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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周报

分析预测

预计下半年我国主要农产品价格稳中略涨

粮价总体平稳 肉价普遍上扬
由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朱信凯领衔的农产品市场预警课题组主

持开发了农产品价格自适应短期预测（SSAPP）系统，该系统对
2019上半年各项农产品月度价格的短期预测均较为准确，平均误
差控制在10%以内。课题组于近期对2019年下半年我国主要农产
品价格进行预测分析，结果显示，下半年我国主要农产品价格预计
稳中略涨，粮食价格总体平稳，肉禽价格普遍上扬。

粮食价格预计保持总体平稳。其中玉米价格下半年预计止跌
回升，随着非洲猪瘟疫情得到有效控制，饲用玉米需求预计将有所
回升，2019年第三季度玉米市场价格将逐步上行；大米价格三季度
预计持续走低、四季度止跌反弹。

肉禽价格预计持续上涨。值得注意的是，受非洲猪瘟疫情和
猪周期叠加影响，在没有外部政策干预的情况下，批发市场猪肉平
均价格在 2019 年第三、四季度将延续今年以来的持续上涨的态
势，预计突破30元/公斤的关口，创出历史最高价。受消费替代等
因素影响，牛肉价格第三季度也将上涨，预计达到62元/公斤左右
的高位，创下近10年来的次高价。考虑到猪价上涨后其他肉类及
水产品替代，预计肉类总体供给有保障。

果蔬价格季节性、随机性特征仍显著，品种间价格波动趋势差
异性较大。其中，2019年下半年我国苹果价格整体波动较为平缓，
整体呈现高位盘整的态势；大白菜价格在2019年第三季度将呈现
出先上涨后下跌的态势，波动较为剧烈。

个别特色小宗农产品价格预计逐步回落。其中，下半年我国
大蒜价格整体波幅显著，最高价与最低价的价差为1.74元/公斤左
右；生姜价格整体走势为高位窄幅波动，最高价与最低价的价差为
0.41元/公斤左右。

课题组建议国家有关部门重视 2019 年下半年可能出现的部
分农产品价格短期快速变动及其对CPI和宏观经济的潜在冲击，
加强监测预警力度，实施分类精细调控。需关注存在较大价格上
涨风险的农产品品种，建议主管部门在进行疫病防治的同时，特别
要重视生猪生产，引导养殖场户增养补栏，加快落实扶持生猪恢复
性发展的政策，保障猪肉供给，防止猪肉价格持续过快上涨。

课题组成员 朱信凯 熊涛 李剑 田晓晖

黄渤海伏季休渔期已经全面结束。随着
东海、南海部分渔船、部分海域的开捕，市场上
新鲜水产品的货源逐渐丰富起来。

笔者在一些海鲜市场走访中发现，螃蟹、
基围虾等水产品一改往日的高端价位，价格十
分亲民；花蛤、扇贝、海蛎子等贝类小海鲜却在
秋季发力，供销两旺，量价齐升。随着开渔的
到来，市面上的海鲜供应将逐步充足、稳定，价
格也会有所下降。

随着出海渔船陆续回港，大量海货不断
充实着海鲜市场。目前，市场上畅销的品种，
除了日渐丰富的新鲜海捕鱼以外，还有上市
量非常大的梭子蟹和各种贝类。山东威海水
产品批发市场分析师徐春晖说，鲜活的梭子
蟹肉质美、价格实惠，颇受市民青睐。目前市
场上的螃蟹货源供应还是较为充足的，价格
也逐渐走低。

“近期市场梭子蟹价格继续货丰价低。其
中，200 克以上本地活的公梭子蟹每公斤价格
为 110-120 元，而外地 200 克以上活的公梭子
蟹每公斤价格为 60元-70元，价格比较亲民。”
徐春晖介绍，另一方面，扇贝、蛤蜊、蛏子、带
子、生蚝等贝类海鲜却在初秋依旧延续了夏天
的火热态势，继续维持高位。“近期贝类市场主
要品种价格继续高位震荡徘徊。目前，市场扇
贝每公斤价格在10元左右，花蛤每公斤价格也
在10元左右，而威海本地海螺每公斤价格高达
80元-90元。”

