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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生猪价格回归合理区间
面对猪价低位运行，降低生产成本、推动高质量发展仍是生猪产业发展

的核心。要加快淘汰低效母猪，适当降低出栏目标，优化饲料配方结构，健全

疫病防控措施，多在节本增效上下功夫，推动生猪价格回归合理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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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猪价格近期继续低位运行。国家发

展改革委表示，将会同有关方面启动年内

第二批中央猪肉储备收储工作，并指导各

地同步收储。这是推动生猪价格回归合理

区间的重要举措。

年 初 以 来 ，猪 价 整 体 呈 震 荡 探 底 走

势。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6 月下旬生猪

价格环比下降 3.5%。据国家发展改革委

监测，6 月 26 日至 30 日，全国平均猪粮比

价 低 于 5∶1，进 入 过 度 下 跌 一 级 预 警 区

间。按目前价格及成本推算，未来生猪养

殖头均亏损为 179.92 元。据农业农村部监

测，截至 7 月 4 日，全国农产品批发市场猪

肉平均价格为 18.92 元/公斤，与去年年底

相比，跌幅达 27%。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

监测中心近日称，目前终端市场走货缓慢，

并且屠宰企业冻品入库量有限，对猪价几

无利好拉动。

在上半年生猪养殖普遍亏损的情况

下，收储有利于对冲猪价下探压力，释放积

极政策信号，引导养殖场户预期，防止猪价

出现过快过度下跌。但是，影响价格的关

键因素依然是供需关系。单批的收储量与

市场的供给量相比是很小的，不会改变整

体供需结构。当前，生猪供给仍处于高位，

加之七八月份是猪肉消费淡季，短期内猪

价低迷状态或难逆转。同时，部分养殖场

户看好年内价格走势，觉得随着三季度末

消费旺季来临，猪价有望逐渐回升，不愿意

大幅减产。可参考的例子是，去年上半年

猪价也跌了不少，但 10 月份后重回上涨

通道。

“肉贵则伤民，猪贱则伤农”，猪肉价格

备受关注。本轮“猪周期”从 2022 年 4 月份

开始，呈现出不同以往的特征，波动的剧烈

程度明显小于上轮。回顾 2022 年，自 3 月

份起开展了 16 次中央储备冻猪肉收储，在

9 月份猪价出现快速上涨后又进行了 7 批

中央储备冻猪肉投放。一年之内既收储又

投放，风险预警和储备调节的前瞻性和灵

活性使得年度总体行情能同时被消费者和

养殖场户接受。让价格“静如止水”既做不

到也没必要，但防止短期内的大起大落是

共同诉求。业内人士感觉“周期性规律不

明显”，恰恰是市场运行良好的表现。

原因之一是政策调控更科学。过去，

对猪肉的调控主要是市场端的调控，而生

猪产业像一辆卡车，其载重大、惯性大，想

快速启动或马上刹车，根本做不到。能繁

母猪存栏量则是卡车的发动机，是最重要

的先行指标。如果其保持在合理区间，生

猪 供 应 就 有 保 障 ，猪 肉 价 格 就 能 相 对 稳

定。2021 年 9 月，《生猪产能调控实施方案

（暂行）》印发，填补了生产端逆周期调控的

政策空白，生猪成为主要农产品中第一个

实施产能调控的品种。今后，各地还要稳

定生猪养殖的长效性支持政策，保持用地、

环评、金融等基础政策稳定。养殖场户对

政策没有后顾之忧，才能根据市场变化及

时决策。

原因之二是经营主体更理性。“没有只

赚不赔的生意”，有经验的养殖场户常以三

五年为周期做谋划，在市场波动中寻找机

遇，避免投机性压栏和恐慌性出栏。如今，

规模养殖场户出栏占比逐年提高，其融资

能力和资金实力强，更能经受市场考验，更

有耐力在价格底部对抗周期。生猪期货上

市后，价格发现功能逐步显现，越来越多的

养殖场户利用期货规划养殖规模，对冲价

格波动。事实上，生猪期货的存在使得去

年猪价未出现恐慌性下跌。可以预期，能

熟练运用生猪期货等风险管理工具的经营

主体，将在未来的行业变革中占据主动。

目前，面对猪价低位运行，降低生产

成本、推动高质量发展仍是生猪产业发展

的核心。要加快淘汰低效母猪，适当降低

