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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动态

行情监测

生猪期货运行平稳
逾2000家客户参与交易

在近日举行的 2021 中国农牧产业（衍生品）大会生猪论坛暨
首届中国生猪交易大会上，记者获悉，已有2000余家单位客户（不
含资管、特法客户）参与生猪期货交易。在生猪养殖前 20 家龙头
企业中，有 19家向大商所提交了交割库申请材料，11家成为生猪
期货交割库。

据大商所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生猪期货上市以来运行平稳，
市场交易理性，成交持仓稳步增长，首个合约LH2109于 9月 27日
顺利摘牌。截至9月27日，生猪期货共运行175个交易日，总成交
量 331.95 万手，总成交额 1.03 万亿元，日均持仓 4.25 万手。其中
LH2109合约成交量190.97万手，总成交额6591.13亿元，日均持仓
1.67万手。

从生猪期货上市以来的价格走势看，自上市以来，生猪期货的
价格较好反映了市场预期。具体来看，今年春节前生猪市场处于
供应旺季，现货价格节节上涨，期货价格则逐渐下跌，理性反应下
半年需求预期；春节后随着疫情抬头，市场担忧疫情对未来供应产
生影响，期货价格高于现货；3月至8月，消费淡季叠加肥猪集中出
栏等因素，现货价格下跌，市场预计 9 月旺季价格将上涨，期货升
水，临近交割月，新冠肺炎疫情影响9月预期，期现价格实现回归。

据了解，为确保生猪期货市场安全稳健运行，大商所高度重视
防控风险，采取了高保证金、高手续费、严格的持仓限额和交易限
额等系列措施，严防过度交易，同时做到了加强异常交易管理，强
化实际控制关系账户排查，强化期现联动监管和加强套保管理，切
实履行好交易、结算、交割、监察等重要环节的监管和服务职责。

“在生猪交割这一关键环节，大商所也多措并举确保生猪交割
平稳顺畅，在多元化交割、强化交割延伸服务、提供技术手段等方
面作出了全面部署，同时对交割期间可能出现的各类风险进行了
全面梳理，并做好应对预案，实行交割风险监控。”该负责人表示，
在市场各方努力下，首批生猪交割在 9 月顺畅完成。通过本次交
割，生猪期货交易、交割、风险控制等各项制度得到了实践检验。

此外，记者在会上了解到，自今年生猪期货在大商所上市后，
生猪“保险+期货”项目的效果显著，为中小企业、养殖户提供了生
猪价格风险保障。截至8月底，由大商所设立的2021年“大商所农
民收入保障计划”已立项131个生猪“保险+期货”项目，共有50家
期货公司和 10家保险公司参与其中，覆盖全国 27个省份，保障生
猪数量136万头，已产生赔付项目21个，最高赔付率达405%，扶持
资金达7369.45万元。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见习记者 欧阳靖雯

应对饲料成本上涨
上游奶企布局饲料业和肉牛业

近日，部分奶农、牧业公司向笔者证实，受国际海运费用提高、
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国际贸易摩擦、全球货币通胀、国内玉米青贮
减产等因素影响，“今年成为饲料价格上涨最突出的一年”。由于
奶价上涨不足以覆盖成本压力，一些奶农增收不增利，有的已计划
转向肉牛养殖。为应对饲料成本上涨压力，现代牧业、中国圣牧等
大型牧业公司普遍采取降本增效举措提高单产，还有部分企业开
始布局肉牛产业或饲料业务，以解决长久之需。

“今年收青贮季压力大，去年一亩地的收购价在800-1000元，
今年涨到了 1300元、1400元，最贵的达到 1700元。”山东奶农张强
说，造成今年山东、河北一带玉米青贮涨价的主要原因是雨水多，
不但影响青贮的产量和质量，还影响收割。“地里都是水，机器设备
进不去，相比我们，万头牧场压力更大，饲料配方都调整了。”