随着新鲜海捕海鲜的批量上市，夏天里一

直火爆的小龙虾也即将下市。笔者走访各大
农贸市场发现，售卖小龙虾的商家明显减少，
且价格小幅上涨。

“目前，产区小龙虾逐渐进入收尾季节，因
市场货源不足等原因，近期市场小龙虾价格有
所上涨，以威海水产品市场为例，目前，市场
4-6 钱小龙虾每公斤价格一般在 40 元-44 元，
比7月上涨16.7%。”徐春晖表示，即使近期市场
价格有所上涨，但与去年同期相比，下降幅度
还是比较大。

中秋佳节将至，按照往年惯例，一些大鲳
鱼、大带鱼等鱼类，价格都会有所上涨，接下来
梭子蟹、大闸蟹的价格也会出现一定涨幅。

徐春晖预计，随着中秋节的临近，主要海
产品价格也将会随之上涨，“首当其冲的就是
各种高档海捕鱼类，如新鲜大鲅鱼、海捕大牙
鲆鱼、本地带鱼等。还有就是梭子蟹市场，‘八
月十五蟹儿肥’，梭子蟹肯定会是中秋节消费
的一个热点。作为中秋礼品，水产品是赠予亲
朋好友的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

据了解，随着天气转凉，后期渔船将渐渐
移动到远海捕捞作业。因此10月份以后，海产
品将继续增加上市，各类海产品供应大幅增
多，会呈现购销两旺的局面，徐春晖分析，届时
的价格变化，还要看市场供需情况而定。“随着
休渔期的结束，出海捕捞的渔船会增多，海鲜
市场的货源也将会越来越充裕，各种鱼类、螃
蟹类、虾类、淡水鱼等品种的价格也将会有所
走低。” 李子龙 陈明妃 刘璐

湖州进入莲藕丰收季
8月28日，浙江省湖州市东林镇泉心村种植户展示采收的莲藕。近日，泉心村的100多亩荷塘里

种植的莲藕迎来丰收季，当地种植户抢抓农时采收。近两年来，东林镇泉心村集中闲置土地，种植生
态莲藕，平均每亩收入达6000多元，帮助种植户增收。 新华社记者 徐昱 摄

□□ 本报记者 马晓刚 李昊

内蒙古是我国玉米的主要种植区，据内
蒙古农牧厅数据显示，2018 年全区种植玉米
面积 5600 多万亩。再有一个多月的时间，内
蒙古的玉米将进入收获季节，对于今年的玉
米价格广大种植户会有怎样的预期？今年的
玉米行情会呈现如何走势？近期，记者深入
到内蒙古赤峰市和通辽市进行了采访。

家住赤峰市松山区城子乡的村民王素琴
今年种了 20多亩玉米，比去年还多种了 10多
亩，“在备耕时，我就了解到今年种植玉米的补
贴还将继续，而且每亩补贴在100多元，再加上
倒茬，所以今年种的玉米比较多。”王素琴说。

因为村里的土地不适合种土豆，再加上与
王素琴有同样想法的村民很多，所以很多村民
家的玉米种植面积均多多少少有所增加。

再过段时间，王素琴家的玉米就能收获
了。对于今年玉米的销售价格，她说：“上个
月下了场冰雹，玉米产量会受到一定影响，但
今年是个好年景，整个赤峰、内蒙古的玉米还
是丰收，所以对于今年的玉米的价格，我并不
看好，能和去年持平就不错了。”

赤峰市翁牛特旗白音套海苏木四十八顷
村不少村民今年也都增加了玉米的种植面
积。记者调查后发现，扩大玉米种植规模主
要原因有三：一是大家看重的还是玉米补贴；
二是种植玉米比较省事，有多年的种植经验；
三是运输方便，成本较低。但是对于今年玉
米的价格，大家的期望值并不高。

