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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本周，蔬菜的整体价格出现连续
下降的走势。8月5日，新发地市场蔬菜加权
平均价是2.92元/公斤，比上周（7月29日）的
3.21元/公斤下降9.03%；比去年同期的2.52
元/公斤上涨15.87%。周环比大幅下降；年同
比大幅上涨。上周末，价格同比上涨41.41%，
本周末同比涨幅大幅收窄。

本周，蔬菜价格环比降幅比较明显，主要
原因是夏季晚茬蔬菜正在进入集中上市阶
段。主要表现值在：一是产自冷凉地区的大白
菜、圆白菜、芹菜等，一方面是种植面积比去年
有所扩大；另一方面此前受降雨影响补种的蔬
菜进入收获期，与正常生产的蔬菜同时上市，
供应量大且集中，价格快速走向低位。二是产
自河北北部、山西北部、内蒙古中东部及辽宁的
豆角类蔬菜，近期处于集中上市状态。据新发地
市场的商户介绍，豆角类蔬菜前赶后错，各个产
地的豆角同时上市，使得价格出现相互挤压的现
象。三是产自北京、河北的圆茄、长茄、广茄、
线茄，也处于集中上市阶段，价格下降到低
点。所有这些处于集中上市阶段的蔬菜，近期
在产地都出现程度不同的卖难现象。

由于终端消费减弱，市场内蔬菜的上市量
存在逐渐下降的状况，商户不敢过多的把蔬菜
运抵市场，在高温、高湿地环境下，运抵市场的
蔬菜基本上需要“日清”，当日卖不完第二天就
容易腐烂。

在一部分蔬菜卖难的同时，也有一部分蔬
菜的供应仍然偏紧，目前价格较大幅度地高于
去年同期的蔬菜主要包括：椒类、洋葱、土豆、
大葱、青皮冬瓜、胡萝卜。椒类中的尖椒、柿子
椒等，价格均明显高于去年同期，而且从春季
开始，这些椒类的价格就一直居高不下。出现
这种状况的原因一方面是产地种植结构调整，
另一方面是产地前期有因降雨而受淹减产。

受前期降雨影响较大的还有青皮冬瓜、大
葱、胡萝卜，受种植结构调整影响的还有洋葱、
土豆。这些蔬菜中，洋葱、土豆、胡萝卜的价格
会受到后续产地蔬菜的上市而回落；大葱价格
回落需要等到秋季；其他蔬菜的价格还会继续
在高位运行一段时间。

本周，蔬菜的整体价格虽然比去年同期有
所提高，但是高出的幅度已经进入正常区间。
在蔬菜生产、流通诸环节费用都有增加的情况
下，目前，菜价同比高出的幅度已经是相对比
较小。短时间内，蔬菜的整体价格还有继续回
落的空间，但是回落的空间并不很大。一部分
价格高于去年同期的蔬菜，价格会出现回落；

价格低于去年同期的蔬
菜则有可能会反弹。

蔬菜大量上市
菜价连续下降

北京新发地：

本报讯 桂小笋 生猪价格触底
回弹以来，在养殖端惜售、适量猪
源阶段性减少等综合因素的推动
下，7月份生猪价格急剧拉升。截
至8月7日，包括大北农、金新农、
牧原股份在内的多家生猪养殖企
业发布了7月份的销售简报，从数
据中可以看出，7月份生猪售价环
比上升幅度较大。

以牧原股份为例，公司今年7
月份的商品猪价格为 21.33元/公
斤，而在6月份仅为16.53元/公斤。
东瑞股份的公告也显示，今年7月
份商品猪价格为27.71元/公斤，而
在6月份为20.6元/公斤。

价格的高涨让养殖端企业一
改此前的业绩颓势。不过，有分
析师介绍，7月份的高景气度想要
持续下去并不容易，养殖企业在8
月份仍要面临供需两端带来的业
绩压力。此外，在经历了前一轮
“猪周期”之后，新一轮的“猪周
期”特征已经发生变化，养殖企业
想要获得恒定的利润，仍要从育
种、研发、提高饲料转化率等多个
角度着手。

