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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国际

 美国1月CPI与核心CPI均超预期，1月未季调CPI年率录得3%，为2024年6月以来最大

增幅，高于市场预期的2.9%；1月季调后CPI月率录得0.5%，高于预期的0.3%，前值为

0.4%。剔除食品和能源成本的核心CPI同比上涨3.3%，高于预期的3.1%；1月季调后核

心CPI月率录得0.4%，为2024年3月以来最大增幅，高于预期的0.3%，前值为0.3%。

 美国1月制造业PMI意外扩张，服务业PMI创4月以来新低。2月3日，标普全球公布的

数据显示，美国1月制造业PMI终值为51.2，创去年6月以来的最高，进入扩张区间，

高于预期的49.8，上月终值为49.4，去年同期为50.7。服务业PMI终值为52.9，创去

年4月以来新低，大幅不及预期的56.5，上月终值为56.8，去年同期为52.5。

 据悉，1月日本米类价格同比上涨70.7%，再次刷新米类价格最大涨幅。此前数据显

示，2024年12月，日本大米类价格同比上涨64.5%，创下自1971年1月有可比数据以

来的最大涨幅。据悉，日本物价已连续40个月上涨。日本民间调查机构发布的预测

数据显示，2025年日本将有1.5万至2万种食品价格上涨，其主要原因是人力成本增

加以及日元贬值导致的进口物价上涨。由于米价持续走高，日本农林水产大臣江藤

拓正式于2月14日宣布将政府储备的21万吨大米投放市场。

 欧盟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欧元区1月CPI初值同比上涨2.5%，高于预期2.4%和前值

2.4%；核心CPI同比上涨2.7%，高于预期，持平前值。此外，德国通胀降温，1月CPI

同比上涨2.3%，低于前值2.6%；核心CPI同比上涨2.9%，低于前值3.3%。法国通胀稳定，

1月调和CPI年率初值为1.8%，低于预期1.9%，持平前值1.80%。

 世界经济论坛年会：2025年1月20日至24日，世界经济论坛年会在瑞士达沃斯-克洛

斯特斯举行，主题为“智能时代的合作”，探讨全球经济合作与未来发展方向。

第一章

本期行业动态概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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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国内

 农业农村部：坚决打好夺取全年粮油丰收第一仗。2月7日，农业农村部召开全国春

季田管暨春耕备耕工作视频会议，部党组书记、部长韩俊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

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党中央、国务院

决策部署，切实扛起政治责任，早部署早行动，扎实推进春季田管、春耕备耕等工

作，打牢夏季和全年粮油丰收的基础，为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强有力支撑。

 2024年我国外贸首次突破43万亿元大关，同比增长5%，连续第8年保持货物贸易第一

大国地位。2024年，面对外部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增多，海关优服务促便利，推动我

国外贸实现质升量稳：全年出台并实施进一步优化口岸营商环境、促进企业通关便

利16条措施；落实关税减让和各类税收优惠措施，共减免退税款2829亿元；在20个

城市开展促进跨境贸易便利化专项行动，29项改革创新措施目前已在全国复制推广；

准许62个国家和地区111种次农食产品输华；推动新开、扩大开放口岸14个；新设保

税物流中心7个。

 2月5日，为进一步健全成品油流通管理体系，推动成品油流通高质量发展，国务院

办公厅印发《关于推动成品油流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5方面21条具体举措。

完善成品油流通管理制度、健全成品油流通跨部门监管机制、加强成品油流通重点

领域监管、促进成品油流通现代化发展。

 食品添加剂新国标实施：自2025年2月8日起，新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

使用标准》正式实施。新标准对食品添加剂的使用范围和限量进行了修订，特别是

禁用了脱氢乙酸及其钠盐，为消费者提供更安全的食品保障。

 联合国粮农组织2月7日发布的1月全球食品价格指数为124.9点，环比下降1.6%。1月

食品价格下降的主要原因是植物油和糖的国际报价大幅下跌。

 欧元区第四季度GDP年率修正值为0.9%，预期0.90%。欧元区12月份工业产值同比下

降2.0% 市场预测为下降3.1%。

 2月14日，新加坡贸工部发布的经济调查报告数据显示，2024年第四季度GDP增长

5.0％，全年增长4.4％，均优于今年1月初发布的去年第四季度GDP同比增长4.3％，

全年同比增长4.0％的初步预估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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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2025年1月末外汇储备规模数据 。中国1月末外汇储备3.209万亿

美元，环比增加66.79亿美元；中国1月末黄金储备7345万盎司，环比增加16万盎司，

为连续第三个月增持黄金。

 1月21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成效”系列新闻发布会，工业

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启动实施新一轮十大重点行业稳增长工作

方案，加力推进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加力实施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

质量发展行动，加快研究出台促进数字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文件。

 近日，中国人民银行、商务部、金融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国家外汇局联合印发

《关于金融领域在有条件的自由贸易试验区（港）试点对接国际高标准推进制度型

开放的意见》，推动自由贸易试验区（港）的金融领域高水平开放。

 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2月4日发布公告表示，经国务院批准，自2025年2月10日起，

对原产于美国的部分进口商品加征关税：对煤炭、液化天然气加征15%关税，对原油、

农业机械、大排量汽车、皮卡加征10%关税；对原产于美国的附件所列进口商品，在

现行适用关税税率基础上分别加征相应关税，现行保税、减免税政策不变，此次加

征的关税不予减免。

 据国家卫生健康委网站2月10日消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规定，审

评机构组织专家对甜叶菊多酚等5种物质申请作为新食品原料，二丁基羟基甲苯

（BHT）等8种物质申请作为食品添加剂新品种，聚异丁烯等7种物质申请作为食品

相关产品新品种的安全性评估材料进行审查并通过。

 国务院总理李强2月10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提振消费有关工作。会议指

出，提振消费是扩大内需、做大做强国内大循环的重中之重。要切实转变观念，把

提振消费摆到更加突出位置。要大力支持居民增收，促进工资性收入合理增长，拓

宽财产性收入渠道，提升消费能力。要聚焦牵动性强、增长空间大的消费领域，深

挖消费潜力。促进服务消费提质惠民优化“一老一小”服务供给，支持便民服务消费，

扩大文体旅游消费。推动大宗消费更新升级，加大消费品以旧换新支持力度，更好

满足住房消费需求，延伸汽车消费链条。强化消费品牌引领，支持新型消费加快发

展，促进“人工智能+消费”等，持续打造消费新产品新场景新热点。要实施优化消费

环境三年行动，进一步完善质量标准、信用约束、综合治理、消费维权等制度，着

力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营造放心的消费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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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居民消费指数（CPI）

2025年1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0.5%。其中，城市上涨0.6%，农村上涨

0.3%；食品价格上涨0.4%，非食品价格上涨0.5%；消费品价格上涨0.1%，服务价格上涨

1.1%。

2025年1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环比上涨0.7%。其中，城市上涨0.8%，农村上涨