“今年是饲料成本上涨最突出的一年，玉米价格绝对值涨了
1000多元，涨幅在30%-40%，豆粕进价涨了20%左右。”云南海牧牧
业总经理李锡智表示，云南地区往年玉米每吨价格为 2200-2400
元，今年在3000-3200元；东北玉米往年正常价格在1600-1800元/
吨，今年最高时涨到 2800-3000 元/吨，近期受新粮产出及猪价下
行影响，价格有所回落，但也达到了2500-2600元/吨。

目前，不少上游奶企已开始布局饲料业务和肉牛业务。2020
年12月，现代牧业宣布进军肉牛产业。作为我国最大的反刍动物
精饲料提供商，优然牧业今年上半年饲料收入为 27.12亿元，同比
增长 37.2%，成为仅次于原料奶的集团第二大收入来源。今年 10
月，中国圣牧宣布其间接全资附属公司内蒙古圣牧拟与现代牧业、
牡丹江万鼎乳业有限公司及牡丹江陆港国际发展有限公司共同出
资 1 亿元，在牡丹江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保税物流园区建设饲料加
工基地。中国圣牧表示，牡丹江市毗邻俄罗斯，有利于进口大豆、
玉米等饲料原料，在拟定区域建设一座年产能百万吨的饲料加工
基地，可以满足公司饲料需求降低饲料成本。 郭铁

9月全国工业饲料总产量同比增长2.7%

饲料生产情况
据样本企业数据测算，2021年9月，全国工业饲料总产量2627

万吨，环比下降3.5%，同比增长2.7%。从品种看，猪饲料产量1099
万吨，环比下降 1.7%，同比增长 19.9%；蛋禽饲料产量 262万吨，环
比下降 2.3%，同比下降 11.9%；肉禽饲料产量 768 万吨，环比下降
4.3%，同比下降14.4%；水产饲料产量340万吨，环比下降11.2%，同
比增长15.9%；反刍动物饲料产量124万吨，环比增长4.6%，同比增
长4.1%。

2021 年 1-9 月，全国工业饲料总产量 21840 万吨，同比增长
16.9%。其中，猪饲料产量 9508 万吨，同比增长 56.2%；水产、反刍
动物饲料产量分别为 1968 万吨、1040 万吨，同比分别增长 13.2%、
13.3%；蛋禽、肉禽饲料产量分别为2360万吨、6695万吨，同比分别
下降9.7%、5.2%。

饲料产品价格情况
2021 年 9 月，主要饲料产品出厂价格环比稳中小幅上涨。由

于主要原料价格与去年同期相比仍处高位，推动产品出厂价格同
比保持增长。

配合饲料中，育肥猪饲料3.46元/公斤，环比增长0.5%，同比增
长 10.9%；蛋鸡高峰饲料 3.16元/公斤，环比不变，同比增长 13.3%；
肉大鸡饲料 3.54元/公斤，环比增长 0.2%，同比增长 11.0%；鲤鱼成
鱼饲料4.90元/公斤，环比增长2.5%，同比增长9.1%。

浓缩饲料中，育肥猪饲料5.23元/公斤，环比增长0.3%，同比增
长 6.3%；蛋鸡高峰饲料 3.59 元/公斤，环比增长 0.1%，同比增长
8.8%；肉大鸡饲料4.24元/公斤，环比增长0.1%，同比增长8.2%。

添加剂预混饲料中，4%大猪饲料 4.81 元/公斤，环比增长
0.6%，同比增长 3.8%；5%蛋鸡高峰饲料 4.78 元/公斤，环比增长
0.7%，同比下降0.7%；5%肉大鸡饲料5.86元/公斤，环比增长0.1%，
同比增长3.5%。

