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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轮 猪 周 期 拐 点 尚 未 到 来
猪周期是生猪价格波动的市场表现，养猪场户应多一些逆周期思维，在

波峰或波谷到来前提前应对、未雨绸缪。养猪业在降本增效的过程中，应审

时度势，平衡短期投入与长期投资，加强与产业互联网的合作，提升智慧养

猪水平和总体生产效率。

朱慧卿作（新华社发）

“电子身份证”
助力河流管理

日前，五部门联合发布生猪产品信息数

据，10月末全国能繁母猪存栏 4348万头，相当

于正常保有量的 106%，处于黄色区域。据悉，

牧原、温氏、正邦、新希望等在投资者问答平台

上透露了 2021年全年出栏计划，初步计算，四

大猪企全年生猪出栏有望超7500万头。

经过全行业努力，今年二季度生猪生产

已经完全恢复。6 月到 9 月出栏肥猪均价一

路跌到成本线以下，养猪全行业陷入亏损。

四季度市场价格回升，养殖亏损情况缓解，

10 月散养和规模养猪平均每头亏损分别为

349 元和 335 元，分别比 9 月少亏损 42.2%和

49.8%。11 月，生猪价格已高于成本线，部分

养殖户开始盈利。由此来看，近期猪价上涨

是恢复性上涨，原因主要是年底猪肉消费需

求拉动，从价格的绝对水平看，猪价目前处

于较合理区间。

当前，生猪和猪肉生产供应相对宽松这

个基本面没有改变，这意味着接下来一段时

间猪肉供给有充分保障，同时本轮猪周期的

拐点还没有真正到来。据监测，3 月份以来，

全国规模猪场每月新生仔猪数量都在 3000

万头以上，并持续增长。按照规律，仔猪育肥

6个月后可以出栏，预计目前到明年一季度上

市肥猪同比还会明显增长。10月全国能繁母

猪存栏量仍比正常保有量多 6%，预示着生猪

供应相对过剩的局面还会持续一段时间。

中小养殖场户数量占全国养猪场户的

99%，其生猪养殖量接近全国的一半。分散

的养殖户群体庞大，从主观意愿出发，各方

都希望避免猪价波动给自身造成影响，但是

最 终 却 容 易 变 成“ 追 涨 杀 跌 ”的 顺 周 期 行

为。很多主体抱有侥幸，在价格好的时候，

都希望别人去产能，自身尽量多生产、多出

栏。由于规模养殖场有资金优势不愿轻易

减产，散养户有成本优势能承受低价，导致

本轮去产能速度变慢，底部时间可能拉长。

猪周期是生猪价格波动的市场表现，养猪场

户应多一些逆周期思维，在波峰或波谷到来

前提前应对、未雨绸缪。当前，不要因为猪

价有所回升而盲目压栏赌后市，也不要急于

扩充产能，避免后期造成较大损失。

对养猪业来说，控制不了猪价，但可以控

制养猪成本。无论何时，低成本的养猪能力

都是养猪业的核心竞争力。本轮超级猪周期

之下，规模养殖比重从 2017 年的 46.9%提高

到 2020 年的 57.1%，行业集中度快速提升、产

业链一体化加快发展。但是，成本分布不规

则问题也日益凸显。这是此前高利润带来的

行业快速扩张引发的阶段性现象。细说起

来，不同模式的生产成本差异巨大，规模养殖

场不同于散户，自繁自养不同于外购仔猪，

“企业+农户”不同于全面投资模式。因此，养

猪业在降本增效的过程中，应审时度势，平衡

短期投入与长期投资，加强与产业互联网的

合作，提升智慧养猪水平和总体生产效率。

对管理部门来说，肉价可以波动，但要

避免短期内大起大落。要调整完善过去侧

重稳存栏量的稳产方式，在前端调控能繁母

猪保有量，在中端稳定规模养殖场户，在后

端推动猪肉加工。能繁母猪是“总开关”，只

要能繁母猪的存栏量变动不大，仔猪生产就

有保障，生猪供应和猪肉价格就能相对稳

