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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价下跌是因为消费不足吗？

12月6日， 大连商品交易所

生 猪 期 货 2501 主 力 合 约 收 跌

0.24%，报14620点，较6月3日的

最高点18720点下跌了21.9%。

“全国猪肉价格已连续15周

下跌， 生猪价格也呈现相似趋

势，但近日已有所止跌。 ”中国农

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

研究员朱增勇表示， 具体来看，

生猪价格从 6月份第一周均价

17.75元/公斤开始连续上涨，最

高价格涨至 8月份第三周 20.92

元/公斤，8月份第四周价格开始

回 落 ， 跌 至 11 月 份 第 三 周 的

17.02元/公斤，累计下跌3.9元，

跌幅达18.6%。 11月份第四周猪

价小幅反弹0.4%， 为17.1元/公

斤。 猪肉价格波动情况与生猪价

格类似， 自 6月份第一周均价

27.49元/公斤持续上涨，最高涨

至8月份第四周31.97元/公斤，8

月份最后一周开始持续下跌至

11月份第四周28.34元/公斤，累

计下跌3.25元， 跌幅10.2%。 不

过，自二季度以来，全国生猪和

猪肉价格均高于上年同期，11月

份第四周生猪和猪肉价格分别

同比上涨14.1%和14.2%。

猪价持续下跌，是否因为消

费需求不足？ 北京新发地农产品

批发市场统计部经理刘通表示，当

前猪肉消费需求旺盛，11月底北京

新发地日均上市白条猪 2044.29

头，日均上市量保持高位，生猪供

应充足且需求旺盛。

“猪价下跌的主要原因是当

前生猪供给增速高于消费需求增

速。 ” 朱增勇表示， 从供给端来

看， 9月份以来，全国生猪供应明

显增长。 农业农村部和国家统计

局数据显示， 今年二季度之后，

全国新生仔猪数量持续增加，三

季度末生猪存栏 42694万头 ，环

比增长 2 . 8% 。 伴随着猪价反弹，

下半年大猪存栏持续增长。 9月

份， 全国规模以上生猪定点屠宰

企业屠宰 2640 万 头 ， 环 比 增 长

8 . 1% 。 10月份，屠宰量继续增长

8 . 9% ，接近去年同期水平，略增

0 . 3%。 特别是 9月份以来，生猪出

栏活重连续增长， 带动猪肉产量

持续增加。 1月份至 10月份，猪肉

累计进口 89万吨， 进口量从 6月

份开始连续 4个月环比增长。 虽

然近期国内猪价持续下跌， 国内

外价差缩小， 10月份进口量小幅

回落，但总体保持较高水平。

从需求端来看， 国庆节后，全

国猪肉消费呈现先季节性回落再

逐渐回升的趋势，相较于上年同期

基本平稳。

对于生猪养殖场而言， 好消息

是今年下半年饲料成本不断下降，

养猪收益持续向好。 比如，饲用玉

米和豆粕价格分别从6月份第一周

的2.56元/公斤和3.74元/公斤降至

11月份第四周的 2.34元 /公斤和

3.33元 /公斤 ， 同比下跌分别为

17.9%和24.8%。虽然近期猪价回落

导致养殖收益有所下降，但猪价总

体仍明显高于完全生产成本。 当前

出栏一头120公斤的育肥猪， 平均

成本在15元/公斤左右， 养殖场11

月份的头均盈利在300元左右。

展望未来， 朱增勇预测， 明年

元旦、春节之前，生猪出栏量将继

续保持季节性增长。 11月底南方地

区将进入腌腊消费旺季，有望提振

消费需求，带动猪价止跌回升。 预

计明年元旦、春节双节前猪价将呈

季节性上涨， 但整体涨幅温和、上

涨空间不大，猪价高点将明显低于

今年三季度。 明年上半年商品猪供

给充裕，春节后猪价可能会季节性

回落。 不过，由于今年下半年能繁

母猪存栏整体低于去年同期，明年

上半年供需关系将明显好于今年

上半年 ，猪价将窄 幅 震 荡 、 平 稳

运行。

（据《经济日报》）

羊肉价格环比上涨

据对全国 500 个县集贸市场和采集点的

监测，11 月第 4 周（采集日为 11 月 27 日）生

猪、商品代雏鸡、羊肉价格环比上涨，仔猪、猪

肉、鸡蛋、鸡肉、牛肉、生鲜乳、玉米、豆粕、育

肥猪配合饲料价格环比下跌， 鸡配合饲料价

格环比持平。

生猪产品价格 。 全 国 仔 猪 平 均 价 格

