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 企业市场 2021年12月11日 星期六

编辑：陈子璇 策划：雷少斐 新闻热线：01084395229 E-mail：nmrbxmyyy@126.com

行业动态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国民人均收入水平的
提高，肉类等畜产品消费占食物的比重逐年
提升，居民饮食结构也从过去的温饱型向营
养健康型转变。受非洲猪瘟疫情、环保拆迁
等因素叠加猪价下行周期影响，生猪产能大
幅调减后猪肉以及消费替代的牛肉、禽肉等
产品的进口量均出现大幅增长。随着生猪产
能恢复和猪肉价格回落，如何利用好国际市
场猪肉资源对调控国内市场、保障产业稳定
具有重要意义。

国内产能变动和价格竞争力
影响我国猪肉进口贸易

2008 年开始我国成为猪肉净进口国。
2000-2007 年猪肉贸易保持净出口，2008 年
开始连续 12 年进口量超过出口量，进口量
从 37.33 万吨增加至 2020 年的 439 万吨，重
大动物疫病、环保规制等因素叠加猪价下
行周期导致 2007 年以来生猪产能发生 4 次
明显下降，同时由于生产成本不断上涨，导
致国内猪肉价格竞争力下降，带动猪肉进
口持续增加，并且每轮猪周期猪肉进口量
均创新高。

我国猪肉进口具有三个特点：一是国内
外成本竞争力差异导致猪肉进口呈现刚性，
冻品和鲜肉价格差异在 5 元/公斤以上时进
口量显著增加，特别是受重大动物疫病冲击
导致国内供给下降猪肉价格快速上涨时，猪
肉进口往往创新高；二是骨头类猪肉和猪杂
碎进口呈现刚性，而号肉类和分体受国内市
场价格影响较大，例如小排、前腿骨、后腿

骨、胫骨等进口具有刚性；三是非洲猪瘟疫
情后进口冻肉与国内鲜肉市场由平行向交
叉影响发展。

2019 年之前我国猪肉进口量约占国内
猪 肉 产 量 的 4% 以 内 ，2020 年 达 到 10.7% 。
尽管猪肉进口来源市场在“十三五”期间不
断 扩 大 ，但 欧 美 依 然 是 最 主 要 的 进 口 来
源。欧盟和北美合计占我国猪肉进口的比
重接近 90%。2008-2020 年，我国累计从欧
盟进口猪肉 850 万吨，占总进口的 60.4%，
主要来自西班牙、德国和丹麦，累计分别占
总进口量的 18%、15.2%、9.8%；北美是第二
大进口来源，我国分别累计从美国和加拿
大进口猪肉 241.6 万吨、150 万吨，分别占
17.2%、10.7%。

随着“十三五”中后期南美猪肉对华出口
的增加，进口市场呈现多元化发展趋势。截
至2021年10月，允许对华出口猪肉的国家和
地区共19个，近两年新增哈萨克斯坦和哥斯
达黎加。2015年以前南美进口猪肉占比不足
5%，2016 年开始持续增加，2020 年达到 68 万
吨，占15.5%，其中自巴西进口48万吨，占总进
口量11%。此外，我国每年还进口大量猪杂，
猪杂碎进口量震荡增加，猪价处于低谷时，杂
碎进口量会下滑，“十三五”前，一般猪杂进口
量高于猪肉进口量，“十三五”期间，猪肉进口
量明显高于猪杂。

适度进口可补充国内市场，过
量进口则冲击生猪产业

适度进口有助于补充国内猪肉产品消费

结构、稳定猪肉市场。猪价过快上涨时，适
度进口猪肉一方面有利于保障国内供给，另
外一方面，通过进口转储投放，有利于保障
猪肉市场稳定。同时，由于猪肉产品消费结
构存在差异，骨头类、杂碎类猪肉产品发达
国家消费量小，而我国居民猪肉产品消费结
构多元化，互补型的猪肉产品贸易丰富了猪
肉消费结构。

