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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重因素共同作用，供给季节性增加明显，猪价或逐渐回落——

生 猪 市 场 供 应 有 保 障
本报记者 黄俊毅

今年以来，全国生猪和猪肉价格持续

上涨。农业农村部监测数据显示，11 月

8 日，全国农产品批发市场猪肉平均价格

为 34.61 元/公斤，比 9 月 30 日的 32 元/公

斤上涨 8.2%。与此同时，农业农村部近日

表示，当前生猪生产形势总体较好，市场

供应有保障。猪价上涨原因何在？

“当前猪肉供应偏紧和猪价过快上

涨，与养殖者压栏惜售、二次育肥有一定

关系，是 2021 年 7 月份以来母猪产能调

减以及成本上涨等因素带来的猪价修复

性和季节性上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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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猪价持续上涨始于 3 月底，6 月

下 旬 至 7 月 上 旬 出 现 了 一 波 快 速 上 涨 ，

7 月中旬至 8 月底进入了稳中略涨的平稳

期，进入 9 月份后又开始第二波上涨。从

周价看，在农业农村部监测的 500 个集贸

市 场 ，生 猪 价 格 在 7 月 份 的 第 3 周 涨 至

22.51 元/公斤后连续 3 周小幅回落，8 月份

的第 2 周跌至 21.52 元/公斤后再次连续

11 周上涨，10 月份的第 4 周涨至 27.66 元/

公斤，同比上涨 79.3%，累计上涨 25.5%。

三季度以来，集贸市场猪肉价格与生猪价

格变动趋势基本一致，10 月份的第 4 周涨

至 41.61 元/公斤，同比上涨 66.8%，累计上

涨 21.2%。

分析相关数据不难发现，压栏和二次

育 肥 是 推 动 这 一 轮 猪 价 上 涨 的 主 要 原

因。从供给端看，今年 6 月份猪价开始上

涨 带 动 了 二 次 育 肥 和 压 栏 现 象 增 加 。

2021 年第三季度能繁母猪产量开始调减，

刚好影响 10 个月左右的生猪出栏，叠加上

年 8 月份至 10 月份猪价低位导致能繁母

猪配种率下降，今年生猪出栏量从二季度

开始环比下降，三季度刚好是全年出栏量

低位。同时，今年玉米、豆粕等饲料价格

持续走高，养殖成本持续提升，也助推了

猪价上涨。上半年，由于国内外猪肉价格

差明显收窄，加之新冠肺炎疫情对国际供

应链的影响，猪肉进口量同比大幅下降，

月均不足 15 万吨。

从需求端看，随着天气逐渐变凉，猪

肉消费由淡转旺，进入持续回升通道。猪

肉消费回升叠加生猪供应减少，进一步推

高了猪价，造成短期猪肉市场供应阶段性

偏紧、猪价阶段性上涨的局面。

对 长 时 间 亏 损 的 生 猪 养 殖 行 业 来

说，最大的好消息莫过于猪价上涨带动

养殖利润提升，到今年三季度，大型猪企

都实现扭亏为盈。数据显示，目前生猪

行业已处于较好盈利水平。扭亏为盈始

于 6 月底，此后盈利空间持续扩大，目前

每头自繁自养标猪的盈利超过 1000 元，

已经处于历史较好水平。受原料价格上

涨影响，饲料成本有一定程度的上调，目

前行业生猪完全成本在 17 元/公斤至 18

元/公斤之间。今年大型猪企养殖成本

基 本 维 持 在 16 元/公 斤 至 18 元/公 斤 之

间，整体成本呈现缓慢下降趋势。龙头

企业牧原、新希望的三季度养殖成本较

一 季 度 下 降 0.5 元/公 斤 至 1.0 元/公 斤 。

由于销售均价持续上涨，生猪销售收入

大幅提升。牧原 9 月份商品猪销售均价

23.06 元/公斤，环比上涨 10.12%，同比上

涨 100.7%；新希望商品猪销售均价 22.96

元/公 斤 ，环 比 上 涨 9.54% ，同 比 上 涨

80.79%。9 月份牧原股份生猪销售收入

为 119.59 亿元，环比增长 2.6%，同比增长

180.2%；新希望生猪销售收入为 30.23 亿

元 ，环 比 增 长 37.85% ，同 比 增 长

151.92%。从三季度总体来看，各大生猪

养殖企业生猪销售收入无论环比还是同

比均大幅上涨。

后期猪价走势会怎样？“从 11 月份开

始，大猪和标猪出栏量将会明显增加。四

季度生猪供应有保障，猪价可能震荡回

落。”朱增勇说。

从生猪供给看，下半年我国能繁母猪

存栏量基本保持在 4300 万头左右。9 月末

全国能繁母猪存栏量为 4362 万头，较二季

度末环比增长 2.0%，同比小幅下降 2.2%，

产能较为充裕，同时新生仔猪、育肥猪存栏