定。定期释放能繁母猪信号，可以从源头上

提前引导合理的产能布局。规模养殖场户

是“主力军”。要通过“公司+农户”、托管租

赁、技术共享、品牌共创等方式，支持龙头企

业与中小养殖场户形成利益共同体。肉类

加工企业是“蓄水池”。做到这些，不仅可以

调节猪肉上市节奏，还可以优化行业利润分

布 。 为 吸 纳 川 猪

产能，四川省在三

地 培 育 猪 肉 精 深

加工集聚区，这一

思路值得借鉴。

据报道，甘肃省 12299 块河长公

示牌已全部换发“电子身份证”。所谓

河流“电子身份证”是指每块河长公示

牌对应一个二维码，公众扫描二维码，

不仅可以看到河流的名称、长度、起

点、终点等基本信息，还能看到河长姓

名、职责及各级监督举报电话，以便及

时沟通情况、反映线索、加强监督。此

举有利于加强对河流信息的动态管

理，有助于鼓励公众参与到河流治理

中，畅通社会监督渠道，相关经验值得

参考。 （时 锋）

建材业增效需多在提质上下功夫

胡麒牧

今年以来，随着全球大宗商品

价格快速上涨，国内建材行业的原

料和能源成本大幅上升。建材企

业在成本压力下纷纷对产品提价，

向下游需求端传导。进入四季度

以来，保供稳价政策已见成效，大

宗商品价格快速上涨的势头得到

控制，尤其是煤炭供给缺口减小，

价格出现回落，减轻了建材行业的

成本压力。不过，在能源“双控”政

策背景下，建材行业面临的能源约

束加强，产能释放受到一定制约。

从需求端看，前 10 个月下游建

筑业的需求不旺。一是在“房住不

炒”定位之下，有关政策持续发力，

国内房地产投资增速放缓，房屋新

开工面积下降，全国商品房销售面

积和销售金额也出现双降。二是

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增速不及预期，

其中公共设施管理业投资和道路

运输业投资均有小幅下降。三是

虽然总体来看国内疫情已得到有

效控制，但零星散发和局部聚集性

疫情还是对项目施工和建材消费

产生影响。四是今年三季度以来

的 异 常 天 气 影 响 了 建 筑 工 程 进

度。目前进入年底，北方施工项目

在低温影响下陆续停工，建材需求

进入传统淡季。

今年建材价格的几轮上涨，更

多是供给端的因素，需求端表现并

不强劲。值得注意的是，8 月份以

来国家已多次就应对经济下行压

力 、稳 定 市 场 主 体 等 工 作 进 行 部

署，尤其是 11 月 24 日国务院常务

会议提出包括加快专项债发行、研

究依法依规按程序提前下达明年

部分额度等措施，都有利于提振建

筑业需求，进而支撑建材价格避免

大的波动。

展望未来，短期来看，随着稳增长政策的发力和部分

“十四五”规划重大项目逐步落地，基础设施建设进度将有

所加快。长远来看，一方面，新型城镇化要求建筑业更加

注重“质”的提升；另一方面，经济增长的最主要拉动因素

为消费。

因此，有关方面需厘清供需关系背后的结构性问题。建

材行业单靠市场规模的自然增长已经难以维持较高盈利水

平，行业日益由增量市场转向提质市场。再加上“双碳”背景

下能源约束增强，建材行业要想实现高质量发展，亟需提升绿

色发展和创新发展能力。一方面，要通过技术改造优化能源

结构，降低生产环节的排放，同时要积极为进入全国碳排放权

交易市场做好准备；另一方面，要面向建筑行业的降碳需求，

研发节能环保新型建筑材料，提高产品附加值。另外，建材行

业应当积极进行产能的国际化布局，这无论是对于行业的结

构优化、产品升级，还是为中国建筑企业“走出

去”提供更有力的建材保障，都具有积极意义。

（作者系中钢经济研究院首席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