猪肉过量进口冲击国内猪肉市场和生猪
养殖产业。“十三五”开始猪肉进口量逐渐增
加，常态下月进口量保持着10万吨-20万吨，
一般情况下三季度和四季度是冻猪肉集中出
库高峰期，也正值国内出栏量高峰期，在国内
供给充裕时，过量进口会加剧市场过剩的局
面，导致猪价季节性反弹幅度较小、猪价持续
低迷。美国、欧盟等主要进口来源地的生产
成本低、猪肉价格优势明显，过量进口会给国
内生猪养殖业带来压力。从长远角度来看，
只要保持一定的价差，无论国内猪肉供需何
种形势，企业的逐利经营都会推高进口，拉低
国内猪肉价格，给国内生猪养殖企业和农户
带来巨大的竞争压力。

猪肉进口过量将间接影响行业上下游。
就上游产品来看，进口增加导致国内猪肉生
产需求下降，生猪存栏减少，影响上游种猪生
产、饲料生产、兽药等行业，玉米等饲料原料
需求因而下降，玉米及饲料库存增加，价格将
持续下滑，影响玉米等饲料原料的生产、加工
和贸易。就下游产品来看，国外猪肉价格低，
火腿等下游产品以及餐饮、批发零售业将会
为更高的利润空间而采用进口猪肉，势必影
响国内猪肉的市场占有率。

合理利用国内国外两种资源，
保障产业稳定

要合理进口猪肉，保障产业稳定，首先需
要建立利用国内国外两种猪肉资源的有效机
制。猪肉进口是调控我国猪肉市场供需的有
效手段，要正确看待、合理调控猪肉进口。因
此要持续完善中国生猪市场预警体系，为生产
者提供更多获得市场信息资源的渠道，及时向
社会发布猪肉进口预警信息，及时调整猪肉进
口关税，合理引导市场进口猪肉，既能够平抑
猪价，又可防止过度进口冲击国内市场。

其次，要加大产业支持力度提高竞争
力。政府引导、鼓励、支持企业与科研机构合
作，强化研发适用于中国气候环境和养殖条
件、满足市场需求的高效生猪品种，提高有效
仔猪供应能力、PSY、饲料转化率。研发、推广
适用于于中国养殖条件和生猪品种的现代
化、自动化、实用经济养殖设施设备，支持中
国生猪养殖规模化进程。

此外，还要完善逆周期调控机制。要稳定
生猪生产和猪肉市场，既需要市场机制调节，
也需要政府适度干预，猪价下行周期更需要生
猪基础产能的适度干预政策。政府通过采取
逆周期干预能够降低生猪周期性波动，干预的
切入点和机制直接影响稳定的效果。以往周
期支持政策多于猪价上涨时出台，虽然助推了
产能恢复，但同时也导致非理性的补栏扩产，
给下一轮周期的产能过剩带来风险，在猪价下
行周期及时干预防止产能过度下降，有利于防
止新一轮周期猪价的过度波动。

立足国内产能，有效利用进口调剂实现猪肉保供稳价
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研究员、农业农村部猪肉全产业链监测预警首席分析师 朱增勇 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 林挺

中国水产流通与加工协会水产种业
分会成立大会即将召开

为了提升我国水产种业自主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突出重点
补短板，加强行业自律，实现产业健康发展，中国水产流通与加工协
会水产种业分会成立大会暨中国水产种业论坛将于 2021年 12月
17-18日在山东省青岛市召开。中国水产流通与加工协会牡蛎分会
成立大会暨牡蛎产业高质量发展论坛也将同期同地举行。

水产种业分会成立大会由中国水产流通与加工协会主办，中
国水产流通与加工协会水产种业分会承办，农业农村部渔业渔政
管理局指导，将邀请从事水产种业的专家学者、企业代表、媒体代
表等参加，共同探讨产业可持续发展之路。

据了解，水产种业作为水产养殖业发展的“芯片”，与产业发展
进步息息相关，当前我国水产种业发展内外部环境正面临深刻变
化，新趋势对我国水产种业提出了新任务新要求，水产种业在创新
体系、生产体系、产业体系、经营体系、行业自律等方面，还存在一
系列与新任务新要求不相适应的短板。

