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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必过度担心今冬能源供应
王轶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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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近期煤炭期现货价格大幅回落，加上发电供热企业煤源全面

落实，电厂出力无后顾之忧；已落实供暖季天然气保供资源量 1700 多

亿立方米。我国有资源、有条件、有能力保障人民群众温暖过冬。

一面是全国性寒潮带来的“断崖式”降

温，一面是煤炭期货价格短期触底之后出现

小幅反弹，两相叠加再次引发社会对冬季能

源供应的担忧。不少人认为，冬春两季是能

源消费高峰，能源供应能否稳定在预期水平

尚存不确定性，加之受极端天气等因素影

响，冬季能源保障可能会面临较大挑战。

这种担心不无道理。去年冬季受几次

寒潮影响，多个省份电网负荷创历史新高，

湖南、江西等地出现电力吃紧。今年冬季北

方气温较常年同期偏低，受经济稳定增长、

取暖用电快速增加等因素影响，预计全国最

高用电负荷将逐步攀升，有可能超过今年夏

季和去年冬季峰值。有分析认为，燃料供应

保障和气候情况是影响今冬电力供需形势

主要的不确定性因素，若全国电力燃料供应

持续紧张或出现长时段大范围寒潮天气，将

导致多地电力供应偏紧，部分省级电网可能

呈现不同程度的紧张态势。

其实没有必要对用电压力过度紧张。

此前一些地区出现“拉闸限电”情况，表象是

电力不足，深层是煤炭短缺。一般而言，7 天

是电厂存煤可用天数的底线，12 天是正常水

平。经过努力，电厂存煤已达到常年正常水

平。据监测，11 月 5 日，全国统调电厂存煤

1.16 亿吨，可用天数 20 天。其中，黑龙江、吉

林、辽宁 3 省统调电厂存煤可用 32 天，湖北、

湖南、江西等地区电厂存煤可用 25 天。这意

味着目前电厂存煤远高于安全水平。

电厂存煤能否持续稳定在安全水平之

上关键在煤炭供应。产量上，随着煤矿核增

产能释放、建设煤矿逐步投产、临时停产煤

矿复产，10 月份以来煤炭产量持续保持增长

态 势 ，最 高 日 产 量 达 1193 万 吨 ，创 近 年 新

高。运输上，电煤铁路装车保持在 6 万车以

上历史高位，11 月份以来电煤装车同比增长

超过 35%。受此影响，电厂供煤持续大于耗

煤，存煤快速增加，已回到往年同期高位。

随着煤炭产量继续增加，存煤提升还将进一

步加快。

电力足不足取决于电厂给不给“力”。

发电出力是行业术语，指发电厂的输出功

率。动力煤作为火电供应的重要燃料，今年

以来价格一路上涨，电厂“越发越亏”，导致

一些电厂出工不出“力”，高峰时有接近 3 亿

千瓦的煤电机组无法正常出力。在发电装

机充裕情况下，人为造成电力供给不足。随

着近期煤炭期现货价格大幅回落，加上发电

供热企业煤源全面落实，中长期合同签订率

基本实现全覆盖，电厂出力无后顾之忧。考

虑到今冬全国电力总装机将达 24 亿千瓦左

右，顶峰发电能力可超 12 亿千瓦，全国最大

发电能力完全能够保障最高用电负荷需求。

今年以来国际天然气价格暴涨，达到

历史高位，天然气也成为今冬能源保供重

点。截至目前，我国已落实供暖季天然气

保供资源量 1700 多亿立方米，同比增幅超

两成。从储备情况看，各大地下储气库已

基本完成注气，形成储气量 270 亿立方米以

上。在价格方面，由于很多企业提前签订

了天然气中长期合同，加之中央企业保油

气供应的主动担当，虽然国际市场 LNG（液

化天然气）现货到岸价格一度高达每立方

米 9 元左右，但各地门站价普遍在每立方米

2 元以下，国际气价上涨影响可控。这些举

措表明，我国有资源、有条件、有能力保障

人民群众温暖过冬。

当然，我们在放宽心的同时，也要时刻

警惕可能出现的突发情况。入冬之后，能源

需求会因即时天气变化短时大幅增长，发电

侧光伏和风电也可能因天气原因无法出力。

各有关部门和地区还需研究能源保供与弹性

生产办法，以满足市场需求季节性变化特

征。要制定雨雪冰冻天气影响运输时的电力

调度、电煤互济预案，必要时针对库存告急、

铁路运输受限电厂开通汽运绿色通道。同

时，地方和企业要坚持民生优先，科学制订

有序用能方案，坚决做到“限电不拉闸”“限

电不限民用”，确保能源供应平稳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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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双 11”电商购物节持