0.5%；食品价格上涨1.3%，非食品价格上涨0.6%；消费品价格上涨0.6%，服务价格上涨

0.9%。

第二章 

本期宏观指数与市场观点

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涨跌幅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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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份，受春节因素影响，全国CPI涨幅扩大，环比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0.7%，同比

涨幅由上月的0.1%扩大至0.5%。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CPI连续第四个月回升，本月

环比上涨0.5%，同比上涨0.6%，涨幅均比上月有所扩大。

从环比看，服务和食品价格上涨是影响CPI环比由平转涨的主要因素。服务价格上

涨0.9%，涨幅比上月扩大0.8个百分点，影响CPI环比上涨约0.37个百分点，占CPI总涨幅

五成多。服务中，春节期间出行和文娱消费需求大幅增加，飞机票、交通工具租赁费、

旅游、电影及演出票价格分别上涨27.8%、16.0%、11.6%和9.6%，合计影响CPI环比上涨约

0.28个百分点；受务工人员返乡及服务需求增加影响，家政服务和美发价格分别上涨

9.3%和9.2%。食品价格上涨1.3%，影响CPI环比上涨约0.24个百分点，占CPI总涨幅三成多。

食品中，春节因素叠加气温下降影响，鲜菜、鲜果和水产品价格分别上涨5.9%、3.3%和

2.7%。此外，受国际黄金和原油价格上涨影响，国内金饰品和汽油价格分别上涨3.0%和

2.5%，合计影响CPI环比上涨约0.10个百分点。

从同比看，服务、食品价格受春节错月影响涨幅较大，加之汽油价格回升，共同

影响CPI同比涨幅扩大。服务价格上涨1.1%，涨幅比上月扩大0.6个百分点，影响CPI同比

上涨约0.42个百分点，高于上月0.22个百分点。服务中，飞机票和旅游价格分别上涨

8.9%和7.0%；电影及演出票、家政服务和美发价格分别上涨11.0%、6.9%和5.8%。食品价

格上涨0.4%，影响CPI同比上涨约0.07个百分点，上月为影响CPI下降约0.09个百分点。食

品中，猪肉和鲜菜价格分别上涨13.8%和2.4%，合计影响CPI同比上涨约0.22个百分点；

牛肉、羊肉、食用油和粮食价格分别下降13.1%、5.6%、2.5%和1.4%，合计影响CPI同比下

降约0.15个百分点。工业消费品价格下降0.2%，其中汽油价格降幅由上月的4.0%收窄为

0.6%，对CPI的下拉影响比上月减小0.12个百分点；此外，燃油小汽车和新能源小汽车价

格分别下降4.6%和5.8%，金饰品价格上涨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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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1月份，受春节假日等因素影响，工业生产处于淡季，全国PPI环比下降0.2%，

同比下降2.3%。

从环比看，PPI下降0.2%，降幅比上月扩大0.1个百分点。其中，生产资料价格由上

月持平转为下降0.2%；生活资料价格由上月下降0.1%转为持平。春节期间煤炭供应保障

有力，电厂存煤较为充足，煤炭开采和洗选业价格下降2.2%。受假日及低温天气等因素

影响，房地产、基建项目部分停工，建材等需求有所回落，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价格下降0.9%，非金属矿物制品业价格下降0.6%。受国际有色金属价格波动传导影响，

国内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价格下降0.4%。国际原油价格上行，带动国内石油相关

行业价格上涨，其中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价格上涨4.5%，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价

格上涨1.0%。装备制造业中，计算机整机制造价格下降0.7%，锂离子电池制造价格下降

0.6%；飞机制造价格上涨1.1%，汽柴油车整车制造价格上涨0.8%，光伏设备及元器件制造

价格上涨0.5%。消费品制造业中，农副食品加工业价格下降0.5%，纺织业价格下降0.4%；

文教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业价格上涨0.3%，造纸和纸制品业价格上涨0.2%。

从同比看，PPI下降2.3%，降幅与上月相同。其中，生产资料价格下降2.6%，降幅与

上月相同；生活资料价格下降1.2%，降幅比上月收窄0.2个百分点。分行业看，有色金属

矿采选业价格上涨18.9%，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价格上涨9.3%，文教工美体育和娱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2.2  生产者物价指数（PPI）

2025年1月份，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和购进价格同比均下降2.3%，降幅均与上

月相同；环比均下降0.2%。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涨跌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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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用品制造业价格上涨6.7%。价格下降的行业中，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下降10.7%，

煤炭开采和洗选业下降10.1%，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下降6.2%，化学原料和化学制

品制造业下降4.0%，汽车制造业下降3.1%，非金属矿物制品业下降3.0%，计算机通信和

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下降1.8%，纺织业下降1.7%，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下降1.6%，石

油和天然气开采业下降1.3%，上述10个行业合计影响PPI同比下降约2.11个百分点，超过

总降幅的九成。

2.3  采购经理指数（PMI）

产需两端均有放缓。受春节因素影响，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分别为49.8%和49.2%，

比上月下降2.3和1.8个百分点，制造业生产和市场需求有所放缓。从行业看，金属制品、

专用设备、铁路船舶航空航天设备等行业两个指数均高于51.5%，位于扩张区间；食品

及酒饮料精制茶、纺织、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等行业两个指数均低于临界点，产需

活跃度偏弱。

大型企业产需指数持续高于临界点。大、中、小型企业PMI分别为49.9%、49.5%和

46.5%，比上月下降0.6%、1.2%和2.0%。从产需看，大型企业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分别

为51.3%和50.6%，持续位于扩张区间；中、小型企业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较上月回落。

1月份，受春节假日临近、企业员工集中返乡等因素影响，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

49.1%，比上月下降1.0个百分点；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2%，比上月下降2.0个百分

点，仍高于临界点；综合PMI产出指数为50.1%，我国经济总体产出继续保持扩张。制造

业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和非制造业业务活动预期指数分别为55.3%和56.7%，均位于较

高景气区间，表明多数企业对节后市场发展信心较强。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制造业PMI产出指数（经季节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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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牛羊肉市场月度核心观点

1月全国肉牛市场涨跌互现。截至1月24日全国育肥公牛出栏均价为23.55元/公斤，

环比跌幅为0.67%。1月牛市供应端及需求增幅明显，市场呈现供需两旺的局面。羊肉的

批发价格为59.22元/公斤，比上月上涨0.03%。

数据来源：农业农村部

装备制造业继续保持扩张。从重点行业看，装备制造业PMI为50.2%，比上月下降

0.4个百分点，连续6个月运行在临界点以上；高技术制造业、消费品行业和高耗能行业

PMI分别为49.3%、49.1%和47.6%，比上月下降0.4、2.3和1.2个百分点，景气水平不同程

度回落。

价格指数双双回升。主要原材料购进价格指数和出厂价格指数分别为49.5%和

47.4%，比上月上升1.3和0.7个百分点。从行业看，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两个价格

