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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肖伟 连日来，多家从事黄羽鸡养殖及
深加工的A股上市公司发布6月份销售简报，其销
售数量、销售收入、销售均价均有明显边际改善。

分析人士表示，黄羽鸡父母代存栏数量显著
下降，预计未来供应偏紧，零售端猪肉与白条鸡价
差扩大，对黄羽鸡销售价格有拉动作用，下半年黄
羽鸡市场或将迎来景气周期。

黄羽鸡龙头企业销售传喜讯
夏季本是鸡肉销售淡季，然而今年却出现了

“淡季不淡”的情况，各黄羽鸡龙头企业近日发布
的6月份销售简报中喜讯不断。

7月4日晚间，立华股份发布6月销售情况简报，
6月份销售肉鸡（含毛鸡、屠宰品及熟制品）3490.01
万只，销售收入10.24亿元，毛鸡销售均价14.13元/
公斤，环比变动幅度分别为1.08%、9.17%、8.36%，同
比变动幅度分别为4.49%、48.84%、34.06%。

7月6日晚间，温氏股份发布6月销售情况简
报，6月销售肉鸡8638.44万只（含毛鸡、鲜品和熟
食），收入25.80亿元，毛鸡销售均价14.63元/公斤，
环比变动分别为-3.30%、2.58%、8.05%，同比变动
分别为-2.01%、34.66%、29.58%。

黄羽鸡龙头企业中，湘佳股份的边际改善幅
度最大。7月7日晚间，湘佳股份发布6月份活禽
销售情况简报，6月份销售活禽348.09万只，销售
收入8192.46万元，销售均价12.90元/公斤，环比增
长幅度分别为17.13%、28.10%、9.60%，同比增长幅
度分别为49.51%、105.77%、34.31%。

黄羽鸡价格为何在淡季上涨？对此，湘佳股
份董秘何业春表示，销售收入同比大幅增长，主要
缘于投苗量明显增加。家禽养殖与生猪养殖不
同，肉鸡和禽蛋属于活鲜产品，在技术上无法做到
压栏惜售，只能按生产计划出货销售。特别是在
南方夏季的高温、高湿环境中，上述活鲜产品出栏
速度稍慢，就可能引发肉鸡、禽蛋的货值损失。近
来家禽价格上涨，主要是行情回暖所致。黄羽鸡
经历了2年多的行情低迷期，祖代鸡和父母代鸡存
栏率已经跌至2019年的较低水平附近，散养户补
苗积极性不高，市场供应存在一定预期缺口，为当
下行情回暖奠定了基础。

下半年养殖企业边际改善可期
近期，国海证券、国盛证券、中航证券、西南证

券、天风证券及申万宏源等券商纷纷表示看好黄
羽鸡行业。

7月6日，国海证券分析师程一胜撰文称：“猪
鸡共振、养殖腾飞，黄羽鸡将迎来景气上行周期。
4月份黄羽鸡价格出现低点，5月份开始反弹，6月
份随着价格震荡、积压活禽逐步消化，供给收缩的
迹象已现，后续黄羽鸡价格或将呈上行趋势。本
轮价格上涨行情或仅次于2019年，在当前节点，我
们持续看好黄羽鸡板块。”

黄羽鸡的祖代鸡和父母代鸡存栏率为何下
降？散养户为何补苗不积极？对此，惠农网分析
师李彬彬分析，一方面是由于生猪价格自2020年
见顶后回落，拖累家禽及禽蛋企业，造成散养户
普遍补苗不积极、祖代鸡和父母代鸡存栏量普遍
下降；另一方面缘于美国禽流感爆发，且传导至
其他国家和地区，造成全球鸡肉供应短缺，打断
了国内祖代鸡和父母代鸡补库节奏；此外，豆粕、
小麦、玉米等饲料原料价格上涨，散养户无利可
图，只能收缩养殖规模，为头部养殖企业让出市
场份额。

“当前，生猪期现货价格一路上涨，多地猪肉批
发价格在7月3日突破了26元/公斤，而白条鸡均价
约为16元/公斤，两者价差达到了10元/公斤。根据
猪鸡替代效应，即便生猪期现货价格维持当前水平
不变，未来鸡肉价格也会上涨。考虑到春夏两季是
黄羽鸡消费淡季，秋冬两季是黄羽鸡消费旺季，预
计下半年黄羽鸡的社会消费总量和均价将上升，黄
羽鸡养殖及深加工企业的活禽、热鲜、冰鲜业务也
将迎来边际改善。”李彬彬如是说。

黄羽鸡价格
淡季上涨

预计将迎景气周期

鸡蛋价格走势平稳

7月8日，新发地市场鸡蛋批发平均价
是8.50元/公斤，与上上周（7月1日）的8.50
元/公斤持平；比上月同期（6月8日）的9.00
元/公斤下降5.56%；比去年同期的8.66元/
公斤下降1.85%。周环比持平；月环比小幅
下降；年同比微幅下降。上上周，年同比上
涨0.83%，上周同比由微幅上涨转变为微幅
下降。

最近10天左右，鸡蛋价格一直稳定少
动，目前正处于鸡蛋生产的盈亏平衡点，蛋
价如果下降，就会造成养鸡场的亏损，如无
特殊情况，蛋价继续下降的可能性很小。
但是由于近期鸡蛋的需求比较平淡，需求
对蛋价的支撑能力较弱；而且自春季以来，
鸡蛋的产能一直处于缓慢的恢复之中，也

