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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首个活体交割的期货品种亮相大连商品交易所——

生猪期货对产业影响几何
本报记者 黄俊毅

一周内暴涨暴跌

入局比特币不能盲目
本报记者 李华林

1月6日，工作人员在北京科兴中维公司的新冠疫苗包

装车间内工作。目前，国内疫苗生产企业开足马力全力生

产，为疫苗顺利接种保驾护航。 新华社记者 张玉薇摄

新冠疫苗厂商全力生产保接种

低 保 标 准 与 时 俱 进 彰 显 民 生 情 怀
韩秉志

新年伊始，比特币就因暴涨备受关注，短短一周内，接

连突破 3万美元、3.5万美元大关。截至 1月 7日 20时，比特

币已突破3.8万美元，刷新历史纪录。

整个 2020 年期间，比特币价格一路攀升，从年初的逾

7000美元上涨至2.9万美元上方，全年累计涨幅超过300%。

一度沉寂的比特币，为何再度“沸腾”起来？业内认为，

比特币这波暴涨，主要与全球避险情绪有关。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2020 年以来，全球经济遭遇重

创，多国采取超常规货币宽松政策拯救经济，全球通胀预期

增强。在高通胀、低增长、负利率的经济环境下，投资者和

机构对避险资产的需求大大提升。而基于区块链技术的比

特币，具有去中心化、总量有限、可追溯的特点，被认为可以

有效避免通货膨胀，受到青睐。

从入场者的身份来看，比特币背后的玩家出现新变化，

已从早期的以技术员和区块链爱好者等散户为主，变为以

全球金融机构为主。巨头机构的入场，给市场带来热度和

信心，推动比特币价格上涨。

比特币价格上涨还和自身特性有关。比特币以区块链

作为底层技术，协议数量上限为 2100 万个。数据显示，截

至 2020年 12月 30日，全球比特币的供应量已超 1858万个，

也就是说尚待“挖掘”的比特币已不足 300万个。供应量的

减少，加剧了市场惜售行为，进一步推高币值。

“监管不足是催高比特币价格的重要外部因素。”恒大

集团首席经济学家任泽平表示，由于世界各国金融市场发

育程度、中央政府力量、投资者保守程度等具有较大差异，

各国对比特币的监管态度各不相同，而监管不足和立法的

相对迟滞为炒作提供了宽松环境。

尽管当前比特币行情呈现“一骑绝尘”态势，但仍有不

少业内人士提醒，比特币泡沫大，波动强，风险高，盲目入局

甚至加杠杆或出现爆仓危险。

1 月 4 日，比特币从约 3.3 万美元开始暴跌，最低跌至

2.8 万美元，导致 24 小时内近 10 万人爆仓。“缺乏发行主体

的比特币几乎是不受控的，很容易受到外界因素影响，这样

的不确定性可能会给投资者带来损失。”任泽平说。

北京邮电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金融科技研究所所长、

首席区块链经济专家陈晓华表示，比特币价格大涨大落催

生了大批交易网站，这些平台的风险不可小觑，“随着越来

越多投资者涌入，比特币交易平台高达数十亿元、数百亿元

的客户资金缺乏第三方监管，跑路隐患不容忽视”。

更重要的是，投资比特币面临监管风险。在我国，对比

特币等虚拟货币一直实行严监管。早在2013年12月份，央

行等五部委发文指出，比特币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货币，不

能且不应作为货币在市场上流通使用。2017 年 9 月份，央

行等七部委联合发文，要求各类 ICO（首次代币发行）立即

停止，相关交易平台停止运营。

目前，比特币交易尚在灰色地带游离，随着未来各国法

定数字货币研发及推出，对虚拟货币的管控或打压力度将

加大，比特币的投资空间会大大压缩。专家表示，缺少具有

公信力的国家或组织为其背书，也没有和任何实物资产挂

钩，当主权国家宣布比特币

非法时，比特币可能会一文

不值。

下列机构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

监管局批准，换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

现予以公告：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自贸试验区分行

机构编码：B0002L211000001

许可证流水号：00592821

批准成立日期：2004年11月01日

业务范围：许可该机构经营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

委员会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规定批准的

业务，经营范围以批准文件所列的为准。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知春路6号

邮编：100191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监管局

发证日期：2020年12月28日

以上信息可在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网

站www.cbirc.gov.cn查询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监管局
关于换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的公告