农业农村部畜牧兽医局 中国饲料工业协会供稿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乐明凯

近日，“2021 年中国农民丰收节系列活
动”全国种猪大赛（湖北赛区）暨第21届中国
武汉种猪拍卖展销与学术交流会在华中农业
大学国家种猪测定中心举行，来自全国各地
的养猪同行、相关企业代表参会。大赛邀请
了中国工程院院士陈焕春等专家学者，解读
国家生猪升级发展政策，交流非洲猪瘟疫情
防控及科学复养经验，全面展示养猪产业链
最新成果及产品，并为参展参会企业快速进
入市场搭建贸易渠道。

“猪粮安天下，良种铸基石”，种猪是生猪

产业的“芯片”。华中农大副校长杨少波介
绍，21年来，华中农大种猪测定中心遴选出的
特优级种猪进行公开拍卖，累计产生社会经
济效益 100 余亿元，帮助上千名养殖户实现

“丰收”梦想。
“农稳天下安，种优猪业兴。”全国畜牧

总站总畜牧师苏红田说，近年来，种猪拍卖
大会立足湖北，面向全国，把“寻找中国最好
的种猪场、最好的种公猪”作为办会宗旨，已
成为全国性种猪大赛。生猪产能恢复后市
场价格再度陷入低迷，如期举办全国种猪大
赛，就是贯彻落实党中央“打好种业翻身仗”
和农业农村部、发改委等 6部委促进生猪产

业持续健康发展意见的实际行动，对深入实
施全国生猪遗传改良计划，加快良种推广，
持续提高生产性能水平，将起到积极的推动
作用。

大赛共收测了来自湖南、四川、河南、江
西等省16家种猪企业送测的261头种公猪，
遴选出特优级种公猪公开拍卖，优级种猪参
加暗标竞购。拍卖会上，18 个特优级种猪

“选手”在大屏幕上逐一“亮相”。一头综合
指数第一的“大白”品种猪，以 3.6 万元的价
格拍卖成交，成为本次种猪拍卖“标王”。据
悉，本次拍卖会明标猪 18 头，拍卖总价 32.7
万元，暗标猪141头，总价28.81万元。

18个特优级种猪亮相武汉种猪大赛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莫志超

在炎炎夏日约上三五好友来顿夜
宵，点上一盘颜色鲜亮的小龙虾，已成为
不少人生活里的“规定动作”。然而到了
冬天，人们往往会因吃不到鲜虾而发愁。

不过近日，记者在江西省九江市彭
泽县了解到小龙虾市场的新动向——今
年冬天可以吃上鲜虾了。

在江西（彭泽）特色水产高科技产业
园，只见一间低温仓库内密密麻麻摞起成
排塑料筐，每一筐内都住着多只小龙虾。

“这是今年夏季收储上来的活虾，冬天的
时候将会运往北京，错峰上市，供应‘胡大’
等知名餐饮企业。”北京凯琛农业科技有
限公司彭泽项目负责人李云峰介绍。

尽管都是养虾，但准备冬季上市的
小龙虾状态明显不同：这些虾动作更加
迟缓，也不像其他虾那样带有泥沙，整体
非常干净。李云峰告诉记者，凯琛农业
通过自主研发的小龙虾低温循环水仓储
暂养系统实现了小龙虾错峰鲜活上市。

这种暂养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养
殖。记者了解到，小龙虾错峰鲜活上市
的关键是在不改变原有养殖周期的基
础上，通过技术手段将小龙虾控制在夏
季时的最佳生理状态并维持到冬季，这
样可以让小龙虾净化自身、肉质也会更
加紧实，进一步提高了品质。

依托这套暂养系统，凯琛农业建立
了位于彭泽等南方小龙虾产区的产地
仓和位于北京等终端市场的销地仓，有
储有销、南北联动。

上市周期延长，对农户、企业和消费者来说都是利
好。“农户在夏季可以不愁销路，‘提前’卖出下半年的货；
企业则在低价时购进、高价时卖出，利润最大化；消费者能
够在冬季体验到同夏季一样的新鲜水产品。”李云峰介绍，
从“销半年”变成“销全年”后，去年在试运行状态下，公司
给农户的二次分红就超过50万元。