34.01 元 / 公斤，比前一周下跌 0.3%，同比上

涨 43.4%。 全国生猪平均价格 17.10 元 / 公

斤，比前一周上涨 0.5%，同比上涨 14.1%。 全

国猪肉平均价格 28.34 元 / 公斤， 比前一周

下跌 0.4%，同比上涨 14.2%。

家 禽 产 品 价 格 。 全 国 鸡 蛋 平 均 价 格

11.01 元 / 公斤，比前一周下跌 0.8%，同比下

跌 3.9%。 河北、辽宁等 10 个主产省份鸡蛋价

格 9.90 元 / 公斤，比前一周下跌 1.1%，同比

下跌 4.1%。 全国鸡肉平均价格 23.54 元 / 公

斤，比前一周下跌 0.1%，同比下跌 1.6%。商品

代蛋雏鸡平均价格 3.99 元 / 只， 比前一周上

涨 0.5%，同比上涨 8.7%。 商品代肉雏鸡平均

价格 3.75 元 / 只，比前一周上涨 0.3%，同比

上涨 16.1%。

牛羊肉价格。 全国牛肉平均价格 66.76

元 / 公斤， 比前一周下跌 0.2% ， 同比下跌

18.3%。 河北、内蒙古、吉林、黑龙江、山东和

新疆等主产省份牛肉价格 55.13 元 / 公斤，

比前一周下跌 0.3% 。 全国羊肉平均价格

70.05 元 / 公斤，比前一周上涨 0.2%，同比下

跌 9.2%。 河北、内蒙古、山东、河南、四川、甘

肃和新疆等主产省份羊肉价格 64.04 元 / 公

斤，比前一周上涨 0.2%。

生鲜乳价格。 内蒙古、河北等 10 个主产

省份生鲜乳平均价格 3.12 元 / 公斤， 比前一

周下跌 0.3%，同比下跌 15.2%。

饲料价格。 全国玉米平均价格 2.34 元 /

公斤，比前一周下跌 0.4%，同比下跌 17.9%。

主产区东北三省玉米价格为 2.16 元 / 公斤，

与前一周持平； 主销区广东省玉米价格 2.51

元 / 公斤， 比前一周下跌 1.2%。 全国豆粕平

均价格 3.33 元 / 公斤， 比前一周下跌 0.6%，

同比下跌 24.5%。 育肥猪配合饲料平均价格

3.38 元 / 公斤，比前一周下跌 0.3% ，同比下

跌 11.5%。 肉鸡配合饲料平均价格 3.51 元 /

公斤，与前一周持平，同比下跌 10.9%。 蛋鸡

配合饲料平均价格 3.21 元 / 公斤， 与前一周

持平，同比下跌 11.8%。

（据农业农村部市场与信息化司）

蔬菜价格止跌上涨

据农业农村部监测，2024年第48周（2024

年11月25日—12月1日， 下同）“农产品批发

价格 200指数”为 121.32（以 2015年为 100），

比前一周升0.25个点，同比高1.70个点；“‘菜

篮子’产品批发价格指数”为122.53（以 2015

年为100），比前一周升0.32个点，同比高2.97

个点。

蔬菜均价止跌上涨。 重点监测的28种蔬

菜周均价每公斤4.98元，环比涨0.8%，为连续

8周下跌后上涨， 同比高5.1%。 分品种看，14

种蔬菜价格上涨，14种下跌，其中，黄瓜价格

涨幅较大，环比涨12.9%，西葫芦和油菜价格

环比分别涨8.2%和7.0%， 其余品种价格涨幅

在 5%以内；大白菜价格环比跌 5.1% ，其余品

种价格跌幅在5%以内。

猪肉、牛肉和鸡蛋价格连续小幅下跌。 猪

肉批发市场周均价每公斤 23.42元， 环比跌

0.7%，为连续 14周下跌，累计跌幅 15.3% ，同

比高 16.1% ； 牛肉批发市场周均价每公斤

60.71元，环比跌0.3%，同比低15.2%；羊肉周

均价每公斤 59.20元， 环比涨 0.2% ， 同比低

7.1%； 白条鸡批发市场周均价每公斤 17.78

元，环比涨0.1%，同比高1.4%。 鸡蛋批发市场

周均价每公斤10.05元，环比跌0.6%，为连续5

周下跌，累计跌幅4.6%，同比低2.9%。

多种水产品价格小幅下跌。 鲤鱼、鲫鱼、

大黄花鱼、白鲢鱼、花鲢鱼和草鱼批发市场周

均价每公斤分别为 14.21元 、19.40元 、41.70

元、9.98元、16.72元和15.68元， 环比分别跌

1.2%、1.1%、0.8%、0.6%、0.5%和 0.4%； 大带

鱼周均价每公斤为40.36元，环比涨0.6%。

水果均价小幅下跌。 重点监测的6种水果

周均价每公斤7.10元， 环比跌0.4%， 同比高

1.3%。 分品种看，香蕉、菠萝和富士苹果周均

价环比分别跌2.3%、2.3%和1.2%； 鸭梨周均

