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元食品”指的是价格在1元左右的低价食品。随着时代的发展，他们已经很少
出现在商店、超市中，逐渐从消费者的视线中淡出。

秋季刚至，之前的酷暑使得饮料、冰棍和雪糕的需求增加，不少户外劳动者发现，
过去用于解暑降温的“1元食品”现在越来越少见了。据悉，目前市面上这些低价食品
的商业版图逐渐缩小，消费者日益呼唤“1元食品”。

近日，高价雪糕在网络上引起
热议。通过实地走访发现，虽然整
体上低价雪糕占比不大，但几角钱、
1元左右的低价冰棍、雪糕在部分商
铺中依然有售，并未绝迹。一些家
庭装的雪糕，每支折合售价仅1元
多，有的还不足1元，如20支装的伊
利小布丁有超市售价不到20元。

居住在北京市昌平区的市民
表示，1元左右的冰棍、雪糕在小
区商店还是很容易买到，但在街
边不容易，在大商场就更难买
到。“天气热，吃根冰棍凉快凉快
是刚需，但动辄十几元一支的雪
糕还是很心疼。”

通过走访发现，市面上5元以
下的冰激凌已经很少出现，很多商
店都难以买到。喜欢吃冰激凌的
韩女士说：“冰激凌早已不是5元以
下的样子了。这个产品现在更加
细分，讲究低脂健康，价格也变得
越来越不‘友好’。”

1元矿泉水也变得越来越“稀
有”。每天上下班需要步行的市民
赵赫表示：“通勤带水很不方便，也
不能保证是冰镇的。如果每天喝3
瓶矿泉水的话，单价3元就接近10
元。”现在赵赫喜欢买冰露这种零
售价格为1元的矿泉水，但赵赫表
示，这样低价的矿泉水品牌越来越
难买到。

1元雪糕尚未绝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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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乔金亮

以往应对猪周期经验表明，既要发挥市场
机制作用，同时宏观调控也必不可少。

中秋国庆期间，猪肉消费进入旺季。鉴于
猪肉价格对物价指数和居民生活有重要影响，
适时投放冻肉储备，兼有猪肉保供和稳定物价
的双重考虑。我国猪肉正常年度消费量为
5500万吨左右，单次冻肉储备投放量一般仅数
万吨，相较庞大的消费量而言，对市场的直接影
响很有限，无法改变供求大局。但是，投放的间
接影响不小，主要是释放信号、引导预期，传递
出权威部门的调控风向和对未来的判断。本次
投放的目的是，引导养殖场户出栏节奏和屠宰
加工企业释放库存，既满足居民吃肉需求，也使
物价指数保持在合理范围内。

本世纪以来，我国生猪产业经历了5个完
整的猪周期。其中，第5个猪周期是史无前例
的“超级猪周期”，诱发因素之多、持续时间之
长、波动幅度之大、应对举措之广、恢复速度之
快，均为历史罕见。今年二季度，第6轮猪周期
开启，截至目前，全国能繁母猪存栏量略高于正
常保有量，处于绿色合理区间。这意味着，尽管
国庆假期叠加年底备货，四季度需求对猪价支
撑作用明显，但是，后期猪肉供应总体有充分保
障，价格不太可能连续大幅上涨。

人常说，“猪粮安天下”，但两者又有不同。
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粮食多了问
题少、粮食少了问题多”，是业内公认的观点。
近年来，国家对粮食产量设定了预期目标，这是
一种底线要求，却没有上限要求。生猪则不同，
产量既不能过多也不能过少，而是要维持在一
定区间，这样才能减少价格剧烈波动，避免“肉
贵伤民，猪贱伤农”。在市场作用下，如不想肉
价过高，则应在猪价过低时保护养殖场户的积
极性，否则此刻的波谷意味着彼时的波峰。以
往的猪周期经验表明，要发挥好市场机制作用，
同时宏观调控也必不可少。

新一轮猪周期以来，人们感受到，猪周期
的表现形态不同以往，价格变化频次虽多，但
总体幅度在变窄。原因有两方面。一是稳价政
策提早介入。经过史无前例的“超级猪周期”
后，有关部门对猪肉价格波动有了更清晰地认
识，在应对策略上做了优化，及时发布了预警信
息，提早启动收储或投放，避免以往产能波峰或
波谷时再介入的时滞。二是市场主体经验更丰
富。伴随与产能调整同步的产业转型，一大批
规模猪场快速崛起，一大批中小养殖场户改造
提升，2021年生猪规模化养殖水平达60%，规模
主体养殖技术更成熟，应对市场更有定力。