“通过凯琛农业等企业的探索和带动，目前彭泽小龙
虾产业已经形成从育种、养殖到加工、活储及销售的全产
业链条，产业链农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2.76万元。”彭
泽县委书记欧阳明华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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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见习记者 雷少斐 文/图

近日，记者在中国饲料工业协会质量安
全工作委员会和团体标准技术委员会成立大
会上了解到，今年全国工业饲料总产值预计
突破万亿元大关。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工业
饲料总产量已达 2.18 亿吨，同比增长 16.9%，
预计全年将超过2.6亿吨。

饲料行业生产能力的提升为畜牧渔业稳
产保供提供了强有力支撑。当前，饲料行业
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守好饲料质量安全的
生命线，提升标准化水平，加强科技创新，才
能更好实现饲料行业的健康高质量发展。

守好饲料质量安全生命线
从源头上保障畜产品安全

“食品安全是消费者关心、社会关注、国
家关切的重大问题。饲料作为肉蛋奶的前
端，保障饲料质量安全就是从源头上保障畜
产品安全。饲料质量安全是饲料行业的生命
线，是实现饲料工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要
义。”全国畜牧总站站长、中国饲料工业协会
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质量安全工作委员会
主任王宗礼说。

农业农村部畜牧兽医局副局长孔亮介
绍，2020 年全国饲料质量安全抽检合格率达
到 98.1%。饲料质量安全水平的持续提升，为
畜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但是，饲料质量安全问题依然不容小
视。据了解，农业农村部 194 号公告要求自
2020年1月1日起，不得在饲料中添加除抗球
虫药和中药外的其他药物，但是还存在一些
地方、企业非法添加药物，一些不法企业和个
人利用市场对“替抗”产品的需求，销售假冒
伪劣产品。

王宗礼表示，曾经发生的三聚氰胺、瘦肉
精、苏丹红等“黑天鹅”事件，不仅让相关产业
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也导致消费者对饲料行
业存有疑虑和偏见，常把饲料添加剂与激素、
药物、抗生素、非法添加物等相关联。

2020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促进
畜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强调，要加快构建
现代养殖体系，严格执行饲料添加剂安全使
用规范，全面提升绿色养殖水平。“‘十四五’
时期，我们将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畜
牧业发展的决策部署，毫不放松抓好饲料质
量安全监管。”孔亮说。

据悉，随着畜牧饲料食品的一体化发
展，FEED（饲料）变成了 FOOD（食品），对质
量安全和企业综合经营能力提出了更高的
要求。“实行‘内检、外检、交叉互检’，构建全
程可追溯体系，让每一颗饲料都来源清晰，
质量可控。”中粮饲料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马

卫东介绍。
“企业内部设有质量管理部门，日常还有

质量安全的学习培训活动。”山东和美集团有
限公司总裁刘以林说。和美集团目前已从饲
料业务延伸到种禽孵化、兽药、食品等领域，
能够从全产业链把控终端食品的质量安全。

“保障饲料质量安全，是一项系统、全面、
持久的工作。”北京市畜牧总站高级畜牧师郭
江鹏认为，管理部门、企业等必须提高政治站
位，坚守法律底线，常怀敬畏之心，依靠系统
思维，坚持全员参与，系统、持续提高质量安
全水平。

坚持市场化、高质化、体系化、国际化
提升标准化水平

饲料行业的标准化是保障饲料质量安全
的重要一环，也对饲料行业高质量发展具有
基础性作用。

“标准化可以实现饲料产品质量的相对
稳定，可以使各种饲料（原料）的质量指标、卫
生指标等限定在一定的范围内，提高便捷性
和可用性。同时，标准化也便于饲料行业开
展贸易合作。”郭江鹏介绍了标准化对饲料行
业发展的重要意义。

当前的国家标准、地方标准和行业标准
远远不能满足饲料企业发展需要，急需团体
标准填补行业需求。王宗礼指出，中共中央、
国务院近日印发了《国家标准化发展纲要》，
将团体标准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明确提
出优化标准供给结构，大幅提升市场自主制
定标准的比重，大力发展团体标准。