指数均大幅回升至景气区间，纺织服装服饰、造纸印刷及文教体美娱用品等行业两个

价格指数持续位于扩张区间，相关行业购销价格总体水平有所上涨。

企业预期回升明显。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为55.3%，比上月上升2.0个百分点，

升至较高景气区间，表明多数制造业企业对节后市场发展信心增强。从行业看，铁路

船舶航空航天设备、电气机械器材等行业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均位于60.0%以上高位

景气区间，相关企业对未来市场预期更为乐观。

全国主要畜禽产品批发价格月度变化情况（元/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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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肉鸭市场月度核心观点

1月鸭苗来看，出苗量虽处高峰值，但补贴优势下普遍补栏积极性较高，支撑蛋苗

报价上行；北方毛鸭及活禽弱势震荡，合同鸭成本明显下滑；产品端议价政策刺激持续，

大规格副产节前连涨。2月综合售价波动空间有限，建议根据后续产能及出货情况，交

替调整，优先减小库存压力。

2.5  肉鸡市场月度核心观点

1月内，全国白羽肉鸡种蛋价格呈下滑趋势，种蛋均价最高点在2.13元/枚，最低点

在1.83元/枚，高低价差0.30元/枚。白羽鸡苗价格整体呈“涨-跌-稳”，月内鸡苗变化幅度

在0.50元/羽左右。淘汰种鸡价格间歇性下滑，均价最高点在4.40元/斤，最低点在3.80

元/斤，高低价差0.60元/斤。白羽肉鸡价格支撑乏力，月内震荡下滑，国内白羽肉鸡棚

前成交均价为3.62元/斤。1月份产品价格虽然是逐步缓跌的状态，但实际跌幅并不大；

月内最高最低价差仅有220.00元/吨左右，相较于毛鸡的跌幅变动不大。

2.7  猪肉市场月度核心观点

1月全国白条均价21.00元/公斤，较上月上涨0.12元/公斤，环比涨幅0.57%；1月24

日全国白条均价在21.70元/公斤，较1日价格上涨0.78元/公斤，为月内最高价；最低价

在21日，全国白条均价20.73元/公斤。月内白条价格先涨后震荡下跌，最后两日宽幅反

弹，整体月均重心微幅上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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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水产品市场月度核心观点

1月，草鱼、鲤鱼和带鱼的批发价格分别为15.86元/公斤、14.22元/公斤、42.35元/

公斤，比上月分别上涨0.76%、0.21%、2.77%；鲫鱼和鲢鱼的批发价格分别为19.14元/公

斤、9.89元/公斤，比上月分别下降0.31%、1.10%。

全国主要水产品批发价格月度变化情况（元/公斤）

数据来源：农业农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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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蔬菜市场月度核心观点

1月，全国蔬菜价格转入季节性上行区间。农业农村部重点监测的28种蔬菜全国批

发均价为每公斤5.32元，环比上涨5.3%（上月为下降1.04%），同比上涨2.7%。

冬春季节，南菜北运蔬菜上市规模增加，在途保温和跨区运输的费用增加，北方设

施蔬菜的生产成本也高于露地蔬菜，叠加节日的消费拉动效应，共同推动了菜价上行。

目前，全国在田蔬菜面积持平略增，冬春蔬菜生产供应的基础较好，今年1月份，全国

蔬菜价格季节性上涨趋势相对比较温和，春节过后，菜价已经开始松动，后续走势需要

关注天气的影响。

展望后期，全国大部分地区的冷空气活动比较频繁，气温较常年同期偏低，蔬菜的

生产和运输将受到影响，部分品种的价格可能会出现局地性、阶段性上涨。

数据来源：农业农村部

全国主要蔬菜批发价格月度变化情况（元/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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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稻米
1月时值新年，节前备货情况不及预期，有业者提早停机放假，小年过后，全线进

入假期，主流价格基本维持平稳局面，局地因优质粮源紧张，小幅偏强。籼稻产区：备

货期间，下游需求不旺，订单不及预期，业者加工积极性不高，市场以质论价。糯稻产

区：购销理性，区域间略有调整。

粳米产区：延续订单走货，成本稳定，主流价格暂无明显波动。籼米产区：粮源

品质不一，优普存价差，备货节奏不快，局地业者提前放假。糯米方面：走货较前期放

缓，价格稳中略有调整。

粳米预测: 普通圆粒米需求清淡，节后虽有院校开学企业开工等集团性消费增加，

但多已在节前备货库存，预计市场提振有限，价格或延续稳定。籼米预测：粮源品质不

一，节后或以质论价，下游采购心态理性，对市场支撑力度不足，预计波动幅度不大，

还需结合节后市场回温情况来看。

第三章

大宗商品市场月度行情走势分析

数据来源：钢铁数据

2024-2025年主要品种大米均价走势（元/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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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小麦

1月小麦价格频繁涨跌调整，企业根据自身库存和上货量情况灵活调整采购价格。

供应方面，中储粮积极增加收购减少轮出缓解市场供应压力，持粮主体售粮积极，市场

粮源流通表现充足。需求方面，小麦玉米价差维持高位，小麦无饲料替代优势；制粉需

求年前无较大改善，下游按需采购为主。供需博弈下小麦价格震荡调整。

数据来源：钢铁数据

2023-2025年主产区小麦价格走势图（万吨）

1月上旬全球小麦价格大多下跌主要因为美国小麦出口销售疲软，南半球小麦丰收、

美元指数创下两年新高。寒流天气可能对冬小麦作物造成的损害，将限制小麦价格下跌

空间。中旬全球小麦价格大多上涨，因为美国冬小麦作物状况下滑，俄罗斯冬小麦作物

状况可能进一步变差。玉米和大豆期货走强，也给小麦市场带来比价提振。下旬全球小

麦价格大多上涨，因为美国小麦出口销售改善，美元从高点回落。不过阿根廷和澳大利

亚小麦收获上市，产量前景良好，限制小麦市场的上涨势头。

供应来看：春节前基层农户售粮积极，叠加部分库存多的粮商积极腾仓，市场粮

源流通表现充足。需求方面：制粉需求方面，下游经销商少量建库，提振企业小麦采购

积极性；随着下游备货结束，市场购销趋于稳定，需求表现平淡。进口方面：四季度小

麦进口或将收紧，进口小麦对国内小麦供需结构影响减弱。政策方面：政策拍卖投放量

减少，利好市场心态。

后市预测：春节过后市场购销缓慢恢复，大部分企业在初八之后陆续开工，但多

数消耗前期库存为主，全面开机要等正月十五之后。持粮主体多以谨慎观望为主，市场

供应短暂趋紧情况下粉企小幅提价促收；后期随着市场购销恢复正常，小麦价格上涨动

力不足，震荡偏弱为主。预计 2 月份小麦价格先涨后落，整体幅度不大，后市关注制粉

企业开工时间安排以及面粉需求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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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玉米
1月国内玉米价格上涨，截至1月27日，全国玉米参考价2128元/吨，较上月上涨

