均盈利

549

元， 较去年同期增

加

447

元。

10

月份以来猪价震

荡企稳，

10

月第

4

周全国生猪

价格每公斤

18.16

元， 同比涨

16.6%

、环比降

1.3%

，生猪养殖

头均盈利约

300

元。

当前生猪产能调控预警作

用逐步显现， 生猪价格和产能波

动趋缓。 今年以来， 农业农村部

及时修订生猪产能调控实施方

案， 适当下调能繁母猪正常保有

量目标，向广大养殖场（户）密集

发出超前、 明确的产能增减“信

号”。 在政策和市场的共同作用

下，今年生猪价格走势总体平稳，

全国能繁母猪存栏量始终处于产

能调控绿色合理区域。 今年

3

月

份开始，生猪价格触底回升，

8

月

份每公斤达到

20.35

元， 累计涨

幅

36.1%

， 比上一次猪价上行期

（

2022

年）涨幅收窄

33.8

个百分

点， 猪价波动趋缓。 三季度末全

国能繁母猪存栏

4062

万头，同

比减少

4.2%

，环比增长

0.6%

，相

当 于

3900

万 正 常 保 有 量 的

104.2%

，处于产能调控绿色合理

区域上线。

据悉，近期农业农村部多次

组织养殖企业、 行业协会和专家

开展会商， 行业内普遍认为四季

度猪价大幅涨跌的可能性不大，

生猪养殖头均利润有望保持在

300

元左右的正常水平。 从新生

仔猪看 ，

3

月份开始出生数量持

续增加， 按

6

个月的育肥周期计

算，正好对应秋冬消费旺季，市场

供需较为平衡， 猪价不具备大幅

上涨基础；从中大猪存栏看，

9

月

份全国

5

月龄以上中大猪存栏同

比下降

4.6%

、环比增

1.5%

，预示

着未来

2~3

个月的肥猪上市量将

较之前月份增多。

值得高度注意的是， 今年以

来母猪生产效率持续提升， 近几

个月新生仔猪数量增长较快，

10

月份同比可能持平甚至增加。 其

中， 规模猪场新生仔猪连续

2

个

月超过

4100

万头，接近

4200

万

头。 这些仔猪将在明年春节后的

消费淡季育肥上市， 很可能拉动

猪价明显下滑。

各级农业农村系统已通过多

种渠道发布预警， 提醒广大养殖

场（户）合理安排生产，不要增加

母猪养殖量， 建议及时淘汰弱仔

猪，随时准备卖肥猪，不盲目压栏

和搞二次育肥，避免猪不增肉增，

使猪价下降加剧。

据农业农村部畜牧兽医局相

关负责人介绍， 下一步， 将坚持

“政策稳产能、 市场调产量”，持

续抓好稳预期、稳产能、防疫病等

重点工作， 切实稳定生猪生产和

市场供应。

一是强化监测预警引导。 加

密生猪生产和市场形势调度分

析，及时发布权威信息，有效引导

市场预期。

二是落实产能调控措施。 指

导各地落实分级调控责任， 把住

能繁母猪这个“总开关”目标，促

进生猪产能处于合理水平， 提前

部署防范和应对明年春节后可能

出现的产能阶段性过剩、 猪价大

幅下跌的问题。

三是继续抓好非洲猪瘟防

控。秋冬两季猪病易发高发，指导

强化生猪养殖、 运输和屠宰环节

清洗消毒，加强监测预警，及时发

现和处置疫情风险。 （肖良华）

四季度猪价

大幅涨跌可能性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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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

