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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肉价格为何明显回落
国内供给保障 进口显著增加

本报记者 黄俊毅

投机炒作、违法发币、骗局不断——

借区块链炒作行骗需警惕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王轶辰

本版编辑 李 景 李 瞳

□ 11 月份以来，全国

有16个省份猪肉价格指数

连续两周环比下跌，主要是

因为目前全国肉类供给总

体有保障，生猪价格下跌带

动猪肉价格回落。

□ 猪价回落的另一个

重要因素是猪肉进口显著

增加。2019 年，中国猪肉市

场的准许进口国名单继续

增加，未来中国猪肉进口来

源将会更加多元化，有效补

充市场供给。

□ 预计全国生猪产能

年底前将会止跌回升，母猪

产能将继续恢复性增长。

业主信息以1200元非法出售

租房中介成个人信息泄露“重灾区”

随着区块链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区块链在投融资领域的热度不断升温。同时，投机炒作、市场操纵甚

至违规违法等行为普遍，对公众认知形成误导，对产业发展造成干扰。在发展区块链的过程中亟待加强监管

和引导，防范金融风险，严厉打击投机行为，避免群众上当受骗，维护良好的行业发展环境——

当前侵害消费者个当前侵害消费者个
人信息行为高发领域为人信息行为高发领域为
房产租售房产租售、、装饰装修装饰装修、、教教
育培训育培训。。其中其中，，房产租房产租
售行业案件数量和涉案售行业案件数量和涉案
信息数量均列首位信息数量均列首位。。

11月份实现“两连涨”

油价短期仍有上涨可能
本报记者 熊 丽

当前，区块链技术已上升为国家战
略，在其热度提升的同时，也引来了社会
资本的炒作。值得关注的是，当前，我国
的区块链技术仍处于起步阶段，应用尚
未成熟，安全性有待强化。产业的长远
健康发展，亟需有关部门加强监管和引
导，避免走上歧途。

不要参与股市炒作

迅雷股价暴涨 170%、超百只个股
集体涨停、入场资金多达数百亿元、朋友
圈被区块链刷屏、关于区块链的投资课
堂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不得不说，过
去一段时间，整个 A 股最热的概念之一
就是“区块链”。在资本、机构、自媒体的
集体炒作下，区块链成了恶意炒作的“重
灾区”。

股票只要沾边区块链概念，股价就
能收获几个涨停。在巨大的利益诱惑面
前，花式蹭热点，借区块链概念刻意炒
作，已经成为许多上市公司拉高股价的
手段。比如，某彩印包装企业 10 月 28

日早间突然宣布，公司已与火币中国签
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在区块链
领域开展合作。消息一出，该公司股价
当日开盘就收获涨停。

对外披露旗下子公司布局区块链业
务，是上市公司蹭区块链热点的另一种
方式。比如，某材料研发公司发布公告，
宣布参股浙江甲骨文超级码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布局区块链领域，不出意外开盘
涨停。

更奇葩的是，一些上市公司哪怕在
同一时间有公司高管遭到公安机关逮
捕，由于公司与区块链概念沾边，仍然收
获了涨停。

显然，如果普通投资者参与这些股
票的炒作，很难不被“割韭菜”。

“有不少国内上市公司打着区块链
的幌子来炒作股价，但实际业务和区块
链并无关联，它们也并不关心区块链技
术能否落地。”Cobo创始人兼 CEO毛世
行告诉经济日报记者，目前业务真正涉
及区块链的上市公司以及真正有应用落
地的区块链项目很少。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研究员徐忠表
示，目前，区块链技术与应用刚刚起步，
现阶段除了区块链物理性能不高以外，
区块链经济功能尚存短板。应在持续研
究和试验的基础上，理性客观评估区块
链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

据统计，3000余家A股上市公司中
已有超过500家公司公布了自己和区块
链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数量占到了整

