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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引领

行情监测

9月份全国水产品综合平均价格
环比下跌2.44%

据对全国 80家水产品批发市场成交价格情况监测统计，9月
份全国水产品综合平均价格为 25.03元/公斤，环比下跌 2.44%，同
比上涨7.78%。另据可对比的45家水产品批发市场的成交情况监
测统计，9 月全国水产品批发市场成交量 63.42 万吨，同比上涨
4.04%；成交额177.48亿元，同比上涨14.85%。

海水产品价格情况
9月份，海水产品价格43.35元/公斤，环比下降1.31%，同比上

涨2.66%。
据监测，海水鱼类环比下跌 0.57%，同比上涨 5.30%。分品种

看，海水鱼类中价格下跌的品种有：马鲛鱼 36.43元/公斤，环比下
跌3.43%；带鱼32.71元/公斤，环比下跌1.25%；海鳗47.01元/公斤，
环比下跌0.81%；银鲳109.99元/公斤，环比下跌0.48%。大黄鱼、小
黄鱼、大菱鲆等品种价格保持稳定，涨幅均小于1.00%。

海水甲壳类环比下跌，同比微涨。据监测，海水甲壳类环比下
跌 3.51%，同比上涨 0.76%。分品种看，海水甲壳类中价格跌幅较
大的品种有：虾蛄80.74元/公斤，环比下跌7.27%；斑节对虾195.83
元/公斤，环比下跌6.64%；梭子蟹151.25元/公斤，环比下跌5.54%；
南美白对虾 66.92 元/公斤，环比下跌 2.11%；青蟹 139.81 元/公斤，
环比上涨1.24%。

海水贝类环比上涨0.62%，同比上涨2.31%。海水头足类环比
下跌1.41%，同比上涨0.63%。

淡水产品价格情况
9月份，淡水产品价格18.23元/公斤，环比下跌3.17%，同比上

涨14.34%。
淡水鱼环比下降，同比上涨。据监测，淡水鱼环比下跌4.43%，

同比上涨14.35%。分品种看，淡水鱼类中价格下跌5%以上的品种
有：草鱼 15.46元/公斤，环比下跌 6.32%；鲫鱼 19.80元/公斤，环比
下跌 8.48%；鳜鱼 76.21元/公斤，环比下跌 6.53%；罗非鱼 16.68元/
公斤，环比下跌6.83%。淡水鱼类中价格上涨幅度较大的品种是鲈
鱼，33.32元/公斤，环比上涨17.54%。

淡水甲壳类环比下跌，同比上涨。据监测，淡水甲壳类价格环
比下跌 2.37%，同比上涨 13.34%。分品种看，淡水甲壳类中青虾
157.20元/公斤，环比下跌12.59%；罗氏沼虾57.04元/公斤，环比下
跌 1.36%；克氏原螯虾 46.55元/公斤，环比上涨 3.56%；中华绒螯蟹
105.63元/公斤，环比上涨0.91%。

全国水产技术推广总站 谷媛媛 陈述平 整理

三元食品
创新乳品亮相科博会

近日，第二十四届中国北京国际科技产业博览会（以下简称科
博会）在北京开幕，北京三元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元食
品）展出了爱力优婴幼儿配方奶粉、72℃鲜牛乳、极致A2β -酪蛋
白牛奶等产品，展示了乳品方面的创新成果。

据介绍，近年来，三元食品重视打造在乳品质量管理和科技研
发方面的竞争力。从酸奶、奶酪、早餐奶到近年来推出的布朗旎烧
酸奶、72°C鲜牛奶等，三元食品推出了一系列新品，让乳品消费者
有更多专业化选择。

“婴幼儿时期不仅是机体组织生长的关键时期，更对未来成长
的健康走向有深远影响。对于没有母乳喂养的宝宝来说，一款适
合宝宝健康成长的优质婴幼儿配方奶粉至关重要。”三元食品首席
科学家、副总经理陈历俊博士介绍说。

2014年 9月，科技部批准由北京三元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为依
托单位组建国家母婴乳品健康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该中心以母乳
健康研究为基点深入研究开发了满足消费者营养健康需求的全生
命周期乳品。