玉米价格

有望稳定在合理区间

随着新季玉米丰收上市， 市场供应逐渐增

加，不少贸易加工主体对玉米后市走向抱观望心

态。 如何看待年度玉米市场走势， 储备调控、进

口、消费等的新变化对玉米价格有何影响？对此，

多位专家表示， 在玉米产需紧平衡的基本面下，

建议相关贸易加工主体理性看待新粮上市初期

的价格阶段性调整，不宜盲目看空后市，价格合

适时要多收多储。

近年来虽然我国玉米持续增产，但年度总体

仍呈产不足需格局。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研

究所助理研究员王洋介绍，据农业农村部市场预

警专家委员会预测，新年度我国玉米产需缺口在

250

万吨左右，同时玉米进口、替代品消费量都

将有所下降。也就是说，从整个年度看，我国玉米

供应没有过剩，只是近些年玉米种植日益向主产

区集中，农户规模种植比例大幅提升而储粮条件

无法满足需要，导致主产区秋粮集中上市期的阶

段性销售压力较大，需要对储备收购进行必要的

调节和引导。 后期随着国家储备调控在主产区陆

续启动， 将有力化解新粮集中上市期的压力，引

导玉米价格企稳回升并运行在合理区间。

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吴

天龙说，近年来，受全球玉米市场供应充裕等因

素影响，我国玉米进口保持高位，连续

4

年超过

进口配额，

2023

年更是达到历史第二高位，较上

年增长

31.6%

。 国际低价玉米大量进口对国内玉

米价格的冲击加大。 不过，进入

2024

年，玉米进

口趋势开始出现方向性变化， 特别是近几个月，

玉米进口环比同比均大幅下降，未来甚至有望重

回配额之内，这对国内新季玉米收购价格来说构

成利好，有利于国内玉米价格稳定在合理区间。

据海关数据，今年

1

月份至

8

月份，我国玉

米累计进口量

1255.8

万吨，同比下降

15.7%

。 其

中，

5

月份之后，连续

4

个月每月进口量不到

110

万吨 ，

5

月份至

8

月份累计进口量

347.9

万吨 ，

同比下降

45.4%

， 特别是

8

月份玉米进口量仅

42.9

万吨，同比下降

63.9%

。 结合当前进口玉米

到港船期， 预计今年

9

月份至

12

月份进口量将

继续保持低位，全年进口量将低于

1600

万吨。

据介绍，

2020

年之后，我国玉米进口量连年

突破关税配额，其中有阶段性玉米产不足需的原

因，是综合权衡国内外市场等多方面因素后的主

动选择，具有一定的阶段性特征。 随着今年国内

玉米产能持续增长，特别是玉米单产大面积提升

行动加快推进， 我国玉米产需缺口大幅缩小，进

口需求已明显减弱。

当前主产区新季玉米正在大面积上市，进口

下降对后期国内玉米购销市场的影响如何？ 吴天

龙表示，一方面，从供应数量上看，进口减少在一

定程度上抵消了国内产量的增加，更有利于促进

供需趋于平衡。 据农业农村部市场预警专家委员

会预测，由于玉米种植面积增加、长势较好，今年

我国玉米产量将增加。 玉米产量与进口量“一增

一减”， 年度市场供应总量相较去年少了约

300

万吨，有利于缓解增产带来的价格下行压力。

另一方面，从市场心理看，进口下降将有利

于各方预期改善。 去年以来，国内粮食价格普遍

下跌，其中重要的原因是进口量增价跌，对产业

链主体的心理预期产生冲击，不敢多收多储。 从

近几个月的粮食进口趋势看，三大主粮进口配额

均有望发挥“防火墙”的作用。

“我国玉米饲料用粮约占总消费七成，工业

用粮约占两成，当前饲用消费回暖、工业消费增

长，预计玉米消费总量稳中有增，将对新季玉米

价格形成有效拉动。 ”农业农村部食物与营养发

展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高海秀介绍，受生猪养殖效

益好转带动，近期饲料产量增长明显，对玉米的

需求持续回升，且小麦对玉米的饲用替代大幅下

降。 同时，玉米在淀粉及下游深加工领域应用广

泛、产业链长，今年以来宏观经济持续回升向好

拉动玉米工业消费，玉米深加工产业整体开机率

处于历史高位。

高海秀预计

2024/2025

年度我国玉米消费

总量将创历史新高。 虽然今年玉米再获丰收，但

我国玉米仍呈产不足需格局。 平衡略偏紧的基本

面，加上中央和地方储备粮的适时调控，决定了

年度玉米市场价格主基调将以稳为主。 对贸易加

工主体来说，不盲目跟风看空、保持正常采购节

奏，可能是玉米市场中稳妥的策略。 （乔金亮）

对虾是全球重要水产养殖

品种， 常见种类有中国对虾、南

美白对虾 、 斑节对虾和日本对

虾。 我国是全球最大的对虾生产

国和消费国，也是全球最大的对

虾进口国。 近年来，我国对虾生

产与贸易发展情况如何？

南美白对虾是世界上养殖

产量最高的种类，其在我国的养

殖规模逐步扩大。 中国渔业统计

年鉴数据显示，

2019

—

2023

年，

我国海水养殖对虾产量由

131.8

万吨增至

163 . 1

万吨 ，年均增

长

5.5%

。

近年来，我国对虾养殖区域

主要分布在沿海地区。

2023

年，

海水养殖南美白对虾排名前五

的省份依次是广东、广西、山东、

福建和海南。 近年我国对虾进口

量呈增长趋势。

2020

年和

2021

年， 我国对虾进口量额较

2019

年均有所下降。 随着优化完善进

口冷链食品口岸防控措施，

2022

年我国对虾进口量额齐增，分别

为

95.3

万吨、

62.6

亿美元，同比

分别增长

43.9%

、

55.2%

。受国际

虾价下行影响 ，

2023

年我国对

虾进口量为

101.5

万吨，同比增

长

6.5%

； 进口额为

55.8

亿美

元，同比下降

10.9%

。

近年我国对虾进口来源相

对集中。

2019

—

2023

年，我国对

虾进口来源国主要是厄瓜多尔、

印度和泰国。 其中，受中国—厄

瓜多尔自贸协定带来的部分水

产品零关税预期、对虾进口价格

优势等因素影响，我国自厄瓜多

尔进口对虾增速明显。

2019

—

2023

年， 进口额由

18 . 5

亿美

元增至

35 . 5

亿美元 ， 年均增

长

17.7%

。

近年我国对虾出口额呈增

长态势。

2019

年以后，我国对虾

养殖面积逐步扩大，有效促进对

虾出口。

2020

—

2022

年，我国对

虾出口额由

10.5

亿美元增长至

18.9

亿美元，年均增长

33.7%

。

2023

年对虾出口

19.3

亿美元， 同比增长

2.4%

。

2019

—

2023

年，我国对虾主要

出口至马来西亚、 墨西哥、 日本、美

国、智利等多个市场。

从生产看，厄尔尼诺现象导致的

鱼粉短缺造成饲料价格上涨， 塘租、

动保、人工等养殖成本上升，进一步

压缩国内对虾养殖户的利润空间。 可

从养殖技术创新发力，提升对虾养殖

信息化水平。 优化对虾养殖模式，加

强养殖病害监测防控，推动产学研用

深度融合，自主培育更多优质种虾。

从贸易看，

2022

年，全球对虾价

格高企， 刺激主要供应国扩大产能。

2023

年， 养殖对虾产量增速过快，全

球对虾价格走低，对虾进口过快导致

国内库存高企，

2024

年进口将放缓。

此外， 出口产品以初级加工品为主，

国际竞争力亟须提升。 可推进精深加

工和多元化产品开发，优化升级出口

产品结构。 培育优势特色品牌，提升

出口品牌的国际影响力。 （赵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