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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对麦价拉动趋弱

小麦市场总体平衡有余
2020年夏粮上市以来，小麦市

场价格“高开高走”，总体与2018

年基本持平；但小麦消费数量和结
构呈现“食用稳、饲用增、总量
增”的特点。受玉米价格上涨影
响，小麦饲用量明显增加，并创历
史新高。近日，国家粮油信息中心
首席分析师王晓辉在国家粮食和物
资储备局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这
种变化短期内利于消化超期储存小
麦，对口粮安全影响有限。目前国
内小麦库存充足，国家积极释放出
明确的调控政策信号，小麦市场平
稳有序运行。

产量总体增加

饲用波动较大

据了解，我国小麦常年产量在
1 . 25-1 . 35亿吨，年度之间面积波动
不大，主产区主要集中在黄淮海地
区。单产受自然灾害影响大，年度
间略有波动。2020年国内小麦总产
量1 . 34亿吨，同比增加65 . 5万吨，

处于历史较高水平。我国小麦市场
总体平衡有余，根据2015/16-2019/
20年度产需结余情况可大体判断，
正常年景我国小麦产需结余量在
1500万吨左右。2020/21年度出现
“产不足需”既有玉米价格上涨刺
激小麦饲用增加，也有国家主动消
化超期储存小麦的原因。

“从消费看，我国小麦需求主
要包括食用需求、工业需求和饲用
需求。食用需求相对稳定，年度间
波动不大，属于城乡居民刚性消
费，数量在9000万吨左右；工业需
求主要以小麦为原料生产淀粉、酒
精、酿酒等，需求量小幅波动，数
量在1000万吨左右。饲用消费受小
麦品质、玉米与小麦价差等因素影
响，年度之间波动较大，近20年在
700-3500万吨之间波动，年平均1382

万吨。因此，在小麦消费结构中，
波动最大的还是饲用消费。”王晓
辉介绍。

针对近年小麦进口，王晓辉表

示，我国小麦种植品种主要为中筋
品种，而进口多为高筋和低筋小
麦。近20年我国小麦年度进口量在
4 . 3万吨(2008年)-838万吨(2020年)之
间大幅波动，平均进口量(2000-2020

年)265万吨。加入WTO以来，我国
小麦进口量从未超过963 . 6万吨的关
税配额。从“吃得饱”向“吃得
好”转变，未来我国小麦进口仍将
保持一定数量。

玉米高位运行

带动麦价上涨

2 0 2 0年 6月，新小麦 (国标二
等，下同)开秤价2250-2330元/吨，
同比高开50元/吨，8月涨至阶段性
高点，比开秤初期上涨100元/吨，
此后高位趋稳。国庆节后，受玉米价
格“高开高走”影响，小麦价格重启
上涨态势，10月上涨50元/吨左右。由
于最低收购价收购量大幅减少，小
麦市场供应充足，11月、12月小麦
价格持续走弱，下跌30-50元/吨。

2021年1月以来，由于小麦价格
持续低于玉米，加之玉米价格高位
运行，带动小麦价格上涨，尤其是
1月13日和20日两周，政策性小麦公
开竞价销售基本“高溢价、全成
交”。为此，1月27日当周小麦竞价
销售交易规则调整，参拍主体趋于
理性，3月23日当周成交量降至100

万吨左右。3月底小麦主流进厂价
2500-2550元/吨，比节前下降50元/

吨左右，同比上涨100-150元/吨，
与2018年基本持平，总体属于恢复
性上涨。

市场供给充裕

小麦丰收在望

王晓辉表示，小麦作为两大口
粮之一，库存充实、储备充足、供
给充裕，可满足市场一年以上消费
需求，保供稳市具有坚实的物质基
础。“从种植面积方面看，黄淮海
和西北地区小麦种植面积有所恢
复，预计比上年增加300多万亩。单

产方面，春节后北方冬麦区气温偏
高，利于冬小麦安全越冬和萌动返
青；降水明显增加，有利于增墒蓄
墒，利于冬小麦生长。今年新小麦
面积、单产和产量有望实现‘齐
增’，丰收在望。”