续火热，一些消费者已经收到了“双

11”快递包裹，这些包裹可能就是坐

高铁来的。

11 月 1 日，国铁集团正式启动

铁 路“ 双 11”电 商 黄 金 周 快 件 运

输。国铁集团相关部门负责人介

绍，铁路在 11 月 1 日至 20 日电商网

络购物高峰期，积极适应电商物流

小批量、快送达、高附加值的市场需

求，充分利用高铁成网运行、安全快

捷等优势，精准投放多种运力资源，

主动拓展特色服务项目，为人民群

众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铁路快运

服务。

这已经不是高铁第一次参加

“双 11”了。自 2016 年以来，铁路部

门已经先后 5 次组织电商黄金周运

输服务，逐步形成以高铁快运产品

为主的优质服务品牌，积累了比较

成熟的铁路快运服务经验。

“今年电商购物节期间，我们综

合考虑市场需求、列车开行、疫情防

控等因素，科学统筹安全和运输，大

力拓展高铁快运、冷链运输、特快货

物班列等特色服务项目，持续提升

铁路快运服务品质。”该负责人介

绍，今年电商购物节期间铁路部门

将推出很多新的服务举措。

根据以往经验，今年铁路部门

提前摸清“家底”，充分运用载客动

车组上的高铁快运柜、预留的不售

票车厢和普速客车上的行李车、无

乘客的高铁确认列车、铁路特快货

物班列，更加精准地投放运力。

据统计，铁路部门可日均安排

利用车厢富余空间及高铁快运柜存

放快件的高铁载客动车组 1135 列，

其中，同时预留不售票二等座的动

车组 35 列，日均安排清晨开行、全

列无乘客、可装运快件的高铁确认

列车 32 列，日均安排运用行李车装

运快件的普速旅客列车 240 列至 320 列，日均安排在京广、京

沪等干线铁路上运行的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间特快货物班

列 8 列。在拉萨至林芝铁路沿线的林芝、山南等车站增办快

运业务。全国铁路办理快运业务的车站达 688 个，遍布 31 个

省、自治区、直辖市，其中高铁车站 249 个。

“今年将继续积极拓展特色服务，提升冷链运输服务。”该

负责人介绍，为适应海鲜水产、水果、肉禽蛋奶及熟食制品等

生鲜食品特点，铁路部门主动扩大冷链运输服务范围，发货

地、覆盖面、货源品类等大幅增加。积极服务健康产业，与齐

鲁制药、九州通、顺丰医药等企业开展合作，提供更加精准的

医药健康类冷链运输服务；充分运用铁路特快货物班列，为快

递物流企业及家电、日化、食品等生产企业提供“库到库”批量

运输服务；充分运用高铁运力，加强与邮政、顺丰、京东等快递

物流企业合作，大力开展城际批量快件运输服务。

此外，对于乘客担心的货物运输安全问题，该负责人介

绍，对动车组、普速客车行李车运送的货物，铁路部门将严格

执行“收货验视、实名登记、过机安检”安全保障要求。普通货

物采用高铁集装包、专用包装箱等多种方式进行包装，冷链货

物运用专门设计的冷链箱进行包装，所有货物做到包装干净

整洁，不污染座椅，不影响旅客乘坐。运输完毕后，严格按照

列车疫情防控要求进行消毒。对铁路特快货物班列运送的货

物，加强全过程货物进货验收、安检、装卸和疫情防控消杀作

业，确保货物和环境安全。

11 月 9 日，大连商品交易所生猪期货

2201 主力合约以 16155 点报收，比 9 月 23 日

收盘 13600 点大幅上涨了 18.8%。9 月下旬

以来，生猪期货价格强劲反弹，短期涨幅较

大。当前生猪供应形势怎样？养猪行业盈

亏 情 况 如 何 ？ 猪 价 向 上 拐 点 是 否 已 经 来

临？带着这些问题，记者采访了业内有关

人士。

生猪供应相对过剩

“目前我国生猪产能继续惯性增加，猪

肉供给仍然充裕。”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

牧兽医研究所研究员朱增勇对记者说。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一、

二 、三 季 度 ，全 国 猪 肉 产 量 分 别 同 比 增 长

31.9%、40.2%和 43.1%，预计全年猪肉产量在

5400 万吨以上。猪肉进口方面，四季度预计

月进口量维持在 20 万吨上下，全年猪肉进

口或在 370 万吨左右。截至三季度末，全国

生猪存栏 43764 万头，同比增长 18.2%。其

中 ，能 繁 母 猪 存 栏 4459 万 头 ，同 比 增 长

16.7%。1 月至 10 月全国定点屠宰企业屠宰

量累计达 2.09 亿头，同比增长 66.4%。仅 10

月份就屠宰了 3023 万头，同比增长 111%。

记者注意到一个很有意思的数据，据农

业农村部监测，从 7 月份起，全国能繁母猪

存栏量连续 3 个月下降。能繁母猪存栏量

下降，生猪供应为何不降反涨呢？

朱增勇表示，能繁母猪存栏量下降是因

为 7 月份以后，后备母猪转商品猪以及母猪

淘汰量增多。淘汰的主要是非洲猪瘟疫情

后为快速恢复产能而大量喂养的三元杂母

猪以及落后产能的二元母猪。目前，三元杂

母 猪 占 能 繁 母 猪 存 栏 比 重 可 能 已 经 降 至

10%以内。虽然母猪存栏小幅下降，但生产

效率提升了。另外，9 月份二元母猪价格处