35元/吨，涨幅1.67%，同比下跌10.06%。分地区来看，本月东北地区玉米价格上涨，11

日中储粮发布继续增储消息，期货盘面上涨，通时深加工提价收购，贸易商的收货积

极性也有所提高，对价格形成提振，本月东北玉米价格上涨10-40元/吨。本月华北地

区玉米价格重心震荡上移。上旬玉米价格整体维持稳定，购销维持相对平衡，农户售

粮进度相对平均，整体进度快于去年同期。产区收储力度加大提振市场信心，带动南

方港口报价不断上涨，截至 1 月27日，广东蛇口港东北二等玉米主流价格2250元/吨，

环比上涨80元/吨。

【后市预测】从供应方面看，玉米供应受节日影响，正月初六至元宵节期间市场

供应相对紧张，价格或相对偏强，元宵节后关注天气及上货情况。若元宵节后上货增

加，不排除价格小幅下跌。但玉米市场政策支撑明显，元宵节后下游饲料企业也将采

购，即便回落幅度有限。整体来来看预计 2 月份玉米价格或呈现先涨后小幅调整再继

续走强的态势。

数据来源：钢铁数据

2023-2025年全国玉米均价走势（元/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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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大豆
1月豆一期货价格持续弱势上涨，月环比涨 2.4%。国产新季大豆供应依旧宽松，但

美豆产量下调、巴西及阿根廷大豆产区下雨影响内外豆价期货上涨；但整体来看，目前

国产大豆依旧但制于需求不佳影响，继续上行空间有限。本月东北大豆毛粮价格弱稳运

行，主因终端需求不佳，贸易商塔粮销售进度不快，价格竞争略显激烈，局部区域价格

有所下调。本月南方大豆现货价格平稳运行，市场收购及成交不及同期，市场价格也低

于同期 0.3-0.4 元/斤。

1月东北大豆毛粮价格弱稳运行，主因终端需求不佳，贸易商塔粮销售进度不快，

价格竞争略显激烈，局部区域价格有所下调。当前东北大豆低蛋白毛粮收购价格1.72-

1.8元/斤，41%以上蛋白毛粮收购价格区间为 1.85-2.0 元/斤，39%以上蛋白塔粮装车参

考价 1.9-2 元/斤，41%以上蛋白塔粮装车参考价 2.05-2.18 元/斤。但据贸易商反馈，产

区基层农户手中的大豆余量已不多，部分农户惜售态度依旧存在。综上所述，当前国产

大豆现货市场整体平稳，价格波动不明显，但春节后受消费、政策等因素影响，价格或

有所调整。本月南方大豆现货价格平稳运行，市场收购及成交不及同期，市场价格也低

于同期 0.3-0.4 元/斤。目前河南主流装车在 2.35 元/斤左右，而安徽在2.35~2.4 元/斤左

右；随着春节的临近，安徽、苏北等地交易活动基本结束，上货量减少，外销活动基本

停滞。因市场消费持续不足，南方贸易商对节后大豆价格稍显悲观。

国产新季大豆目前多集中贸易商手中，基层农户手中余粮不多，下游豆制品厂、

蛋白厂随用随采，年前备货不及同期，年后担忧消费依旧不足，但有收储存在，故预计

大豆下跌空间有限，后续弱势小幅承压运行。

黑龙江大豆价格走势预测图（元/吨）

数据来源：钢铁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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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油料

1月影响豆油盘面的几大重要事件分别为USDA下调单产大豆产量预期下降；美方

宣布对俄罗斯石油行业开展制裁，国际原油价格飙涨；印尼棕榈油补贴推迟等，多空

因素交织，期价宽幅震荡。现货端，能注意的是基差报价明显抬升。其主要是对2-3月

的低到港及低压榨预期做出反馈，豆油自北方至南方的基差全面上调。展望2月，低到

港低压榨依旧是主旋律，中上游的挺价惜售明显，基差表现预计偏强。同时我们根据

排船、发船数据的预估，我们认为豆油偏紧张的情况会持续到3-、4月，3-4月的基差

预计也有上行空间。

1月菜系油粕行情呈粕强油弱。月中期美国农业部宣布发布一项关于用作生物燃

料原料的气候智能型农作物技术指南的临时规则。该规则没有包括油菜籽，此消息一

出，洲际交易所（ICE）油菜籽期货基准期约创下三周来的最低水平，使至菜油行情下

跌。菜粕则受到竞品蛋白饲料的提振影响，基差报价相对偏稳，盘面上涨波动较大。

1月国内花生价格低位震荡。截止至1月27日，全国花生通货米均价为8100元/吨，

环比下跌10元/吨，跌幅0.12%。1月初，花生价格呈弱势震荡态势，需求旺季不旺，贸

易商备货热情不高，收购主体逐渐减少，叠加较往年春节前相比，市场参与热情偏低。

1月末，临近春节假期，筛选厂陆续停工歇业，购销逐步停滞，价格呈现区间小幅震荡

走势。预计2025年2月花生价格横盘震荡运行。

1月初葵花籽油行情受油脂盘面消息影响及俄罗斯提高葵花籽油关税等因素的影

响，葵花籽油成本支撑，但国内需求惨淡，成交冷清。截止发稿日一级葵花籽油价格

10400-10600元/吨，较上月基本持平；葵花籽毛油暂不报价，市场毛葵价格在9600-

9800元/吨。外盘价格仍旧高位，进口成本高居不下为利好支撑，国内供应相对偏紧，

但受需求主导，国内葵花籽油行情持稳偏弱运行，刚需采买为主，短期国内葵花籽油

延续供需博弈状态，行情或受需求影响，持稳偏弱为主。具体需重点聚焦于外盘行情、

市场供需情况及三大油脂的波动。

1月棕榈油全国24度现货月均价为9836元/吨，环比上月10146跌310元/吨，跌幅

0.96%。豆棕现货价差倒挂略有修复，1月24日连盘棕榈油与豆油期货主力收盘价差-

642元/吨，棕榈油基差较12月底下调。1月MPOB公布的报告数据中性利好，但受主产

国出口数据下滑、消费市场需求减弱，以及印尼B40、美国生物柴油政策等因素扰动，

1月棕榈油期货主力重心持续下行，盘中8224元/吨刷新近4个月低点。

https://youzhi.mystee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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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食糖

