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Xijie�observation
西街观察

多部门发出“双节”防控及出行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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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头入场散户转型 猪肉市场暗流涌动

中秋、国庆“双节”即将到来，在返乡团聚或出行

旅游过程中，如何做好疫情防护？外出旅游要注意哪

些事项？9月29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召开新闻发布

会，多部门相关负责人对这些问题作出了解答。

卫健委：强化重点场所疫情防控

在疫情防控方面，国家卫健委疾控局副局长吴良

有介绍，国家卫健委调度指导各地在做好新冠肺炎常

态化疫情防控的基础上，做好流感、艾滋病、结核病

等常规传染病的防控工作。考虑到假期时间长、人员

流动性大，旅游、聚会等活动明显增多的情况，国家

卫健委会同有关部门，指导各地加强值班值守，筑牢

外防输入举措，强化重点场所的防控，做好健康教育、

防控措施督查等一系列工作，切实保障假期疫情形势

平稳。

中疾控：人员密集处要坚持戴口罩

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吴尊友提醒，疫

情的防控，稍不注意，或者说防控措施稍微松驰，就

会出现反弹。所以，要保持常态化防控的意识，要坚

持实施常态化防控的措施。在常态化防控的情况下，

配备口罩，相当于普通老百姓的标配，随时准备口

罩，在人员密集的地方，在通风不够好的地方，都要

坚持戴口罩。

文旅部：排查景点设备安全隐患

针对外出旅游的安全等问题，文化旅游部市场管

理司副司长李健表示，文旅部将继续加强与公安、交通

运输、应急管理等部门的协调联动，督促对疫情防控、

旅游包车、涉水项目、节庆活动、火灾防控、食品安全等

领域，以及观光车、索道、缆车、游乐这样一些重要的设

施设备开展隐患排查，压实安全生产的主体责任。

李健还提醒游客，要提前了解旅游目的地发布的

疫情风险信息，避免前往中高风险地区旅游。同时，要

谨防不合理的低价游产品，要高度警惕通过论坛、微

博客、公众号、互联网一些群组发布的旅游信息，避免

陷入以低价旅游、免费旅游为诱饵的旅游陷阱。

交通部：强化进口冷链食品作业防控

交通运输部运输服务司副司长李华强介绍，密切

与海关、市场监管等部门的协同协作，督促冷链物流

企业、港口企业等单位如实登记进口冷链物流相关信

息，不得运输、装卸不明来源的冷链物流货物。特别是

针对近期青岛两名进口冷藏货物装卸工定期主动排

查过程中核酸检测异常的情况，印发了警示通报，要

求继续坚持“人物同防”，强化到港的船舶、船员、进口

冷链食品作业防控，坚持重点岗位的作业人员相对固

定，定期开展核酸检测。 北京商报记者 陶凤 吕银玲

“双节”将至，猪价却悄然下行一个月，多少有些出乎意料。从非洲猪瘟疫情集中爆发至今，国内猪价就持续在高位

盘旋了一年有余。近期和缓的市场曲线似乎也暗示着在规模养殖成势的当下，国内产能恢复在望，供需矛盾趋于缓和。

在过去两个月中，北京商报记者实地探访并辗转联系了大量养殖户及养殖企业，地域覆盖国内东北、华北、华南区

域省市。这些猪场在规模上大小各异，却在持续的高低起落中共同见证着这一传统行当的悄然洗牌。

巨头入场，散户转型，各占去半壁江山。然而，行业的洗牌并非一蹴而就，纵然竞争逻辑日趋精巧，面对阴晴不定的

市场行情表，他们的每一次投石问路依然牵动着市场神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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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肉市场巨头现状

