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截至5月底，今年全国鸡肉产量同比增长6.8%。年内鸡苗销量同比增长7.7%。依据历年生产周期规律，

6月至8月，黄羽肉鸡出栏量会有较大幅度增长。预计夏季毛鸡和鸡肉价格虽有上涨可能，但幅度有限。

责编：何妍君 版式：武凯强

首都食品安全市场观察13 2025年7月4日 星期五
E-mail：tougao_cfs365@126.com

本报讯 侯雅洁 今年以来，
猪价稳中有跌。农业农村部监
测数据显示，6月25日，全国农
产品批发市场猪肉平均价格为
20.22元/公斤，比 1月 6日的
22.81元/公斤下降11.4%。6月
第3周，生猪价格为14.61元/公
斤，较年初累计跌11.8%，同比下
跌20.8%。

那么，上半年猪价为何下
跌？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
兽医研究所研究员、农业农村部
猪肉全产业链监测预警首席分
析师朱增勇分析，供给充裕和消
费季节性下降导致今年猪价稳
中有跌、窄幅震荡，但冻猪肉轮
储、冻品库存下降又对猪价形成
一定支撑。

从生产供给看，生猪屠宰量
保持高位，今年1月至5月，规模
以上生猪定点屠宰企业屠宰量
15349万头，同比增长 12.8%。
从猪肉进口看，1月至5月我国
猪肉进口 45万吨，同比增长
5.2%，其中5月份猪肉进口9万
吨，同比增长11.7%。从消费需
求看，春节后我国猪肉消费需求
逐渐转向平淡，叠加近期天气转
热，消费需求进入季节性淡季。
从冻肉收储看，截至5月底共轮
换5次中央储备冻猪肉，叠加对
加拿大和美国进口猪肉加征关
税影响，短期市场信心得到提
振。从猪肉冻品库存看，目前整
体低于去年同期，处于近几年较
低水平，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对于
鲜猪肉的消费需求。

虽然猪价上半年有所下跌，
但生猪养殖行业目前总体上仍
处于盈利状态。特别是仔猪价
格，虽然5月份之后开始回落，
但今年以来总体呈现涨势。朱
增勇分析，得益于农业农村部预
警信息，众多养殖场户据此在春节前消费
旺季提前出栏生猪，避免了节后踩踏效应
导致的猪价过快下跌风险。虽然猪价回
落，但近一年多来饲料价格的持续回落、能
繁母猪PSY（每头母猪每年所能提供的断
奶仔猪头数）水平显著提升，养殖成本持续
下降，截至5月份全国生猪养殖行业已经
连续13个月保持盈利，但盈利水平自上年
8月份开始持续回落。综合测算，1月至5
月平均头均盈利在120元上下，5月份盈利
水平降至80元左右。

猪价后市走势如何？“综合看，在供需
两侧多重因素的交织作用下，今年下半年
猪价很难出现大涨大跌的局面，预计将呈
现平稳运行、窄幅波动的特征。”农业农村部
猪肉全产业链梯队分析师李鹏程分析，在生
产供应端，2024年下半年能繁母猪存栏持
续增长，带动新生仔猪量去年四季度开始持
续高于上年同期，预示2025年下半年商品
猪出栏量将稳步增加，生猪供应比较充裕。
在农业农村部门预警引导下，出栏生猪活重
可能低于上年同期，将在一定程度上减小后
市猪肉供应增幅，有利于猪价稳定。在消
费需求端，下半年宏观经济将继续回升向
好，随着天气转凉后猪肉消费需求也将季
节性增长，加之有中秋、国庆和元旦等节日
消费和冬季南方腌腊灌肠需求提振，都将
有利于改善市场消费状况，支撑猪价稳定。

李鹏程建议，养殖场户一方面顺时顺
势出栏肥猪，避免盲目压栏和二次育肥，适
度降低出栏重量，做好疫病管理，提高新生
仔猪和断奶仔猪成活率，把控好养殖成
本。另一方面密切关注能繁母猪存栏等信
息，合理调减产能、及时淘汰落后产能母
猪，着眼长周期、避免盲目扩产，防止明年
可能出现的市场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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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黄俊毅 据农业农村部监
测，6月27日，全国农产品批发市场白
条鸡平均价格为17.26元/公斤。“当前
鸡肉供应充足，市场价格低廉。”农业
农村部肉鸡生产监测预警专家组首席
专家郑麦青说。

产出端最新汇总数据显示，截至5
月底，今年全国鸡肉产量同比增长
6.8%，累计出栏肉鸡同比增长5.5%，肉
鸡存栏量同比增长8.8%。其中，白羽肉
鸡累计肉产量同比增长7.8%，累计出栏
量同比增长6.8%，当前存栏量同比增长
11.6%；黄羽肉鸡累计肉产量同比增长
2.8%，累计出栏量同比增长1.9%，当前
存栏量同比增长4.9%。这说明，我国
肉鸡产能基础稳固，生产能力较强。

强劲的生产能力源于充足的种源
保障。统计数据显示，截至5月底，全
国祖代种鸡存栏量461.2万套，同比增
长7.2%，环比增长2.1%，较年均线增长
5.0%。其中，在产存栏量315.9万套，同
比增长13.0%，环比增长0.4%，较年均

线增长8.6%。全国父母代种鸡存栏量
16673.3万套，同比增长10.3%，环比增
长1.5%，较年均线增长5.8%。其中，在
产存栏量9572.3万套，同比增长9.5%，
环比增长1.4%，较年均线增长6.9%。