【国际】

价格走势：联合国粮农组织（FAO）数据显示，2025年1月国际食糖价格指数环比

下降6.8%，同比下跌18.5%，主要因巴西天气条件良好、印度恢复出口导致全球供应前景

改善。巴西甘蔗产量超预期，2024/25榨季中南地区甘蔗产量预计达6.2亿吨，糖产量可

能增至4000万吨，加剧市场对供应宽松的预期，国际糖价承压。

主要产糖国动态：巴西：甘蔗压榨进度顺利，糖产量增长，乙醇与糖的产能分配

调整进一步影响全球糖价。印度：尽管12月糖产量同比略降，但出口恢复政策缓解了国

际市场供应压力。泰国：甘蔗种植期降雨充足，糖产量同比增长6%，与上一榨季持平。

【国内】

生产与库存：截至2025年1月底，全国2024/25榨季累计产糖749.28万吨，同比增加

27.7%；累计销糖率49.85%，同比下降3.28个百分点，工业库存同比增加100.73万吨。南

方甘蔗糖进入压榨高峰期，广西、云南等主产区受干旱天气影响，甘蔗生长面临挑战，

但新糖集中上市仍使市场供应充足。

价格表现：现货价格：1月国内白糖现货价格呈现震荡态势。期货市场：郑商所白

糖期货在1月经历反弹后，主力合约2505一度重回5800元/吨上方，但受国际糖价拖累，

月末市场情绪偏弱。

供需与政策：国内春节备货需求结束后，市场交投转淡，销糖进度放缓，叠加国

际糖价下行压力，国内糖价弱势震荡。中储粮等政策调控对价格底部形成一定支撑，但

整体市场缺乏显著利多因素。

后市展望：短期国内春节后需求转弱，叠加国际糖价低迷，预计2月下旬糖价延续

弱势震荡。中长期来说需关注巴西新榨季生产进度、印度出口政策调整及中国主产区天

气变化，这些因素可能成为价格拐点的触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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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咖啡豆（数据来源：国际咖啡组织）

【国际】国际生咖啡豆均价环比继续上升。国际咖啡组织数据显示，1月国际咖啡豆综

合价（I-CIP）平均310.12美分/磅，环比上升3.5%，价格在294.51美分/磅~342.53美分/磅

之间波动。I-CIP在1月继续创新高，达到自1977年4月314.96美分/磅（名义价格）以来

的最高月均值。一方面，咖啡豆最大出口国—巴西咖啡豆价格居高不下、且不断上涨， 

1月下旬，其阿拉比卡、罗布斯塔咖啡豆价格分别上涨15.2%和6.2%，同时巴西2024/25年

的咖啡豆供应量预计减少60万袋；另一方面，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提升，美国新政府

在国际贸易方面的行动可能影响全球咖啡业，巴西、印度和印尼等主产地正在被审查。

国际咖啡组织生咖啡豆平均价格（美分/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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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水果（数据来源：嘉兴·中国水果指数网）
【国内】国产水果指数同比涨幅扩大、环比跌幅收窄。1月，嘉兴水果市场国产水果同

比价格指数收报113.13点，上涨13.13%；环比价格指数收报97.18点，下跌2.82%。

 甜柑类：同比延续大涨39.45%，环比跌幅收窄至3.03%。同比来看，受高温影响，耙耙柑供应

总量下降、叠加高需求，价格同比明显上涨。环比来看，甜柑类处于供应高峰，市场供应总

体充足，主要细分果品价格环比均下跌。

 柚子类：同比涨幅扩大至33.03%，环比由微跌转为上涨9.51%。同比来看，福建、云南蜜柚价

格显著上涨，同比上涨133.77%、75.00%。环比来看，随着市场不断消耗，各地柚子类果品供

应逐渐季节性减少，福建蜜柚、葡萄柚价格环比上升。

 金桔类：同比涨幅收窄至19.32%，环比延续微跌4.13%。同比来看，由于品种更新，金桔类果

品价值较高，经营者推广力度增强，价格持续高于上年同期。环比来看，随着供应总量增加，

价格逐渐走低。

 桔子类：同比延续上涨18.40%，环比延续下跌26.97%。同比来看，受果商抢购和销售旺季到

来的影响，主要果品砂糖桔价格高于去年同期，同比上涨18.38%。环比来看，砂糖桔供应充

裕，价格环比下行。

 橙子类：同比由微跌转为上涨11.30%，环比跌幅收窄至1.09%。同比来看，湖南冰糖橙受减产

影响，价格明显高于去年同期，同比上涨111.73%%。环比来看，血橙、云冠橙和脐橙价格环

比均有不同程度下跌。

 苹果类：同比下跌7.60%，环比上涨5.58%。受产量持续增加影响，苹果价格上涨动力不足，

价格低于去年同期。环比来看，受节日气氛带动，红富士、阿克苏苹果等迎来消费旺季，价

格有所上涨，拉动苹果类价格环比上涨。

国产水果价格指数及其涨跌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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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水果（数据来源：嘉兴·中国水果指数网）
【国际】进口水果指数同比涨幅扩大、环比跌幅扩大。1月，嘉兴水果市场进口水果同

比价格指数收报132.67点，上涨32.67%；环比价格指数收报77.53点，下跌22.47%。

 榴莲类：同比由微跌转为大涨45.13%，环比由下跌转为大涨35.33%。由于泰国、越南两大主

产国供应接连受阻，多地批发商开启“限购模式”，据中国果品流通协会最新数据，截至2025

年1月底，全国进口榴莲库存量仅剩3.2万吨，较2024年同期下降65%，创近五年新低。因此，

其价格同比、环比均表现上涨。

 莓类：同比涨幅扩大至41.14%，环比由微涨转向微跌0.51%。同比来看，莓类主要代表品为蓝

莓，随着消费增长预期继续同步增长，拉动其价格持续高于去年同期。环比来看，蓝莓正处

于销售旺季，供应充足，价格稳中有降。

 火龙果类：同比由下跌转为大涨31.14%，环比涨幅扩大至25.11%。受中国市场需求增长和国

内消费推动，火龙果价格同比、环比的上涨趋势明显。

 菠萝蜜类：同比涨幅扩大至17.29%，环比由下跌转向微涨2.18%。与榴莲面临同样的问题，受

海关实施更为严格的检测影响，越南菠萝蜜供应有所减少，加上春节前期消费刺激，其价格

同比、环比均上涨。

 龙眼类：同比上涨6.55%，环比上涨22.70%。该阶段，正处于泰国龙眼上市高峰，得益于春节

的消费拉动，龙眼走货速度加快，价格同比、环比均呈上升趋势。

 椰子类：同比延续微跌0.04%，环比下跌转为上涨8.40%。同比来看，泰国椰子产量有增，价

格略低于去年同期。环比来看，节日消费气氛浓厚，椰子类价格环比小幅上涨。

进口水果价格指数及其涨跌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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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牛肉商品市场月度行情走势分析