观察新一轮猪周期，可以看出，生猪产能调
控的思路日渐清晰。自2009年以来，我国生猪
生产共有4次大波动，恰好对应能繁母猪存栏量
月度同比变动超过5%时的4次情况。受此启
发，有关部门以“短期调肥猪、中期调仔猪、长期
调母猪”为路径，把能繁母猪存栏量作为调控风
向标，建立生猪生产逆周期调控机制。具体而
言，划定能繁母猪正常保有量为4100万头，上下
浮动5％以内，亮绿灯；浮动5％至10％，亮黄灯；
浮动超出10％，亮红灯。目前来看，效果不错，
总体达到“养猪有钱赚、消费者买得起”的预期。

相对来说，生猪消费端较为稳定，主要波
动在生产端。今后应对猪周期，也要聚焦生产
端。要像重视粮食生产一样重视生猪生产，防
止一些地方在政策上“翻烧饼”，稳定养殖的政
策环境和发展预期。要像保护永久基本农田
一样保护主产区的生猪基础产能，使之成为生
猪供应的“压舱石”。要像紧盯种业一样紧盯
能繁母猪数量和质量，使其成为生猪生产的
“总开关”。在实践中，不能等到市场上缺猪肉
了，才临时抱养殖的“佛脚”；也不能一旦供给
充裕，就人为给养猪制造困难，甚至是不合理
的限养禁养。唯如此，生猪产业发展才能可持
续，居民吃肉才有根本保障。

投放储备肉传递
稳预期信号

虽然并未绝迹，但1元左右的
低价食品处境却十分艰难。在越
来越追求高品质产品的时代，“1
元食品”存在感很低，并且市场份
额有进一步萎缩的可能。

大部分商店不倾向于销售低
价食品是其生产萎缩的首要原
因，也是消费者难以买到的直接
原因。北京市昌平区文华路的一
位街边商铺的老板说：“冰箱以及
商店场地就这么大，如果低价雪
糕和矿泉水多了，就摆放不了价
格高一些的商品，毕竟同等的销
量下，低价商品要少收入不少。”
由此，进货的时候他们就不会太
多地考虑低价食品。

逐步减少低价食品的生产，商
家本身也有苦衷。业内人士称，一
瓶矿泉水的成本，除去渠道费用，

水源、包装、物流成本是最基本的，
而近年来，由于相关成本提高，价
格如果不水涨船高就很难取得利
润，甚至是亏本。雪糕企业也称，
人力成本、冷藏等费用日益抬升是
雪糕售价增长的主要原因。

此外，随着有关部门对低价
食品的监管日益严格，使得一些
商家逐步放弃生产。据悉，有的
地区对辖区内“五毛食品”销售
商分布情况，登记经营品牌信息
加强掌控，建立“五毛食品”专项
监管台账。对不能溯源的“五毛
食品”，一律责令经营者下架停
售或者停业整顿。这些措施虽
然有助于提升食品安全，但也增
加了“1元食品”的实际成本，对
企业的生产积极性产生了一定
影响。

“1元食品”处境不易

在各类食品“刺客”的新闻不
断曝光下，不少消费者都呼唤低价
饮料、雪糕等食品。

刚刚大学毕业的小盛介绍，
她喜欢吃的小零食，“小小的一
包，价格一直没有太大变化，每次

吃完还想吃。我们现在
缺的就是这样低价又好

吃的零食。”

通过走访了解到，一些低价食
品能带动更大的销售。北京市海
淀区一家经营雪糕、饮料的小店店
主说：“今年比较热，光是老冰棍，
一天卖个五六百支是没问题的，水
也卖得好。”在炎热的天气里，平价
雪糕更有吸引力，目前1元钱的老
冰棍总利润已经超过了零售价在4
元以上的雪糕产品。

一家位于北京市立水桥南地
铁站附近的商铺介绍，7月份以来，
每天可卖掉几百瓶矿泉水及饮
料。其中，90%顾客都购买冰饮。

“1.5元的以及2元的矿泉水最
受欢迎，3元以上的矿泉
水品牌买的整体占比
不大。饮料也是这样

的趋势，五六元以上的销
量比较有限。”
市场分析师刘欢认为，现在一

些企业容易被别人带跑，越来越注
重外在包装以及新潮性，这固
然是时代发展趋势，但如果一
味如此追求，就容易把低价
的市场形成空白，反而不利

于提振销售额。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陈忠云认

为，消费者呼唤平价食品，考虑的是
回归食品饮料本身价值的需求。“矿
泉水就是解渴的，冰棍就是消暑的，
把包装做的如何精美，都取代不了
原本的价值。很多消费者渴望的就
是回归商品的本质需求。对此，生
产者应该予以反思。”

（据《工人日报》）

消费者的呼唤

“1元食品”商业版图逐渐消失

实际销路空间很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