头部养殖集团迎来发展的

黄金期

预计未来3-5年，牧原股份、温氏

股份市占率均有望超过10%

前十大养猪集团市占率有望达到

40%-50%

意外的平静

“双节”临近，猪肉消费峰值未现。

按照往年节律，中秋节、国庆节到来之前

会迎来一波猪肉的消费高峰。但从农业农村

部监测数据来看，今年9月，猪肉的市场批发

价虽依然在历史高位盘桓，但其狂飙之势显

露出疲态。据最新数据显示，9月25日，全国每

公斤猪肉市场批发价为46.57元，较月初的

48.22元降幅达3.42%。

市场批发价微颤背后是生猪出栏价的剧

烈波动。根据搜猪网监测数据显示，截至9月28

日，全国瘦肉型生猪出栏均价已降至33.8元/公

斤，较9月初37元/公斤下降超3元/公斤。

“猪肉价格整体下跌幅度比较明显，这也

意味着一头220多斤的出栏肥猪利润可能要

缩水300多元，同时养猪人在生猪价格下跌与

饲料成本上涨的双重夹击下，其整体利润也

在大幅度缩水。”搜猪网高级分析师冯永辉在

采访中公开表示。

搜猪网分析师钱涛分析指出，许多养殖

户担心“双节”之后猪肉需求量会降低，所以

选择在节前出栏大量肥猪。他们认为赶在屠

宰企业备货期间出栏价格可能会好，但是集

中出栏的现象十分明显，反而起到了反作用，

使得肥猪价格出现了明显回落。

不过，就在猪肉价格累计下滑近一个月

之际，9月27日-28日，各地屠宰结算价出现了

飘红迹象。搜猪网分析师王磊判断，这是由于

下游屠宰量有所提升，近期散户存在惜售情

绪导致。但鉴于供应整体充足，市场价格上涨

难以持续较长时间。

“天气越来越冷，猪肉的消费也将走向旺

季。但目前我国生猪产能还没有恢复，至少在

未来半年内，猪价仍会保持在一个较高的水

平。”中科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国祥说。

失落的养殖户

预期的小高峰没来，中秋前的这些日子，

猪价在大多数时候仍在不动声色地下滑。即

便身处全国猪肉最金贵的海南，养殖户陈福

胜也丝毫不敢大意。

陈福胜有个2000头育肥猪的猪场。按照

猪周期，8、9月正赶上育肥猪出栏的时节，这

时候正是中秋和国庆，猪肉也能出个好价钱。

不过，今年大家都失算了。“一般猪长到这会

儿有200多斤了，这种猪我们叫‘饭桶’，因为

不会再长大，出不了手就意味着继续投入饲

料，但这个过程不产生任何收益。”

“如果这样掉下去，是要亏本的。”陈福胜

计算，目前一头小猪苗价格在1800-2000元

之间，母猪苗更贵。后期收购价按照每斤15元

计算，等涨到250斤出栏，减去饲料投喂、人工

成本还有一些猪病等意外损耗产生的大约

1400元，每头猪能盈利500元左右。“如果收购

价掉到13块钱还没卖出去的话，就不好说了。”

近期，他又添一桩心事。时下正值“禁抗

令”落地初期，这意味着养殖户们要在学习规

范养殖的同时，想办法攻克其带来的成本波

动。“以前饲料里会加一些抗生素，现在不加

了，就需要为小猪仔准备更多储备金，以防它

们生病。之前我是买饲料，最近在考虑自己制

作，也能便宜一些。”

被压力赶着，陈福胜建了个微信群，专对

来自全国各地的养殖户开放。群成员基本来

自山东、黑龙江、河南等地区，都是生猪养殖

散户。他们进群的主要目的是想了解基本行

情并积累更多人脉，帮忙找高价收猪的客户。

中招即出局

“算一笔账，以前一头小猪苗价格大约

300块钱左右，屠宰场收购价约8元一斤，除去

饲料和人工费用的1200元，养殖户从每头育

肥猪身上差不多能赚500多块钱，和现在差别

不大，但这两年大家胆子越来越小。”陈福胜

说，对养殖场而言，这时候如果遭遇一场非洲

猪瘟，东山再起的可能太小。

在他眼里，去年集中爆发的非瘟疫情就

像一颗定时炸弹，让所有上场的人都在刀锋

上走。“疫情闹得凶的时候，我们这发现一头

感染了非瘟的病猪，方圆5公里的活猪都得被

扑杀。只要疫苗没出来，我不敢让别人轻易进

猪场。”