每轮“猪周期”各不同

从行业的整体发展情况来看，
在经历了上一轮“猪周期”之后，养
殖行业的生产已经发生了变化。

农业农村部猪肉全产业链监测
预警首席分析师朱增勇表示，本轮
周期与以前周期差异较大的是，猪
价在新周期开始即短期出现较大涨
幅，而不是像过往的“猪周期”一样，
在开始时先经历一轮小周期。猪价
的提前上涨也会熨平后期猪价走
势，自5月份开始，能繁母猪存栏逐
步回升，意味着后期供给将会较稳
定，不会再出现以前周期较大的波
动。同时，本轮周期生产成本上涨，

则意味着猪价波动的盈亏平衡点将
会上移。

经过此前的“猪周期”，龙头养
殖企业加速扩栏，养殖生产集中度
得到明显提升。

对此，朱增勇认为，这意味着
未来产业稳定性得以提升，在不发
生较大重大动物疫病影响的前提
下，周期内供给和猪价的稳定性将
会提升。农业农村部印发的《生猪
产能调控实施方案（暂行）》提出了
以“能繁母猪存栏量变化率”的核
心调控指标。同时，细化“三抓两
保”（抓产销大省、养殖大县、养殖
大场，保能繁母猪存栏量底线、保
规模猪场数量底线），有利于从产
业内部和产业调控政策两手抓，更
准确监测和调控生猪产能，保障供
给和猪价稳定，保障猪价在合理范
围内波动。

不过，猪价在合理的范围内波
动，并不意味着所有的从业者都能
获得恒定的利润。

“一方面看猪价是否窄幅波
动，另一方面看企业是否实现规
模效率，如果规模不经济，企业也
会面临较大的市场风险，因此企
业重心应该转向提升经营质量，
在提质增效的同时，适度完善企
业产业链。”朱增勇建议，当前，企
业要从三个角度着手提质增效：
通过加强种猪选育，在提高 PSY
水平(（指每头母猪每年所能提供
的断奶仔猪头数，这是衡量猪场
效益和母猪繁殖成绩的重要指
标）的同时，培育生产效率高的商
品猪品种；加强营养技术的研发，
提高饲料转化率，特别是蛋白效
率；利用本土丰富的蛋白资源，推
广高品质低蛋白日粮。

8月份猪价保持高位存压力

虽然“猪周期”的特征发生变

化，生猪价格步入上行周期，但是，
猪价8月份想要保持高位存在诸多
压力。

据悉，8月份多因素或将导致猪
价下行：从供给情况来看，今年7月
份重点养殖企业生猪出栏计划完成
率不足96%，意味着有超过4%的出
栏计划推迟到8月份完成。通过市
场调研了解，8月份131家重点企业
计划出栏总量环比增幅6.88%。同
时，2021年10月份能繁母猪存栏环
比增加0.18%，间接说明8月生猪理
论出栏量略有提升。再者，5月至6
月进行二次育肥的猪源或将于8月
份加速出栏。此外，从需求端来看，
8月份气温依然偏高，终端市场猪肉
需求相对清淡。

在供给双方都存在压力的背景
下，8月份的养殖企业想要延续当前
的高价，比较困难。

卓创资讯生猪行业高级分析
师孙魏杰表示，从“猪周期”的规律
来看，目前养殖行业的经营、利润
从底部逐渐爬升，但行业仍然有一
些人为干扰因素需要注意。今年
4、5月份时，由于市场对下半年行
情一致看好，本该流入市场的标猪
被购回养殖端二次育肥，人为地将
原本该在当时出售的生猪延后出
栏了两个月，这对于后续市场的生
产是不利的。从目前的观察来看，
人工干预、压栏、二次育肥的现状
未来也还有可能发生。

孙魏杰表示，由于猪周期大涨
大跌带来的关注度和行业影响力，
未来的“猪周期”虽然依旧存在，但
在监管的提前干预、指导之下，不
会再有过分的大涨大跌现象出
现。价格大涨造成养殖端疯狂扩
栏，而这种疯狂扩栏对应的生猪存
量又为未来猪价大跌埋下隐患，对
于养殖行业而言是不利的。“猪周
期”未来依旧会存在，但价格振幅
将会收窄。

猪价大涨
8月份猪价保持高位存压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