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瘦身健体 北京发布新版新增产业禁限目录

猪料比价再下跌 猪肉价格何时能见底

“抗疫两年以来最困难的时期，

是漫长冬夜还是倒春寒？”

3月14日凌晨，面对近期突然

指数级上升的疫情，上海复旦大学

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

发出了这样的“灵魂一问”。而这或

许也是被疫情反复折磨的人们，最

想知道的答案。

洋洋洒洒两千字，张文宏想说

的内容，概括起来不过一句话：病毒

的毒力已经明显降低，但这些都不

是我们躺平的理由。一旦迅速开放，

会引起短时间内大量人群的感染，

即使再低的病死率也会造成医疗资

源挤兑和社会生活的短暂休克。

解释和回应来得既接地气，又

很及时。过去几天，眼看着疫情出现

反弹，#那些被疫情偷走的时光#意

外冲上了热搜，顶在首屏的那条消

息明晃晃地写着：青春才几年，疫情

占三年。

短短十个字，却道尽了疫情三年

来的无奈、遗憾和疲倦。本以为胜利

在望，却没想被奥密克戎杀了个回马

枪，情绪上面难免“破防”。躺平吧，毁

灭吧，累了……在层出不穷的调侃

里，大众对防疫的疲态在所难免，但

殊不知，防疫最忌讳的便是疲倦。

疫情定格了生活，却没定格时

间。既然日子还要往下过，安全就是

一切的前提，生命安全也好，生产安

全也好，都是防疫的题中之义。过往

数轮疫情经验证明，“外防输入、内

防反弹”的总策略和“动态清零”的

总方针，仍是以最小防控成本达到

最佳防控效果的最优路径。

反过来说，防疫一旦躺平，就是

覆水难收。从英国到韩国，世界范围

内动过这种心思的国家不少，实践起

来的也不少，但结果却通常是一败涂

地。单以韩国为例，“与病毒共存”计

划实施几个月，确诊人数便已经收不

住了，进入3月中旬，单日新增新冠确

诊病例连续数日超过30万例。

躺平并不能躺赢。气可鼓而不

可泄，对防疫来说也是如此，倦态情

绪人之常情，但万不能以生命健

康为代价，当务之急仍要克服麻

痹思想和侥幸心理，严防死守扣紧

防疫链条才是战胜新冠病毒的必

由之路。

归根结底，越是事出突然，越要

保持冷静。现下时刻，与其消极地争

议清零还是共存，倒不如实实在在

地与病毒“正面刚”，比如近期新冠

抗原自测产品的上市，就不妨将其

看作是一场防疫策略的升级。

防疫靠的是科学，而不是“口

嗨”。精准的防疫措施仍在持续，疫

苗的接种仍在推进，国产新冠药物

研发仍在加速……可以看到，这才

是争议之外真正有意义的存在。就

像中国工程院院士张伯礼说的，中

国应该坚守自己的防疫政策，在精

准防控上下功夫，既把防疫做好，又

让经济生产、群众生活不受影响。

在文章的最后，张文宏也给出

了回答：当我们看清了前方的道路

和必将到来的春天，又有什么可以

畏惧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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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量提质显成效