缺乏供应方面对蛋价的拉动作用；同时，养
鸡场内近期仍然存有较多的鸡蛋，养鸡场
也面临较大的销售压力，使得蛋价暂时不
具备上升的动力。因此，在近期，蛋价就处
于不上不下的僵持阶段。

不过，新发地市场的商户也认为，近
期，河北、辽宁又有一批新鸡进入开产期，
老鸡预计会在农历七月十五左右进行淘
汰。而到了农历七月十五前后，糕点厂又
会大量采购鸡蛋制作月饼，糕点厂用蛋量
增加，带有刚需的性质，蛋价到时候会出现
一些起色。特别是夏季，在高温高湿环境
下，蛋鸡会产生应激反应，产蛋量下降，也
会助推蛋价的上涨。所以，目前蛋价上不
上、下不下的状态不会维持太长时间。

受到强降雨的影响，上周前期蔬菜价格快
速冲高；周后期缓慢回落。

7月8日，新发地市场蔬菜加权平均价是
3.32元/公斤，比上上周（7月1日）的3.14元/公
斤上涨5.73%；比去年同期的2.02元/公斤上涨
64.36%。周环比小幅上涨；年同比上涨。上上
周末，价格同比上涨50.96%，上周末同比涨幅明
显放大。

上周，蔬菜的价格继续上涨，而且与去年同
期的价格差距在进一步拉大，年同比涨幅放
大。但是，据一些数据显示，今年产地的价格同
比却是下降的，有的地方今年6月份的地头价格
是近3年同期的最低价。市场价格与地头价格
出现反差。

其实，今年夏季蔬菜的种植面积是比去年
扩大的，但是市场价格却是明显上涨的，这里面
的原因有较大的部分是天气的影响。

一般来讲，地里的蔬菜被称为农产品，市场
上的蔬菜被称为商品，从农产品到商品，中间有
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就是商品化过程。商品化
过程包括采收、分选、加工、包装、运输、销售等
多个环节，在商品化过程中所发生的费用称为
商品化过程中的费用。在这些环节中，人工的
费用、生产资料的费用包括运输的费用都有所

上涨，也拉动了商品化过程中费用的上涨。
由于不利天气的影响，从农产品到商品过

程中的损耗也在明显增加，损耗使得一部分农
产品失去了商品属性。近期，北方地区高温、高
湿，地里的蔬菜极容易出现腐烂现象。不仅包
括一些小品种的叶类菜，也包括一些茄果类的
蔬菜，损耗的增加也助推了价格的上涨。尽管
地头普遍价格可能会低一些，但是真正具备完
好商品属性的蔬菜价格是在走高的，市场价格
是在走高的。

天气的影响有短期、中期和长期。短期来
看，上上周价格下降的土豆，因为产地降雨，刨
不出来，上周价格有所上涨。等到能够刨出来
时，价格还会回落；从中期来看，北京周边地区
生产的小品种叶类菜，前期有被雨水浸泡现象，
到上周，一部分蔬菜烂在了地里，产量下降；也
有一部分蔬菜运抵市场以后腐烂，保鲜程度较
好的，价格涨幅也比较明显。产量下降导致的
价格上涨需要等待后续上市的蔬菜来补充，用
时会长一些。

所以，尽管夏季蔬菜的种植面积超过去年，
但是不利天气的影响又使得菜价走高。不过，
上周后期，降雨停歇，菜价又有所回落。

（据《新京报》）

蔬菜价格波动明显

上周（2022年7月2日—7月8日）前期，
白条猪批发的平均价继续冲高，周末略有回
调。7月8日，新发地市场白条猪批发平均价
是28.50元/公斤，比上上周同期（7月1日）的
25.25元/公斤上涨12.87%；比上月同期（6月8
日）的19.35元/公斤上涨47.29%；比去年同期
的20.25元/公斤上涨40.70%。周环比上涨；
月环比上涨；年同比上涨。上上周末价格同
比上涨17.44%，上周末价格同比涨幅放大。

上周前期，白条猪批发的平均价继续上
涨，涨幅明显。在肉价非正常上涨以后，政府
及时应对，上周后期，政府释放准备向市场投
放储备肉的信息，使得猪价开始回归理性，肉
价也应声而落。

此前曾经谈到，据业内发布的数据来看，
由于猪价曾经经历了较长时间低迷状态，毛

猪的产能得到一定程度的压缩，压缩以后的
产能仍然处于合理区间。既然生猪产能处于
合理区间，生猪的供应与需求的状态也应该
处于相对平衡的状态，毛猪的价格也会回升
到合理的区间。毛猪供应不存在短缺的状
况，目前之所以显得有些偏紧，实际上就是前
面提到的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是一种
暂时的漂浮在表面的现象。从较长时间段来
看，压量保价的动作也有可能会造成后期的
集中出栏。上周肉价的上涨态势，总体感觉
是“不可持续”。

事实上，到了上周末，肉价就掉头向下
了，此波肉价的非理性上涨很快得到了平
息。周后期，肉价回落了，市场上的销量也有
所回落，采购积极性降温，使得上周日均上市
量比上上周有所下降。

猪肉价格冲高后回落

目前，我国疫情防控总体形势向稳趋好，产业链、供应链逐步畅通稳定，重要民生食品供应充足。从
北京新发地了解到，鸡蛋价格平稳，猪肉、蔬菜价格都呈现先上涨后回落的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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