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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桂小笋“猪周
期”并不是新生事物，“肉价上

涨-存栏量大增-肉价下跌-存栏
下降-肉价上涨”，这样的周期差不
多每隔 4年就要上演一场。从
2018年开始的此轮猪周期，在饲料
价格、疫情、非洲猪瘟等因素影响
下，价格震荡惊心，也被称为“超级
猪周期”。伴随着猪周期的起起落
落，价高伤民，价贱伤农的现象不
时穿插其中，每一个从业者都推动
了它的出现，也成了它的受害者。

应对“猪周期”，从业者要下“绣
花”功夫。一是要加强数据信息的
应用。“猪周期”频繁出现是整个产
业生产模式粗放，信息化、技术化不
足的结果。由于养殖的分散，生物
防疫、抽检、监测等诸多环节存在着
数据监测、统计不准确的问题，而这
些不起眼的环节，又进一步拉升了
养殖的成本，在“猪周期”的上行周
期中，这些问题被可观的利润掩盖，
而下行周期中，成本就成了企业能
否支撑到下一个上行周期的关键。
在养殖过程中，绝大多数中小养殖
户对行业数据后知后觉，凭借本能
进行生产经营。

二是要提升规模化养殖占
比。众所周知，我国生猪养殖行业
目前仍旧以中小养殖户为主，龙头
企业的市场占有率虽然经过多年
的发展有所提升，但从全行业来
看，份额并不大，这种现状决定了
“散户”成为决定供应量的关键多
数，而供应量又决定着价格，二者
互相制约，最终使得“猪周期”不断
袭扰市场。

三是要加强生物技术在中小
养殖企业的应用。在过往的“猪周
期”经历中，突发大范围的疫病是
造成“猪周期”变化的原因之一；而
育种等技术的运用可以使经营成
本得到改善。因此，在生物技术领
域，要加强产学研的结合，使领先
的技术能率先应用于产业，使产业
需求在科研端能找到更多解决方
案，这也是减缓“猪周期”对行业伤
害的重要方法。综合来看，熨平猪
周期，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需要
从业者拿出“绣花”的耐心和恒心，
改变过往生产经营的粗放模式，向
优秀的制造业企业学习，抛弃“暴
富”心态，学会向管理、供应链中要
利润。

本报讯 今年前 11月，
CPI（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
比上涨0.9%，低于3%左右的
全年预期目标，也远低于全球
主要经济体。11月CPI同比
上涨2.3%，涨幅比上月扩大
0.8个百分点。据介绍，涨幅
扩大，首先是受上年同期基数
影响，其次是因为食品价格中
蔬菜价格同比涨幅有所扩大，
最后是工业消费品中的汽柴
油价格涨幅有所扩大。

“总的来看，扣除食品和
能源的核心 CPI同比上涨
1.2%，还是处于比较温和的
水平。”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
人付凌晖说，与上月相比，核
心CPI涨幅回落了0.1个百
分点，保持了基本稳定，说明
市场供求总体基本平衡。

看走势，保持CPI温和
上涨还有较多的有利因素。
首先，今年粮食产量连续第
七年保持1.3万亿斤以上，为
食品价格保持稳定奠定了较
好的基础。其次，鲜菜价格
涨幅较高是阶段性的，主要
是由于冬季气候因素的影
响。最后，中国工业消费品
产能充足，非食品价格总体
稳定。

价格保持稳定，不仅有
较好的基础，更具备强有力
的手段。

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
言人孟玮介绍，为做好元旦、
春节期间重要民生商品保供
稳价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近
期密切监测市场运行情况及
价格变化，多次召开视频会议
并印发通知，对做好今冬明春
重要民生商品保供稳价工作
进行部署并开展调度。

从市场情况看，重要民
生商品供给充裕、价格基本
稳定。今年粮食产量再创新
高，冬菜开始大量上市也推
动了前期上涨的蔬菜价格出
现回落。

从各地工作进展情况
看，保供稳价工作扎实有
力。特别是各大中城市普遍
充实了小包装成品粮油，加
大北方冬春蔬菜等储备，做
到了“库里有货”。总体判
断，“两节”期间重要民生商
品供应有保障，价格将保持
平稳运行。

此外，在诸多大宗商品
价格中，最牵动人心的当数
煤价。

近期，国家发展改革委
价格司赴煤电企业开展专题
调研。企业希望国家尽快研

究出台相关政策，综合采
取市场化、法治化措施，
引导煤炭价格在合理区
间运行。

“下一步，国家发展
改革委将适时出台针对
性政策措施，促进煤、电
价格通过市场化方式有
效联动，推动上下游协调
高质量发展。”孟玮说。

（据《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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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李莉
周璐璐 目前，市场