价环比基本持平； 巨峰葡萄和西瓜周均价环

比分别涨2.0%和0.7%。

（据农业农村部信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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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2月份以来， 玉米进口

趋势出现方向性变化，进口量由

过去的高位徘徊转为持续下降。

特别是近几个月，玉米月进口量

连续创出阶段性新低。 来自外部

的增量不断消退，有利于促进国

内玉米价格稳定在合理区间，供

求重回紧平衡的理想状态，无论

是在实际供给层面，还是市场心

理层面，都为国内玉米价格走势

带来一定利好。

今年玉米进口趋势调整，进

口量持续大幅回落。 据海关数

据，今年 1-10月，我国玉米进口

量1302.4万吨，同比下降29.9%。

分月看，除7月外，月进口量环比

持续减少， 特别是8月、9月和10

月，连续三个月每月进口量不到

50万吨。 其中，8月和9月玉米月

度进口量分别为38.1万吨和31.3

万吨，连创2020年4月以来新低；

10月玉米进口量仅25.1万吨，同

比降87.7%， 创2019年12月以来

新低。 结合当前进口玉米到港船

期， 预计今年11-12月份进口量

将继续保持低位，全年进口量将

低于1500万吨，比去年进口量减

少1200万吨以上。

国内玉米产需缺口缩小，预

计未来玉米进口继续减少。 2020

年以来， 我国玉米进口保持高

位。 2020年1月到2024年9月，累

计进口玉米1亿吨， 对国内玉米

价格上涨产生一定压力。 但这五

年玉米的超配额进口是综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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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随着我国玉米的连年丰

产，国产玉米供应保障能力不断

增强，我国玉米产需缺口已经大

幅缩小， 进口需求已明显减弱，

预计进口数量会进一步减少。

短期看，预计2025年玉米进

口量减少到1000万吨左右。 据农

业农村部市场预警专家委员会预

测，2024/25年度， 我国玉米产需缺

口仅不到300万吨，并不需要大量进

口玉米， 国内玉米市场运行将主要

取决于自身供需形势和储备调控政

策。 如无特殊事件发生，预计2025年

玉米进口总量可能会降至1000万吨

左右。 中长期来看，玉米进口量有望

降到配额之内。 随着《新一轮千亿斤

粮 食 产 能 提 升 行 动 方 案

（2024-2030年）》的深入实施，农业

基础设施将持续完善 ，良田 、良种、

良法、良机、良制集成加快推广 ，国

内玉米产量有望持续提升， 在消费

保持总体稳定的情况下， 玉米供求

关系将保持基本平衡。 在这种情况

下，未来一个时期内，进口玉米将主

要用于调剂市场， 玉米进口量有望

进一步下降。 据《中国农业展望报告

（2024-2033）》预测，到2030年我国

玉米进口量将降到700万吨之内。

进口大幅下降有利于国内玉米

价格稳定在合理水平。 当前东北、华

北主产区玉米进入集中上市的售粮

高峰期， 进口大幅下降势必会对提

振市场信心、 稳定玉米价格产生一

定的积极作用。 从心理层面看，进口

量是供需平衡表的重要指标， 各方

主体会根据玉米进口趋势重估市场

形势。 外部供给的大幅减少，会在一

定程度上增强大家对玉米供求重回

紧平衡状态的预期， 有利于库存较

低的加工企业和贸易商积极入市收

购，建立库存。 从对市场供需的实际

影响来看，玉米进口量大幅下降，直

接减少国际供应， 影响国内市场玉

米供给总量。 连续多年超配额进口，

对国内玉米价格上涨产生一定抑

制。 随着进口数量的大幅减少，抑制

压力将得到明显缓解。 在需求保持

稳定的情况下，市场结余减少，再加

上政策性收储的有序进行， 当前玉

米的市场价格预计已经处于底部区

域，春节后有望稳中回升。

（据《农民日报》）

玉米进口数量持续下降

国内玉米价格有望上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