量已连续 5 个月以上回升。近期仔猪料销

售量和育肥猪料销售量均环比大幅回升，

同比均高于去年同期，部分规模饲料企业

销量环比涨幅超过 20%，这一方面表明生

猪存栏量充裕，另一方面也预示着猪场中

大猪存栏量明显高于去年同期。

从猪肉供应看，一方面，压栏大猪将

会提高猪肉产量 10%以上，同时前期二次

育肥猪集中出栏叠加标猪出栏季节性增

加将会冲击生猪市场；另一方面，国内猪

价上涨导致国内外价差增大，四季度猪肉

进口可能环比继续增长。从政府市场调

控方面看，国家针对生猪市场的储备肉投

放规模还有进一步上升的空间。国家发

改委多次表示将继续加大力度启动储备

肉的投放，近期已投放今年第 6 批中央猪

肉储备，累计投放 12.71 万吨。

虽然后期猪价可能会逐渐震荡回落，

但消费旺季支撑下猪价仍然呈现相对较

好水平。受养殖效益处于较好水平以及

政策调控等因素影响，生猪价格开始呈现

回落迹象。短期来看，前期压栏和二次育

肥的商品猪将逐渐出栏，生猪产能逐步释

放，加之持续投放储备肉进一步推进猪价

回归合理区间，短期猪价将震荡回落，后

期腌腊消费以及明年元旦、春节消费提振

将为猪价提供一定支撑。

专家预计，尽管后期猪价可能会出现

短期的季节性上涨，但 2023 年春节前高于

10 月底价格水平的可能性较小。

元宇宙概念火热，并已逐步走向产业谋

划和场景应用，大量企业跃跃欲试，许多地方

抢先布局。据统计，目前国内在建和建成的

元宇宙产业园、基地、聚集区、先行区已超过

18 家，颁布支持性政策的地区超过 30 个，出

台的元宇宙专项政策超过 20 个。

分 析 已 出 台 的 政 策 不 难 发 现 ，这 些 政

策涵盖园区建设、技术研发、人才配套、资

金扶持等多个方面。例如，广州南沙区发

布“元宇宙九条”，提出对有重大科技创新

支 撑 作 用 的 元 宇 宙 科 研 平 台 给 予 资 金 支

持，对元宇宙科技型中小企业提供免租场

地。这体现了各地抢抓发展机遇、抢占市

场 先 机 的 敏 锐 嗅 觉 ，有 利 于 形 成“ 百 花 齐

放”的良性竞争格局，最终促进我国在元宇

宙蓝海中抢得先机、赢得主动。

在点赞干事热情的同时，也有必要给予

理性提示。元宇宙产业虽“香”，现阶段却不

一定适合所有地区，要警惕头脑发热式的跟

风和脱离实际的大干硬上。

一个新赛道的出现意味着新机遇，但也

伴随着风险，在没有充分论证项目是否符合

自身资源禀赋和区位优势、是否能与上下游

产业形成互联互通、是否能较好融入自身发

展战略的前提下，看别人上马就头脑发热盲

目跟风，容易产生人力物力财力浪费甚至烂

尾的风险。这并非没有前车之鉴。新能源

产业在发展初期也出现过争相上马的情况，

光伏、风电等在各地多点开花，最终出现产

能阶段性过剩的状况。

上 马 元 宇 宙 产 业 不 能 有“ 捡 到 篮 子 里

都是菜”的思维。元宇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

“菜”，作为虚拟世界和现实世界融合的载

体，其蕴含着场景变革的巨大机遇。有报告

指出，未来网络、编码世界、虚实共生、无限算力四大技术趋势将成

为构建元宇宙的基石，至少需要 VR、AR、AI、区块链、边缘计算等方

面的技术支撑。这表明元宇宙是一个人才科技高度密集、上下游产

业链很长的产业，需要过硬的硬件设备、强大的软件开发能力和良

好的产业生态作支撑。特别是当前元宇宙产业还处于初期探索阶

段，一些技术瓶颈有待突破，现实应用场景不甚明朗，许多标准还不

明晰，没有强大的人才吸引力、高新技术聚合力和可持续的资金注

入能力，难以“玩转”元宇宙。

所 以 ，各 地 在 决 定 是 否 进 入 元 宇 宙 赛 道 或 以 怎 样 的 方 式 进 入

时，要结合自身发展水平和发展定位来综合考量。这并非反对创新

和探索，而是提醒不能盲从和蛮干。就算一些发展基础较好的地区

已 经 涉 足 元 宇 宙 产 业 ，也 要 有 清 晰 的 目 标 设 计 和 实 现 路 径 ，是 专

“吃”产业链某一段，还是打造集“创新链、研发链、人才链、价值链、

产业链”于一体的发展高地，是着重培育“专精特新”企业，还是更注

重应用场景研发推广，都应通盘考虑。同时，国家层面和相关行业

协会也应进一步加强顶层设计、强化行业治理、促进区域协作，形成

产业发展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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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21 年 《全面深化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