4.1 本月牛肉行业数据监测

数据来源：BTC必孚

1月国内进口冻品牛肉市场整体行情趋势为下跌，现货市场来看，现货价格持续下

跌，整体跌幅有扩大趋势，春节终端需求表现欠佳，加之国产牛肉低价冲击影响下，下

游二三级批发市场、餐饮终端均表示接货暂无需求；期货市场来看，汇率目前报价仍高

位运行，南美各工厂期货报价环比稍有200-500美元/吨，但国内贸易商订购积极性偏弱，

整体成交不足。

中国牛肉进口数据

指标 本月 环比 同比 备注

牛肉批发价格（元/公斤） 58.50 -2.94% -17.71% 国产鲜牛肉价格

国外牛肉进口量（万吨） 27.25 4.29% 13.02% 12月进口量

巴西活牛价格指数（美元/千克） 3.59 2.35% 5.35% /

巴西对华牛肉出口均价（美元/千克） 4.92 -0.20% 11.19% 1月出口价格

巴西牛前八件套价格（元/公斤） 42.75 -0.29% 5.88% /

美元兑人民币汇率（人民币） 7.29 / / 该汇率为即时报价

数据来源：聚源集采及相关行业数据引入
数据说明：牛肉批发价格为国内鲜牛肉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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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本月牛肉行情综述

数据来源：聚源集采

国产牛肉价格趋势分析

1月国产牛肉均价58.50元/公斤，环比下跌-1.83元/公斤，同比下跌-11.65元/公斤，

月内全国牛肉市场价格大幅下跌。春节前期国产鲜牛肉供应过剩，加之海外进口牛肉量

大，以及下游端消费不达预期等影响下，牛肉价格持续刷新最低价，本期牛肉报价为近

六年来最低报价。

海外主流进口国活牛价格指数

• 环比：上涨：巴西（+2.35%）、澳洲（+5.89%）、美国（+4.71%）、乌拉圭

（+0.00%）；下跌：阿根廷（-1.56%）；

• 同比：上涨：澳洲（ 21.02%）、乌拉圭（19.94%）、阿根廷（+34.34%）、美国

（15.65%） 、巴西（+5.35%） 。

数据来源：聚源集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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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主流进口国牛肉进口数据

2024年12月牛肉进口共计27.25万吨，同环比均为上涨；2024 年 1-12 月累计中国进

口牛肉 287.03万吨，同比增加 4.73%，国外产能供应充足。

数据来源：聚源集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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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产品各单品周度价格走势分析

周价格行情走势分析：牛产品周内价格走势为跌-涨，周内价格环比微涨，周内涨

跌幅+0.38%，市场走货虽一般，但由于年前市场仍有补货需求，肉类消费热销行情下刺

激行情稍有提振，周内环比涨幅靠前单品主要为碎肉80VL、牛前腱等。

数据来源：聚源集采

产品各单品月度价格走势分析

综合分析来看：牛产品月度综合同环比均为下跌，月度环比综合下跌-1.84%，环比

看所有单品均为下跌；同比上涨+6.50%，涨幅靠前单品：碎肉80vl（+25.59%）、牛前牛

后90vl（+18.75%）、小米龙97vl（14.58%）等，且这三个单品连续两月维持高涨情绪。

数据来源：聚源集采

4.3 牛肉副件行情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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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 牛肉后市行情预测

【市场基本情况】

• 1月国内鲜牛肉市场价格跌破58元/公斤大关，最低价格在57.75元/公斤徘徊，该价格

刷新近六年的最低价格，主因为国产海外均供应充足，且海外产品进口同比为上行趋

势，春节前养殖端集中出栏，多数养殖户 落袋为安心理较强，出栏节奏相对较快，成

交价格不断小幅下探，国产牛肉样本企业出栏量达67026头，环比增长11.73%，供大于

求局面难改，进一步刺激牛肉价格下跌。

【现货市场方面】

• 现货价格方面：现货价格月内持续走弱，多数单品价格在1月下跌了0.5-1.5元/公斤，

跌幅靠前单品为碎肉80VL、上脑心、牛前八件套等；

• 现货成交方面：进口牛肉现货市场采销氛围平淡，终端接货量仍低， 贸易商采购积

极性较之前更显趋弱，少数公司按需少量接货，整体看当前市场成 交好转支撑仍不足。

【期货市场方面】

• 期货价格方面：进口牛肉期货整体盘量充足，期货报价持续走弱，多数南美工厂以达

成交目标均调低报价，报价跌幅达100-300美金/吨；

• 期货成交方面：期货成交月上旬有所增多，月下旬持续疲软，主要在于对国内市场需

求环境的不确定性及国产牛肉价格持续走低影响下，大贸订购积极性偏弱。

【行情趋势判断】

• 从目前市场情况表现来看，无论是国产牛肉或是进口牛肉，整体表现趋势均趋于疲软，

1月虽有春节假期利好提振，但表现并不理想，年后现货价格稍有提振，但走货一般，

暂无利好行情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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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本月肉鸡行业数据监测

类别 1月均价 12月均价 涨跌

白羽肉鸡均价（元/斤） 3.62 3.73 -2.95%

板冻大胸均价（元/公斤） 8.04 8.21 -2.07%

大规格琵琶腿均价（元/公斤） 9.33 9.51 -1.89%

817小白鸡全国均价（元/斤） 3.7 3.8 -3.11%

817白条价格（元/件） 103.28 106.69 -2.75%

青脚麻鸡价格（元/斤） 4.71 4.55 3.45%

第五章

肉禽类商品市场月度行情走势分析

数据来源：聚源集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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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 本月白羽肉鸡市场回顾

1月全国白羽肉鸡价格支撑乏力，月内震荡下滑，国内白羽肉鸡棚前成交均价为

3.62元/斤，环比跌幅 2.95%，同比跌幅 6.94 %。毛鸡价格月内呈现出震荡下滑趋势，从

供应角度看，前期出苗量较大养殖端补栏积极，叠加鸡病打乱出鸡节奏，导致毛鸡呈现

出供应过剩状态，屠企尽力挺价。从需求角度看，屠企本月鸡源计划预排顺畅，屠企甚

至需要延迟放假以消化存栏鸡源，屠企正常压收。临近放假，养户被迫自愿落价出栏，

一度出现极端低价。

(2024年-2025年）全国白羽肉鸡均价走势图（元/斤）

数据来源：钢铁数据

5.1.2 本月817小白鸡回顾

(2024年-2025年）全国817小白鸡价格走势图（元/斤）

数据来源：钢铁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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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 817 小白鸡全国均价为 3.81 元/斤，较上月下跌 0.12 元/斤，环比跌幅 3.11%，

