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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236/2021_2022__E5_8C_97_

E4_BA_AC_E5_B8_82_E7_c26_236125.htm 从猪肉价格暴涨成

为热议话题说起⋯⋯ 北京猪肉价格一个月上扬14次，价格比

去年翻倍；沈阳肉价一年内翻番；青岛肉价一月涨四次；长

沙猪肉均价在19元/公斤之上，卖出10年最高价⋯⋯近期，猪

肉价格暴涨已成为各地市民热议的话题，一些地区的猪肉价

格已达历史最高点。农业部网站消息称，进入五月因为猪源

紧张，多数省区市猪肉价格同比大幅上涨，而猪肉价格上涨

也拉动其他肉类产品价格的波动。 对于猪肉涨价，普通百姓

不仅早已有了切身体会，而且对此的感受也完全有别于专家

学者和政府官员。 有政府官员认为，当前的猪肉涨价只是一

种短期现象，随着市场收购价升高刺激养猪积极性，以及夏

季临近对猪肉需求的降低，猪肉价格会有回落。如果当前的

猪肉涨价真的只是一种短期现象，这当然不用我们多加议论

了，问题是很多地区的猪肉涨价，是从春节前后就开始了，

对已经发生的持续涨价，已不能用“短期”来表述了，再加

上需求对生产的有效刺激起码又要数月的周期。显然，以“

短期现象”为认识基础，试图通过市场的自然调节，来捱过

这段猪肉涨价潮，依据不够充分，态度也比较消极。 也有“

市场决定论”者认为，猪肉价格上涨，是生猪产业链“完全

市场化”的必然结局饲料涨价了，成本提高了，生猪价就要

涨，生猪价高了，猪肉价也要高。经过市场的配置，养猪的

、卖肉的、吃肉的，才能在各取所需中实现利益均衡。持这

种观点的人恰恰忽略了，在猪肉的生产、流通、消费三环节



中，消费是最被动的一环。因为猪肉基本可以认定为生活必

需品，需求上有着相对的刚性，价格几乎无法抑制需求。这

种“多贵也要吃”式的被动，显然不是仅靠市场调节就能很

好解决的。 如何通过“有形之手”，让百姓在现行收入水平

能够承受的情况下消费猪肉，显然还是各级政府的一大民生

工程。因此，当前的猪肉涨价，从百姓口袋里多掏走的那一

部分钱，原本就是不应该全部推给市场的，而是有着相当程

度的人为原因。改革开放以来，政府曾经专注于解放生产力

，养猪的规模化、产业化积极性被激发，屠宰市场也全面开

花；此后，政府关注食品安全，围剿私屠乱宰。但对于如何

保证在一定警戒价位之下满足猪肉供应，关注度有所减弱。 

而针对本次猪肉涨价，不妨提出以下问题：其一，本次猪肉

涨价潮的出现，政府为什么缺少价格与供求的相应监控？为

什么失去了应有的预案反应？其二，改革开放打破了原有的

计划供应主渠道，但是否意味着也不再需要调节供求的“蓄

水池”？试想，如果在货源偏紧、价格趋涨时，能有常年满

载的“市民大冷库”来调剂余缺，这一轮的猪肉涨价潮又何

以能够形成？ 据悉，国家有关管理部门关注肉价波动，已组

织专门人员赴市场调查。专门调查当然是必要的，但笔者以

为，调查不能仅限于浅表层次的就事论事，更应该以系统化

的眼光和思路，深挖本次猪肉涨价潮的政策原因，把好脉，

稳调控，才能见实效。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

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