赤峰市是产粮大市，全市耕地面积常年
稳定在 1000 万亩左右，近年来粮食生产每年
基本稳定在100亿斤以上，其中玉米产量70亿

斤左右。总体上看，虽然国家号召减少“镰刀
弯”地区玉米种植面积，但赤峰市玉米面积减
少有限，有部分旗县玉米种植面积甚至还有
所增加。

玉米收购商对今年的玉米价格又有怎样
的预期？在翁牛特旗白音套海苏木，记者采
访了三家玉米收购商，他们表示，今年玉米的
产量应该不会减少，玉米的价格可能会降低，
他们的利润也会随之收窄。“我去年新盖了厂
房，又购置了新的玉米烘干设备，要想收回成
本比较困难，因为一斤玉米也就能挣几分钱，
再除去人工、水电、机器损耗等，也剩不了多
少钱了，没有实力坚持到最后的最终将被淘
汰。”玉米收购商乔毅告诉记者。

另外，记者了解到，在赤峰市当地，基本
上每年都是农发行赤峰市分行发放收购秋粮
贷款。2018 年 11 月份，农发行赤峰市分行投
入近5亿元秋粮收购信贷资金，支持全市各秋
粮收购企业开秤收粮，做到“钱等粮”，去年粮
食企业收购玉米达90万吨以上。

“我们企业对收购秋粮并不担忧，只要银
行给我们贷款，就没有问题。”乔毅说。

通辽市地处黄金玉米带，是国家重要的玉
米商品粮生产基地，每年的玉米产量占内蒙古
玉米总产量的70%左右。按照当地农业农村部
门的预测，今年，通辽市玉米又将喜获丰收。
丰产是否能增收？当地一些农民、种粮大户、
收购企业以及农业专家，有惆怅，也有期待。

开鲁县开鲁镇民主村农民宋瑞杰家有40
多亩地，30年来一直种植玉米，往年的收益都
还算过得去。可对于今年的玉米价格她比较
担忧，“到时候收回来等等价格再说，如果粮
食价格上不去，这一年不是白忙活了嘛！”

冷吉明是当地的种植大户，他给记者算
了一笔账：“我家100多亩地，玉米产量在17万
斤左右，如果玉米价格每斤上不了 1 元，只能
卖到 7毛钱左右的话，这样一来，17万斤的玉
米收入就减少两万元。”

“玉米是通辽的‘铁杆庄稼’，一直是‘一
粮独大’，总产量在中国的地级市里是前几位
的。特别是通辽作为国家‘黄金玉米带’，多
年老百姓形成的种植习惯和种植经验都集中
在玉米上，轻易让大家改种其他作物，大家在
思想上很难改变过来。所以，减籽粒型玉米

面积是通辽种植业的一个重中之重的任务。”
通辽市农科院副院长张建华告诉记者。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不论种植户还是收
购商，都想把自己的粮食价格卖得更高一些，
但是要踩好售粮的时间点儿，并不容易。对
于大部分农户来说，跟风卖粮仍很突出。由
于储存条件、资金量以及对粮食市场了解程
度的限制，农户在市场定价上几乎没有发言
权。对市场信息把握得好赖，直接决定着“丰
产”能否“丰收”，这对种粮大户和收购商尤
为关键。

2019年及未来几年的重点将是稳定玉米
生产，进一步优化种植结构，巩固“镰刀弯”地
区玉米生产结构调整成果，适度合理去库
存。就目前来看，预计2019年玉米供求形势
将呈现四个特点。

播种面积继续调减，单产水平
有望保持上年水平

受2018年临储玉米拍卖结转、非洲猪瘟
疫情以及收获推迟影响，今年年初玉米市场
供应充足，玉米收购价格相对较低，到四月东
北玉米播种期时，玉米批发价已经低于上年
同期。同时，国家继续实施大豆振兴计划，扩
大粮豆轮作面积，东北产区生产者补贴继续
向大豆倾斜，东北三省一区的大豆生产者补
贴标准都明显高于玉米。市场和政策的双重
效应对农户玉米种植意愿影响较大，播种面
积有所下降。据国家粮油信息中心8月预测，

今年我国玉米播种面积将继续调减到4153万
公顷，同比减少1.4%。

病虫害和天气是影响玉米单产的主要
因素。病虫害方面，根据全国农技中心监
测，今年各地玉米病虫害中等发生。气候条
件方面，今年东北产区播种期低温干旱，玉
米播种有所延迟，但出苗情况好于去年，台
风“利奇马”造成山东等部分地区玉米倒
伏，但总体影响不大，目前玉米长势总体正
常，如果后期气候不出现异常，特别是不发
生大面积的早霜等灾害，玉米单产有望保持
上年水平。