上大部分蔬菜水果价格都
比较“亲民”，部分蔬菜水果价
格稳中有跌，这与国内果园种
植面积增长、蔬菜水果上市量
加大等因素有关。在此背景
下，业内人士表示，CPI增速难
以持续上行，明年出现通胀风险
的可能性不大。

价格显著回落
据农业农村部“全国农产品

批发市场价格信息系统”监测，
自11月以来富士苹果、香蕉、菠
萝价格以下降为主。近期，油
菜、菜花、菠菜、芹菜和黄瓜的价
格环比降幅较大。

近段时间北京的水果价格
显得格外亲民。“苹果两块钱一
斤，收摊价。”12月20日下午4
时，北京八里桥批发市场一位摊
主指着品相一般的苹果说。

北京风采军辉农产品合作
社的负责人说：“近期叶菜类价
格下跌明显，上个月批发价平均
价格在每斤3-4元左右，最高的
时候每斤5-6元，而昨天新发地
的价格只有每斤一块钱左右。”

新发地数据显示，12月17
日，新发地市场蔬菜加权平均价
为3.42元/公斤。相关负责人表
示，短时间内，蔬菜的价格仍然
会呈现稳中有降、波动下行的
走势，但是继续下降的空间逐
渐收窄。

供应量提升
水果价格中以苹果价格降

幅最大。据业内人士获悉，苹果
种植面积连年增加、替代水果大
量上市、进口水果供应充足等因
素，导致价格稳中有降。

首先，苹果作为“扶贫果”，
国家补贴激发了果农种植积极
性。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我
国苹果种植面积连年增加。按
照三年挂果时间计算，2020年
果园面积比2017年增加了1498
千公顷，国内水果供应量稳步
提升。

其次，“目前替代水果砂糖
橘、沃柑大量上市，瓜分苹果消
费市场，也是苹果价格走低的一
个原因。”国信期货农产品研究
员覃多贵认为。

此外，进口水果供应充足，
为消费者提供了更多选择。

上
海某进口

水果贸易商表
示：“今年智利车厘子

产量比去年增长25%到30%，
总体量的90%输往中国。这导
致车厘子价格有所下降，作为
冬季进口水果市场的风向标，
对其它进口水果价格也带来
一定冲击。”

与此同时，蔬菜价格的下滑
同样与供应充足有关。新发地
相关人士表示，近期菜花、西兰
花等价格下降，均与南方产区蔬
菜上市量加大有直接关系。北
京风采军辉农产品合作社的负
责人认为：“北方产区天气状况
良好，光照充足，大棚蔬菜产量
增加。近期上市的叶菜类价格
环比降幅都比较明显。”

CPI增速难持续上行
在水果蔬菜供应充足、价格

回落的背景下，业内人士普遍认
为，明年出现通胀风险的可能性
不大。

在兴业证券固定收益研究
中心总经理、首席分析师黄伟
平看来，CPI同比增速上行主要
受去年低基数的影响，未来一
个季度低基数效应将消退，而
新涨价因素很难支撑CPI增速
延续上行。

中泰证券宏观首席分析师
陈兴认为，尽管2022年猪肉价
格将自底部抬升，或带动CPI增
速上行，但幅度将较为温和，预
计2022年全年CPI增速的中枢
大概率不会超过3%，通胀压力
有限。“大宗商品价格涨势放缓
使得PPI同比增速见顶回落，上
游带来的成本压力将逐渐减轻，
对于定价能力较强的部分消费
品行业，利润空间无疑也会因此
打开。”陈兴说。

“长期看来，猪肉价格对
CPI的推升十分有限。而对于
食品项中的其他分项，短期内仍
然对物价上涨有所支撑，但推动
力同样较为有限。部分非食品
项会受到能源价格影响以及
PPI的传导效应影响，但是当前
PPI对CPI的传导十分有限，能
源价格预计会逐渐下行，对物价
水平上涨的贡献将会减少。”东
北证券首席宏观分析师沈新凤
表示，长期来看，CPI增速整体
保持相对温和。

信达证券表示，CPI的核心
影响因素是食品。但食品价格
也表现出显著的季节性规律。
预计2022年CPI同比增速将温
和上行，走势前低后高，全年
中枢为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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