目前饲料行业的团体标准建设仍然存在
一些问题。已有 20 多个社会组织制定了 100
余项饲料团体标准，但是存在技术把关不严、
标准质量不高、市场急需的团体标准不足、创
新标准短缺等问题。

饲料行业应该制定什么样的团体标准？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标准创新管理司二级
巡视员姬二明认为，要坚持市场化、高质化、
体系化、国际化，制定“管用的团体标准”“原
创的团体标准”“共享的标准”，打造“创新的
标准链”。

记者了解到，中国饲料工业协会在过去
几年已启动团体标准制定工作。2018 年，协
会组织制定发布猪鸡低蛋白配合饲料两项团
体标准，对于推动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饲料
配方体系、保障我国饲料和养殖业蛋白原料
有效供给发挥了积极作用。协会今年成立了
质量安全委员会和团体标准技术委员会，目
前已完成59项团体标准的立项工作。

“这些团体标准是非强制性的，有利于
提升行业整体的质量水平，同时可以上升为
国家标准，是国家标准和企业标准之间的一
个桥梁。”陕西省饲料工作总站站长刘万军
表示。

四川省饲料工作总站原站长、农业技术
推广研究员柏凡认为，企业制定标准时，方法
和程序都不够规范，协会制定的团体标准具
有合法性，同时能让行业内的企业都参与进
来，具有广泛性。

团体标准制定出台之后，将面临如何推
广的问题。“我们在推广地方标准时，遇到了
标准水土不服、可执行性较低、认知度低、实

施不力等问题，团体标准的推广也面临这些
问题。”郭江鹏指出，要更好地推广团体标准，
一是要保证标准本身符合目标导向和问题导
向，做到科学准确、便于实施，二是需要加强
宣贯，提高全行业的“标准”意识。

引领饲料行业绿色高质量发展
科技创新任重道远

“看，这是公司的博士墙。我们目前共有
34 名博士，最近好像增加了不少。”洁白的墙
壁上，一张张自信的笑脸，青岛蔚蓝生物股份
有限公司酶制剂技术中心首席科学家王华明
指着墙上的照片，欣喜地介绍着公司的科研
力量。

这面墙上，也有王华明的笑脸。2009年，
蔚蓝生物负责人陈刚在全球范围内寻找人
才，那时的王华明在美国学习工作了28年，已
经有了回国的念头，希望能够为中国生物产
业发展尽一份力。2010 年，王华明实地参观
了蔚蓝生物，就是这一次，让他决定留下来。

博士墙连接的，是一间间实验室，占据了
这栋办公楼绝大部分空间。“在饲料领域，我
们最新研究成果是毒素降解酶的开发和产业
化。中国饲料行业玉米毒素污染比较严重，
以往方法并不能把毒素降解掉，我们的研发
成果能够降解毒素，真正解决污染问题。”王
华明说。

中粮饲料近年来也在加强饲料领域的科
技创新。“在国家‘禁抗’之前，我们利用精油、
植物提取物等推出的多种替抗方案就已成
熟，市场反馈很好。”马卫东介绍。

饲料领域的科技研发与成果转化不仅推
动了行业的绿色发展，还提升了智能化水平，
促进行业高效发展。

在青岛宝佳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的机器
人应用中心，工作人员向记者展示了专门用
于饲料搬运堆垛的机械手臂。该公司为饲料
企业提供智能集成装备，市场占有率已超过
70%。借助于工业机器人装备，饲料企业能够
实现从原料下料、打包、堆垛到入库的全程自
动化。

业内人士表示，饲料领域的科技创新仍
然任重道远。“说到创新，大量饲料企业只是

‘换包装’，而要实现行业的高质量发展，需要
企业真正的技术投入。”陕西饲料协会秘书长
雷浩表示。

“就生物制剂领域来看，欧美企业的研发
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重在14%以上，我们能达
到8.5%，在行业里已经是较高水平，国内企业
普遍在 7%以下，而且研究项目多是对外合作
的形式。”王明华说，要借力科技创新实现饲
料行业高质量发展，仍需提升自主创新能力，
加大研发投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