从供给端看，今年鸡肉进口增幅
较大。海关数据显示，截至4月底，今
年全国鸡肉产品进口量为32.30万吨，
同比增长15.0%；进口金额为9.93亿美
元，同比增长10.2%。但是出口增幅更
大：截至4月底，今年全国鸡肉产品出
口量为27.65万吨，同比增长30.0%；出
口 金 额 为 7.23亿 美 元 ，同 比 增 长
17.1%。由此可见，鸡肉供给增长主要
原因在于国内产能充裕。

不过，近日鸡肉价格与收益承
压。5月份，全国肉毛鸡均价为9.04
元/公斤，同比下跌 9.4%，环比下跌
2.8%。其中，白羽肉鸡价格为7.59元/
公斤，同比下跌3.6%，环比微涨0.2%；
黄羽肉鸡为13.88元/公斤，同比下跌
15.0%，环比下跌1.7%。

郑麦青介绍，截至5月底，全国肉
鸡生产全产业链平均收益为0.34元/
只，同比减少1.12元/只。其中，白羽肉
鸡只均收益为0.30元，同比增长0.37
元，环比减少0.35元；黄羽肉鸡只均收
益2.49元，同比减少3.81元，环比减少
1.37元。5月份，上市公司毛鸡销售价
格环比下跌3.8%，同比下降21.8%。

后市鸡肉价格走势如何？郑麦青
分析，从供给端看，全国在产种鸡存栏
量创新高，商品鸡苗的潜在供应量保持
高位增长。春节后商品鸡苗销售进入
高峰，3月和4月销量均达3.2亿只，5月
份进一步增至3.4亿只，为近两年高位，
年内鸡苗销量同比增长7.7%。依据历
年生产周期规律，6月至8月，黄羽肉鸡
出栏量会有较大幅度增长。随着产量
增长，价格通常会下跌。从需求端看，
入夏后，鸡肉消费会逐渐转入传统旺
季。综合分析，6月份呈现供需双增局
面，但市场情绪偏弱，预计夏季毛鸡和
鸡肉价格虽有上涨可能，但幅度有限。

鸡肉供应充足物美价廉

本报社 李燕京 随着Z世代消费
群体的崛起，符合年轻消费群体口味
和审美的新产品不断推出，零食市场
呈现出功能化、低脂化、中式辣味等特
点，且消费量逐年攀升。

吃零食也讲究养生
在健康意识深入人心的当下，零

食功能化趋势愈发显著。某健康管理
咨询公司营养师贺子健介绍，现在兴
起的功能性健康零食与传统高热量、
高脂肪、高糖分的零食形成鲜明对比，
其更注重营养成分、健康价值以及对
身体的积极影响。功能性零食种类越
来越多，如含有褪黑素、镁等成分的助
眠零食，含有中药成分的养生零食，还
有螺旋藻、亚麻籽制成的健康零食等，
满足了消费者多样化需求，受到消
费者青睐。

更具创意的是，市场上还出
现中药冰淇淋、人参茉莉青柠
茶、野菊开心果、山药当归枸杞
等产品。一位年轻消费者表
示：“夏天总要吃冰淇淋，与其
吃高热量的‘垃圾食品’，不如
选择添加健康成分的零食。这
些零食不仅口味不错，还带点中
药草本的味道，吃的时候心想‘这
就是健康的味道’。”

美味与健康要兼得
《2025中国休闲零食白皮书》数据

显示，超过67%的消费者在购买零食时
会优先查看热量表，这一消费趋势催生
了一批经过健康化改造的零食。

据了解，低脂薯片、低脂酸奶、低脂
鸡肉干等产品随处可见。某零食网店
店主说：“现在厂家推出了很多新颖的
低脂小零食，例如鸡肉脆、牛肉脆、虾肉
脆等零食均具备0蔗糖、0反式脂肪酸、
低脂、高蛋白等特点。此外还有椰子轻
蛋糕，其采用高纤维椰子粉制作，每块
蛋糕热量仅45卡，让消费者在享受甜
品美味时无负担。”

某零食生
产企业市场部负责

人表示：“魔芋作为公认的低脂健康食
品，如今以其为原料的零食种类不断丰
富，市场销量持续攀升。公司2024年
魔芋食品收入 1.7亿元，同比增长
63%。”欧睿国际的统计数据显示，2024
年中国魔芋零食市场规模已突破300
亿元，预计未来5年将以年均28%的速
度扩张。

“无辣不欢”正流行
近年来，辣味中式零食在市场异军

突起。从经典辣条、辣味豆干，到创新
辣味藕片、辣味海带结，辣味中式零食
凭借其别具一格的口味和琳琅满目的

种类，征服了众多消费者的味蕾。
据了解，香辣卤蛋、川香辣子鸡味

薯片、泡椒凤爪等辣味中式小零食销售
量惊人。某品牌直播间负责人说，“6?
18”期间仅香辣卤蛋一个品类就销售近
5万盒，其他辣味零食的销量也十分可
观。当下消费者对新鲜且风味浓郁的
零食需求渐增，这为辣味中式零食的发
展奠定了基础。

贺子健分析称，从科学角度来看，
辣并非一种味觉，而是一种刺激性痛
觉，这种痛觉会迅速充斥口腔和鼻腔。
当痛觉感受器被激活时，还会刺激大脑
主动释放内啡肽，内啡肽又能促进多巴
胺分泌，从而产生愉悦的快感，带来了
用户黏性和高复购率。

低脂、健康、辣味零食崛起

消费者在挑选健康
零食时，要学会查看营养成

分表。一份完整的营养成分表
应详细列出各类成分的含量，例如
能量、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
钠等关键营养素。同时，每一项
成分后面须明确标注其在食
品中的具体含量，通常以

每百克含量为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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