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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曹琦 5月27日，据生
意社数据监测，生猪基准价为
16.23元/公斤，与本月初（14.85元/
公斤）相比上涨了9.29%。

近期国内生猪价格持续走高，
数据显示，5月份以来生猪价格显
著上行，5月 24日为 16.75元/公
斤，较4月末上涨12.95%。

卓创资讯生猪分析师王亚男
介绍：“进入5月份后，生猪价格呈
上涨态势，此轮上涨主要受二次育
肥影响，且北方产能缩减、标猪紧
缺现象较为普遍。”

有专家分析，近期生猪市场因
产能缩减导致供应趋紧，特别是在
北方地区，养殖端的压栏动作推高
了价格稳定性。

王亚男表示，因能够更好地掌
握行情和出栏节奏，现在养殖户更
偏向短线操作。相比母猪及仔猪
补栏周期较长，风险随之提升，二
次育肥操作更加方便，“今年北方
已进行至少两轮的二次育肥集中
补栏，相比往年明显增多。”

近期，随着饲料成本的下降，
养猪成本也在降低。数据显示，最
近一周（5月20日至5月26日）猪
料比相比上一周下滑0.62%。

“猪饲料环节的投入包括玉
米、小麦、麸皮、粕类及添加剂等，
一般而言，饲料成本占生猪养殖
成本的比例约为60%。”正邦科技
相关负责人介绍，生猪养殖行业
格局不断重塑，行业规模红利已
转变为成本红利，微利时代的到
来凸显成本竞争在行业竞争中的
地位。

国投安信期货研报显示，目
前养殖企业生猪完全养殖成本或
在15元/公斤左右，其中行业龙头
牧原股份4月份生猪完全养殖成
本为14.8元/公斤，温氏股份4月
份生猪完全养殖成本为14.4元/
公斤。

牧原股份此前表示，今年全年
平均生猪养殖完全成本目标为14
元/公斤，希望年底能降到13元/公
斤，与去年全年平均成本相比，有2
元/公斤的下降空间，其中原粮价
格下降带来的饲料成本下降能够
贡献约1元/公斤，养猪生产效率提
升带来的成本下降约1元/公斤。

有专家表示，随着二次育肥补
栏活动增加，同时由于养殖企业标
猪出栏有限，短期内生猪价格可能
维持强势。预计随着产能去化效
果显现以及养殖成本的下降，未来
3个月至5个月生猪养殖行业有望
保持盈利状态。

王亚男认为，由于6月份或陆
续有二次育肥猪出栏，使得供应
短时增加，猪价上涨幅度受限，局
部或出现暂时止涨回落现象。此
外，由于部分南方猪源或调往北
方市场，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平抑
猪价上涨幅度，预计到今年四季
度时均价或在18元/公斤至19元/
公斤徘徊。

多家养猪企业表示，今年养
猪行业景气度将提升。一家头
部猪企相关负责人说：“我们今
年主要精力在提升产能利用率
这一部分。”

五月份以来生猪
价格显著上行

而在荔枝产量变动背后，有一个因素也被
频频提及，即“大小年”。

陈厚彬提到，有着上千年历史的荔枝自种
植起就表现出明显的“大小年”，基本每4到5年
就会表现出一个“大小年”的周期。

去年是荔枝生产的大年，因此很多人认为，
这会导致荔枝树体消耗过多，一定程度上导致
今年荔枝开花率较低。

在“大小年”上，陈厚彬认为，最近几年，果
农管理技术水平提高了很多，科技培训工作应
该也做得很好，所以主要还是因为特殊的天气
情况。

针对荔枝产量减少的实际，地方相关部门
也在积极采取措施应对。

4月份，强雷雨预警发布

后，广东东莞农业农村部门科学指导荔农在雷
雨天气如何壮花保果；桂味、香荔等晚熟品种面
临罕见减产，广西灵山县相关部门也加大技术
培训和技术服务力度。

近日，国家级“荔枝气象服务中心”在广东
茂名正式启动运行，标志着荔枝气象服务进入
新阶段。

最近，成熟的越南荔枝从口岸进入中国市
场。但陈厚彬也提到，从往年看，由于进口总量
相对较少，所以保证荔枝的供应还是得靠国内。

在陈厚彬看来，基于荔枝的特殊性，每年都
要把荔枝的生产当成小年来管理。在对荔枝生
产的认知上要提升，要多运用技术环节，严格按
照技术管理方案去执行。

（谢艺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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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口感酸甜的荔枝一直是很多人的心头爱。
在北京工作的小雨（化名）就是荔枝爱好者。但最近她发现，今年的荔枝比去年贵了一

些，“某线上平台，去年10元左右一斤的妃子笑，今年卖到了13.6元一斤。”下走访调查时亦
发现，“贵”或成为今年荔枝的关键词。

今年荔枝有多贵？
北京市西城区一家超市内，妃子笑荔枝

卖到了19.9元一斤，相较往年同期价格高了
一些；丰台区一家大型超市内，荔枝正在搞
促销活动，11.98元一斤的价格已是近期最
低价。

部分生鲜平台上，常见的妃子笑荔枝每斤
集中在14元至20元之间，白糖罂荔枝价格更
高，每斤多在20元以上。

即使是在荔枝主产区之一的广东，荔枝的

价格也较往年有所走高。李军（化名）是广东
茂名人，家里有着自己的荔枝园，此时正值荔
枝采摘的季节，他介绍，今年荔枝价格卖得确
实比往年要贵。在他发来的商品链接上，新鲜
白糖罂荔枝3斤售价78元，这样的价格去年可
以买到5斤。

不过，由于区域、平台补贴等因素影响，荔
枝零售价差异也较大。在广东、广西等地，部分
消费者买到了每斤10元以下的荔枝，但品种多
以妃子笑和白糖罂为主。

对于市面上荔枝价格，北京新发地市场分
析师刘通表示，现在普遍售卖的妃子笑品种，价
格上还不算高。

他提到，受天气因素影响，部分产区尤其是
中晚熟品牌，荔枝开花受到影响，上市后价格预
计会比往年同期要高。

国家荔枝龙眼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
华南农业大学教授陈厚彬介绍，广东、广西是
国内最重要的荔枝产区，就这两个产区来讲，
去年冬天低温来得比较晚，12月中旬才有第一
波冷空气，第二波冷空气是在1月底。中晚期
品种成花诱导的有效期应该是在1月中旬之
前，这也意味着，对于中晚熟品种来说，低温是
不够的。

但不同地区情况亦有不同。陈厚彬分析，

比如，海南的主栽品种是妃子笑，受益于其技
术模式，成花较好一些。云南、四川、福建等地
低温是足够的，荔枝成花普遍也比较好，产量
也相对正常。

此前，国家荔枝龙眼产业技术研发中心基
于成花情况预测，今年全国荔枝总产量178万
吨，比去年减产45.94%。其中，广东、广西荔枝
减产幅度较大。黑叶、怀枝、桂味、糯米糍、鸡嘴
荔等中、晚熟品种减产幅度达60%～80%。李军
等果农也提到，由于天气不好，家里荔枝产量大
幅减产。有果农还表示，桂味、糯米糍基本“全
军覆没”。

减产导致产地价有所走高，考虑到人工、
运输等成本以及储存损耗，最终到达外地消费
者手里的就是层层加价的荔枝。

今年荔枝果农都说贵

全国荔枝产量预计“腰折”

专家：把每年都当作“小年”来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