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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矿石供需关系未发生明显变化

胡麒牧

猪周期与生猪生产、动物疫情的周期性有关，也受经济环境、产业政策等

外部因素影响。现阶段虽不能避免，但可用好用足手段，避免大起大落。稳产

能一方面要稳大县，稳定产业政策，另一方面还要稳大场，稳定行业信心。

王 鹏作（新华社发）

谨防征信修改骗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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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国家发展改革委宣布，全国猪粮比

价已进入过度下跌二级预警区间，将指导各

地开展猪肉储备收储工作。连日来，多地已

打响虎年稳定猪肉价格“第一枪”，四川省启

动万吨猪肉收储，湖北省新一轮省级猪肉收

储预计2月中下旬完成。

猪价低迷且短期走势不被看好，是当前

国家和省级层面出台收储举措的主要背景。

国家发展改革委数据显示，全国平均猪粮比

价连续三周处于 5∶1 至 6∶1 之间。农业农村

部数据显示，2 月 10 日全国农产品批发市场

猪肉每公斤均价 21.15 元，较 2021 年同期下

跌 53%。由于去年价格大幅下跌，养猪上市

公司近日开启“比惨”模式，猪肉概念股年报

大面积预亏。

在猪价下行的同时，养殖成本处于历史

高位，受制于猪价下跌与成本上升的双重挤

压，养殖效益缩窄至常态水平。尽管从全国

来看，按出栏量加权平均计算，2021年全年出

栏生猪每头利润 564 元，远高于正常年份约

200元的盈利水平。但是，自繁自养和外购仔

猪两大类养殖场户分化明显，冷暖不均。同

时，月度差异巨大，年内有 5个月行业整体亏

损。进入 2022 年，全行业亏损再次出现，如

不干预，亏损还会扩大。猪价过低的时间越

长，生猪去产能的幅度越大。一旦过度去产

能，未来供应就会短缺，猪价就可能上涨。

尽管本轮超级猪周期尚未结束，但依然

可以得出一些结论：叠加非洲猪瘟疫情和不

当限养禁养因素影响，前期产能降幅之大前

所未有；猪肉价格最高时达 30 多元一斤，价

格涨幅之高前所未有；突破了一些困扰行业

多年的堵点，政策支持力度之大前所未有；产

能恢复之快前所未有，提前半年恢复到常年

产能；产能恢复后价格下跌之快前所未有，生

猪价格快速跌至 5 元一斤；转型升级势头前

所未有，规模养殖水平和粪污利用水平快速

提升。六个“前所未有”的背后是行业大开大

合，既有含泪离场也有带着希望入场。

过去有观点认为要熨平猪周期，现在

看来这既不现实也没必要。猪周期与生猪

生产、动物疫情的周期性有关，也受经济环

境、产业政策等外部因素影响。在现阶段，

猪 周 期 是 市 场 规 律 的 客 观 表 现 ，不 能 避

免。但可用好用足手段，尽力压扁猪周期，

避免大起大落。生猪产能恢复正常后，如

何构建稳产保供的长效机制，既巩固产能

恢复成果，又促进产业健康发展，还要保持

价格处于合理区间，需要持续发力。

启动猪肉收储只是稳定猪价的手段之

一。毕竟，从以往年度收储来看，收储总量

占猪肉消费量的比例很小。年度收储量大

多不超过 20 万吨，相比 5000 万吨以上的猪

肉需求量相差悬殊。因此，收储本身对供

需影响较小，但对市场情绪和养殖信心是

有效提振，同时也是一种政策托底和预期

管理，目的是避免生猪产能过度淘汰。收

储任务大多通过委托企业的方式实施，也

利于有关屠宰企业、加工企业抓住猪价低

位运行的时机，加大补仓力度，畅通产业

循环。

从长远看，生猪保供稳价还要从生产端

入手，建设现代生猪产业。与粮食产能要稳

定在1.3万亿斤以上类似，要将猪肉产能稳定

在 5500 万吨左右。一方面，稳产能要稳大