同比跌幅 13.72%。

1月 817 小白鸡价格涨跌调整，月度重心下行。从供应端来看，毛鸡出栏量相对偏

紧，收鸡难度大，毛鸡价格处价格低位，养殖端存抗价情绪，规格鸡价格震荡运行，月

内交投表现一般，毛鸡价格承压下行，上涨空间有限。 因规格鸡价格低位运行，部分养

户存压栏情绪，进而大规格鸡供应压力增加；从需求端来看，前期屠企开工维持低位，

叠加远距离运输受限，走货迟缓，下调产品价格，经销商备货较为谨慎，屠企多以销定

产，产品走货表现一般，月末毛鸡价格落至低位，刺激屠宰企业开工积极性。毛鸡市场

供需博弈，短期行情僵持下暂无明显利好引导，价格走势稳中调整。

5.1.3 本月青脚麻鸡回顾

(2024年-2025年）全国青脚麻鸡价格走势图（元/斤）

数据来源：钢铁数据

1月青脚麻鸡均价 4.71 元/斤，较上月均价上涨 0.16 元/斤，环比涨幅 3.45%。1月青

脚麻鸡稳中上涨，月初，山东市场部分冻库备货叠加集团拉涨心态，提振市场毛鸡价格，

毛机价格震荡上行，今日腊月，麻鸡市场活禽走货转好，终端需求有所提振，月内生猪

市场亦提振麻鸡市场价格，幅度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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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鸡品类后市行情展望

5.2.1 鸡副分割品走势情况

数据来源：聚源集采

 国产：鸡产品周走势为涨-跌行情，月初与月末周价格综合环比跌幅-0.38%，整体行

情较为稳定，主产腿类、胸类价格月内暂无变化。

 进口：进口鸡产品周内行情涨跌不一，整体行情为微跌，跌幅预估为-0.21%，翅尖、

A凤爪、琵琶腿跌幅靠前，鸡脚稍有涨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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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聚源集采

5.2.2  后市行情

【市场基本面】

市场表现：白羽肉鸡产业在年前基本持稳过渡，行情在节前无大的涨跌起伏，经

销端补货采买积极性偏弱。

 国产：鸡产品月综合环比涨跌幅-1.33%，跌幅靠前单品翅根S、翅尖；同比涨跌幅-

4.80%，跌幅靠前单品翅根S、鸡翅尖、鸡胗、鸡爪L等。

 进口：进口产品一月综合环比涨跌幅-1.59%，环比涨幅靠前单品为翅尖、琵琶腿、全

腿；同比涨跌幅-2.71%，跌幅靠前单品翅尖、凤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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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方面：①种蛋：1月全国白羽肉鸡种蛋价格呈下滑趋势，2月在产父母代维持

上涨，预估供大于求，行情偏弱；②鸡苗：从供应面来看，1月在产父母代种鸡存栏量

环比略有提升，2月鸡苗供应量或略有增加，且处于高位水平；毛鸡价格或偏弱运行，

对鸡苗市场有利空影响，孵化场排苗压力增大，鸡苗价格或下跌；③毛鸡： 2月上旬处

于春节屠宰企业放假阶段，中下旬出栏恢复，合同鸡供应量相对充足，毛鸡仍有下跌风

险。

上游表现：①屠宰：毛鸡供应整体供应偏强，加之开工后上游厂家快速恢复产能，

预估开工率为上涨；②冻品库容率：节前冻品库容率稍有上涨，2月随着市场屠宰恢复，

下游补货积极性表现一般，均在第一轮补货后观察后市走向，预估库容率仍维持上涨趋

势。

饲养成本方面：①1月玉米：东北、华北、南方等主要产粮区对市场有看涨预期，

基层惜售，贸易商收购、建库意向增强，玉米价格上涨；2月元宵节之后农户陆续售粮，

且部分贸易商有出库需求，2月份玉米价格或先涨后落。 ②豆粕：国内豆粕市场供应充

足，下游需求不佳，对价格形成下行压力；预估2月豆粕现货价格上行。

替代品行情：1月猪产品先涨后跌再涨，行情表现稳定，市场猪源流通虽未显拥挤，

但整体供应仍在高位；猪产品2月上旬受开学季影响，走货稍有加快，但消费下滑，整

体市场需求仍表现不达预期。

【行情趋势判断】

白羽肉鸡市场月内价格整体趋势稳中略涨，但涨幅难度较大，1月春节和元旦的节

假日效应被再度压缩，分割品从业者对腊月行情多存在谨慎姿态，整体订购积极性偏弱，

行情预估弱稳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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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聚源集采

5.4 本月肉鸭行情综述

(2024年-2025年）全国肉鸭均价走势图（元/斤）

数据来源：钢铁数据

5.3 肉鸭行业数据监测

1月肉鸭产业链价格整体为下跌趋势，鸭苗、毛鸭、分割品、白条价格均为下跌。

鸭苗来看，苗量虽处高峰值，但普遍补栏积极性较高；北方毛鸭及活禽弱势震荡，合同

鸭成本明显下滑；产品端议价政策刺激持续，大规格副产节前连涨，但部分单品脖、食

管、腿类等价格持续走低，经销端走货一般，整体行情走高有限。

指标 本月 环比 同比 备注

鸭出苗量（万羽） 9630.14 56.07% 57.61% 取11家大型孵
化企业数据

鸭苗（元/羽） 1.49 -37.13% -54.29% 取全国各区域
数据

毛鸭（元/公斤） 3.74 -3.86% -20.59% 取全国各区域
数据

种蛋（元/枚） 1.51 -6.79% -25.22% 广西桂柳

大白条（元/吨） 7753 -2.51% -15.30%

开工率（%） 81.75% -13.26%

冻品库容率（%） 85.25% -10.73%

玉米（元/吨） 2022.76 -0.55% -13.64

豆粕（元/吨） 3030 -0.10% -16.55%

数据来源：聚源集采及相关行业数据引入
数据解释：本数据参考为全国各区域、种蛋为广西桂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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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毛鸭震荡运行，全国均价 3.54 元/斤，较上月均价下跌 0.31 元/斤，环比跌幅 

3.11%，同比跌幅 17.40%。活禽均价 4.19 元/斤，较上月下跌 0.31 元/斤，环比跌幅 6.86%，

同比跌幅 22.94%。合同鸭回收价格上旬 3.50-3.53 元/斤，中旬 3.40-3.45 元/ 斤，下旬 

3.38-3.43 元/斤。

5.5.1 价格趋势

5.5  肉鸭后市行情展望

数据来源：聚源集采

 回收计划： 上游主流厂家2月回收计划1090万只，同比涨跌幅+100.40%，环比涨跌幅-

3.50%，回收计划量环比减少，同比上涨；

 回收价格：上游主流厂家2月回收平均价格3.37元/斤，同比涨跌幅-15.65%，环比涨跌

幅-3.89%，回收价格下跌。

数据来源：聚源集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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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2 鸭副关键单品价格趋势