对于今后一段时间的市场价格
走势，王晓辉认为，近期华北和东
北两大主产区玉米明显上量，价格
高位回落。今年玉米产量有望恢复
性增加，加上进口玉米及其替代
品、饲用稻谷、小麦供应充足，玉
米价格走势趋弱，国内玉米远期期
货合约价已降至2650元/吨以下，对
小麦价格拉动作用趋弱。新型粮食
市场监测预警体系基本成型，小麦
市场监测预警能力加强，调控的精
准度提高；中央储备粮“压舱石”
和地方储备粮“第一道防线”作用
充分发挥，调控的物质基础坚实；
预期引导、储备吞吐、产销衔接等
调控手段日益多样，调控的灵活性
增强。 (高文)

活猪调运是引发疫病在全国大
范围传播的重要因素。自非洲猪瘟
疫情发生以来，国家出台相关政策
要求改变传统生猪调运方式，鼓励
生猪就地屠宰，实现养殖屠宰配
套，产销顺畅衔接。

2020年5月，农业农村部发布的
《非洲猪瘟防控强化措施指引》提
出，2020年在北部区和东部区推进
分区防控，从2021年4月1日起，将
逐步限制活猪调运，除种猪、仔猪
外，其他活猪原则上不出大区，出
大区的活猪必须按规定抽检合格
后，经指定路线“点对点”调运。

农业农村部设定了4月1日起逐
步限制活猪调运的时间节点，而这
亦将成为国内生猪调运形式的转折
点。对此，业内人士认为，“北肉
南运”是未来的发展趋势。

“调猪”转为“调肉”

对产业格局的影响

2019年年初，根据非洲猪瘟防
控需要，广东、福建、江西、湖
南、广西和海南等中南六省(区)开
展了分区防控试点工作，重点是变
革传统生猪调运方式，推进“调
猪”向“运肉”转变。

从国际上看，对动物疫病实行
区域化管理是国际通行做法和疫病
防控最基本的经验，特别是成功根

除非洲猪瘟疫情的国家，绝大部分
都实行了分区防控。

根据农业农村部官方消息，今
年3月份，因违规调运生猪，已经
接连4次报告非洲猪瘟疫情。生猪
调运的确加速了非洲猪瘟疫情传
播，因此，在当前阶段实施分区防
控、加强调运监管是有效防控非洲
猪瘟的必然选择，也是保护生猪生
产的客观要求。

之所以会出现生猪调运，今年
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
员、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表
示，北方是粮食主产区，生猪产能
集中在北方，然而消费市场集中在
南方，再加上国人的传统消费习惯
为热鲜肉，于是就出现了“北猪南
运”的现状。

分析师冯永辉表示，当前国内
以生猪调运为主，比例占到70%-
80%。未来的发展趋势，肯定是调
肉的比例会高一些，但这是一个过
程，需要相对较长的时间。要实现
从“调猪”向“调肉”的转变，那
么与“南猪北养”配套的就是屠宰
加工产能向北方转移。

冯永辉称，过去屠宰企业大部
分都在销区布局，现在已经有部分
屠宰企业开始行动往产区布局。由
于屠宰企业重新布局的投入非常
大，对屠宰企业来说，是一个巨大

挑战，也就意味着这个转变的时间
会很长，新投建的屠宰场可能会考
虑向产区布局，但已有的在销区布
局的屠宰场很难转变。

刘永好认为，从“调猪”到
“调肉”这种调运形式的转变，对
屠宰加工企业和冷链物流企业也提
出了新的要求，也就是如何继续满
足消费者的消费习惯，让调运到消
费市场的肉，还能继续保持新鲜。

限制活猪调运

对猪市的影响

长期形成的“北猪南运”的经
营格局，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北方
的生猪价格就是整个生猪市场价格
的一张“晴雨表”，尤其是东北、
华北地区的生猪价格，都是依靠外
调而盘活了整个养猪市场。限制活
猪调运后，北方低价生猪调入南方
的难度大幅增加，南方生猪的供应
量就会减少，或将迎来行情反弹，
南北猪价差距或将拉大。另外，猪
肉调运需要冷链运输，其运输成本
要比生猪调运高，那么南方猪肉价
格也会比正常情况要贵一些。