个 A 股公司的六分之一，但其中披露具
体区块链业务内容且属实的只有不到
40家。

“对于普通人来说，遇到区块链概念
的股票时首先要保持谨慎，尽量从多个
渠道搜集一下关于上市公司的信息；如
果真的想投资区块链，更重要的是学习
区块链的相关知识，提升自己的认知水
平和辨别能力，避免上当造成资金损
失。”毛世行说。

千万警惕不法骗局

在上市公司炒作区块链概念的同时，
一些借区块链行骗、违法发币的苗头也开
始显现，一些非法发币、炒币的公司借助
社会对区块链的高度关注，又开始鼓吹代
币交易，引诱一些投资者买币、充值。

10 月 25 日，一直不温不火的比特
币价格突然强势走高，在7400美元附近
快速拉升，并于 26日上午突破 1万美元
大关，最高涨幅近 40%。除比特币以
外，流通量占比前 100 名的数字货币几
乎全线上涨。

随着“比特币”等区块链资产价格的
大幅飙升，普通投资者对区块链以及数
字货币投资的兴趣又有点回升，不法分
子也正是瞄上了这一点，打着“区块链”
和“虚拟货币”的旗号实施诈骗。

“任何可能改变世界的事物，在发展
初期都是模糊的，区块链的特殊性在于
跟金融联系很紧密，容易被别有用心的
人利用。”币世界创始人、CEO谭晨辉介
绍，区块链骗局主要有三种：第一类是空
气币，发币者描绘的应用场景仅停留在
发布的白皮书上，不会实际推动落地；第
二类是传销盘，属于击鼓传花的资金游
戏；第三类则更加复杂化，会通过手机游
戏等形式进行多层包装。

“最常见的推销方法就是宣扬超高
收益，比如打着百倍币、千倍币的旗号，
并通过拉盘等引诱投资者购买。结果无

不是项目方携款跑路，而导致投资者遭
受损失。”毛世行说。

“不要盲目相信天花乱坠的承诺，而
应树立正确的货币观念和投资理念，增
强风险意识。”谭晨辉表示。

严格监管健康发展

目前，区块链投融资领域泡沫明显，
投机炒作、市场操纵甚至违规违法等行
为频出，对公众认知形成误导，对产业发
展造成干扰。对此只有加强监管和引
导，才能实现区块链技术和产业创新发
展，实现区块链在数字经济时代应有的
价值，占据以区块链为代表的新时代互
联网科技制高点。

谭晨辉认为，区块链作为一个新兴
行业，像所有的新兴行业一样，最初会有
不规范的地方，也难以避免要走一些弯
路。这就需要国家加强立法和监管，引
导行业健康发展。

区块链产业健康发展，首要的是防
范金融风险，特别是涉及公开发行交易
的项目，必须继续严厉打击投机行为。
对于违规的区块链投机行为，各级政府
部门在继续严监管的基础上，更应不断
升级监管手段，加大打击力度，避免群众
上当受骗，维护良好的行业发展环境。

区块链产业健康发展，还要防止“一
窝蜂”的炒作现象死灰复燃。全球金融
科技实验室专家顾问郑磊表示，区块链
技术能够朝着协助经济脱虚向实、服务
实体的方向发展。然而，区块链服务实
体经济的共识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建立，
但“炒作共识”却早已深入人心，这是本
轮区块链发展的最大风险所在。政府应
该对这个领域的创新善加引导，加以适
宜的监管，让区块链能在既宽容自由又
符合科技伦理、服务民生、强化社会信任
机制的道路上稳步推进。

在清华x-lab青藤链盟研究院院长
钟宏看来，区块链发展还面临 3 个方向
的挑战：首先是自主技术创新，区块链技
术大规模商业应用，还面临一系列的技
术攻坚；其次，加速区块链技术产业化，
急需国家和地方政策支持，以及产业标
准和相关配套法律法规的尽快出台；再
次，区块链产业发展亟待建立两个市场
即应用市场和资本市场，落实对区块链
产业的扶持则需要尽快出台顶层设计。

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的调价信息显示，根据近期国际
市场油价变化情况，按照现行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自
2019 年 11 月 18 日 24 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提
高 70 元和 65 元。折合成升价后，92#汽油每升上调 0.05
元，0#柴油每升上调0.06元。

