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首都食品安全

近日走访各大超市发
现，部分速冻产品出现“空
柜”现象。随着产品热销，各
大厂商出现缺货、断货现
象。为缓解供需矛盾，政府、
企业与行业都在积极想方设
法保产稳供。事实上，除了
速冻产品供不应求，方便面、
自热食品、螺蛳粉等“宅家”
食品都备受追捧。业内人士
表示，疫情下，快消食品赛道
中的各大选手纷纷发力，但
谁能延续疫情期间的火热，
还有待观察。

偶尔有断货

“春节之后，速冻食品特
别是速冻饺子经常会有顾客
大批量抢购的情况。”北京市
物美超市蒲黄榆店销售人员
表示。事实上，疫情暴发以
来，速冻食品销量陡增，据思
念食品统计，其销量增长超
过往年同期20倍之多，甚至
连大卖场的需求量也较往年
同期增加了80%。

由于居家防疫使得消费
模式改变，进而刺激了速冻食
品市场需求增长，部分超市偶
尔出现断货现象。记者走访
几家大型超市后发现，这些大
型超市基本可保证供应速冻

食品，但速冻食品种类不够齐
全，有时会出现断货现象。部
分商品在上午时段基本供应
充足，下午或晚上时段又会出
现断货现象。

除了线下超市供货紧
张，线上电商也出现速冻食
品供应不足。在天猫、京东、
苏宁等平台搜索速冻食品时
显示货源充足，但当选择目
的地为北京时，则显示部分
产品已售罄。此外，记者在
盒马、每日优鲜等生鲜平台
下单时发现，部分速冻食品
显示“今日售完”。截至目
前，三全食品天猫官方旗舰
店，多款水饺产品出现部分
地区售罄的现象；安井食品
天猫官方旗舰店在售米面速
冻产品也纷纷打出了“预售”
标记。

“速冻食品的最大优势
在于其烹饪上的方便性。疫
情期间，居家消费旺盛，在烹
饪食材相对比较贫乏的情况
下，速冻食品自然成了刚需
性品类，由此推动该产品整
体的销售火爆，无论线上到
线下，都是一包难求。”中国
食品产品分析师朱丹蓬称，
这也只是特殊时期一个阶段
性的表现，疫情过后情况将
有所好转。

产能在恢复

“由于疫情期间存在员工
返岗难、上游原材料工厂生产
不足、物流配送不畅、防疫物资
短缺等问题，使企业的产能恢
复受到影响，进而加剧了产品
供应失衡的局面。”经济学家宋
清辉表示。

据了解，目前思念食品
全国五大生产基地已有21条
生产线开工，日产能1100吨
左右，但仅为往常的40%，无
法满足节后突然爆发的市场
需求。安井食品各地工厂自
2月15日起陆续复工，目前产
能仅恢复2/3左右，工人也未
100%返岗。

朱丹蓬表示，因为复产复
工是一个链条式的，单独某个
企业复产复工不够，需要产业
链上下游复产复工，整个供应
链才能得到有效保障。

为缓解速冻食品行业供
需矛盾，相关政府部门和企
业都在设法解决问题，积极
推动复工复产，增加产能。
之前，河南省商务厅向思念
食品、万邦物流等17家河南
商贸流通企业、食品企业发
放首批共计2000张B级通行
证，用于10大类生活必需品

运输，持证企业的车辆在河
南省内“不停车、不检查、不
收费，绿色通道通行”，解决
了当前的运输难题。

海欣食品方面表示，截
至目前所有生产基地均已复
工，成品产能恢复率超过
80%。安井食品曾表示，2月
中旬公司旗下工厂陆续复工
生产，目前公司六大基地已
经同时在生产。

谁赢到最后

在宋清辉看来，因疫情
影响，到家业务、社区生鲜等
为速冻行业带来新的购买渠
道，也扩大了新消费群体的
增长。凭借产品本身的便利
性与美味度，将进一步提升
用户教育程度，提高家庭渗
透率。

除了速冻食品，新冠肺
炎疫情发生以来，无论是线
下商超还是电商平台，方便
面、螺蛳粉、自热火锅、即食
煲仔饭等半成品速食也受到
“宅家”消费者的广泛追捧。
“速食行业在偏好提升情况
下，有望迎来赛道扩张的红
利期。”宋清辉表示。

那么，速食行业下面诸
多细分赛道上的选手，谁会

跑出最佳战绩？淘宝数据显
示，1月20日-2月2日期间，
自热方便食品在热销产品中
排名第二，自热米饭的销售
同比增长高达257.09%，甚至
超过方便面平均133.34%的
增长。突然迎来销量爆增，
除了线下商超、便利店等出
现供不应求现象以外，淘宝、
京东等线上渠道也都出现断
货的现象。

