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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农业农村部监测数据显示，6月
21日，全国农产品批发市场牛肉平均价格为
60.91元/公斤，比1月份均价80.41元/公斤下
跌了24.25%。截至6月份第2周，全国牛肉
周均价已经跌至69.96元/公斤，同比下跌
16.4%，已经连续18周下跌，降至2019年水
平。从育种、养殖、屠宰加工到餐饮的肉牛
产业链各个环节价格均明显下跌。多数养
殖户的养殖收益处于盈亏平衡点附近或亏
损，主产区养殖户亏损较为明显。中国农业
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杨春
表示，本轮牛肉价格下跌持续时间长、下跌
幅度大、波及链条广。

杨春认为，当前牛肉价格持续下跌，既
受国内消费增长放缓、国外进口牛肉增加的
影响，也受肉牛生产持续增加及奶业等相关
产业的影响。既有季节性、周期性因素，也
有来自供需端的结构性因素。

供应增长源于我国牛肉产量的逐年攀
升，以及国外牛肉进口的持续增加。我国牛
肉产量已连续10年保持增长，期间供应量
增加了140万吨。2023年，我国牛肉产量达
到753万吨，较上年增长4.8%。2024年一季
度，我国牛肉产量 186万吨，同比增长
3.6%。同时，由于牛奶价格一路下滑，奶牛
养殖出现不同程度亏损，为降低成本缓解亏
损，奶牛养殖户加速淘汰低产奶牛作为肉用
牛，进一步增加了牛肉市场供应。此外，自
2013年以来，我国牛肉进口量不断增加，
2023年我国牛肉进口量达到273.7万吨，为
2013年进口量的9.3倍。2024年1—4月，我
国牛肉累计进口 99.57万吨，同比增加
22.0%。国内牛肉产量逐年上升和牛肉进口
量屡创新高，都是造成当前牛肉价格持续走
低的供给侧原因。

需求增幅放缓主要受结构性和周期性
两方面因素影响。需求结构性走低来自于
城乡收支增幅放缓，作为肉类产品中价格
最高位的牛肉产品，不可避免地受到居民
消费意愿降低的约束。从周期性角度而
言，居民对肉类消费受季节和气温的影
响。随着夏季天气转热，居民对肉类季节
性消费需求减少，也是造成近期牛肉价格
下跌的原因之一。

低价牛肉主要是受低价进口牛肉和低
价奶牛肉的双重影响。近年来，牛肉进口来
源市场逐步拓展，进口来源国不断扩充，特
别是澳大利亚等国牛肉进口关税降至零，国
外低价牛肉进口增加。2024年1—4月，我国
进口牛肉平均到岸价格为每公斤34.71元，
同比下跌9.7%，明显低于国内市场牛肉价
格。同时，大量供应市场的奶牛肉价格也往
往低于普通牛肉价格。杨春对宁夏产区调
研发现，奶牛肉价格一般比普通牛肉价格低
15%至20%。据测算，进口牛肉和奶牛肉占
市场供应量约30%，进一步加剧了国内牛肉
价格下跌。

杨春表示，当前肉牛养殖亏损明显，部
分养殖户还款压力激增，资金周转困难，开
始被动减产或退出养殖，甚至一些优质的基
础母牛被提前屠宰，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肉
牛产业发展。从深层次来讲，本轮牛肉价格
下跌也反映出我国肉牛产业抗风险能力偏
弱和竞争力有待提升。对于后市，从短期来
看，牛肉价格会随着秋冬两季到来，天气转
冷，居民消费意愿增加而出现周期性、季节
性回暖，但价格将依然处于低位。从长期来
看，当前正处于养殖亏损加大的情况下，生
产端的逐步调整，后期一定程度上会形成产
能的下降，考虑到肉牛养殖周期长，生产调
整节奏较慢，牛肉价格明显恢复需要两年左
右或者更长的时间。建议养殖户结合自身
资金、产能等情况，及时作出调整，降低市场
风险，努力探索最优养殖规模结构及生产管
理模式。

多因素致牛肉
价格下跌

本报讯 暴梦川 近日，国家奶牛产
业技术体系奶业经济研究室发布的
《中国奶业贸易月报2024年05月》显
示，2024年1—4月，我国共计进口各类
乳制品87.52万吨，同比减少14.3%；进
口额35.24亿美元，同比下降27.2%；进
口乳制品折合生鲜乳为542万吨，同比
减少15.2%（干制品按1∶8折算，液态乳
品按1∶1折算，下同）。

婴配粉进口量同比大跌45.3%。
具体来看，1—4月，婴配粉、包装牛奶、
乳清类、酸奶类的进口量大跌，且降幅
接近或者超出20%。值得注意的是，
1—4月，婴配粉进口量同比大跌
45.3%，是所有进口乳制品品类中跌幅
最为明显的品类。

在独立乳业分析师宋亮看来，婴
配粉进口量大幅下降的一个重要因素
是新版《婴幼儿配方乳粉产品配方注
册管理办法》的实施，对中小型乳企的
影响较大，国内许多中小型乳企以及国

外品牌婴配粉的产品未申请或通过“二
次配方注册”，导致无法继续生产婴配
粉，进而造成婴配粉进口量的大幅下
降。另外，婴配粉市场的萎靡以及国外
婴配粉生产量减少也是导致婴配粉进
口量下降的原因之一。