提升标准保安全 创新引领促发展
——我国饲料行业向健康高质量发展迈进

产业聚焦

□□ 张婷 杜建辉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李道忠

在新疆博湖县查干诺尔乡敦都布呼村
博湖三和水产有限责任公司甲鱼养殖基
地，一尾尾甲鱼在循环立体养殖池里欢快
地游动。

“我们以甲鱼养殖为主，同时套养花白
鲢鱼。花白鲢鱼以水中浮游生物为食，可以
净化水质，在降低甲鱼生病几率的同时增加
了收入，形成一个立体循环养殖系统。”该基
地负责人杜强说。

渔业是新疆的一大特色产业，《新疆维
吾尔自治区2020年水产绿色健康养殖“五大
行动”实施方案》提出，要大力推广生态健康
养殖模式、开展养殖尾水治理、实施养殖用
药减量行动、推进配合饲料替代幼杂鱼、提
升水产种业质量“五大行动”。

加大渔业资源养护力度
每年 8 月至 10 月是博斯腾湖的秋捕时

节，为保护博斯腾湖渔业资源，当地把秋捕黄
金季的捕捞总量控制在1100吨左右。

“我们按照改小型鱼类为大型鱼类，改低
值鱼类为高值鱼类，加强渔业资源保护与增殖
放流，推广‘人放天养’的生态渔业模式养殖。
鱼苗投入湖中后，不投放任何人工饲料，自然
生长时间不低于4年，保证了鱼的品质。”8月
26日，博湖县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王英说。

近年来，阿勒泰地区积极推进全地区水
产养殖水域滩涂规划编制工作，推广“跑道
养鱼”“高位池循环水养殖”等技术，开展“稻
蟹共养”大水面冬季增氧等水产养殖新模
式。2020 年，建设“跑道养鱼”试点 1 座，繁
育夏花8万余尾。

水产种业发展力求突破
眼下，福海县阿尔达乡的2000亩水稻长

势喜人。水稻田中套养螃蟹、鱼，农民通过
一水两用、一地多收的复合型种植养殖方
式，实现了增收。7月，阿勒泰地区全面启动
第一次水产养殖种质资源普查工作。

“通过此项工作的实施，将摸清阿勒泰
地区水产养殖种质资源种类、群体数量、区
域分布、保护利用、特征特性及遗传结构等
状况，建立水产养殖种质资源种类名录，促

进种质资源保护与利用。”阿勒泰地区水产
发展中心副主任渠泓说。

据了解，阿勒泰地区拥有国家级水产种
质资源保护区 6个，当地积极探索水产种业
发展新路，如布尔津县额河冷水鱼繁育有限
公司，开展反季节繁育加州鲈苗种，今年销
往南方市场 2000 余万尾。且该家企业承担
的自治区水产种业项目已全面实施，预计产
能将提高至年生产鱼苗2亿尾规模。

推动渔业发展提质增效
博湖县蓝翔食品水产有限公司是家

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记者走进该公司
生产车间，看到工人正在有序地加工特色
鱼产品。

随着“五大行动”的实施，新疆不断培育
和壮大新型渔业主体，打造主导优势产业，
促进科技兴渔、质量兴渔、品牌强渔，促进产
加销融合发展，提升了产业质量、效益。

“‘十四五’期间，我们将以‘大湖增殖、小
湖养殖、高效养殖、产业化发展’为发展方向，
促进湖泊增殖等相关产业的可持续发展，使博
斯腾湖成为名副其实的塞外‘鱼仓’。”王英说。

新疆“五大行动”培育壮大新型渔业主体

在蔚蓝生物实验室内，科研人员正在做毒素降解酶的开发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