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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头条，找华早

CHINA MORNING NEWSPAPER

　　中国是世界最大的猪肉消费
国，一年要吃掉近 7亿头猪，全
球一半的猪是中国人消费的。
　　今年春节前夕，猪肉价格连
涨八周，一度逼近50元 /公斤，
甚至有网友吐槽“过年都不能安
心吃上一顿红烧肉”。
　　然而春节过后的猪肉价格，
仿佛坐上了滑梯一般，“跌跌不
休”。数据显示，今年以来，猪
肉价格下降超过六成。
　　猪肉价格持续下跌，消费者
是高兴了，但养猪户却伤透了心，
每卖一头猪得亏损 300 元至 500
元不等。
　　日前，多家 A股上市猪企发
布了2021年前三季度业绩预告，
如果从利润的角度来看，生猪养
殖企业在三季度基本上“全军覆
没”。
　　上市养猪企业为何第三季度
业绩大变脸？猪价跌跌不休为哪
般？之后猪肉价格将呈现何种走
势？

猪价探底 猪企亏损

　　猪肉是老百姓菜篮子里的主
要产品，也是影响 CPI 的重要因
素。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
的“猪肉大王”齐尚港表示，今
年以来，猪肉价格已经下降了六
成，这在年初是不敢想的。
　　商务部监测数据显示，今年
1月下旬开始，猪肉价格连续 8
个月回落，在刚刚过去的中秋、
国庆消费旺季，也没有出现猪
肉价格反弹。10 月份第 2周，
集贸市场的猪肉平均价格每公斤
21.03 元，比今年 1月份下降了
60.8%。
　　肉价的变动，在零售市场上
的体现或许更鲜明一些。中国新
闻周刊走访市场发现，北京多家
超市的猪肉价格已经跌回到了
“一字头”了，回到了久违的十
几元一斤了。在海淀区一家超市，
鲜肉类摊位上猪肉供应充足，猪
前肘甚至卖到了 9.9 元 / 斤。
　　市民也明显感觉到价格的变
化。一位消费者正在询价买肉，
“猪后腿肉 11.8 元 / 斤，以前
每斤30元多，下降幅度挺大的。”
　　受国内猪肉价格大幅度下跌

影响，养猪行业第三季度陷入全
面亏损。数据显示：
　　新希望预计第三季度亏损
25.8 亿 -29.8 亿元，上年同期
盈利 19.2 亿元，预计前三季度
亏损 59.95 亿 -63.95 亿元，上
年同期盈利 50.8 亿元；
　　正邦科技预计第三季度亏损
55.2 亿 -65.2 亿元，同比下降
283.04%-316.20%，前三季度预
亏 69.5 亿 -79.5 亿元，同比下
降 227.92%-246.33%，为目前亏
损最多的生猪养殖企业；
　　天邦股份预计第三季度净利
润亏损 20.5 亿 -22.5 亿元，同
比下降 258.98%-274.49%，前三
季度亏损 27 亿 -29 亿元，同比
下降 195.60% 至 202.68%；
　　牧原股份第三季度净利
润亏损 8.22 亿元，同比下降
108.05%，这是公司自上市以来
亏损最多的一个季度，前三季度
实现归母净利润 87.04 亿元，同
比下滑 58.53%；
　　温氏股份预计第三季度亏损
67.52 亿 -72.52 亿元，这是公
司自 2015 年上市以来亏损最多
的一个季度，前三季度预计亏损
92.50 亿 -97.50 亿元。
　　五大猪企三季度全部亏损，
累计亏损总额接近 200 亿元。事
实上，养猪行业亏损已经持续一
段时间了。根据农业农村部的监
测，6月以来，全国生猪养殖总
体处于亏损状态，8月养猪场户
亏损面达到 52.5%。
　　另据卓创资讯数据显示，截
至10月18日，生猪仔猪育肥（96%
成活率）养殖成本约 19.37 元 /
公斤，亏损 573.46 元 / 头；生
猪自繁自养（96% 成活率）养殖
成本约 14.42 元 / 公斤，亏损
376.10 元 / 头。
　　那么，猪价为何会跌跌不
休？

供给增长 需求下降

　　齐尚港表示，影响猪肉价格
的核心还是在于猪肉供求本身。
卓创资讯分析师马丽媛表示，猪
价下行的主要原因还是在于生猪
产能恢复状况较好，且生猪交易
均重偏大，本国猪肉供应充足，