寒冬时节，天气愈发寒冷，但有一组数

据，让我们在这个冬天感到暖意融融——

2020 年，我国城乡低保标准分别达到人均每

月 665 元和每年 5842 元，同比增长 7.7%和

11.3%；城乡特困人员基本生活标准分别达到

人均每年 10775元和 8230元，同比增长 11.4%

和 12.8%，低保标准多年实现不断提高，集中

体现了“以民为本”的施政理念。

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国家对家庭人

均收入低于当地最低生活标准的人口给予一

定金额资助，以保证该家庭成员基本生活所

需的一项基本民生保障制度。多年来，由于

低保在我国新型社会救助体系中所处的核心

地位，低保标准成为衡量各地救助水平的重

要标志。尤其是 2020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

冲击，得益于各地持续加大保基本民生力度，

及时启动价格补贴联动机制，提高城乡低保、

社会救济等保障标准，困难群体基本生活得

到有力保障。

从近年来的发展趋势可以判断，提高救

助标准是缩小居民生活水平差距、解决相对

贫困的内在要求，也是未来社会救助发展的

一个长期趋势。

在缩小居民生活水平差距、解决相对贫

困的目标下，一些人也会有疑问，那就是现

行的低保标准与收入相比，会不会显得偏低

了些？低保的提标速度能不能再加快些？

实际上，低保标准与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

关，已成为世界各国普遍共识。有数据显

示，就我国收入分配情况而言，若将城乡看

作一体，全国的收入分配仍呈现金字塔形，

这反映出我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

国家，尤其是广大农村和中西部地区相当一

部分居民收入水平依然偏低，若保障比例骤

然增高，恐怕财力难以允许，与群众的获得

感也将相距甚远。因此，仍要坚持尽力而

为、量力而行的基本原则，遵循底线思维和

社会政策托底要求，注重实现制度的公平性

和可持续性。

细读“十四五”规划建议，从“着力提高

低收入群体收入”，到“加大税收、社保、转移

支付等调节力度和精准性”，可以判断，随着

我国经济持续发展，将会有越来越多的低收

入和中间偏下收入群体转化为中等收入群

体。展望未来，在实现城乡居民生活水平差

距显著缩小目标的过程中，需要保持社会救

助兜底保障政策总体稳定，实现科学识别，

确保精准救助，以最大程度把有限资金用到

刀刃上。

与此同时，在政策具体落实当中，还要

考虑进一步丰富社会救助内容的层次性。

对于当前群众反映强烈的医疗、教育、住房

等困难，需要通过完善专项救助制度来解

决 ，而 不 是 仅 仅 靠 低 保 政 策 来“ 单 打 独

斗”。要构建以提升可持续发展和社会参

与能力为核心的大社会救助体系，从而不

断 扩 大 社 会 救 助

覆盖范围，最终让

人 民 群 众 共 享 改

革发展成果。

近期，受消费季节性回升、冻品流通受阻等因素影响，全国猪肉价格明显上涨。而随着生猪期货在大连商品交易所正式挂牌交

易，不少人担心期货会放大猪肉价格波动。对此，专家表示，决定猪肉价格的主要因素是供需。目前，我国猪肉需求相对稳定，虽然

供应仍处于偏紧状态，但未来一段时间价格上涨空间有限。

1 月 8 日，我国首个活体交割的期货品

种——生猪期货在大连商品交易所正式挂

牌交易。生猪期货对国内猪肉价格和猪周

期的影响，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期货是否

会影响猪价走向？对整个行业会产生哪些

影响？就相关热点话题，经济日报记者采访

了业内专家学者。

生猪生产明显恢复

“决定猪肉价格的主要因素是供需，生猪

期货上市并不会直接影响生猪供需基本面。

目前，我国猪肉需求相对稳定，但供给受新冠

肺炎疫情、养殖利润、政策导向等多方面因素

影响会发生变化，从而改变国内猪肉供需基

本面，最终决定猪肉价格走向。”曾在郑州粮

食批发市场担任多年高级分析师的期货市场

资深专家陈艳军说。

那么，当前国内猪肉供给和价格情况怎

样呢？

“我国生猪生产明显恢复，但总体仍处于

供给偏紧状态。”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

医研究所副研究员朱增勇在接受记者采访

时说。

农业农村部监测数据显示，2020 年 8 月

份至 11 月份，全国生猪出栏环比、同比均有

所增长。但是，2020 年 1 月份至 11 月份，定

点屠宰企业累计屠宰生猪 14198 万头，同比

下降了19.6%。

虽然供给尚未完全恢复到常年水平，但

中央储备肉投放力度显著加大。2020 年仅

10 月份和 11 月份没有投放冻猪肉，全年累

计投放冻猪肉 38 次，合计 67 万吨。其中，12

月 30 日投放 20066 吨，成交 11241 吨。2021

年 1月 7日又投放了 2万吨冻猪肉。