合作区改革开放方案》 正式印发，深圳市前海

管理局牢牢抓住“扩区”和“改革开放”两个

重点，加快打造“一平台、一枢纽”，着力营

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致力于

与海内外优秀企业共享前海改革开放的重大机

遇，旨在将前海打造成为广大企业开拓国内国

际两个市场的“优选地”、香港融入国家发展

大局的“桥头堡”。

打造全球投资热土

2021 年以来，前海以崭新的面貌迈入“黄

金 十 年 ”， 正 成 为 全 球 投 资 热 土 。 如 今 的 前

海，发展动力更澎湃、深港合作更紧密、改革

创新更活跃、对外开放更高质、平台载体更丰

富、城区环境更优越。

数据显示，2021 年以来，前海新推出制度

创新成果 115 项、累计 725 项，新增全国复制

推广 7 项、累计 72 项。2022 年 1 月至 9 月，前

海实际使用外资增长 16.9%，占全市 54.1%、全

省 20.9% 、 全 国 2.9% ； 前 海 综 保 区 进 出 口 额

1634 亿元，增长 49.1%，已超过 2021 年全年。

据中山大学发布的制度创新指数显示，前

海位居全国前列。在创新的助力下，市场化、

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已成为前海发展的标

识所在。前海深港国际法务区已引进司法、仲

裁、调解、律师服务等 6 大类法律机构达 122

家。粤港澳大湾区司法研究院等一批国家法治

战略平台纷纷布局前海。

一批批企业与机构正在前海加速集聚。目

前，前海已拥有 1963 家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拥有

10 家独角兽企业，占大湾区独角兽企业的六分

之一。安盛、瑞银、西门子、帝亚吉欧等全球知

名企业在前海落户，世界 500 强企业已在此布局

361 家企业。“双牌照”银行大新银行深圳分行、

大湾区金控公司招商金控已在前海落地。前海

深港国际金融城自 2021 年 10 月启用，已入驻超

200 家金融机构，三分之一是港资、外资，前海

FT 账户跨境收支规模达 3194 亿元。

为进一步深化深港合作，前海与香港相关

部门联合发布了支持前海风投创投发展十八条

措施，已吸引 67 家风投创投机构入驻，其中港

资、外资 18 家。2022 年 1 月至 9 月，前海实际

使用港资增长 21.1%，拥有港资企业近万家。

共襄改革开放新机遇

发展现代服务业是前海的主责主业。近期，

前 海 管 理 局 重 磅 推 出 了“ 前 海 全 球 服 务 商 计

划”，聚焦招引培育现代金融、商贸物流、信息服

务、科技服务、文化创意、商务服务、航运服务等

生产性服务业和公共服务业等 8 大类服务商，用

好用足前海政策红利，计划每年提供产业扶持

资金不少于 10 亿元，产业空间不少于 20 万平方

米，到 2025 年，引进培育全球现代服务商 300 家

以上，实现现代服务业增加值 1000 亿元以上，旨

在打造粤港澳大湾区现代服务业发展核心引

擎，成为亚太地区重要的生产性服务业中心，不

断构建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

其中，在金融服务领域，前海正着力提升

国家金融业对外开放试验示范窗口和跨境人民

币业务创新试验区功能，推动与香港金融市场

互联互通，联动香港打造深港风投创投集聚