《目录》是北京治理“大城市病”、促进减

量提质、推动集约高效发展的重要政策文件。

据了解，《目录》于2014年7月发布实施，2015

年、2018年先后进行了两次修订，本轮为第三

次修订完善。《目录》实施七年多来，对于北京

治理“大城市病”、倒逼发展方式转变、促进减

量提质和改善生态环境发挥了重要作用。

例如在严控非首都功能增量方面，《目

录》实施以来不予办理新设立或变更登记业

务累计近2.4万件。从严调控的采矿、制造、农

林牧渔、批发零售业能源消费总量持续下降，

占比从2013年的25.3%下降至2020年的

21%，助力空气质量持续改善。

在严守功能底线的同时，高精尖产业也

迎来了更大的机遇。数据显示，北京科技、商

务、文化、信息等高精尖产业新设市场主体持

续增加，占比从2013年的40%上升至2021年

的62%；高技术产业快速发展，增加值占比由

2013年的21.6%上升至2021年的27%，为发

展现代产业体系增添了新动力。

在《目录》的指引下，首都区域差异化定

位更为明晰。新设市场主体逐步在城市副中

心、平原新城聚集，各区产业投资与功能定位

更趋匹配，空间布局进一步优化。

“进入新发展阶段，新业态、新技术不断

涌现，结合新阶段新形势，《目录》需要与时俱

进，相应优化调整。”北京市发改委相关负责

人表示，根据市委、市政府工作部署，北京市

发改委会同相关部门组织开展了新一轮《目

录》修订，包括立足首都城市战略定位，优化

提升首都功能，坚守初衷，严守功能底线，坚

持问题导向，加强精细化管理。

助力北京率先实现双碳目标

就新版《目录》的具体内容而言，不仅涉

及到“双碳”目标等热点，还涵盖了民生便利

的多个方面。例如在“双碳”方面，《目录》助力

北京率先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引导新增

产业和功能发展更加绿色低碳、生态环保。全

市层面由原禁止新增燃煤火力发电、燃气热

电联产，调整为禁止新增火力发电、热电联产

（保障城市应急备用、调峰和基本运行除外）。

北京市发改委表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

是我国向世界做出的庄严承诺，北京“十四

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实现碳排放稳中有

降，碳中和迈出坚实步伐，为应对气候变化做

出北京示范。此次《目录》修订，瞄准“双碳”目

标，强化生态环保，引导新增产业和功能发展

更加绿色低碳、生态环保，助力北京率先实现

碳达峰、碳中和目标。

此外，与群众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生产、

生活性服务业也迎来了政策的支持。例如为

适应传统商圈改造、新业态发展和便民服务

需求，对核心区、城四区、城市副中心餐饮业

措施进行调整。为方便市民收寄快递，进一步

细化快递服务业措施，对智能快件箱和快递

服务站运营企业予以支持。

而为配合疫情防控，《目录》也做出了相

应的调整，进一步明确《目录》不适用于“应急

保障项目”，同时，在一些具体行业管理措施

中对应急物资供应不作禁限。

例如核心区、城四区、城市副中心以外的

平原地区，以及生态涵养区市级以上园区内，

在基础化学原料制造中对保障医院、科研机

构、重点企业应用的气体生产细分支持，纺织

业管理措施中对保障城市基本运行和应急需

要的纺织制成品制造等予以除外。

不涉及现有产业存量

“瘦身”的重点在于“健体”。《目录》立足

首都城市战略定位，继续严格禁限不符合首

都功能和北京率先实现“双碳”目标的一般性

制造业。同时，衔接落实支持高精尖产业发展

系列规划政策，引导产业链供应链优化升级，

推进先进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深度融合，

助力科技创新、构建高精尖经济结构。

如制造业相关措施中，增加对氢能、智

能网联和新能源汽车配套制造等细分支持。

对数据中心的管理，不再单纯依据PUE值，

而是综合考量业务功能、能耗、水耗等因

素，引导数据中心分区分类梯度布局、统筹

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目录》明确提出，在途项

目、改造升级项目不适用《目录》，并有相应名

词解释。据了解，在途项目是指在《目录》发布

前，有关审核部门已受理审核或者办理完成

审核的属于《目录》禁止和限制范围内的项

目。在途项目不适用《目录》，但要结合首都功

能定位和相关规划，根据项目进度，尽可能调

整项目功能，优化建设方案。

改造升级项目是指在原址上采用新技

术、新工艺、新设备、新材料等进行绿色化、智

能化改造，或者通过功能疏解和产能转移等，

实现产品质量提升、产品结构优化，在本市行

政区域内不新增建设规模、不新增能耗和排

放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

此外，北京市发改委提到，《目录》是针对

增量的管理措施，从源头上严控非首都功能

增量，明确了新增产业和功能底线，不涉及现

有产业存量。《目录》与疏解退出不符合首都

功能定位的一般性制造和污染企业等存量调

整措施紧密结合，控增量、疏存量，疏控并举，

形成“组合拳”，共同助力北京转型发展，不断

优化提升首都功能。 北京商报综合报道

又遇季节性消费淡季

近日，北京商报记者在朝阳区金宝生活市场

注意到，猪肉价格已有明显下跌，以五花肉为例，

价格仅为13-16元左右。农业农村部3月11日发

布的全国农产品批发市场一周价格行情监测报

告显示，3月4日-10日一周内，猪肉批发均价为