但最终决定猪肉价格的还是供
需关系，虽然限制活猪调运会对局
部地区的猪价产生比较大的影响，
但就全国而言，猪肉价格的大体格
局不会发生本质变化。 (河农)

“这两天要升温了，得赶紧
采 摘 ， 羊 肚 菌 2 0 ℃ 以 上 就 坏
了。”4月初，在聊城市东昌府区
堂邑镇于庄村羊肚菌种植基地大
棚里，菌农于法宪正忙着采摘羊
肚菌。

于庄村是平菇种植特色村，
而种植羊肚菌，于法宪是第一
人。“羊肚菌原来只有野生的，
后来在四川开始有人种植，这种
菌营养价值高，既可食用，也可
药用。”谈起羊肚菌，于法宪如
数家珍。

于法宪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
种植平菇。虽然已是种植老把
式，但骨子里不愿安于现状的
他，一心想着如何再提高种植效
益。然而平菇种植收益的慢慢下
降，更加坚定了他改变种植品种
的决心。

2013年，于法宪在南方了解
到羊肚菌与平菇相比，生长周期
短、见效快、收益高，于是萌生
了种植羊肚菌的念头。2015年，
他专门去武汉华中农业大学学习
技术，去南方一些种植基地参观
取经。经过不断地市场考察和调
研，2017年，他开始承包两个温
室大棚种植羊肚菌。由于没有经
验，只是生搬硬套别人的种植模
式，收益并没有达到预期，甚至
还赔了钱。但于法宪始终看好羊
肚菌的市场前景，并没有放弃。

一年后，他又筹集2万元在自
家地里建起种植大棚，一点一点
摸索，慢慢掌握羊肚菌的习性，

及时根据气候调节光照、土壤湿
度及酸碱度，逐渐将亩产从400公
斤提高到了800公斤，按照市场每
公斤60-70元的售价，亩产能达到5

万元。
如今到了羊肚菌丰收的季

节，于法宪在自己的朋友圈、微
信群内发布消息，每天都能接到
五六十个收购电话，还有的客户
直接开着冷藏车来收购，根本不
用愁销路。来自聊城昊天农产品
有限公司的企业负责人说：“羊
肚菌5年之内价格肯定不会下降，
市场空间很大，我们不光在国内
销 量 很 好 ， 还 出 口 到 其 他 国
家。”

从去年开始，不断有附近县
市和本村的村民前来向于法宪学
习技术，目前决定种植的本村村
民已有十多户了。来自莘县大王
寨的种植户陆子阳原本养鸭子，
了解到羊肚菌后便来学习。相比
于养鸭子，他认为种羊肚菌相对
卫生，效益也更高。正在大棚内
忙着采摘的村民曲伟荣也表示，
“来菌棚里干活不打算挣多少
钱，就想跟着学学技术，以后自
己也种。”

对于想来学习技术的村民，
无论本村还是外乡人，于法宪都
倾囊相授。“现在羊肚菌供不应
求，咱这地方种的人多了形成规
模，大家一起致富，这是多好的
事儿啊。”于法宪说。

农村大众报通讯员 夏萌萌
王忠友

亩均效益5万元，市场前景大好

想种羊肚菌的多起来

本月起将逐步限制活猪调运，“北肉南运”或成趋势

活猪屠宰加工产能向北转移

4月18日，在邢台市南和区和
阳镇一家设施蔬菜种植基地，农
民在温室大棚内搬运蔬菜秧苗。

近年来，河北省邢台市南和
区在推进乡村振兴工作中，依托
科技引领作用，积极调整农业种
植结构，大力发展设施蔬菜、花
卉、中药材种植等特色农业，促
进农业增效，助力农民增收。

新华社发

特色种植

促增收

村民正忙着采摘羊肚菌。


	03-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