国内成品油价格 11 月份“两连涨”，这也是年内第 13
次上涨。“本次调价对于私家车主和物流企业来说成本有
所增加。”隆众资讯成品油分析师徐雯雯介绍，以油箱容
量 50L 的普通私家车计算，这次调价后，车主们加满一箱
油将多花 2.5 元左右。对满载 50 吨的大型物流运输车辆
而言，平均每行驶 1000 公里，燃油费用增加 24 元左右。
本轮调价后，全国大多数地区车柴价格 6.3 元/升左右，
92#汽油零售限价在 6.6—6.8元/升。

根据现行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我国汽、柴油最高零售
价格以国际市场原油价格为基础，考虑国内平均加工成本、
税金、合理流通环节费用和适当利润确定，每 10个工作日
为一个计价周期。

经济日报记者盘点发现，今年以来，国内成品油价格按
现行价格形成机制已进行了 22轮调整，呈现出“十三涨六
跌三搁浅”的格局。据统计，经过本轮调价后，今年汽油累
计涨幅为390元/吨，柴油涨幅395元/吨。

对于油价上涨的原因，国家发改委价格监测中心分
析指出，调价周期内，市场对中美贸易谈判达成阶段协
议以及欧佩克延续减产计划的预期支撑了油价。此外，
美国石油钻机数量持续下降，也助推油价上涨。截至 11
月 15 日当周，美国石油钻机数量降至 674 座，接近 2017
年 4 月以来最低数量，与去年同期相比减少 24.10%。平
均来看，伦敦布伦特、纽约 WTI 原油价格分别为每桶
62.38 美 元 、56.98 美 元 ，分 别 比 上 轮 调 价 周 期 上 涨
2.40%、3.01%。

国家发改委价格监测中心预计，一方面，在全球经济增
长乏力的背景下，市场对中美贸易谈判进展及欧佩克扩大减
产规模持乐观情绪，对冲基金继续增持原油期货多头，短期
内油价有继续上涨可能。另一方面，美国原油产量及库存的
进一步增加将压缩油价上行空间。美国能源情报署数据显
示，近期美国原油日产量达到1280万桶的高位，预计11月
份将创下1300万桶的新高；原油库存4.49亿桶，比去年同
期增长1.60%。综合分析，短期内油价震荡上行可能性较大。

近来猪肉价格明显回落。农业农村
部监测数据显示，11 月份以来，全国有
16 个省份猪肉价格指数连续两周环比
下跌。

“近来猪肉价格回落，主要是因为目
前全国肉类供给总体有保障，生猪价格
下跌带动猪肉价格回落。”中国农业科学
院农业信息研究所副研究员朱增勇说。

农业农村部监测数据显示，11 月第
1 周，全国生猪价格为 38.18 元/公斤，同
比上涨 172.9%，环比小幅下跌 1.4%；全
国猪肉价格为 58.71 元/公斤，同比上涨
149.2%，环比微涨 0.2%，环比涨幅明显
回落。11月第2周，生猪和猪肉价格分别
为 36.04 元/公斤和 56.69 元/公斤，环比
分别下跌 5.6%和 3.4%。从不同省份来
看，天津、山西、辽宁、吉林、黑龙江、安
徽、福建、山东、四川和重庆等地猪肉价
格两周回落超 5%。天津、辽宁、吉林、黑
龙江、安徽、福建、山东、河南、陕西等地
生猪价格降幅比较明显，两周降幅均超
过10%。

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统计部
经理刘通认为，最近猪价下跌一个重要
原因是不得不出栏的压栏猪集中上市。
由于压栏时间比较长，又进行了二次育
肥，不少毛猪单重已经超过 150公斤，甚
至达到 200 公斤。这些毛猪如果继续压
栏，将进一步增肥。肥肉过多，城市消费
者不接受；如果在本地市场销售，当地消
费量又有限。因此，这些已经推迟了一两
个月出栏的毛猪，到了不卖不行的时候。

