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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面对波诡云谲的国际大势和我国新发
展格局，首农食品集团如何进一步构建与之相适应的保障体系？

构建新型供应链体系 确保首都食品供应安全

王国丰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要坚持以“粮头食尾”“农头工尾”为抓
手，延伸粮食产业链、提升价值链、打造
供应链。国际形势正发生深刻而复杂
的变化，在加快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新
发展格局下，集团按照统一部署，加快
构建“控两端、带一链、三共享”新型供
应链体系，形成覆盖北京、服务首都的
农产品流通和应急保障体系。

建设运营“首农大厨房”。按照
整合“自有产品+外部产品”和整合
“客户+物流+渠道”的思路，整合集团
13个京内物流园区、200余万平方米
全温层仓储资源、2000余辆配送车
辆，吸引集聚集团内外、京内京外、国
内国外的优质产品。目前，服务机关
团体、连锁餐饮、军队、医院等B端客
户1200余家。

构建“1+3+N”物流体系。集团
实施《“十四五”时期物流发展规划》，
充分利用自有用地，加快构建“1+3+

N”物流体系。其中，“1”即北京鲜活
农产品流通中心，已于2021年12月
28日启动试运营，成为北京“十四五”
时期首个投入运营的综合性一级批
发市场；“3”即分布于北京市东部、北
部、南部的三大区域物流配送中心，
包括朝阳区黑庄户农产品冷链物流
配送中心、昌平区南口综合物流园
区、大兴区粮油食品应急保障中心；
“N”即广泛覆盖城市配送末端的集团
所属的200多个三级物流节点。

建设“三道安全保障圈”。集团通
过深化供应链对接协作，强化上下游联
动，构建沿北京六环的“1小时生活保障
圈”、沿京津冀的“3小时应急保障圈”和
沿环渤海的“6小时应急响应圈”——
“三道首都食品安全保障圈”，形成京内
外快速反应、京津冀积极响应、环渤海
合理布局、东北华中“应急吸虹”的应急
保障体系，切实担负起首都食品供应服
务保障的核心主体责任。

首农食品集团产业涵盖农牧渔业、
食品加工业、商贸服务与物流业，产品
涵盖米面油、肉蛋奶、酱醋茶、糖酒菜等
全品类食品，生产环节涵盖种植、养殖、
仓储、加工、贸易、配送、销售等环节，形
成了从田间到餐桌的现代食品产业体
系和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全产业链

格局。集团不断强化产品生产全过程
管控，围绕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中
的关键标准化要素，通过选择、集成、制
修订、应用、实施一系列标准和规范，并
对这些标准和规范的实施进行有效的
监督管理，形成一整套“首农食品”标准
化体系和管理控制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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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有源，树有根。同样，粮食安全离不开种源安全。首农食品集团被
业界称为“我国畜禽良种领域具有雄厚产业优势的领军企业”之一，首农
食品集团是如何打赢种业翻身仗的？

锻造科技创新引擎 坚决打赢种业翻身仗

王国丰表示，根据《北京现代种业
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20—2022年）》，
首农食品集团重组以来，将科技创新
作为产业发展的重要引擎，制定《集团
“十四五”科技发展规划》，持续加大科
技投入，加速重构创新格局，建成覆盖
种类最全、产业规模最大、综合实力最
强，全球领先的世界级种业。

在创新体系上，集团按照“资源
统筹、专业分工、能力互补、开放共
赢”的原则，以原有的北京食品科学
研究院为龙头组建创新研究院，整合
原有的50个各类创新平台，打造分布
于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技术创新、成
果转化等不同领域的四大类平台，形
成以集团总部为统领，以二级企业科
研中心为补充，统筹协作、梯次分布
的科技创新体系。在创新机制上，集
团贯彻“产业为本、科技为翼、资本为
用”的战略思路，加大与全球一流科
研机构、高新技术企业的战略合作。