县，稳定产业政策。继续开展生猪调出大县

奖励，真正落实用地、环评政策。支持优势屠

宰产能向养殖集中区域转移，实现与养殖布

局相匹配。另

一方面，稳产能

要稳大场，稳定

行业信心。推

进标准化规模

养殖，加大对规

模养猪场的信

贷支持。推动

绿色养殖、智慧

养殖、立体养殖

趁势而起。

生活中，一旦出现征信不良记录，
就可能产生房贷等贷款通不过、个人
或企业信誉受损等影响。因此，部分
信息主体急于消除不良征信记录，一
些不法分子也趁机以“征信修复、洗
白、铲单”“异议投诉咨询、代理”为名
招揽生意，收取高额服务费。其实，所
有声称合法的、商业的、收费的“征信
修复”都是骗局，只有征信信息的报送
机构才有修改权限。面对有关征信骗
局，一方面，金融机构和征信机构应普
及相关知识，让公众知晓合法的维权
渠道和方式，了解“征信修复”骗局类
型，避免上当受骗；另一方面，相关部
门应加强协作，严格管控和清理网络
上的各类“征信修复”虚假宣传广告，
加大对不法分子的打击力度。

（时 锋）

去年 11 月下旬以来，铁矿石价格持

续上涨，累计涨幅已达 50%。这里面虽

然有年底钢厂冬储补货的拉动因素，但

总的来看，价格短期内暴涨具有明显的

哄抬和炒作痕迹。在这种情况下，国家

发展改革委、市场监管总局、期货交易所

等多部门近日表示拟对铁矿石市场开展

有关监管工作。消息一出，铁矿石期货

迅速走跌。

从供给端看，我国铁矿石对外依存

度较高，因此进口矿石的发运和到港情

况会对供给面产生重要影响。目前，海

外主要矿山的发运正常，虽然短期内发

运量和到港量有小幅波动，但总体来看，

相对于同期千万吨级的到港量，几十万

吨的波动对进口矿石供给面难以产生实

质性影响。而且，港口铁矿石库存目前

仍处于历史高位，进口铁矿石供给相对

宽松的局面没有发生改变。

从需求端看，一方面，虽然有关部门

暂未明确提出今年粗钢产量同比压减的

目标，但从国家对钢铁产业的调控基调

看，国内粗钢产量不会出现明显变化。

而且，近期发布的《关于促进钢铁工业高

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到 2025 年

电炉钢产量占粗钢总产量比例提升至

15%以上，钢铁工业利用废钢资源量达

到 3 亿吨以上。这将对国内未来一段时

期的铁矿石需求产生较为明显替代作

用。另一方面，虽然在今年稳增长的一

系列政策中，投资拉动将扮演重要角色，

基建投资力度会有明显提升，会增加对

钢材的需求，但在粗钢产量受控的情况

下，钢材需求向铁矿石价格传导的机制

并不畅通。另外，当前钢材的社会库存

处于高位，并在持续增加，且主流钢厂产

能利用率不高。因此，从需求端看，铁矿

石价格不具备暴涨条件。

综合分析，铁矿石市场的供需关系

并未发生明显变化，供给相对宽松的局

面 并 不 支 持 铁 矿 石 价 格 的 快 速 上 涨 。

但是，近期某些企业或机构发布和炒作

不实信息，人为制造了铁矿石供需关系

紧张的预期，给期货、现货市场上的投机资金以炒作机会，使得

铁矿石价格脱离实际供需关系，出现非正常的大幅上涨。这一

方面会直接提升钢厂的生产成本，在挤压钢厂利润的同时引起

建筑用钢材价格的上涨，进而影响今年基建投资项目的施工进

度，有的钢厂已经上调了 3 月份出厂价；另一方面，钢材价格的上

涨会沿产业链向下游制造业传导，挤压制造业利润，不利于制造

业稳投资。

还应看到，铁矿石等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带来的成本上升有可

能抬高通胀预期，给今年货币政策等实施带来干扰，不利于宏观经

济稳增长。因此，必须依法强化铁矿石市场监管，坚定维护市场公

平秩序，绝不能让虚假信息配合资本炒作的行为干

扰产业链均衡发展和铁矿石市场平稳运行。

（作者系中钢经济研究院首席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