2019年，财政部、农业农村部将非洲猪瘟

纳入强制扑杀补助范围，具体补助标准因地

制宜。同期，中央财政提前下达了2019年动物

防疫等补助经费。截至同年11月21日，国内共

报告发生160起非洲猪瘟疫情，扑杀生猪

119.3万头。

陈福胜回忆，按照当时的价格，每头大猪

750元的补贴尚且是可以保本的。“一般补贴

先下放90%，剩余的10%留着后期发。一折腾

两折腾，除了本身家里有母猪储备的，能重新

开张的养猪户太少。”

山东养殖户韩奇祥是群成员之一，他也

参与讨论，但听到报价并不公开发表看法。

“有些人急着出手猪苗，把价格压到

1200-1300元/ 头，没人能担保这猪不是病

猪。如果是病猪，买回去就得全军覆没。不过

能看出，压这么低，大家是真着急。”

“巨头”入场

产能要恢复，有人出局就有人上场。当资

本门槛被抬高，尝到甜头的秘诀就是带资进

场，变成资深玩家。“带资进场，就是要么自己

有猪，要么自己有钱。”韩奇祥说。

和散户的观望情绪不同，近两年企业尤

其是大企业在“猪市”的表现格外抢眼。今年3

月，万科集团（以下简称“万科”）成立食品事

业部；7月底，其旗下全资控股企业成功收购

一家位于山东的养猪公司。在地产界，万科这

一举动已不算早，更早前的2018年6月，碧桂

园农业控股有限公司就已揭牌；2016年，恒大

董事长许家印则投资3亿元，在贵州援建110

多个养猪为主的农牧基地。

而对于龙头猪企，微小的价格波动确实

能带来其二级市场的连锁反应，但其扩围圈

地的步调并没有减速的意思。9月至今，新希

望集团（以下简称“新希望”）每股价格从一度

破41元一路下跌至28元；同期，温氏股价也从

25元滑落至20元；牧原从98元落至80元。

有投资者在互动平台向新希望提问，季

节性波动对公司经营成果影响几何？公司回

答称，养猪等产业有大小周期，导致头均盈利

也不一样。但公司整体经营保持着持续增长，

季节波动也并不影响逐步提升的大趋势。

天风证券预计，在非洲猪瘟疫情的影响

下，我国养殖产业的集中度有望加速提升，预

计未来3-5年，牧原股份、温氏股份市占率均

有望超过10%，前十大养猪集团市占率有望

达到40%-50%，头部养殖集团迎来发展的黄

金期。

“在全国布局扩围，这是肯定的。”北京六

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符开星在接受北京

商报记者采访时表示，2002年至今，六马科技

已在全国通过合资或独资方式布局了16个种猪

公司，达到基础母猪规模近2万头。其中，不同

的猪场延伸的是色、香、味、型的不同特性。

联手不易

眼下，非瘟疫情仍在国内不定点爆破，养

猪成了时下的高风险行业。填补缺口、恢复产

能的需求依旧迫切，引导散户加入规模化养

殖成了大势所趋。

2019年12月，农业农村部印发《加快生猪

生产恢复发展三年行动方案》，明确帮扶中小

养殖户恢复生产。推动大型生猪养殖企业与

地方对接，通过“公司+农户”、托管租赁、入股

加盟等方式，对中小养殖户实行包片帮扶，带

动有能力有意愿的中小养殖户增养补栏。

从温氏股份和牧原股份两家养殖企业的

饲养模式来看，“公司+农户”模式正在成为大

型养殖企业的一种主要扩张方式。但即便面

对高昂投资，想说服养殖户联手企业并不容

易。在接受采访的几名养殖户中，并没有人愿

意被纳入龙头企业的扩张版图里。他们讲不

出太精确的道理，但觉得这样不太划算。

“和企业联手比较好的一点是保本不

亏。”陈福胜说，他曾有身边的朋友和公司合

作，但没多久就退出来了。“这种模式用的是

自家场地，企业会提供猪苗、药和饲料，这些

不太需要掏钱。但操心养一场，就算一头猪能

赚2000块，到自己手里可能只有500块钱左

右，不太划算。比起公司到手的暴利，干这活

就是打工，为什么不去干其他事？”