在水产种业分会成立大会期间，还将召开中国水产流通与加
工协会牡蛎分会成立大会暨牡蛎产业高质量发展论坛。为促进牡
蛎产业交流合作，推动产学研结合，引导行业自律，规范行业发展，
推进标准制定，促进牡蛎消费，增强产业凝聚力和竞争力，响应业
内期待和呼吁，中国水产流通与加工协会决定成立牡蛎分会。

据了解，作为十大富农产业之一，牡蛎产业已跨上高质高效发
展的快车道，但仍然面临资源环境约束加剧、产业链条相对较短、
产业集约化程度偏低、风险抵御能力不强等问题。未来一段时期，
尤其是在我国乡村振兴战略和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推进的
新形势下，产业组织化程度亟待提高。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见习记者 雷少斐

广西兽药研发获2项国家二类新兽药
证书

近日，据农业农村部第483号公告，广西英路维特药物有限公
司、广西馨海动保药业有限公司、广西英路维特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联合江西中医药大学申请注册的中药类新兽药——白头翁皂苷提
取物、白头翁皂苷提取物注射液获批准为新兽药并核发 2项二类
新兽药证书。这是2005年实行全国新兽药分类注册管理以来，广
西首个、全国第五、第六个获注册批准的二类中药新兽药，改变了
广西无二类以上新兽药历史，标志着广西兽药取得重大突破。

据悉，白头翁皂苷提取物注射液作为中兽药在畜禽养殖中替代
抗生素抗炎方面具有较好功效，可减少抗生素和化学药物在食品动物
中的使用和残留，为推动广西及全国绿色养殖和中兽药现代化发展提
供了技术和产品支撑。研制单位广西英路维特药物有限公司为2018
年2月桂林荔浦市人民政府引进战略合作的高新科技企业，2020年底
通过新版兽药GMP验收，也是广西首家获得通过的企业。公司依托
中药固体制剂制造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创新药物与高效节能降耗制药
设备国家重点实验室、江西中医药大学、广西中医药大学等技术力
量，积极研发申报国家新兽药，目前正准备申报1个国家一类新兽
药，并在广西馨海动保药业有限公司筹建全国第一条中兽药冻干粉
针生产线。 覃晓明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阮蓓

年关将至，独具特色的四川腊肉，逐渐走俏市场。四川省丹棱
县从源头把关，尤其是把好境内交易关，加强检疫工作，实现了养
猪业的恢复性增长，确保满足居民的猪肉需求。图为市民黎华芳
在选购腊肉。 刘敬宗 摄

2021年1-10月我国乳制品进口量
同比增幅超过20%

据国家奶牛产业技术体系产业经济研究室统计，2021年1—10
月，我国进口各类乳制品同比增幅超过20%，出口各类乳制品同比
增加，干草进口同比增加。

进口乳制品情况
2021年1-10月，我国共计进口各类乳制品337.27万吨，同比增

加 24.1%，进口额 115.27亿美元，同比增长 14.7%，折合生鲜乳 1949
万吨，同比增长 23%。其中，进口干乳制品 230.29万吨，同比增加
23%，进口额 100.21亿美元，同比增长 11.8%，进口液态奶 106.98万
吨，同比增加26.6%，进口额15.07亿美元，同比增长38.2%。

从进口的主要品类来看，除婴幼儿配方奶粉和酸奶两类产品大幅
下降外，其余品类都有不同幅度的增长，尤其是炼乳、稀奶油、奶酪、大
包粉、包装牛奶、乳清的增长幅度比较大，增幅基本均超过20%。

2021年10月，我国共计进口各类乳制品25.41万吨，同比减少
6.2%，进口额9.37亿美元，同比增长3.7%，折合生鲜乳135万吨，同
比增长135%。

出口乳制品情况
2021年 1-10月，我国出口各类乳品 3.6万吨，同比增加 1.3%，

出口额25970.89万美元。中国乳制品出口量很小，多年来，主要出
口产品一直是以向广东供应香港的鲜奶为主，近年来出口逐年下
降，婴幼儿配方奶粉成为最主要出口产品，主要目的地同样是我国
香港地区。