三元食品2014年启动的前瞻性母乳营养研究队列项目，横跨6
个省市、8个区域、7个饮食文化圈。据介绍，研究项目首次覆盖了我
国母乳中1000多种功能成分，搭建了2000多万个数据的中国母婴
营养组学数据库，模拟了中国母乳特征，开发了更接近中国母乳的
三元爱力优婴幼儿配方奶粉，通过对52条代谢途径、3860个发育相
关指标临床研究，让新配方在婴儿肠道菌群、免疫因子等方面更接
近母乳喂养效果，更好地满足了中国婴幼儿生长发育营养需求。

在对母乳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三元食品还研发了一系列
乳产品，满足消费者的不同需求。研发出的早产儿新配方，可更好
地满足早产儿营养需求。衡安堂“166”发酵乳，具有健康肠道微生
态功效；布朗旎烧酸奶进一步开拓了国内褐色烧酸奶市场；高钙锌
奶的功能定位是提高骨质量、缓解疲劳、促进神经行为能力；还有
国内首款低 GI/GL 益糖平酸奶，通过优选配料、精进配方研发而
成，面向关注血糖、体重的人群，今年一经推出就受到了市场欢迎。

据悉，三元食品首创了“应用基础研究—工业技术开发—临床
医学循证—产业示范引领”新型科技创新体系，构建了“基于风险
分析、全产业链、标准化质量安全管控”更完善的乳品安全管控新
模式。基于新型科技创新体系和乳品安全管控新模式，三元食品
保障了高科技成果转化，同时通过临床数据的支持，确保了高科技
产品真正助力消费者生命健康。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刘一明 见习记者 雷少斐

数字化养蟹提质增效

近年来，安徽省庐江县白湖镇采用现代技术改善传统养殖模
式，依托生产养殖、市场销售、品控监管等数字化手段养殖螃蟹，实
现从“人放天养”到“机器换人”的转变，助推产业转型升级、提质增
效。图为云生家庭农场主周慧云在智慧渔业水产物联网设备旁展
示运用“黑科技”养殖的螃蟹。 赵德斌 摄

锐观察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孙眉

素有“内蒙古粮仓”和“黄牛之乡”美誉的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肉牛产业
规模和产业生产水平在国内占据突出地位，2020年末肉牛存栏220余万头，年
出栏肉牛 80.24万头，牛肉产量 14.16万吨。活牛年交易规模 200万头，交易额
200亿元，辐射全国大部分省区市，产业发展处于全国领先水平。

在牛羊活体交易环节，仍然有一项延续千年的古老职业，左右着交易最终
走向，这就是“相牛师”。

在通辽牛市，相牛师就是买家与卖家之间的“牛经纪人”。一头牛在相牛
师面前走过，相牛师的眼睛就像一台X光机，能透过牛皮，把牛的肌肉、骨骼看
得清清楚楚。只要看一眼，他们就能知道一头牛有多重、一天能长多少斤，甚
至还能知道小牛犊养到最后是赚是赔。

金牌相牛师仅通过肉眼的观察，就能将重量误差控制在 5 斤以内，甚
至能挑出品质更好、病死率更低的牛，这样的牛经纪人便也成了牛市的“香
饽饽”。

这项古老的职业，却也有着自身的短板。相牛师的一身本领像个信息孤
岛，并不能随意转移给他人使用，一个合格相牛师的培养需要漫长的经验积
累；牛的产量却在连年增加，每天相牛师一头牛一头牛地看，不仅自己过度劳
累，还会出现牛成群结队排队“被面试”的情况。

这种情况在AI技术的介入下，开始得到了改变。通辽一家从事畜牧业服
务多年的蓝奥云牧公司负责人透露，“这些年，我们与百度飞桨团队合作，通过
飞桨企业版EasyDL开发高精度AI相牛模型，推进了活牛交易、流通、养殖整体
的活体数字化进程。”

在相牛环节，被大数据训练好的AI算法，将快速掌握相牛的“准则”，也能
像相牛师一样“一眼看穿”牛的基本情况，给出买家合理的出价建议，并且整个
过程的速度会更快，效率也因此更高。

不仅是交易环节的“相牛”，AI技术能够实现活牛养殖到交易全过程的数
字化。养殖过程中，牛的身高、身长、臀围每天都在细微变化，这些生物资产数
据相当珍贵，关系到未来牛的市场定价几何。但传统农户将一头牛固定好用
尺去量，整个过程可能长达一小时，牛也会产生应激反应，导致之后几天体重
不再增长。当采用了装有传感器设备的摄像头后，牛从摄像头前经过便可以
采集到牛的体尺数据并三维建模，产生具体的数字化信息，让牛每一天的生理
状态都有迹可循，有利于农户有针对性地饲养。

