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位肉价将促进鸡蛋、鸡肉
价格的持续反弹，但对豆粕玉米
的价格影响反而偏向利空。

供给促进大于需求促进

全国生猪出栏价格自11月
中旬至今，加速反弹，3周反弹幅
度为0.35元/斤。肉价走高暂时
没有传导到广州零售市场。据
媒体报道，广东清远、惠州的多
家养殖企业，惜售等供给方面
的原因，是造成近期猪肉价格
反弹的主要原因。部分中小养
殖场对于年底行情期待较多，
希望在每斤7.8元以上位置卖
猪。而另外一部分大型企业则
有目标地惜售：深知部分北方地
区正在环保改造，年末重建猪
栏，未来一到二个月，市场供给
有所下降，为此，也“赌”猪肉价
格进一步反弹。

而季节性因素也起了一定
作用：南方腌腊制作需求逐步开
启，对于猪价有一定的刺激作
用。比如安徽合肥受全民腌腊
节的拉动，合肥周谷堆批发市场

上周的猪肉交易量已突破500
吨，11月25日至26日的猪肉交
易量更是逼近了600吨，不断刷
新历史纪录。

鉴于上述，生意社、新牧网
分析师共同预期，本次猪肉价格
的反弹为短线季节性反弹，向上
走势有望延续到明年一月中旬，
预计广东生猪出栏价最高位会
到7.6元/斤，全国猪价不会突破
8元/斤。壹号土猪创始人陈生

表示，截至2018年4月，猪肉价
格比较可能在7～8元的高位区
间保持震荡。

但是，对于长线猪肉价格，
多数业内人士的看法并不乐
观。壹号土猪创始人陈生认为，
猪肉价格已经保持了连续3年的
大牛市行情，历史上属于首次。
而且，国内正大、温氏、牧原等几
大企业均大规模扩产，长线供给
量增加，势必影响猪肉价格。

新牧网分析师认为，生猪市
场在短线高位波动中比较可能
逐步滑入低谷。从供应角度来
看，规模养殖企业的增量远大于
散户退出造成的减少量，且未来
规模养殖企业仍会进一步扩张
其养殖量，规模养殖的技术提升
同时令单头母猪的健仔数提高；
从消费角度来看，猪肉作为一种
脂肪含量相对较高而蛋白质含
量相对较低的肉类，在我国居民
消费能力逐渐提高的今天，并不
是一种性价比高的蛋白质来源，
长线增长速度比较可能下降。

肉价反弹利好蛋禽

虽然肉价保持反弹姿态，但
整体反弹速度有限，11月至今，
从低点反弹的幅度并没有超过
10%。猪肉价格反弹幅度超过
5%，只可能对CPI产生微弱影
响，超过10%，才可能产生显著
影响。

对于肉类以及蛋类价格会
产生利好影响。目前的全国猪
肉出栏价涨过7.4元/斤，已经再

次超过了6.8～7.2元/斤区间的
全国鸡肉批发价格（7-8月，鸡
肉价格4年来首次大幅反弹，一
度超过了猪肉价格）。反应到了
零售环节，多数鸡肉价格都要比
猪肉价格更便宜，鸡肉的替代价
值提升，需求量也会越来越大，
将促进价格反弹。鸡蛋价格与
鸡肉价格密切相连，也大概率保
持反弹态势。

但短期来看，猪肉价格的反
弹土豆和玉米却会产生利空作
用。大连商品交易所的粮食价
格不涨反跌正是这一趋势的反
应。新牧网分析师梁明认为：猪
肉价格近期反弹的核心因素并
非需求增加，而是供应下降。供
应下相降势必伴随着饲料需求
的下降，对于未来三个月的豆粕
玉米反而会产生利空。至于3
个月后，猪肉价格如果持续反
弹，或能利空转利好。为此，中
投证券分析师认为，鸡肉养殖为
主的上市公司，未来业绩反而更
容易受到促进，前景大于养猪为
主业的企业，而饲料企业的业绩
短期内较难改善。 （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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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调查

■ 部委信息

猪价刷新高猪价刷新高 高位肉价或持续至明年高位肉价或持续至明年44月月

■ 市场动态

随着年底消费旺季的到来，全国猪肉价格节节攀升，搜猪网、新牧网统计的生猪出栏价已经连续上涨20天，本周一突破
了7.4元/斤，平了9月初高点，刷新3个月新高。供给下降、企业惜售、腊肉市场需求增加，是造成短线肉价反弹的主要原
因，预计高位肉价有望延续到明年4月。

近日，从北京市发改委获悉，得
益于今年秋冬季蔬菜转换衔接顺利
等多重利好，入冬以来本市蔬菜市
场供应量充足价格稳定。上月7家
批发市场的25种蔬菜上市量，同比
环比均有增加。在价格方面，上月
蔬菜零售价同比下降超过10%。