新业态带动部分乳制品原料需求
量增加。尽管进口乳制品总量有所下
降，但奶油类、奶酪类、炼乳类、蛋白类
和稀奶油进口量则保持了同比增长，
其中，炼乳进口量同比增幅超过50%。
同比增长的进口乳制品品类中，大部
分涉及了餐饮行业所使用的原料。

宋亮分析，受到宏观经济影响，我
国乳制品消费结构发生较大变化。一
方面，新业态的崛起使得烘焙等行业
对于相关乳制品原料的使用大幅增
加，推动了这些产品进口量有所增长；
另一方面，目前我国黄油、奶酪等产品
的产量不足，也促使市场对这些产品
的需求量增加。

进口乳制品总量下滑对国内市场影
响有限。根据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发布
的数据，2023年1—12月，全国共进口各
种乳制品309.40万吨，增长-9.94%。
2022年进口量则同比减少17.1%。

按照这种趋势发展，今年我国进
口乳制品总量有可能下探至300万吨
以下。宋亮表示，随着我国奶源价格
的走低，新西兰等国家和地区的全脂
粉、脱脂粉价格不再具有优势，国内生
产和供应产品的产量和价格基本能够
满足国内市场需求。因此，进口乳制
品总量下降对国内消费市场不会产生
太大的影响。

“近年来，我国乳制品消费结构发
生很大变化，消费者对于高品质产品
的需求量增加造就了进口乳制品结构
发生根本性的改变，虽然乳制品进口
总量下降，但从中长期来看呢，进口乳
制品对于缓解我国奶源压力，仍将发
挥重要作用。”宋亮认为。

我国乳制品消费结构改变 高质量餐饮类乳制品需求增加

农业农村部最新数据显示，6月份，全国菜
篮子指数为112.79，环比下降6.52个点，同比下降
10.02个点。其中，蔬菜价格保持季节性下降。6月份，农
业农村部监测的28种蔬菜全国平均批发价格为每公斤4.37元，
环比下降7%，同比下降12.2%。分品种看，环比价格21种下降，7种
上涨，其中西红柿、洋葱、菜花、豆角和茄子价格降幅较大。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研究所副研究员张晶表示，6月份全国蔬菜价
格保持季节性下行趋势，主要原因是夏季大宗蔬菜中的耐储蔬菜和茄果类蔬菜
大量上市，而这些大宗蔬菜价格下跌明显拉动了蔬菜整体价格下行。其中，洋葱和
马铃薯今年扩种比较普遍，价格下降明显。而茄果类蔬菜夏季产量明显超过去年同
期，西红柿价格同比下降50%，黄瓜下降35%。

专家表示，夏季强降雨、高温等极端天气频繁出现，容易导致蔬菜换茬衔接不畅，高温
高湿也容易导致蔬菜易腐烂，运输保鲜成本增加。6月最后一周，全国蔬菜周均价已经由降
转涨。

张晶分析称：“预计后期蔬菜价格下行空间有限，部分品种价格可能会出现快速上涨的现象。”

多举措保障居民拎稳多举措保障居民拎稳““菜篮子菜篮子””

北京：天气影响生产供应 蔬菜价格呈现两极分化
在北京，蔬菜的供应进入夏季模式，天气的变化

影响蔬菜供应，价格也呈现分化趋势，一起到北京最
大的农产品批发市场去了解一下。

在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了解到，6月份
市场蔬菜整体价格低于5月份10%左右，其中，6月
份前半个月低位运行，后半个月则有所波动，不同
品种呈现出分化的走势，比如豆角类蔬菜以喜温为
主，今年夏季气温升高得相对较早较快，产量明显
高于去年同期，价格不断下降。

此外，黄瓜、茄子、西红柿等茄果类蔬菜也是生

长较快、供应增加，价格下降幅度较大。但是，一
些鲜嫩小品种叶类蔬菜受高温影响，出现了黄叶、
烧心现象，品质下降、供应减少，价格有所走高。

北京新发地市场分析师刘通称：“有一部分蔬
菜是喜温的，有一部分蔬菜是喜凉的，所以价格就
出现了两极分化。同样，由于在高温环境下，蔬菜
的保鲜也增加了难度，现在商户在蔬菜上覆盖一层
冰袋，所以费用有所增加。”

数据显示，7月1日北京新发地市场蔬菜加权平均
价为每公斤2.83元，比6月24日上涨6.8%。

农业农村部：应对极端天气 确保夏季蔬菜生产供应
据了解，今年夏季我国气候状况总体偏差，为

了有效防范、减轻高温干旱、强降雨等极端天气对
蔬菜生产造成的不利影响，农业农村部近日发布了
夏季蔬菜生产指导意见，保障蔬菜生产供应。

在山东武城县这家蔬菜种植基地，种植户赵建
杰每天采收2000斤黄瓜，销往当地农贸市场。据介
绍，近期为了应对高温天气，当地组织了8个小组农
技专家为种植户提供技术服务。

在山东省平度市仁兆镇，连片的洋葱进入采收
旺季，种植户冷德胜组织人力、机械开始收获3亩

洋葱。他介绍，由于洋葱栽培
管理得当，三分之一单颗洋葱
重量达到两斤以上。

据悉，农业农村部近日发布《夏季
蔬菜生产技术指导意见》，对于露地在田
蔬菜黄瓜、辣椒、菜花等，加强植株管理、防治
病虫害，推荐使用水肥一体化技术。对于夏季高
海拔区域以种植喜冷凉的萝卜、甘蓝、大白菜，科
学安排播期与品种，重点防范突发冰雹危害，实现
高产稳产。 （央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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