一是“金三角”模式助力打造“农
业中关村”。合作建设平谷农业科技
示范区项目，构建“政府+企业+科研
机构”的“金三角”模式，集团推动奶
牛、蛋鸡、种猪、种鸭等优质畜禽种质
资源向平谷集聚，获批“国家现代农
业科技产业园”，努力打造“一流农业
中关村”。

二是“创新联合体”助力成果转
化。率先独资牵头发起，并联合十余
家政产学研机构，组建了“北京生物
种业创新联合体”。自去年9月正式
启动、由集团牵头建设运营的“畜禽
分子育种数据中心”，通过活体库、冷

冻库、数据库建设，加速遗传进展和
未来畜禽新品种创新。

三是“揭榜挂帅”助力核心技术
攻关。以集团为主体、以任务为导
向、优势院所联合协同的“揭榜挂帅”
攻关机制，积极承担国家农业科技在
北京试验和成果转化项目，集中力量
攻克一批关键核心“卡脖子”技术。

四年来，集团新增专利301件，累
计超670件；每万人发明专利数30件，
主导或参与制订标准81项；国家级高
新技术企业由9家增至24家；累计荣
获国家级、北京市科技成果奖34项，集
团食科院生物“培育肉”技术居于国际
领先地位；种鸭育种规模居世界第一，
蛋种鸡制种规模居世界前三，种牛市
场占有率领跑全国，畜禽种业居于国
内乃至国际领先水平。翠湖农业创新
工场10万平方米智能连栋温室主体
结构完工，2.4万平方米番茄完成定
植，成为京津冀最大单体智能连栋温
室大棚，高效设施农业持续发力。

只有攥紧中国种子，才能端稳中
国饭碗。展望未来，“十四五”期间，
首农食品集团将坚定不移地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在海南视察期间关于
粮食安全和种业自主创新的重要讲
话精神，落实北京市委、市政府相关
部署，深入实施《集团“十四五”科技
创新战略》，推动19项创新行动落
地，加快迈向“产业科技型集团”的
“十四五”目标和“科技产业型集团”
的2035年远景目标，为保障粮食安
全和打赢种业翻身仗，建设“种业之
都”贡献“首农力量”。

本报讯 谢艺观“这段时间
猪肉价格涨了，我常去买肉的摊
位，猪肉每斤相比上个月大概涨
了一两块。”家住北京丰台区的
小郑表示。这点也得到了丰台某
菜市场一位卖肉商家的证实，
“这波猪肉价格上涨大概有1个
多月了。”

今年3月，生猪价格曾跌至每
斤6元左右，部分超市猪肉价格每
斤能卖到10元以下。但最近两个
月，情况发生了转变，生猪及猪肉
价格环比连续9周上涨。据农业
农村部监测，5月16日至5月22
日，全国规模以上生猪定点屠宰企
业生猪平均收购价格为16.29元/
公斤，环比上涨2.3%；白条肉平均
出厂价格为21.43元/公斤，环比上
涨2.0%。据悉，生猪平均收购价格
和白条肉平均出厂价格环比已连
续 9周上涨，9周累涨幅分别为
19.7%和16.8%。

另据全国农产品批发市场价
格信息系统监测，5月20日至5月
26日，猪肉价格20.99元/公斤，环
比上涨0.8%，每斤维持在10元以
上。收购和批发端的涨价，也反映
到零售端的价签上。在丰台区某
菜市场内，4月下旬还是13.8元一
斤的前后尖价格，5月30日已涨到
15.8元一斤。

猪价上涨 生猪养殖户松了口气

猪肉价格此番上涨，也让养
殖户得以“喘口气”。之前生猪价
格持续处于低谷，行业陷入“卖一头亏一
头”的局面，中小养殖户出现“弃养”情绪。
大型生猪养殖企业经历2021年业绩大幅
下滑后，一季度业绩亦“惨不忍睹”。龙头
企业牧原股份进入“亏损”阵营，一季度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达51.8亿
元；2021年生猪出栏量排名第二的正邦科
技和第三的温氏股份，一季度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分别为24.33亿元
和37.63亿元。