在北京大学经济学院产业经济学系教授

曹和平眼里，猪价长期波动更深层次的原因

根植于社会发展。“近年来，我国城镇化水平

不断提高，导致板块人口出现变化。久而久

之，养猪人变少，产能下降已经是大势所趋。”

“我们需要恢复产能，但不能去强制农户

参与规模养殖。可以在防护措施相对到位的

情况下鼓励大家适度规模养殖，比如

200-300头的样子。但如果规模太小，农户确

实不容易赚钱。”李国祥表示。

钱涛指出，未来养猪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将集中在生猪养殖效率、屠宰深加工和食品

品牌建设。“等到规模化高度发展之后，我们

的效益来源于深加工和品牌溢价。这恰恰也

是生猪行业转型升级的必修课。”

（文中采访对象均系化名）
北京商报记者 陶凤 刘瀚琳

一场全国游泳冠军赛，两名创纪录的运动员由于
体能成绩不理想无缘决赛，到底是规则不合理还是运
动员自己“不争气”，风波还在持续发酵。

9月28日，2020全国游泳冠军赛暨东京奥运会达标
赛才刚过了3个比赛日，各项预赛中就有不下5位“第
一名”无缘晋级决赛，其中包括奥运冠军叶诗文、破亚
洲纪录的王简嘉禾和刷新全国纪录的余贺新。

洪荒少女傅园慧在微博吐槽，习惯了“水上运动”
的自己“陆地运动”确实不在行。傅园慧的吐槽也是争
议的集中点，如今体能测试对于每个竞技大类都设置
了同一套标准，但这不一定对其中各个项目的运动员
具有普适性。

网友自动脑补了柯洁等选手跑3000米的画面，将
这种不合理性进一步放大。过去半年，从象棋到田径，
从团体到个人，从水下到陆地，体能测试的身影无处
不在。当体测重回体坛，当运动员为此玩命努力仍于
事无补，体能训练也变了味道。

将体能大比武推诸所有项目， 到底性价比有多
高？在多数人看来，按照预赛成绩、半决赛成绩，从高
到低决定下一轮的晋级是理所当然的。而全国比赛中
增加基础体能测试的目的，则是为了弥补中国运动员
的短板， 以提高中国游泳运动员在世界上的竞争力。
两者之间的关系，即便不是主次矛盾，也不应该简单

地由后者决定前者。
如今连破亚洲纪录的成绩都得为体能测试让路，

体能测试的设计未免本末倒置了。加强体能补短板的
目的是为了鼓励运动员在基础身体能力和专业运动
表现上都能对标世界顶尖水平，而不是将补短板变成
新的拦路虎，让成绩优秀的运动员倒在自己并不擅长
的短板上。

体育事业应该讲科学，任何改革都应当有科学严
谨的态度。 针对不同项目的运动员进行科学的训练，
采用细分的定制化的指标约束， 有针对性地提高体
能，避免考核指标的单一化，才能达到真正意义的补
短板。

提高体能，从训练方法到运动装备，从营养理疗
到后勤管理都要有理有据。但体质本身的差异，同样
需要被考虑在内。 亚洲人的身体有亚洲人的特点，以
此类推欧洲人、美洲人、非洲人的体质都有各自的差
异。有的体质灵敏柔韧有余，但力量、速度、爆发力并
不占优。有的则完全相反。

体能成绩确实没有难倒所有人。在这项体能成绩
和竞赛资格直接挂钩的新规则下，有很多成绩顶尖的
运动员表现出色。 但是让所有人都达到这样的标准，
既不科学也不现实。 至于体能测试到底有多大用，可
能不必等东京见分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