于低位，一部分养殖户已经购买后备母猪，

这部分母猪产能将会在明年下半年逐渐释

放。因而，能繁母猪产能小幅调整，生猪供

给仍然会惯性增长，四季度猪价仍然存在明

显的压力。

行业盈亏基本平衡

日前，国内生猪养殖龙头企业牧原股份

发布 2021 年第三季度报告称：与上年同期

相比，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下降 107.74%。牧原股份总裁

助理袁合宾告诉记者，报告期内公司生猪出

栏量较去年同期大幅增加，但由于生猪市场

价格较去年同期明显下降，导致公司今年前

三季度经营业绩较去年同期明显下降。

近期随着猪价强劲反弹，全行业盈亏已

基本平衡。

“自 10 月中下旬起，全行业亏损面显著

改善，部分养殖户 10 月底已经达到现金成

本，11 月初全行业已经基本实现盈亏平衡。”

朱增勇说。

全行业亏损面显著改善首先得益于猪

价大幅反弹。受猪肉收储提振、消费回暖和

大猪比重明显下降等因素影响，10 月第 2

周，猪价开始明显反弹，11 月初自繁自养基

本盈亏平衡，外购仔猪养殖者每头小幅盈利

50 元左右。目前自繁自养成本一般在 16

元/公斤左右，已经略有盈利，但部分成本高

于 17 元/公斤的养殖户仍处于亏损状态。

其次是受益于生猪养殖成本下降。到

10 月底，外购仔猪养殖户成本由 1 月份的 29

元/公斤降至 17 元/公斤左右，开始低于自繁

自养养殖户。9 月份购买的仔猪明年 2 月将

出栏，成本预计在 12 元/公斤上下，自繁自

养平均成本也降至 15 元/公斤左右。随着

养殖成本的降低，预计后期猪价再度回落导

致的亏损将没有 10 月上旬大。

猪价或将再次回落

猪价大幅反弹，是否意味着向上拐点将

来临呢？

农业农村部畜牧兽医局负责人孔亮告

诉记者，生猪市场供应“中期看仔猪，长期看

母猪”。3 月份以来，全国规模猪场每月新生

仔猪数均在 3000 万头以上，并持续增长。

8 月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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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增勇表示，自 2003 年 6 月份以来，我

国生猪价格已经历了 4 个完整周期，每一轮

周 期 都 长 达 数 年 ，目 前 谈 上 升 周 期 为 时

尚早。

10 月中旬以来猪价回升主要原因有：

一是国庆后猪价跌至低位，部分地区跌至

10 元/公斤以下，在市场机制下猪价具有一

定的反弹需求；二是 10 月 10 日收储 3 万吨

中央储备肉，同时多地也开始地方冻猪肉收

储工作，对市场心理预期和猪价起到了明显

的提振作用；三是猪价较低刺激消费回暖以

及居家食品储备；四是受猪价加快上涨影

响，养殖端看涨惜售情绪浓厚，生猪出栏积

极性下降，导致短时间内市场供应收紧。

朱增勇估计从今年四季度一直到明年

上半年，全国猪价总体处于低位，后期或有

明显回落风险。从短期看，国庆后猪价明

显反弹主要支撑来自于大猪存栏比重明显

下降和消费提振。2022 年春节过后，消费

季节性下降，猪价或将再次明显下跌。按

以往周期的经验，市场低点会比成本线低

20%至 30%，如果行业成本下降到 15 元/公

斤左右，那么市场低点可能会在 11 元/公斤

至 12 元/公斤。

非洲猪瘟疫情发生后，为尽快恢复产

能，在政策支持和养殖效益拉动下，各地新

扩建了大量养猪场。2020 年前三季度，全国

共 新 注 册 养 猪 企 业 6.2 万 家 ，同 比 增 长

127.3%。一些养殖企业通过新扩建、发展大

量合同养殖户、租赁养殖场、托管等方式快

速扩张，养殖成本远高于行业平均水平。

今年以来，猪价持续下跌，有的企业甚

至月亏损达到数亿元以上。今年三季度末

亏损幅度加大以后，部分地区在建猪场烂尾

现象增多。为降低后期的市场风险，保护养

殖户利益，保障生猪产能平稳调整，朱增勇

建议养殖户做好以下三方面工作：一是加快

淘汰低产母猪，优化能繁母猪结构，适当降

低存栏规模，趁低价选购高繁后备种猪，优

化母猪的胎龄结构，提升能繁猪效率，保障

高效母猪产能，顺势出栏肥猪，避免压栏和

投机二次育肥；二是通过精细化管理，提高

饲料转化率，降低养殖成本；三是做好重大

动物疫病防控和养殖流动资金管理。

截至 11 月 1 日零点，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 2020—2021 年度调

水任务结束，向河南、河北、北京、天津四省市调水超 90 亿立方米，为

水利部下达年度调水计划 74.23 亿立方米的 121%，创历史新高。

南 轩摄

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

年 度 调 水 创 新 高

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万惠农贸批发市场，市民在采购猪肉。

新华社记者 彭 源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