预计饲用消费下降，工业消费
有所增长

受非洲猪瘟疫情影响，今年生猪养殖明
显减少，根据农业农村部400个县生猪监测点
数据显示，7月份生猪存栏和能繁母猪存栏量

同比分别减少32.2%和31.9%。尽管牛肉、羊
肉、禽肉、禽蛋以及牛奶的产量同比稳中有增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上半年分别增加
2.4%、1.5%、5.6%、3.6%和1.7%），但无法弥补生
猪影响，预计全年饲用消费将明显减少。今
年玉米深加工产能继续扩张，预计工业消费
将有所提高，但不及饲料消费降幅明显。因
此，预计2019年玉米消费将有所下降。

临储拍卖底价提高，成交率先
热后冷

今年自5月23日开启临储玉米拍卖，与
去年相比推迟了1个多月，拍卖底价也提高了
200元/吨左右。截至8月29日，临储玉米拍卖
活动已进行15次，累计投放量5959万吨，成
交2086万吨，成交率35.0%，平均成交率低于
去年，而且成交率由最初的 90.7%下降到8月
29日的8.7%，呈现出明显的先热后冷态势。

考虑到目前临储拍卖底价较高、玉米市场供
应相对充足等因素，预计今年玉米临储拍卖
成交率将明显低于去年。

生产成本增加，价格同比提高

今年以来玉米市场供应充足，1-7月价
格走势相对平稳，同比有所上升。8月份产
区和销区玉米平均批发价格同比分别上涨
8.9%、6.5%，预计新玉米上市后可能出现季节
性回落，但开秤价格仍可能略高于去年。原
因是目前国内玉米产需缺口仍然存在，长期
供求关系趋紧，加上玉米生产成本有所上
升，特别是地租成本上升对玉米价格形成一
定支撑。考虑到新季玉米即将上市，临储拍
卖成交的玉米也将陆续出库入市，后期价格
可能进一步回落，建议农户根据自身存储等
条件择机销售，尽量避免在元旦至春节前后
扎堆销售。

批发市场
蔬菜均价涨幅收窄

据农业农村部监测，2019年第34周（2019年8月19日-8月25
日，下同）“农产品批发价格200指数”为112.96（以2015年为100），
比前一周升1.30个点；“‘菜篮子’产品批发价格200指数”为114.74
（以 2015年为 100），比前一周升 1.52个点。重点监测的 50家批发
市场60个品种交易总量为54.65万吨，比前一周增2.6%。

猪肉、鸡蛋价格上涨。猪肉批发市场周均价每公斤 30.60元，
环比涨 10.6%，涨幅比上周增大 2.4 个百分点，同比高 57.1%；牛肉
每公斤 63.93元，环比涨 1.5%，同比高 12.1%；羊肉每公斤 64.17元，
环比涨 1.3%，同比高 16.1%；白条鸡每公斤 17.71 元，环比涨 4.1%，
同比高 19.7%。鸡蛋批发市场周均价每公斤 10.56 元，环比涨
5.0%，同比高4.9%。重点监测的以上5种畜产品周交易量（50家重
点批发市场交易量合计，下同）1.66万吨，环比减5.1%。

水产品价格涨跌互现。草鱼、鲤鱼、鲫鱼和大带鱼批发市场周
均价每公斤分别为 13.01 元、11.81 元、15.65 元和 36.18 元，环比分
别涨3.3%、2.1%、1.4%和0.4%，白鲢鱼、大黄花鱼和花鲢鱼每公斤分
别为 7.71 元、44.18 元和 14.39 元，环比分别跌 1.0%、0.7%和 0.3%
元。7种水产品周交易量1.59万吨，环比增14.4%。

蔬菜均价涨幅收窄。重点监测的28种蔬菜周均价每公斤4.22
元，环比涨 1.0%，涨幅比上周收窄 2.5 个百分点，同比高 0.7%。分
品种看，14种蔬菜价格上涨，1种持平，13种下跌，其中，黄瓜和油
菜涨幅较大，环比分别涨10.6%和10.1%，茄子、生菜和西葫芦环比
分别涨7.9%、7.5%和7.0%，其余品种涨幅在4%以内；青椒环比基本
持平；莲藕和大葱环比分别跌 6.3%和 5.2%，其余品种跌幅在 5%以
内。28种蔬菜周交易量41.38万吨，环比增3.0%。