入冬以来，本市蔬菜主供地
华北、华中、华东等地区气候条件
良好，未出现往年初冬降雪和连
续雾霾天气，秋冬季蔬菜产地转
换衔接顺利，市场供应量充足稳
定。11月数据显示，7家批发市场
25种蔬菜上市量，环比增加6%，
同比增加3.8%。

按照往年规律，北京地区蔬菜
价格季节性波动是比较明显的，每
年冬春季的价格都会达到一年中
的最高点，一般情况下进入11月份
价格就会进入上涨区间。但今年
入冬以来，本市蔬菜批发价格较为
罕见地出现了9年来首次月环比下
降，降幅2.5%，同比降幅更是达到
了18.4%。受综合因素影响，零售
价格环比虽上涨了4.2%，但同比降
幅仍达到了10.2%。

分析认为，菜价低的主要原因
有两个方面：一是10月上旬北方产
区经历了一轮大范围降雨、降温天
气，迫使秋冬季蔬菜供应量提前进
入转换期，拉动菜价提前进入上涨
周期，入冬以后菜价上涨的空间有

限。二是主供地蔬菜生产情况总
体优于往年，北方产区冬储菜入库
量大，南方产区蔬菜供应量也逐步
加大，虽然劳动力、运输成本仍处
于上升阶段，但充足的供应对价格
起到了抑制作用。

据新发地批发市场介绍，市民
常吃的“当家菜”品种大白菜、西红
柿、土豆、胡萝卜等产量普遍增加，
大白菜亩产增幅约30%，价格降幅
也达到了30%。

总体来看，市民常吃的“大路
菜”价格稳中有降，但仍有一部分
蔬菜价格下阶段可能出现上涨。
如冬瓜、花菜、青梗菜花、莴笋等价
格因大小年问题，可能出现上涨，
丝瓜、苦瓜价格可能出现季节性上
涨，豆角因北方产区10月份降温提
前退市，价格会出现上行。

针对蔬菜价格波动的特点，近
年来市政府采取了多种措施予以
应对，如连续多年实施跨省区冬季
蔬菜联合保供行动，完善了社会救
助和保障标准与物价上涨挂钩的
联动机制。今年还建立了本市蔬
菜市场供应和价格波动应急调控
预案，初步建立了以应急调控为抓
手、以应急救助为保障、以应急资
金为基础的三级调控体系，从机制
上确保“菜篮子”量足价稳，保障困
难群体基本生活不受影响。

（人民网）

本报讯 据农业部监
测，12月6日，农产品批发
价格200指数为99.69，比前
一天上升0.31个点，“菜篮
子”产品批发价格200指数
为 99.34，比 前 一 天 上 升
0.35个点。

全国农产品批发市场猪
肉平均价格为 20.57元/公
斤，比前一天上升0.7%；牛
肉55.24元/公斤，比前一天
上升0.7%；羊肉52.56元/公
斤，比前一天上升1.0%；鸡

蛋8.96元/公斤，比前一天下
降1.0%；白条鸡14.70元/公
斤，比前一天下降1.0%。重
点监测的28种蔬菜平均价
格为3.54元/公斤，比前一天
上升0.3%；重点监测的7种
水果平均价格为4.86元/公
斤，比前一天上升0.8%；鲫
鱼平均价格为 15.36元/公
斤，比前一天上升0.8%；鲤
鱼11.12元/公斤，比前一天
下降0.1%；白鲢鱼6.83元/公
斤，比前一天下降2.0%；大

带鱼34.87元/公斤，比前一
天下降0.2%。

国内鲜活农产品批发
市场重点监测的60个品种
中，与前一天相比价格升
幅前五名的是：莴笋、茄
子、黄瓜、韭菜和西葫芦，
幅 度 分 别 为 4.4%、2.9%、
2.5%、2.0%和 2.0%；价格降
幅前五名的是：大白菜、白
鲢鱼、鸭梨、葱头和白萝卜，
幅 度 分 别 为 2.1%、2.0%、
2.0%、1.7%和1.6%。

北京上月蔬菜零售价同比降一成 农产品批发价格200指数上升0.31个点

单位（元/公斤）

品种

大白菜

油菜

小白菜

韭菜

蒜苗

白萝卜

土豆

胡萝卜

大蒜

最高价

0.58

2.4

1.2

4.4

9.2

0.64

1.8

1.2

6.8

最低价

0.5

1.6

0.8

3.0

3.6

0.52

1.1

0.7

4.6

品种

莴笋

莲藕

绿豆芽

黄豆芽

菜花

西红柿

尖椒

南瓜

冬瓜

最高价

2.2

3.6

2.0

1.9

2.6

3.4

3.4

2.4

1.3

最低价

1.4

2.0

1.9

1.8

2.0

1.4

2.0

1.2

0.7

北京市12月7日部分蔬菜批发市场价格行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