事实上，目前市场上一直没有一套种公牛数字化管理系统统计到真实的养殖数据和
疫情数据。蓝奥云牧希望打造一套通用解决方案接入到国内各个种公牛站，对种公牛进
行精准的评级、分级、划分、淘汰以及更新，并精准地补贴到一些优良的种源改良区域，以
带动全国畜牧业整体发展。

当数字化体系建立完成后，便可以依托大量数据打造一个相对公允的定价系统，并构建
真正的线上活牛交易平台。平台将采用线上线下深度结合的产业模式，成为集活牛线上交
易、共享专家云检验检测、远程兽医诊疗、智慧现代活牛物流、线上畜牧综合服务、牛品汇电
子商城等功能于一体的立体服务平台。同时还会建成畜禽废弃物资源化再利用、牛产业研
究所、职业技能培训大学于一体的多维度产业链服务集群，赋能牛养殖全产业链场景，倡导
交易网络化、服务在线化、管理数据化、生产智能化。

若未来大量活牛交易在线上进行，牲畜便可以避免无序交叉，降低口蹄疫、布病暴发的
风险，逐步实现动物疫病的真正净化，并真正实现让卖牛人多卖钱、买牛人少花钱、养牛人更
赚钱的愿景。因此，随着AI相牛的技术得到更广泛的应用，这一系统能够衍生到更多的活体
养殖过程中以及更多的农业场景，有助于实现农业和技术的深度融合和智能化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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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乐明凯 文/图

10 月 11 日-12 日，湖北省农
业产业化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在
潜江市召开全省小龙虾产业链推
进工作会，举办培训班，分析当前
小龙虾产业链发展形势，交流发
展经验，安排部署小龙虾产业链
建设工作。湖北全省小龙虾主产
市、县政府分管领导，农业农村、
财政部门负责人，相关金融机构
及龙头企业负责人等代表参会。

近年来，湖北省小龙虾产业
发展迅猛，养殖规模不断扩大，加
工产业不断升级，餐饮产业不断
壮大。2020 年，湖北全省小龙虾
养殖面积 849万亩（稻田养虾 735
万亩、池塘养虾 114 万亩），产量
98.2 万吨，小龙虾产业链综合产
值达 1047.5 亿元，居全国第一。
但也存在着养殖模式亟待创新、
加工产业亟待转型、产业链条拓
展不够等问题。

会上发布了湖北省财政厅与
湖北省农业农村厅联合制定的

《湖北省小龙虾产业“十四五”发
展规划》（2021-2025 年），从强化
政策支持等多个方面出台了支持
湖北小龙虾产业链发展壮大的措
施。规划提出到 2025年，湖北小
龙虾养殖面积稳定在 850万亩左
右，产量力争达到 120万吨，良种
选育、健康养殖、加工流通、餐饮
电商、文化旅游等全产业链取得
明显拓展，综合产值突破 2000亿
元，其中第二产业产值突破 500
亿元。逐步形成以江汉平原地
区、鄂东地区、鄂东南地区及鄂西
地区的小龙虾产业链优势区，形

成各有优势、各具特色的小龙虾
产业发展格局。

湖北小龙虾产业链“链长”、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常务副
主任王玲表示，发展小龙虾全产
业链，是贯彻新发展理念、落实湖
北省委赋能强链工作要求的具体
行动，是推进乡村振兴、建设农业
强省的重要途径。要以工业化理
念、产业化思维推动小龙虾产业
转型升级；以资源化理念、规模化
思维推动小龙虾基地建设；以市
场化理念、全产业链思维推动小
龙虾精深加工；以现代化理念、标
准化思维推动小龙虾产业行稳致
远。要抓好“第一车间”建设，扩
大精深加工，开展科技攻关，加强

品牌建设，持续优化小龙虾产业
发展环境，以“拼抢实”的劲头狠
抓工作落实。

湖北省副省长柯俊要求，要
把握大抓农业产业化催生的政策
机遇、消费转型升级催生的市场
机遇、“互联网+”催生的创新机
遇，增强小龙虾发展信心；以规模
化增强龙头带动力，以科技化增
强核心竞争力，以标准化增强安
全支撑力，以品牌化增强市场开
拓力，以集群化增强产业链聚合
力，以国际化增强产业影响力。
有关市县政府要加快形成重抓大
抓产业链建设的工作机制，在落
实政策、优化环境、组织推动上务
求实效。

