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猪肉价格，从来都是国家和市民关注的
焦点。尽管集万千关注于一身，猪肉还是习

惯性地坐起了“过山车”，业内美其名曰“猪周
期”。
自去年以来，国家开始将目光投向低价“洋猪肉”，

希望借市场无形之手达到平抑猪肉价格的目的。有业内人
士分析，肉类供应如果增加1%价格就要下跌约7%，增加2%价

格就要下跌14%，保守点的话也有10%，这个影响不容小视。
对此，不少消费者为之欢欣鼓舞，纷纷以为洋猪肉的持续供

给将拉低肉价上涨预期。姑且置养殖业生存困境于不顾，从长远来看，
洋猪肉并不能真正承担起平抑猪肉价格的重任。这个道理很简单，市场经

济里，在低价洋猪肉的冲击下，本土养殖业为求生存，不得不纷纷削量减产，需
求不变，供应大减，新一轮“猪周期”即不期而至，受损害的最终还是消费者。
面对“猪周期”，甚至是农产品价格暴涨暴跌的难题时，总有一批专家指责

农民不懂市场，或说市场信息不对称导致了流通不畅。上述原因固然不可忽视，但
小农经营本身与生俱来的生产水平低、抗灾力量弱等局限性，特别是其不具备大市场交易
条件才是问题的本质和症结所在。

我国农业早已进入“增产减收”阶段，对于广大中小散户而言，一味地要求其扩大生产规
模、延伸产业链、提高产品附加值，短时间内或许多少有些不切实际，在此情境下大力发展以
农民专业合作社为骨干市场主体的现代农业或许是突围之道。

外币 钞买价
英镑 971.45
港币 80.29
美元 622.41
瑞郎 647.86

外币 钞买价
日元 7.7509
加元 621.33
澳元 619.41
欧元 784.69

（截至10月9日18时，数据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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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饲料价格上涨，成本骤增必然传导至猪肉价格终端；而低价洋猪
肉的持续入侵，特别是本土养猪企业加大内销力度，供应的加大势必又会
拉低猪肉价格预期。这一两元矛盾下，下半年我国猪肉价格将何去何从？

德盛期货研究员蔡浩晖表达了自己对养猪业的谨慎与隐忧。 他分析
称，一方面，国家宏观政策不希望猪肉处于高位，会通过多种手段增加猪肉

供给；另一方面，经济疲软，特别是餐饮业跌至低谷，致使消费不旺，整
个养殖业陷入低迷状态的现实短期或很难改变。

周小融对此持否定看法，他认为，虽然在国际市场上受到
低价洋猪肉的冲击，但国内市场巨大，再加上我国主要进口

洋猪肉副产品（猪爪、猪肚等），有限的洋猪肉进口能够造
成的影响十分有限。

他进一步补充道，近期作为养殖饲料主要原料
的玉米和豆粕价格上涨， 推高了生猪饲养成本，

饲养成本为肉价反弹增加了一个“成本引
擎”。随着入秋后天气转凉，猪肉消费将进

入旺季， 居民消费和企业采购量都将大
幅增加， 预计第四季度的猪肉价格将

稳中有升。

养猪成本持续高企，洋猪肉进口大增，我省猪肉出口锐减四成

年底想吃便宜猪肉？有点难
10月8日，浏阳市太平桥镇一猪舍里空空荡荡的。养猪户刘

宗武无奈地介绍，近期饲料价格暴涨五成，猪肉却卖不起价钱，
养猪赔钱，猪场只好削减存栏数量。

刘宗武很疑惑，成本上涨，为什么肉价却总跟不上呢？其实
影响价格的还有另一个关键因素———供需关系： 长沙海关最近
发布数据显示，我省今年前7月出口猪肉量同比锐减四成，企业
不得不加大内销力度，此外，低价“洋猪肉”也以每年翻番的进口
量，抢滩国内市场。

供应增大、需求不旺，猪肉价格是否会一路疲软？省肉类协
会会长周小融认为，随着消费旺季的到来，成本引擎的驱动下，
便宜猪肉很难吃到年底，预计第四季度的猪肉价格将稳中有升。

■记者 潘海涛

在成本持续高企的情境下，“肉价
要涨”几乎成为养殖户继续咬牙坚持的信
念稻草。然而，当下我省猪肉市场除了之前巨
大存栏量，还面临着出口锐减、进口激增的客观
现实。屋漏偏逢连夜雨，恰是我省今年养猪业最真
实而生动的写照。

近日，长沙海关公布统计数据，我省今年前7个月出
口猪肉量比去年同期减少42.6%。以生猪出口为主业的湖南
新五丰股份有限公司面对上半年出口销售量下降18%的现状，
该公司负责人坦言，“下半年我们会加大对国内市场的挖掘力度，
以寻求更大的效益”。

出口猪肉市场遭遇滑铁卢仅仅只是开始，自去年3月起，我国陆
续解除从美国、爱尔兰等国家进口猪肉的禁令，中国农科院农业经济
与发展研究所副所长王济民表示，2011年我国猪肉进口突破100万
吨，相当于2010年全国猪肉消费量的2%。海关统计数据显示，去年全
年我国自美国、 法国、 爱尔兰进口猪肉分别激增768.3%、130.7%和
360.4%。

荷兰合作银行的报告指出，2012年我国将进口140万吨猪肉。在此基
础上，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预测，为稳定价格，增加猪肉
进口或许是大势所趋。

出口加工农产品的伟鸿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建伟透露， 进口
猪肉每斤价格大约7元左右， 而国内猪肉价格往往都在10元以上，这
一价格优势以及整个市场供应量的增大， 势必对国内猪肉市场产生
冲击。

刚刚过去的双节前夕，刘宗武终于舒了一口气，猪肉市场的火热
“暖”到了“冰冻”多时的生猪养殖户那里。这段日子，毛猪卖到7.2元一
斤。刘宗武介绍，一个月前，生猪收购价还在6.4元/斤到6.5元/斤的探
底价里徘徊。

“尽管双节的拉动，现在我们还不能完全保本”，刘宗武始终难
掩内心的忧虑，对于他们这个规模化养猪场，如果不算工人工资、水
电费等，7元左右一斤的价格只能凑出一头猪从出生到出栏的饲料
钱。

刘宗武计算了饲料价格的涨幅， 以粗蛋白含量43%的豆粕为例，
每吨由之前的3000元上下暴涨到4570元，涨幅超过50%。然而，尽
管饲料价格涨幅巨大，但猪肉价格却没有随之大涨。

成本激增， 肉价却始终疲软的尴尬处境让包括刘宗武
在内的养殖户们叫苦不迭。资料显示，到8月份，养殖户
卖一头猪大约要亏100元左右。对此，周小融直言不
讳， 当下我省养猪业已陷入全行业亏损的尴尬境
地。

记者在随后的采访中证实了周小融的观
点。当下我省许多规模养猪场因为前期投
入巨大无法撤资，只能通过削减存栏等
办法咬牙坚持， 而小规模养猪户早
已“用脚投票”。 近两年，“猪周
期”越来越频繁，每一次波动，
都是行业的一次洗牌，很
多小规模养猪户都已经
关门不干了。

饲料暴涨，肉价想涨？

四季度肉价或稳中有升

供应增大，肉价要降？

【记者手记】

改变小农经营才能
真正适应市场经济

记者 童迪 摄

【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