如今伴随猪价上涨，养殖盈利逐渐恢
复。国家发改委价格监测中心联合卓创资
讯发布数据显示，5月第4周，全国猪料比
价为4.48，环比涨幅1.36%。按目前价格及
成本推算，未来生猪养殖头均盈利为
104.10元。

供应收紧支撑猪肉价格上涨

虽然猪肉价格上涨对于养殖
户来说是件好事，但近期本是猪肉
消费淡季，为何价格会出现上涨？
“2021年7月份以来，能繁母猪产
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去化。这波
猪肉价格反弹的动力，主要来自于
此前能繁母猪产能去化导致的生
猪出栏减少。”生猪行业分析师冯
永辉说。

根据生猪养殖过程，能繁母猪
存栏量领先生猪出栏约10个月左
右。在卓创资讯分析师马丽媛看
来，生猪供应方面，在广东生猪调
运政策、冻猪肉收储等消息面影响
下，业内多看涨后市，养殖端存在
压栏惜售现象，生猪供应收紧，进
而支撑猪价上涨。“需求方面，由于
猪肉价格处于底部位置，低价对消
费有一定刺激作用，加之部分屠宰
企业有分割入库意向，屠宰企业开
工率偏高，对价格上涨有一定支
撑。”马丽媛表示。

这波猪肉价格上涨会持续多久？

“4、5月养殖端集中压栏惜售，目
前生猪存栏体重偏大，随着天气转
热，大体重生猪需求降低，部分压栏
猪源或陆续出栏。”马丽媛说，同时，
随着天气愈发炎热，终端需求或有所
降低，预计6月份生猪价格有回落风
险。但马丽媛也提到，目前市场正处
于供过于求向供不应求过渡的阶段，

6月份猪价虽有回落风险，但跌幅有限，月均价
难创3月的新低，下半年行情回暖概率较大。

“考虑到能繁母猪产能自去年7月下
降，一直持续到今年4月份。这也意味着，
由此引起的生猪供应的减少会持续到明年
年初，因此后期生猪价格或还会继续反
弹。”冯永辉认为。

新一轮“猪周期”将开启？

近期猪肉价格上涨，也引发了人们对新
一轮“猪周期”启动的猜测。所谓“猪周期”是
一种“价高伤民，价贱伤农”的周期性猪肉价
格变化怪圈。通俗来讲，就是“肉价高—母猪
存栏量大增—生猪供应增加—肉价下跌—大
量淘汰母猪—生猪供应减少—肉价上涨”。

中信证券联席首席经济学家明明认为，
从典型的“猪周期”的持续时间看，本轮“猪
周期”已经临近尾声。从能繁母猪和生猪存
栏同比增速等领先指标进一步看，新一轮
“猪周期”在酝酿之中。“梳理最近两轮‘猪周

期’，能繁母猪存栏同比变化的拐
点约领先猪价拐点11至14个月。
2021年2月是这一轮能繁母猪存
栏同比触顶回落的拐点，从过往历
史经验看，对应这一轮‘猪周期’的
终点和下一轮‘猪周期’大概率在

2022年年中前后出现。”明明指出。
“新一轮猪肉价格上行周期将于

三季度启动。”信达证券宏观分析师解运亮
预测，从产能视角看，能繁母猪存栏2021年
二季度末出现拐点；从盈利视角看，生猪养
殖行业已经历两轮亏损；从政策视角看，官
方传出猪价上行的暖风。

4月20日，农业农村部畜牧兽医局局长
杨振海在发布会上表示，专家团队预测，随
着新生仔猪数高位回调、饲料成本高位回
落等各种有利因素的不断积聚，三季度生
猪养殖有望实现扭亏为盈，但是不确定因
素依然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