导致猪价持续下降。
　　2018 年非洲猪瘟之后，暴
涨的猪价吸引了大批企业加入养
猪行业的队伍，带动了国内生猪
行业的蓬勃发展，导致国内生猪
产能突飞猛进。9月 1日，农业
农村部副部长马有祥表示，我国
生猪产能已经完全恢复，7月末
全国能繁母猪和生猪存栏量分别
恢复到 2017 年年末的 101.6%、
100.2%，提前半年实现恢复目标。
　　一位河北的生猪养殖户表
示，随着猪价的回落，养殖户恐
慌情绪加剧，进一步加快了出栏
速度，从而造成当前猪价大跌、
猪肉跳水的局面。
　　猪肉供给恢复正常的同时，
猪肉消费却没能跟上。中国新闻
周刊走访发现，猪价大跌，猪肉
市场消费却没有出现此前期望的
大幅增长。上述养殖户表示，除
了过节那两天猪肉销量高点，其
余和平时销量基本一样，甚至还
低于往年同期水平。
　　搜猪网首席分析师冯永辉分
析指出，这是由于疫情影响导致
消费疲软。“之前猪肉价格处于
高位的时期，很多消费者转向购
买其他肉类，如今价格虽然降下
来了，但居民的消费习惯已经形
成了。”
　　此外，随着其他动物蛋白种
类的丰富，以及消费者对于健康
的追求，使得其他肉类，尤其是
鸡肉对猪肉消费的替代。
　　对比国家统计局发布的
2020 年、2017 年这两个年度的
统计公报可以发现，猪肉产量占
比下降明显。
　　2017 年，猪牛羊禽肉产量
8431万吨，其中猪肉、牛肉、羊肉、
禽肉的产量分别为 5340 万吨、
726 万吨、468 万吨、1897 万吨，
占比分别为 63.3%、8.6%、5.6%、
22.5%。    
　　然而，今年前三季度，猪牛
羊禽肉产量 6428 万吨，其中猪
肉、牛肉、羊肉、禽肉的产量分
别为 3917 万吨、468 万吨、341
万吨、1702 万吨，占比分别为
60.9%、7.3%、5.3%、26.5%。
　　猪价的持续下降，对于老百
姓来说确实是好事，但过低的价
格对于企业来说却会导致亏损。

猪价跌跌不休，猪企全面亏损，未来走势如何？

　　对于养猪行业来讲，有
着“一年涨、一年平、一年跌”
的说法。即如果猪肉价格上
涨，生猪养殖户便会加大扩
张力度，供过于求使得猪肉
价格于高位出现拐点，开始
下跌；价格下跌后生猪养殖
户进行减产，供不应求导致
位于低位的猪肉价格再次出
现拐点，开始上涨。
　　那么，面对跌跌不休的
猪价，企业该怎么办？

顺应市场 调节产能

　　随着猪肉价格持续下
降，并击穿猪企养殖成本线，
国家陆续启动猪肉收储计
划。10 月 10 日，商务部会
同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
等部门开展本年度第四批中
央储备猪肉收储工作，共计
3万吨，布局存储在 12 个省
份。
　　冯永辉表示，国家每一
轮的收储，总量虽然有限，
但对于行业信心的提升和价
格的回暖的效果是显著的。
数据显示，10 月中旬开始，
国内猪价开启了新一轮上
涨。截至 2021 年 10 月 18
日，国内标准体重外三元生
猪出栏价 13.90 元 / 公斤，
环比上涨 13.38%，同比下跌
53.85%；140 公斤以上肥猪
出栏价 14.36 元 / 公斤，环
比上涨 15.25%。
　　不过新发地相关负责人
表示，尽管肉价有所回升，
但回升以后的猪价对养殖场
来说仍然是亏损的价格，肉
价仍然是低迷的状态，摆脱
这种低迷的状态可能还需要
一些时日。
　　俗话说，生猪市场供应
“中期看仔猪，长期看母猪”。
农业农村部畜牧兽医局负责
人孔亮 10 月 20 日在国新办
发布会上表示，3月份以来，
规模猪场每月新生仔猪数均
在 3000 万头以上，并持续
增长。8至 9月份全国能繁
母猪存栏量接近正常保有量
的 110%。预计今年四季度到
明年一季度上市的肥猪同比
还将明显增长，生猪供应相
对过剩局面仍将持续一段时
间，如不实质性调减产能，
猪价低迷态势难以扭转，尤
其是明年春节过后的消费淡
季，猪价可能继续走低，并
造成生猪养殖重度亏损。
冯永辉表示，眼下企业还是
要在生产方面做足功夫，更
新母猪结构，及时淘汰生育
能力低下的母猪，保证核心
母猪群的生产能力始终处在
优质阶段。

暴涨暴跌不应成为市场常态

”　　猪肉价格持
续下跌，消费者
是高兴了，但养
猪户却伤透了
心，每卖一头猪
得亏损 300 元至
500 元不等。
　　日前，多家
A 股上市猪企发
布了 2021 年前
三季度业绩预
告，如果从利润
的角度来看，生
猪养殖企业在三
季度基本上“全
军覆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