2021 年 10 月我国共计出口各类乳制品 2622.5 吨，同比减少
9.1%，出口额1185.69万美元，同比下降26%。

牧草及饲料原料进口情况
据荷斯坦从中国海关获得数据统计，2021年 1-10月，我国进

口干草累计 156.83万吨，同比增长13.1%；进口金额 57917.82万美
元，同比增长16.2%；平均到岸价369.30美元/吨，同比增长2.7%。

进口苜蓿干草累计 139.01 万吨，同比增长 24.1%；进口金额
51924.80万美元，同比增长 28.1%；平均到岸价 373.54美元/吨，同
比增长3.2%。

进口燕麦干草累计 17.83 万吨，同比下降 33.0%，进口金额
5993.02万美元，同比下降35.6%；平均到岸价336.20美元/吨，同比
下降3.8%。 国家奶牛产业技术体系供稿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张仁军

根据大连商品交易所公布数
据显示，2021年辽宁营口市生猪期
货价格保险合计理赔 609.43万元，
其中投保量最大的一户获赔124.42
万元。按生猪 100 公斤出栏估算，
每头生猪获赔 253 元，养殖收益平
均每头 160 元，参保生猪期货价格
保险理赔金额达到养殖收益的1.58
倍。成功的试点经验，为实现乡村
振兴、推动营口市畜牧业健康发展
积累了宝贵经验。

12月 1日，营口市召开了全市
生猪期货价格保险试点项目总结
会议，营口市农业农村局、市财政
局、市银保监分局分别介绍了营口
市开展生猪期货价格保险相关情
况；中国大地保险营口中心支公司
对项目进行整体介绍；相关领导为
参保养殖企业代表发放理赔支票。

年初至今，生猪价格波动大，
对生猪养殖户收益影响巨大。为
进一步贯彻落实党中央、省市委

“一号文件”精神，发挥“保险+期
货”在服务乡村产业发展中的作
用，给生猪养殖户提供一个有效规
避价格风险的方式，营口市积极推
进大商所“2021年农民收入保障计
划”生猪期货价格保险试点项目。

营口市农业农村局、市财政
局、市银保监局及大连商品交易
所通力合作，大地保险公司全力
配合，营口市在全省创新开展生
猪期货价格保险试点项目。为更
好把握市场供求状况和价格走
势，营口市农业农村局对全市生
猪养殖企业的养殖成本及收益情
况进行了多轮调研，结合承保公
司分析生猪期货的大盘走势，最
终选定 8 月 9 日入场投保，保险期
限 3 个月。本次生猪期货价格保
险试点项目保费总额为 400万元，
市本级专项财政补贴 120万元，占
保费总额的 30%。

营口市副市长高洪涛表示，
生猪期货价格保险工作意义重
大，“保险+期货”模式结合了期
货市场的风险规避功能与保险
行业的承保理赔作用，创新性地
解决了农业价格不可保、市场风
险难规避的问题。生猪期货价格保险工作
帮助养殖企业规避市场风险，提高生猪价格
波动承受力，增强生猪养殖信心，对提高养
殖企业经营管理稳定性，促进生猪生产可持
续发展，优化生猪市场价格形成机制都具有
重要意义。

据了解，下一步营口市要进一步扩大试点
范围，探索分期试点，带动更多的生猪养殖户参
与生猪价格保险，借助期货价格保险保证养殖
收益的稳定性，切实减轻养殖户的资金压力，增
强生猪养殖业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推进保险
金融创新工作迈出更大的步伐，在全省打造“营
口样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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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研判

□□ 宣奇恺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朱海洋

69 岁的詹相苗养了 40 多年的珍珠蚌，算
是浙江省诸暨市山下湖镇最早一批，可对于蚌
瘟病仍是防不胜防。关键这病还会“传染”，尤
其四月份到七月份，如果稍不留神，有可能全
军覆没。今年，又有一批珠蚌死亡，不过还好，
最近即将领到 16 万元的保险赔付，这让老詹
些许宽慰。