区，高标准打造深港国际金融城等。在商贸物

流服务领域，前海将着力建设国家进口贸易促

进创新示范区，推动深港关检规则衔接机制对

接，加快推进跨境贸易大数据平台、电子元器

件和集成电路国际交易中心建设，加快建设跨

境电商集聚区、天然气贸易集聚区。在信息服

务领域，前海正大力支持新一代信息技术、人

工智能、区块链、大数据、工业软件等领域服

务商落地发展，培育元宇宙产业集群，打造数

字经济集聚区。在科技服务领域，前海正着力

建设深港创新城，支持生物技术、新能源、新

材料、高端装备、绿色环保、智能机器人、新

型显示技术等研发类企业发展等。在文化创意

服务领域，前海将打造面向海外市场的文化产

品开发、创作、发行和集散基地，大力发展数

字文化产业和创意文化产业，加快推进创意设

计、网络视听、动漫游戏、新媒体技术等产业

聚集。在航运服务领域，前海将高水平建设海

洋新城、蛇口国际海洋城、大铲湾蓝色未来科

技园等园区，深入推进国际船舶登记制度改

革等。

同时，前海还将着力推动现代服务业与先

进制造业融合发展，深化建设国家工业互联网

示范基地，支持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为持

续优化营商环境，前海将着力健全外资和民营

企业保护机制，为企业提供一站式综合配套服

务，并将围绕深圳市“20+8”重点产业集群和

前海重点产业目录，制定出台一系列人才集聚

相关政策举措。

拓展发展新空间

近期，前海在高标准建设运营深港国际金

融城、深港国际法务区、国际人才港等一批特

色高端的现代服务业载体基础上，进一步焕新

推出“四大集聚区”，聚焦风投创投、天然气

贸易、跨境电商以及涉税服务四大领域，着力

为企业发展谋空间、拓资源。

为加快打造风投创投集聚区，前海将依托

前海深港国际金融城，拓展 80 万平方米优质产

业空间，支持风投创投机构、团队叠加享受深

圳市、南山区和前海政策，涵盖落户、入驻、

租金、投资、经营团队、综合贡献、退出奖励

等“募投管退”全流程、全生命周期。其中，

对国家基金最高给予 2000 万元一次性落户奖；

每年给予最高 300 万元经营团队扶持。

在天然气贸易领域，集聚区雏形初显。目

前，前海已正式落地天然气贸易企业 16 家，年

内将达到 20 家，贸易总额将达到 120 亿元。将

重点支持国内外知名天然气贸易企业的亚太总

部、订单中心、结算中心落户前海，加快打造

国内领先的天然气贸易中心。

在打造跨境电商集聚区方面，支持跨境电

商拓展产业链、生态链，培育引进一批具有国

际影响力的跨境电商平台，努力打造辐射全球

的跨境电商重要枢纽、货通天下的“网上丝绸

之路”。

涉税服务是前海现代服务业的特色亮点之

一。全国 7 家深港、深澳联营税务师事务所均

已落户前海。优化行业发展生态，将积极探索

注册税务师、会计师、律师等涉税服务专业人

士混业经营、归口监管，努力打造粤港澳大湾

区涉税服务业发展高地。

（数据来源：深圳市前海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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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深圳市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