出栏目标，优化饲料配方结构，健全疫病防

控措施，多在节本增效上下功夫。此外，近

年来，养猪业向上游的饲料、种猪繁育和下

游 的 屠 宰 、

食品加工行

业 进 军 ，这

是产业发展

的 一 个 方

向。当经营

主体的成本

竞争力达到

一 定 水 平

后 ，不 妨 适

当开展全产

业链布局。

人才振兴是乡村振兴的基础，数字经

济是乡村振兴的发展方向。财政部办公厅

不久前印发的《关于做好 2023 年农村综合

性改革试点试验有关工作的通知》，“创新

乡村人才振兴机制”是其中的重点任务之

一。将人才培养与数字经济发展相结合，

加快乡村数字化人才建设，事关乡村产业

治理等方方面面，是推进乡村振兴的关键

抓手。

以乡村数字化人才培养，创新人才振

兴机制，具有重要意义。其一，有利于落实

以人为本理念，以创新带动发展。乡村数

字化人才建设通过推广信息技术、数字化

技术，提高农民数字素养与技能，从而提升

农村劳动力整体素质，适应现代化农业发

展需求。这有利于加强农村地区人力资本

积累，推动农村“产学研用”各环节实施，为

乡村振兴注入创新动力和活力。

其二，有利于强化人才引领，推动乡村

产业转型升级。乡村数字产业发展，有助

于将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新一代数

字技术要素逐步渗透进乡村农业产业，破

解农业生产瓶颈与技术壁垒，降低农业生

产 成 本 ，加 快 传 统 农 业 向 精 细 化 农 业 转

变。数字技术人才不断为农村地区引入新

思维、新手段、新模式，也有助于促进农村

一 二 三 产 业 融 合 ，推 进 乡 村 产 业 数 字 化

发展。

其三，有利于发展数字治理，优化基层

组织管理效率。此次《通知》首次将“数治”

纳入与自治、法治、德治平行的基层治理体

系。乡村数字治理离不开高素质的数字技

术人才。数字技术人才建设有助于补齐基

层治理的人才短板，统筹各类乡村治理资

源和力量，提升决策的高效性、科学性和精

准性，推动基层政务服务数字化转型。

为更好提振乡村振兴发展效能，须协同发力，建设数字技术人才

队伍，激活乡村人才“引擎”。应依托数字管理，推动农村地区数字人

力资本投入。推动“数字+”乡村公共服务供给体系建设，在农村医

疗、教育、治安、养老、就业等诸多领域运用大数据技术，形成对各类

信息的收集和资源整合，有效实现农村公共服务的供需管理。通过

发展过程中的数字要素重组，加大对农村地区发展的人力资本投入。

聚焦关键领域，发挥数字技术人才培养示范带动效应。乡村数

字化人才建设涉及数字经济发展的各个方面，因此，农村综合性改革

在试点阶段也应依据现实情况，紧抓关键领域人才培养。应加快打

造农村地区数字技术人才培养基地，围绕地区产业发展重点，因地制

宜确定人才培养模式和方案，持续提升农民数字化技能和素养，培养

一批数字化农业合作社带头人，以点带面实现乡村数字技术人才

培养。

完善制度规范，建立乡村数字技术人才保障激励机制。人才建

设并不能一蹴而就，需要整体性、长期性的制度体系作为支撑。从培

养环节的培训机制、课程设置，到评估阶段科学、公正、透明的人才评

价标准及程序设置，提高乡村数字技术人才的专业素养和综合能力，

需要根据人才成长规律形成稳定机制，为其发展提供良好的成长环

境。应制定鼓励人才发展的税收优惠、创业支持、科研补贴等支持政

策，吸引、激励数字技术人才投身乡村建设。

《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条例》日前
正式对外发布，这是我国私募投资基金行
业首部行政法规。条例的出台有利于完
善私募基金监管制度，将私募投资基金业
务活动纳入法治化、规范化监管轨道。近
年来，私募基金行业发展迅速，已成为我
国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提升直接
融资比重、支持科技创新和产业转型升
级、满足居民财富管理需求等方面，发挥
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条例在系统总结
监管经验、行业规范等基础上，强化源头
管控，划定监管底线，实施差异化监管，既
对私募基金“募、投、管、退”提出全链条监
管要求，又强调发挥私募基金行业服务实
体经济等方面的作用，做到支持发展与强
化监管并重，着力推动私募基金行业规范
健康发展。

（时 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