山下湖是全国最大的淡水珍珠养殖、加工
和交易基地，有着“中国珍珠之都”的美誉。近
几年，随着区域之间的竞争加剧，从全产业链转
型升级出发，围绕数字赋能、公共服务、行业监
管，诸暨打出了一套“组合拳”。去年，诸暨入围
年度省级乡村振兴产业发展示范建设县，珍珠
产业由此再度成为重点，开始了新一轮的高质
量发展。

“珍珠养殖多为露天，自然灾害、疾病风险

还是挺大的。这些年，适度规模经营主体队伍
日益庞大，如何利用保险一方面降低养殖风险，
另一方面推动创新发展，加速新设施、新技术的
推广应用，成了新命题。”诸暨市财政局郭伟锋
告诉记者。对此，在公共服务平台建设中，专门
将珍珠产业政策保险服务纳入其中。

这一设想的提出，可谓直击詹相苗等人的
心坎。过去一口塘，发生蚌瘟病，减产不少，但
剩下的物以稀为贵，卖出好价格后尚能抵消损
失；如今行情走下坡路，一旦发现空壳多了，就
得抓紧排查，为减少损失，有时必须忍痛提前开
蚌。“这 40亩的塘，一年成本就得 20多万元，实
在不敢掉以轻心。”

珠蚌上保险？领到这一任务的中国人民财
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诸暨支公司，其实也是“大
姑娘上花轿头一回”，本身对珍珠行业不熟悉，
如何参保、怎样定损、费率几何，赔付周期怎么
定，这些都大有门道。加之珠蚌养在水里头，毕

竟看不见，又如何来规避道德风险，防止恶意骗
保？公司决定，跟浙江珍珠行业协会合作，先选
一批资深的养殖大户进行试点，了解痛点，蹚出
新路。

经过商讨，保险责任主要为自然灾害、疾病
灾害和意外事故，保额最低 8000元/亩，最高 2
万元/亩，保费则为 480 元到 1200 元/亩不等。
至于保费，由诸暨市财政补贴 80%，农户自交
20%。头次试水，总共 12 家投保户，总面积约
2340亩，提供2081万元的风险保障。

“由于暴雨和台风，以及病害严重，目前接
到9户报案，已完成相关查勘定损工作，预计赔
款在95万元左右。为了防止二次受损，我们等
到一个生产周期结束后，再进行最终赔付。”人
保财险诸暨支公司农业农村保险部经理钱成盛
认为，养殖险虽然保的是成本，但对于养殖主体
而言，等于有了一个兜底，“出险率高，说明很有
必要。”

浙江诸暨：珠蚌也能上保险

□□ 郑占波 李志刚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陈显萍

走进河南省洛阳市孟津区横水镇的洛阳
爱荷牧业有限公司现代化养殖场，一头头荷
斯坦高产奶牛悠闲地吃完草料，在自动饮水
机旁喝完水后，踱步到生态发酵床上休息，不
时发出浑厚的“哞哞”声。记者了解到，前不
久，河南省奶牛生产性能测定中心发布第三
季度奶产量公布，该公司养殖的奶牛平均单
产量达 13.59 吨，排名全省 45 家大型奶牛养殖
场之首。

孟津区委书记杨劭春深有感触地说：“近年
来，孟津区大力实施乳业结构调整和生产方式
转变，鼓励养殖场向规模化、标准化转型，着力
打造智能化、数字化牧场，让奶牛养殖向自动化
生产、智能化管理和资源化利用迈进，使‘奶瓶
子’更优质，乳制品更高端。”