近期受消费季节性回升、冻品流通受阻

等因素影响，全国猪肉价格明显上涨。从周

价看，生猪和猪肉集贸市场价格分别从 2020

年 11 月份第 4 周和 12 月份第 1 周开始回升，

已经分别连续上涨 6 周和 5 周。2020 年 12

月份最后一周，全国生猪每公斤均价为 34.8

元，累计上涨 17.8%，同比上涨 3%；猪肉价格

为每公斤 51.65 元，累计上涨 12.8%，同比微

涨 0.8%。

对 1 月 8 日生猪期货正式挂牌交易以后

全国猪价的走势，朱增勇认为可从供需两方

面进行分析。从消费看，春节是传统消费旺

季，但 2020年 12月份以来猪价上涨抑制了部

分消费需求。从供给看，截至 2020 年 11 月

份，能繁母猪存栏同比已连续 6个月增长，生

猪存栏同比已连续 5个月增长。春节是出栏

高峰，预计随着前期补栏生猪的陆续出栏，供

给将有明显改善。综合判断，预计 2021年春

节猪价接近上年春节水平，上涨空间有限。

供需基本面决定猪周期

“虽然有人担心期货会放大猪肉价格波

动，扰乱猪周期，但生猪是我国市值最大的农

副产品，市场规模高达上万亿元。对市场规

模上万亿元的期货品种，游资的影响很有

限。”陈艳军认为，相关企业可以专心做大做

强，大可不必为生猪期货挂牌交易而担忧。

在陈艳军看来，决定猪周期的仍然是猪

肉供需基本面。

数据显示，2006年以来，我国已经历了 3

个完整的猪周期，分别是 2006 年 6 月份至

2009 年 5 月份、2009 年 6 月份至 2014 年 4 月

份、2014年 5月份至 2018年 5月份，时长分别

为 36 个月、59 个月和 49 个月，从波谷到波峰

的 上 涨 时 间 分 别 为 23 个 月、28 个 月 和 26

个月。

“本轮猪周期从2018年6月份至今，叠加

了疫情及防控政策、环保政策、生猪产品调运

政策和生产周期性因素，与前几个周期相比

有极大的不同之处。”朱增勇说。

在朱增勇看来，本轮上升周期区别于

前几个周期的首要突出特点是生猪存栏和

能繁母猪存栏的深度下降，且所有养殖主

体生产均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如果没有

非洲猪瘟疫情，预计 2018 年猪肉价格将持

续下行，2019 年上半年可能出现周期性低

位。然而，2018 年 8 月份暴发的非洲猪瘟

疫情，打乱了猪周期的正常波动节奏。在

非洲猪瘟疫情冲击之下，2018 年 10 月份以

来，能繁母猪存栏同比降幅超过了 5%的预

警线且降幅持续加大。到 2019 年 9 月份，

全国能繁母猪存栏同比降幅达 38.9%，生猪

存栏降幅超过 41%。

产能的大幅下降造成猪价持续快速上

涨，涨幅远高于上一轮周期，且上涨周期短。

从月均价来看，2006 年以来猪价高点分别为

每公斤 16.87 元、19.68 元、20.45 元和 37.11

元，2020 年 2 月份猪价较 2016 年 6 月份高点

上涨 81.5%。从波谷到超过上一轮价格高点

仅14个月时间，而前两轮周期分别是25个月

和24个月。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到 2020 年 9 月

份，全国能繁母猪已恢复到 3822 万头，较上

年 12 月份增长 24.1%；生猪存栏 3.7 亿头，同

比增长 20.7%。生猪存栏和能繁母猪存栏作

为周期转折标志，意味着生猪产能已经触底

反弹。

朱增勇认为，短线反弹不改长期走势，我

国猪价已转入下行周期。

行业有了套期保值手段

“生猪期货上市虽然不会直接影响国内

生猪供需基本面，但期货套期保值为养殖、屠

宰、贸易等产业链上的企业提供了规避价格

风险、保值增值的渠道。”陈艳军说。

所谓期货套期保值，就是经营者利用期

货合约，作为将来在现货市场上买卖商品的

临时替代物，提前进行买卖操作，预先锁定价

格，以规避市场价格大幅波动的风险。

生猪养殖周期比较长，从母猪受孕到仔

猪长大出栏，一般需要 10个月左右时间。在

漫长的养殖周期内，疫病、供需、饲料价格等

诸多方面都充满着不确定性，导致未来生猪

出栏时价格可能大幅偏离预期。有了生猪期

货这个工具，当生猪期货价格适中时，养殖企

业就可以在期货市场预先售出与其将来出栏

数量相等的生猪期货，提前锁定利润。同时，

生猪期货也可帮助屠宰、加工环节预先买入，

以防未来生猪价格非理性上涨。

记者从大连商品交易所了解到，国内生

猪养殖龙头企业牧原、温氏、正邦科技、新希

望、正大都将进场参与生猪期货交割业务。

大连商品交易所1月5日发布通知，就交割区

域、地区升贴水等生猪期货交割业务有关事

项进行了具体安排。

2020 年 12 月 30 日，河北省河间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工作人员在一家超市检查肉类食品

安全。 新华社记者 朱旭东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