水果均价继续下跌。重点监测的6种水果周均价每公斤6.22
元，环比跌 4.6%，为连续第 8 周下跌，跌幅比上周增大 0.6 个百分
点，同比高22.9%。分品种看，鸭梨、西瓜、富士苹果和巨峰葡萄环
比分别跌 20.0%、4.2%、2.5%和 0.1%，香蕉和菠萝环比分别涨 0.8%
和0.6%。6种水果周交易量9.83万吨，环比增2.2%。

集贸市场
禽类产品价格上涨

据对全国500个县集贸市场的定点监测，8月份第3周（采集日
为8月21日）生猪、禽类产品、牛羊肉、价格上涨。

生猪价格。全国活猪平均价格 22.72元/公斤，比前一周上涨
8.6%，与去年同期相比（以下简称同比）上涨67.6%。全国活猪价格
普遍上涨，江苏涨幅最大，达19.8%。华南地区活猪平均价格较高，
为28.51元/公斤；西南地区较低，为20.13元/公斤。全国猪肉平均
价格 35.12元/公斤，比前一周上涨 8.3%，同比上涨 57.3%。全国猪
肉价格普遍上涨，重庆涨幅最大，达14.9%。华南地区猪肉平均价
格较高，为 45.19 元/公斤；西南地区较低，为 32.06 元/公斤。全国
仔猪平均价格 47.95 元/公斤，比前一周上涨 4.1%，同比上涨
87.0%。天津仔猪价格与上周持平，其余省份价格上涨，海南涨幅
最大，为56.3%。东北地区仔猪价格较高，为59.77元/公斤；西南地
区较低，为27.62元/公斤。

鸡蛋价格。河北、辽宁等10个主产省份鸡蛋平均价格10.39元/
公斤，比前一周上涨5.9%，同比上涨2.2%。全国活鸡平均价格21.65
元/公斤，比前一周上涨 1.3%，同比上涨 15.4%；白条鸡平均价格
22.35元/公斤，比前一周上涨1.9%，同比上涨16.7%。商品代蛋雏鸡
平均价格3.96元/只，比前一周上涨2.1%，同比上涨16.8%；商品代肉
雏鸡平均价格4.96元/只，比前一周上涨1.0%，同比上涨47.6%。

牛羊肉价格。全国牛肉平均价格 73.16元/公斤，比前一周上
涨1.5%，同比上涨13.5%。河北、辽宁、吉林、山东和河南等主产省
份牛肉平均价格65.40元/公斤，比前一周上涨1.7%；上海、浙江、福
建、广东和江苏等省份平均价格 87.00 元/公斤，比前一周上涨
1.8%。全国羊肉平均价格71.48元/公斤，比前一周上涨1.2%，同比
上涨16.8%。河北、内蒙古、山东、河南和新疆等主产省份羊肉平均
价格 69.13元/公斤，比前一周上涨 1.1%；上海、浙江、福建、江西和
广东等省份平均价格74.56元/公斤，比前一周上涨0.7%。

本栏目稿件由农业农村部市场与信息化司提供

玉米消费总体下降 后期价格或将回落
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 吴天龙 习银生

海产品货源充足 虾蟹价格亲民

产量虽然看好 行情不容乐观
——来自内蒙古赤峰、通辽部分玉米种植地区的调查

资料图资料图

编者按：玉米是我国的主要农产品，也是东北地区和黄淮海等地区农民和新型经营主体种植的主要粮食作物，因此，玉米的
产量、价格、市场需求的每个变化都对他们产生或多或少的影响。今年新玉米即将收获上市，那么今年玉米的播种面积多少？
产量如何？消费需求怎样？价格会高还是会低？我们特别请农业农村部专家撰文解答。同时，本报记者深入地处“黄金玉米
带”的内蒙古赤峰、通辽，采访了种植户、收购商等，了解了很多第一手信息。请看专家分析预测和记者一线调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