向智能化迈进
让养殖更轻松

走进爱荷牧业 1.2万平方米的现代化奶牛
养殖场内，饲养员悉心照料着千余头高产奶
牛。一头头体格健硕的高产奶牛在悠闲休憩，
电子屏幕上，每头牛的活动量、产奶量、乳指标、
反刍数等健康数据实时显示。“公司配备了计步
器发情鉴定系统、牛舍温感通风与喷淋系统、牧
场粪污处理系统等高科技养殖智能化设备，实
现了从生态养殖、快速制冷、防疫消毒到冷链物
流、终端配送等环节的全流程智能化。公司把
精细化管理和科学技术当作第一生产力，有力

助推了牛奶产量和品质双提升。”公司负责人刘
海台介绍。

在朝阳镇的洛阳沐润农牧有限公司的千
头奶牛场，管理人员却寥寥无几。中午时分，
成群的荷斯坦奶牛从自动挤奶站出来，从专
用通道返回牛舍进行“午餐”。而为它们准备

“午餐”的是两台农业机械，一台自动清扫机
将它们早餐留下的“残羹剩饭”清扫干净后，
另一台机械撒料车紧跟其后，将调制好的发
酵饲料均匀撒在“食槽”中，仅用 10 分钟就为
500 多头奶牛准备好了“午餐”。“公司前几年
投资 2000 多万元，新建了建筑面积近 2 万平
方米的现代化养牛场，奶牛的饮水、通风、降
温，清粪、挤奶等全部实现了机械化和自动
化，使奶牛养殖链更加轻松。”沐润牧业有限
公司负责人姚学敏说。

如今，在孟津区越来越多的奶牛养殖企业
实现了从生态养殖、防疫消毒到冷链物流、终端
配送等环节的全流程数字化。

标准化加规模化
打造奶业“孟津高地”

孟津区在推进奶业规模化养殖、标准化生
产、信息化管理、生态化发展的同时，按照“发展
奶业从壮大规模入手、壮大规模从强壮龙头入
手、强壮龙头从加强品牌入手”理念，着力扶优
扶强乳制品加工龙头企业，鼓励奶牛养殖向乳
制品加工流通全面拓展，形成了生生乳业、阿新
奶业两家特色鲜明的成长型乳品加工企业，通
过建设绿色优质奶源基地，做大做强了乳制品
加工产业，实现了奶业生产加工销售一体化发

展和一二三产业的深度融合。
在平乐镇生生乳业奶牛养殖场的挤奶大

厅门口，上百头奶牛正排队准备挤奶。公司总
经理宋径磊告诉记者，被挤出的鲜牛奶顺着封
闭管道，源源不断地输送至奶罐间，经储存冷
却后再从管道输送到奶制品车间，通过高科技
乳品加工生产线，被加工成消费者喜爱的酸
奶、鲜奶等系列产品。生生乳业被称为“孟津
区奶牛养殖、奶制品加工之首”，是该区在实施
现代奶牛养殖业发展战略中，精心打造的“代
表作”之一。如今，该公司已形成饲草种植、奶
牛养殖、乳品生产、安全配送等为一体的产业
链，年可产鲜奶 2 万多吨，加工各种奶制品可
达 1万多吨。

奶业发展一直以来都是孟津区的特色优势
产业，奶牛存栏、乳品产量一直居洛阳市第一
位。近年来，该区在加快建设现代畜牧业发展
的同时，提出了打造全市最大的绿色、安全牛奶
生产基地的发展思路，全力推动高产、优质奶业
发展，努力构筑全市奶业振兴的“孟津高地”。
目前，已建成 300头以上标准化奶牛养殖小区
10个，奶牛存栏达到1.6万头，牛奶总产量11万
吨，年加工奶制品 2.5万吨，奶业产值达 5亿多
元，实现标准化生产全覆盖、智能化管理全覆
盖、粪污处理设施配套建设全覆盖、饲喂全株青
贮全覆盖。

在安全放心和强大数字的背后，靠的是一
个完整的集奶牛繁育、养殖、乳品加工、物流配
送和质量控制体系为一体的现代奶业产业链的
支撑。作为洛阳市的奶牛养殖大区，孟津区以
科技创新开路，正在交出一份奶业高质量发展
的优异答卷。

河南洛阳孟津区

科技创新构筑奶业“孟津高地”

奶业振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