每公斤18.35元，环比下跌1.1%，同比下跌52.9%。

针对猪肉价格下跌原因，搜猪网首席分析师冯

永辉在接受北京商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这是一个季

节性的消费淡季，每年春节过后都是猪肉需求最差

的时候，很容易表现为猪价下跌。从官方数据看，去

年7月份母猪存栏才开始下降，影响今年4、5月以后

的供应量，但尚未影响目前的供应量。目前供应比

较充足，在需求较差的情况下，促使猪肉价格下跌。

农业农村部3月12日发布的消息也判断，目

前猪肉供应出现了阶段性过剩。从产量方面看，

今年1月份全国生猪出栏量同比增长23.6%，2月

份生猪出栏量同比增长8.2%。农业农村部畜牧

兽医局副局长陈光华介绍，去年底全国生猪存

栏4.49亿头，同比增长10.5%。这些存栏生猪会

在1-6月份陆续出栏上市。

中国银行研究院研究员王梅婷对北京商报

记者表示，目前我国能繁母猪数量仍是历史高

位，为正常年份的104%左右，且多个月以来下

降相对缓慢，只是内部出现了一些结构性的调

整，例如用高效产能替代低效产能等，而生猪存

量依旧保持高位。

饲料价格推高成本

根据国家发改委价格监测中心发布的数

据，本周全国猪料比价为3.63，环比跌幅2.94%。

按目前价格及成本推算，未来生猪养殖头均亏

损为265.98元。后市来看，随着饲料价格继续上

涨，养殖单位饲养成本增加，但考虑到业者对后

市仍持悲观心态，预计短期内生猪价格或偏弱

运行，猪料比价或再跌。

招商证券指出，由于豆粕等饲料原料受南美

减产、原油涨价、地缘政策等因素的影响而出现

大幅上涨，1月以来豆粕涨价幅度达37%，生猪养

殖行业的现金成本仍存在压力。

“今年春节过后饲料成本大幅上涨，玉米和

豆粕价格都刷新了历史纪录。猪价下跌、饲料成

本上涨加剧了养猪亏损的程度，会导致很多没

有达到出栏体重的猪也提前出栏。”冯永辉对北

京商报记者表示。

“猪少的时候饲料成本上涨会顺利地转嫁

到下游，推动猪肉价格上涨。但当前成本更高、

猪肉价格更低，会让很多养殖户不想继续养了，

本来生猪要下个月出栏，看到饲料成本涨这么

多，就现在出栏，这会加速短期内的出栏量。”冯

永辉说，“控制饲料成本，要看饲料原料的供应，

饲料厂要通过调配方的措施综合地降低饲料成

本。此外，养殖户要降低自己养殖生猪的死亡

率。好的生产成绩也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成本，

一头母猪一年生25头和生15头相比，一头成本

能低200元。”

今年2月21日-25日当周，全国平均猪粮比

价便已达到4.98：1，进入《完善政府猪肉储备调
节机制做好猪肉市场保供稳价工作预案》确定的

过度下跌一级预警区间。国家发改委已启动中央

冻猪肉储备收储工作，并指导各地积极收储。

第三次价格下行探底

“下跌趋势还会延续一段时间，3、4月份猪

价可能跌至每公斤12元左右的谷底，养殖亏损

程度还会加大。”陈光华表示，此轮猪周期，生猪

价格自2020年全年到2021年初高位运行后，已

经经历过两次下行探底，现在正处于第三次价

格下行探底过程中。

猪肉价格何时见底？招商证券分析称，“综

合考虑农业农村部的监测数据显示全国能繁母

猪存栏量自去年7月起持续下降，我们判断国

内生猪出栏量增速在今年或出现前高后低的

趋势，下半年或现销量下滑，并进而带动猪价的

反转”。

冯永辉表示，“按照官方数据，去年6月达到

了能繁母猪的存栏高点位，能繁母猪传接到肥猪

供应需要10个月的时间。在我看来，去年10月5日

的10.5元/公斤才是真正的低点，目前是低不到那

个价位的。去年的低点是由于有很多非正常的、

价格更低的猪出栏，而现在几乎全是标猪，没有

受到价格相对低廉的淘汰母猪、超大牛猪的影

响，所以价格很难跌破那个点”。

王梅婷则分析称，从目前的定量测算看，截

止到今年年底，预计猪肉的供给会相对稳定。只

要不出现极端情况，产需缺口仍然为正，预计价

格不会超过20元每公斤。

“未来猪肉市场的核心矛盾还是饲料会涨

得多高，这会直接决定养猪企业的去化速度。如

果饲料价格居高不下，不排除企业会集中出栏

以压低成本。如果出现加速出栏，这会造成猪肉

短期价格快速下跌，但长期看好。”王梅婷说。

北京商报记者杨月涵吕银玲

不是要限制发展，而是为了“瘦身健体”，推动首都实现高质量发展。3月14

日，北京商报记者自北京市发改委获悉，近日，北京市政府正式印发了《北京市新

增产业的禁止和限制目录（2022年版）》（以下简称《目录》）。锚定“双碳”目标，关

注民生便利，加强产业引导……结合“十四五”新阶段新形势，新版《目录》为助力

构建高精尖经济结构，优化提升首都功能，推动高质量发展画出了路线图。

《目录》执行成效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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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肉价格仍在持续下跌。3月14日，国家发改委价格监测中心发布的数据显示，本周

全国猪料比价为3.63，环比跌幅2.94%，与此同时，猪粮比价也连续三周进入过度下跌一

级预警区间。按目前价格及成本推算，未来生猪养殖头均亏损为265.98元。生猪出栏加

速、需求疲软、饲料价格推高成本，都加剧着养殖户的亏损现状。农业农村部预计3、4月

份猪价可能跌至每公斤12元左右的谷底，但业内人士认为，猪价不会跌破去年10月份的

低点。目前国家发改委已启动中央冻猪肉储备收储工作，促进市场平稳运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