用全产业链思维推动精深加工

湖北小龙虾综合产值要破2000亿元

湖北省潜江市的小龙虾交易中心市场内，商户正在开展电商直播
销售小龙虾。该交易中心已与多个电商交易平台开展合作，在周边省
市设立多个分中心，构建覆盖全国大中城市的冷链物流网，高峰期日
均小龙虾交易量可达800多吨。

在近日召开的《第三届中国鸡蛋产业大会》上，金福华员工在向客户介绍鸡蛋包装。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见习记者
雷少斐 文/图

“美好的一天，从吃鸡蛋开始”。鸡蛋作
为全营养食品，被称为国民“理想的营养
库”。京东消费及产业发展研究院发布的

《2021丰收节——高质量农产品消费报告》显
示，2021年上半年，线上市场肉、蛋、奶产品升
级趋势十分强劲，表现为高质量商品的品类
更丰富，高质量指标更明确，产品分级更清
晰，价格透明度更高。消费者对高品质鸡蛋
的追求在要求着鸡蛋产业升级提质。

鸡蛋产业规模化、数字化水平不高，品牌
积累不够，生产经营受价格波动风险影响大，
一系列问题给产业升级带来挑战。记者通过
采访鸡蛋企业和相关专家，了解鸡蛋产业数
字建设、品牌建设和价格风险管理的现状、问
题和升级之策。

数字升级加速推进

“鸡蛋产业的数字化升级要经历五个阶
段，我们去年只走到了第二步，营收就有 3 亿
元，预计今年的流水将达到 18 亿元至 20 亿
元，想想这里面的机会有多大？”深圳乘乘蛋
业公司“90后”合伙人费晗兴致勃勃地说着鸡
蛋产业数字升级带来的发展机遇。这家成立
不到两年的年轻公司，帮助蛋鸡养殖企业部
署ERP、SaaS等生产管理系统，实现从传统手
工作业的第一步迈到软件升级的第二步。

“软件升级之后，企业还要进行智能硬件
升级。实现智能化养殖后，我们就能获得足够
的数据来搭建互联网交易平台，建立乘乘云仓
保障供应链，然后通过交易平台智能分配订单
促成交易。积累的交易数据，可以成为科学决
策的依据，反过来指导养殖户今年该养多少、
怎么养，以及该卖给谁、卖多少。”费晗说。

鸡蛋产业数字革命中，后来者赶上，先行
者也不甘落后。“我们建立了一套从引种、投入
品采购及使用、孵化过程、运输到场的鸡苗数
字化管理系统，在养殖段、孵化段、销售端记录
数据，实现了全程可追溯。”四川圣迪乐村种鸡
养殖有限公司种鸡部技术总监唐波说。

无人在场、心中有数，是鸡蛋产业数字
化、智能化升级之后的场景。国家蛋鸡产业
技术体系岗位科学家、河北农业大学教授陈
辉勾勒了这一正在变为现实的场景：养殖场
里，自动化控制系统可定时自动喂料、饮水、
清粪，还可自动控制通风、光照和环境模拟系
统，智能防疫消毒机器人、智能巡检机器人穿
行在养殖场里，蛋鸡养殖户可远程监控数字
系统，对鸡舍状态心中有数。

为什么要实现鸡蛋产业数字化、智能化
升级？北京市蛋品加工销售行业协会秘书长
王忠强认为，数字升级能够提高生产效率、提
升养殖水平，“无接触”式的智能化管理还有
利于保障生物安全。

“鸡蛋产业规模化较低，5 万只以下的蛋
鸡养殖户占到市场的 70%，产业数字化、智能
化升级需要一个过程。”王忠强说。据悉，目
前的新建规模养殖场几乎都会配备智能化设
备，鸡蛋产业的规模化在加速数字化、智能化
进程。此外，智能设备成本的降低、用工成本
的上升也在客观助推鸡蛋产业的数字升级。

品牌建设尚需行业积累

“这是我们联合荣达禽业推出的‘盒马生
鲜·日日鲜’鸡蛋包装，一周七天不同颜色。”
金福华包装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黄有娟捧着
七个色彩鲜亮的鸡蛋包装盒介绍说。每天一
种颜色的包装，让消费者知道每天的鸡蛋都
是新鲜的。

近年来，随着品牌蛋市场的拓展，鸡蛋包
装企业也随之发展，金福华公司便是其中之
一。记者了解到，金福华的鸡蛋包装全部采
用环保可降解的纸浆，最开始是面向国外市
场提供鸡蛋包装，2012年底进入国内市场，目
前国内市场正在稳步发展。金福华绿色环保