业内人士指出，自热方
便食品需求爆发带来的不仅
是短期效益，更是品类长期
增长的契机。这轮爆发扩大
了自热方便食品的受众规
模，迅速打开了全国消费者
对自热方便食品的认知；同
时，自热方便食品更深入地
渗透到了消费者生活之中，
助推其从网红爆款到日常消
费品的属性转变。

朱丹蓬认为，这些疫情
期间的“舌尖美味明星”，谁
能借助疫情积攒的好口碑、
高人气，疫后继续在食品食
材、口味特色、消费场景延伸
上做精做优，实现研发成本、
商品价格、特色口味融合统
一，谁就能触达更大众的消
费群体、提高消费频次，有望
成为终极赢家。

（北京商报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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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观察

速冻食品供不应求“宅家”食品谁是赢家

4月1日，农业农村部畜牧兽医局发
布了3月份第4周畜产品市场价格情
况。据农业农村部对全国500个县集贸
市场的定点监测，3月份第4周（采集日
为3月25日）猪肉、牛羊肉、禽肉产品价
格下降。

一直以来，猪肉价格备受关注。数
据显示，3月份第4周全国活猪平均价格
为每公斤35.44元，比前一周下降2.0%。
其中，河北、辽宁、福建、广西、陕西等27
个省份活猪价格下降，内蒙古持平，云
南、甘肃有所上涨。全国猪肉平均价格
为每公斤55.77元，比前一周下降2.0%。
北京、黑龙江、湖北、四川、陕西等27个
省份猪肉价格下降，内蒙古、海南、甘肃
上涨。

猪肉价格之所以环比下降，主要是
因为生猪生产形势持续好转。“自去年
10月份以来，全国能繁母猪存栏量持续
回升。养殖场户前期补栏的后备母猪
陆续产仔，新生仔猪数量增加，基础产

能恢复效果开始显现。”农业农村部畜
牧兽医局局长杨振海表示，据对全国
400个定点县监测，2月份能繁母猪存栏
环比增长1.7%，连续5个月环比增长，
比去年9月份增长10.0%。全国有27个
省份能繁母猪存栏环比增长，比1月份
增加5个省份。

新发地市场统计部门负责人刘通认
为，生猪产能自去年9月份以来，进入逐
渐恢复进程。不过，从产能恢复到毛猪
出栏量恢复，还有一个滞后期。这集中
表现在了价格变化上，虽然猪肉价格环
比下降，但比去年同期依然涨幅很大。
但产能恢复是不争的事实，出栏量恢复
也指日可待。尽管近期肉价还会继续高
位运行，但波动下行是大势所趋。

数据显示，家禽产品价格也呈现下
跌态势。河北、辽宁等10个主产省份鸡
蛋平均价格为每公斤6.81元，比前一周
下降0.9%，同比下降5.5%。全国活鸡平
均价格为每公斤19.98元，比前一周下降

0.8%，同比上涨2.0%；白条鸡平均价格为
每公斤22.67元，比前一周下降0.5%，同
比上涨13.1%。

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柯
炳生表示，鸡肉饲料回报率高，价格比猪
肉低，且生产周期短。因此，去年猪肉价
格大涨以来，家禽行业进入黄金期，鸡肉
消费量和存栏量快速增长。虽然鸡肉价
格涨幅并不高，但肉鸡企业竞争激烈，价
格上涨部分基本上全是利润，这也极大
刺激了肉鸡生产增长，从而抑制了价格
进一步升高。

长期看，鸡肉对猪肉的替代将会持
续下去。”柯炳生认为，同猪肉相比，鸡肉
蛋白质含量更高，饲料效率高，生产成本
更低，因此消费价格更低。事实上，过去
30多年来，猪肉在肉类消费中的比重一
直在下降，从高于 90%下降到目前的
62%。禽肉消费比重则从上世纪80年代
初不到10%，上升至22%。

牛羊肉价格方面，全国牛肉平均

价格为每公斤83.65元，比前一周下降
0.7%。河北、辽宁、吉林、山东和河南
等主产省份比前一周下降0.9%；上海、
浙江、福建、广东和江苏等省份比前一
周下降0.5%。全国羊肉平均价格为每
公斤80.45元，比前一周下降0.6%。河
北、内蒙古、山东、河南和新疆等主产
省份比前一周下降0.8%；上海、浙江、
福建、江西和广东等省份比前一周下
降0.6%。

与猪肉相比，牛羊肉属于高价产
品，即便在猪肉涨价后，牛羊肉价格仍
高于猪肉。近期，农业农村部多次部
署，加强对养殖、流通等各环节管理，统
筹抓好牛羊肉等替代品生产，确保畜产
品供应。刘通说，牛羊肉价格已经开始
回落，这与牛羊肉产能增加有一定关
系。其价格的回落不仅会制约猪肉价
格出现反弹的力度，也会迫使猪肉价格
逐渐进入下降区间。

（中国经济网）

猪肉基础产能恢复效果开始显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