“上周，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白条
猪日均上市量为1351.29头，比上上周增
长了 5.11%。”刘通说。由于压栏毛猪存
量较大，再加上有些毛猪是预留到春节
前出栏的，刘通预计，大体型的毛猪会源
源不断地供应到春节前后。

猪肉价格明显回落，另一个重要因素
是猪肉进口的显著增加。海关总署发布的
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全国猪肉累计
进口 132.57万吨，同比增长 43.6%。从西
班牙、德国、加拿大、巴西和美国的进口量
分别为 24.71 万吨、22.16 万吨、17.15 万
吨、14.40万吨和13.94万吨，合计占总进
口量的 70%，同比分别大幅增长 42.5%、
27.6%、38.2%、32.8%和73.3%。

朱增勇表示，由于进口冻猪肉和国
内商品冻猪肉库存量较充裕，四季度将
会陆续投放，可望有效补充市场供给。
此外，2019 年中国猪肉市场的准许进口
国名单继续增加。新增的意大利 9 家猪
肉企业符合中国要求的冷冻猪肉产品，
在 8 月 20 日开始入华。阿根廷与中国签
署猪肉双向进出口协议，10 月份开始向
中国出口猪肉。此外，俄罗斯等国也希

望打开中国猪肉市场，未来中国猪肉进
口来源将会更加多元化。

“在政策保障和市场提振之下，全国
生猪产能自第四季度将有望恢复。”朱增
勇说，领头的是规模以上养殖户，由于
具有资金、技术和人才优势，生猪产能
恢复较快。农业农村部监测数据显示，
年出栏 5000 头以上的规模养殖户 9 月
份生猪和能繁母猪存栏环比分别增加
了 0.6%和 3.7%。随着复养和补栏增加，
10 月份，农业农村部重点监测的 400 个
县生猪存栏环比下降 0.6%，降幅继续明
显收窄；能繁母猪存栏止跌回升，环比
增长 0.6%。

经过一年多的疫情防控经验积累，
养殖主体的生物安全意识和生物安全水
平明显提升，产能总体将呈现恢复性增
加趋势。朱增勇预计，全国生猪产能年底
前将会止跌回升，母猪产能将继续恢复
性增长。年前冻猪肉将会加大投放力度，
禽肉等替代肉类国内供给充裕、进口明
显增加，虽然在猪肉供给总体偏紧情况
下，年底前猪价还有一定上涨空间，但总
体将保持稳定。

本报北京11月18日讯 记者佘颖报道：市场
监管总局执法稽查局局长杨红灿今日透露，当前侵
害消费者个人信息违法行为主要高发在房产租售、
装饰装修、教育培训等三个领域。

值得注意的是，房产租售行业案件数量和涉案
信息数量在侵害消费者个人信息违法行为中均列
首位。例如，浙江某地产有限公司在收集到某小区
业主姓名、房号、联系电话等个人信息后，未妥善
保管，导致业主个人信息被其员工获取，以 1200元
的价格非法出售给他人获利，造成小区业主个人信
息泄露。

据了解，2019 年 3 月，市场监管总局印发了
《关于开展“守护消费”暨打击侵害消费者个人信
息违法行为专项执法行动的通知》，决定自 4 月 1
日至 9 月 30 日，针对房产租售、小贷金融、教育培
训、保险经纪、美容健身、装饰装修、旅游住宿、快
递、电话营销、网站或 APP 运营等侵害消费者个人
信息违法问题突出的行业和领域开展专项执法
行动。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明确规定，消费者个人信息
依法受到保护。”杨红灿说，专项行动重点打击未经
消费者同意，收集、使用消费者个人信息；泄露、出售
或者非法向他人提供所收集的消费者个人信息；未
经消费者同意或者请求，或者消费者明确表示拒绝
的，向其发送商业性信息等违法行为。

据统计，行动期间，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共立案查
办各类侵害消费者个人信息案件1474件，查获涉案
信息369.2万条，罚没款1946.4万元，移送公安机关
案件 154 件；组织执法联动 4225 次；开展行政约谈
3536次；开展宣传活动10653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