的理念、新颖独特的包装设计有助于帮助鸡
蛋品牌提升形象、实现差异化竞争。

“除了包装上下功夫，一些鸡蛋品牌还在
营养成分上突出卖点，如‘富锌鸡蛋’‘富硒鸡
蛋’‘DHA鸡蛋’等。”王忠强说。

快手等短视频平台也为鸡蛋品牌升级提
供了更多思路。“在快手平台打造鸡蛋产业链
联盟虚拟 IP，联盟企业可以共同运营平台账
号、共享流量，以科普内容满足用户信息需
求。企业还可以与快手联手发起‘线上+线
下’直播带货节，通过直播活动、短视频创作、
企业专场策划等形式提高蛋鸡企业的品牌影
响力。”快手三农高级运营专家张玉介绍了鸡
蛋产业借助快手“短视频+直播”升级品牌的
方案，同时提醒企业在短视频平台上进行品
牌相关的内容运营时，需要拥有短视频内容
制作团队，以保证能够持续生产优质内容。

“品牌鸡蛋往往意味着安全、健康。疫情
之后，大家更加注重选择安全、健康的鸡蛋产
品，包装鸡蛋消费者出现大幅增长。消费者
对待鸡蛋品牌也更趋于理性，高品质鸡蛋会
有一定的市场，获得品牌溢价。”王忠强说
道。河南金牧人机械设备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周坤明同样认为品牌蛋以及特殊品种、特殊
喂养方式的鸡蛋，会成为未来的高利润来源，
因为企业拥有更多的定价权。

“品牌包括知名度、美誉度、忠诚度三个

维度，虽然一些鸡蛋品牌具有了一定知名度，
但是目前消费者对鸡蛋品牌的忠诚度并不
高。”王忠强指出了当前鸡蛋品牌建设面临的
问题。

费晗同样认为鸡蛋产业品牌建设尚需积
累，品牌的打造要依托于行业各环节的完善，
首先供应链优势一定要很强，要有真正有价
值、能够实现品牌溢价的鸡蛋，其次要有相应
的渠道资源，及时触点用户实现交易，同时还
要有很强的品牌运营能力，这需要一个积累
的过程。

价格风险管理要借力鸡蛋期货

“如果你恨谁，就让他的儿子去做期货，
因为那是地狱。这句话夸大了期货市场的风
险，还应该有下半句——如果你爱谁，也要让
他的儿子去做期货，因为那是天堂，可以管理
风险。”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研究员、大连商品交易所原党委书记李正强
诙谐生动地讲解期货产品的风险管理功能。

鸡蛋期货自 2013 年上市以来，为企业提
供了管理价格波动风险的金融工具。李正强
认为鸡蛋产业具备良好的产业链风险管理条
件，期权期货品种比较完整，包括玉米期货和
期权、豆粕期货和期权、鸡蛋期货，能够实现
前锁成本、后锁收益。

“目前真正去利用鸡蛋期货管理风险的
企业还是不够多，原因在于企业对期货的理
解不够，夸大期货风险。一些企业试水期货
交易，账户出现轻微的亏损就退出了。鸡蛋
期货确实存在一些风险，如期货投资保证金
不足带来的资金管理风险，应对这种风险，企
业需要提前对价格波动做出一定预判，做好
止损，控制风险。”首创京都期货有限公司快
消品开发部总经理李永生说。

据了解，一些鸡蛋企业在参与鸡蛋期货交
易时，背离了风险管理的初衷，利用鸡蛋期货
投机炒作，忘记了初心。“企业参与期货市场管
理价格波动风险的时候，不能是为了暴利，而
是要实现持续稳健经营。”李正强提醒说。

“企业学习做鸡蛋期货，最有效的方法是
完成一次鸡蛋期货交易的完整流程，熟悉交
易规则。此外，还需要具备专业的期货团队，
或者咨询期货公司。”李永生说。

展望未来鸡蛋产业的价格风险管理，李正
强呼吁更多养殖企业特别是龙头企业积极参
与鸡蛋期货市场，多与上游饲料企业或期货公
司合作。交易所应该积极推动期货期权产品
上市，期货公司和市场服务机构也要加大推进
服务力度，为龙头企业提供一对一服务，为中
小企业开发更多产业风险管理产品。

看鸡蛋产业如何“破壳”升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