数据来源：聚源集采

【市场基本面】

市场表现：1月国内肉鸭产业链涨跌不一，部分单品稍有反弹，但整体动力不足，

反弹行情有限，经销商补货积极性一般，行情持续维持弱运行。。

毛鸭：1月毛鸭市场走货不畅，毛鸭收购以合同鸭为主，且出栏量低，供需两淡，

鸭价低位趋稳运行；据统计孵化出苗量及补栏情况预测，2月处于节后出栏断档期内，

总量延续低位， 2月市场需求或较为一般，但断档期内毛鸭出栏偏紧，走货预期加快，

预估毛鸭价格或有回升趋势。

回收方面：根据2月山东各主流厂家回收计划和回收价格来看，养殖端出栏量稳定，

回收计划量环比上涨；但从回收价格来看，整体价格同环比下降，整体毛鸭成本价格

低位，且为近四年来最低值，屠宰成本进一步下降。

替代品行情：1月猪产品先涨后跌再涨，行情表现稳定，市场猪源流通虽未显拥挤，

但整体供应仍在高位；猪产品2月上旬受开学季影响，走货稍有加快，但消费下滑，整

体市场需求仍表现不达预期；鸡产品为震荡微跌格局。

【行情趋势判断】

白羽肉鸭市场整体行情偏弱运行，山东区域受鸭疫影响降低出栏体重，加之年前

春节放假影响，屠宰企业进入集中停宰阶段，厂家借此炒作开始拉涨大规格副产，总

体出货在年前稍有好转趋势；面对2月市场需求表现不显，经销端会在假后有一波补货

操作静待市场反馈。

5.5.3 下月行情走势

-11.26%-10.03%

5.00%0.28%1.96%
7.56%

-1.27%-0.87%
-6.46%

1.41%
9.93%

-0.90%-2.44%
2.99%

-4.43%-5.49%-2.90%1.57%
6.67%

-5.13%

-46.17%-43.60%

-5.68%
-10.67%-8.63%

3.35%

-11.56%-7.03%

-35.73%

0.35%

-13.30%-15.17%
-8.29%-12.54%

-25.62%
-31.08%

-16.55%
-23.92%-21.80%-22.92%

-60.00%
-50.00%
-40.00%
-30.00%
-20.00%
-10.00%
0.00%
10.00%
20.00%

0.00
10.00
20.00
30.00
40.00
50.00
60.00
70.00
80.00
90.00

鸭产品月度价格同环比走势图：元/公斤

2025年1月 环比 同比



食品与餐饮连锁企业采购行情月度参考 网聚资本 | 红餐产业研究院 |良之隆|大庄园|香汇彩云|聚源集采|章鱼小数据

第39页

第六章 

猪肉商品市场月度行情走势分析

6.1 本月猪肉行业数据监测

指标 本月 环比 同比 备注

生猪出栏价
（元/公斤） 15.69 0.00% 10.96% /

前三级白条肉
（元/公斤） 21 0.57% 13.33% /

能繁母猪存栏
量（万头） 504.38 0.36% 4.37%

取十二月数及重
点大区中小散能

繁

商品猪存栏量
（万头） 1104.92 12.37% 30.39% 取十二月中小散

养本场数据

7KG 仔猪价格
（元/头） 431.07 15.24% -9.21% /

开工率（%） 39.16 7.79% 1.58% /

冻品库容率（%） 16.52% -2.59% -32.27% /

屠宰利润（元/
头） 6.68 -153.23% -134.59% /

玉米（元/吨） 2022.76 -0.55% -13.64% /

小麦（元/吨） 2393 -2.64% -14.38% /

麸皮（元/吨） 1715 4.45% 5.21% /

数据来源：聚源集采及相关行业数据引入

数据说明：因行业数据延迟公布，部分数据为前一月数据，如：能繁母猪存栏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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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本月猪肉行情综述

月度行情回顾：

1月全国生猪出栏均价为 15.69 元/公斤，较上月持平，同比上涨 10.96%。本月猪

价先涨后跌再涨，较上月北涨南跌。整体来看，月上旬市场猪源流通虽未显拥挤，养

殖端挺价惜售情绪略有支撑，但元旦假期后市场需求跟进不足，猪价涨后下滑；月下

旬临近年底南方务工人员返乡放假增多，消费下滑，北方年前备货开启、屠企宰量订

单量齐增，造成河南、山东等省份供需短期大利好局面，再叠加市场看涨情绪推动，

刺激猪价在月底大幅走高。

数据来源：聚源集采

全国生猪均价走势预测图（元/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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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口量：24年12月进口猪肉（含杂碎）共计18.8万吨，同比上涨+6.64%，环比上涨

7.43%；2024年1-12月，中国累计进口猪肉含杂碎约216.49万吨，同比减幅-22.60%。

12月猪肉含杂碎进口量大幅上涨；据海关总署最新数据显示，24年12月中国进口

猪肉约8.89万吨，环比下跌-0.6%。

各月生猪屠宰量：2024年12月国内定点屠宰企业屠宰量共计4162万头，环比11月

涨跌幅+30.47% ，同比23年涨跌幅+4.63%，同比22年涨跌幅+30.69% ；

各月母猪存栏量：2024年12月母猪存栏量为4078万头，环比11月涨跌幅-0.05%，

同比23年涨跌幅-1.55%，同比22年涨跌幅-5.65% ，母猪存栏量仍在高位震荡。

数据来源：聚源集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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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猪肉后市行情展望

国内生猪出栏价价格趋势

2025年1月国内生猪出栏价达7.85元/斤，月度环比下跌-0.44元/斤，市场供强近况

延续，生猪行情缓跌，虽有大量补货需求，但供强需缓局面延续，生猪价格下跌；

2025年1月生猪定点屠宰企业出栏价均价为17.57元/公斤，同比24涨跌幅+14.37%，

同比23年涨跌幅+3.45%，环比涨跌幅+0.16%。

数据来源：聚源集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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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聚源集采

国产：国内猪肉分割品周价格走势为跌涨行情走势，周内环比跌幅-0.05%，跌幅靠

前号肉类、颈骨、带肉后腿骨等。

进口：进口猪产品周内环比跌幅-0.35%，周内涨跌幅波动最大单品肋排、耳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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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聚源集采

国产：本月国产猪产品走势为下跌，综合环比跌-2.15%，环比跌幅靠前单品：带肉

后腿骨（-9.04%）、胫骨（-6.98%）、肋排（-4.93%）等；

进口：本月进口猪产品为下跌趋势，环比涨幅+0.40%，同比涨幅+11.40%，综合涨

幅靠前单品为扇子骨、猪肚（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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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给方面】

• 从供应端来看，1月养殖端对春节后看跌预期不减，出栏积极性提高，且年关将至，

需求进一步释放，养殖集团加快生猪出栏上市速度，同时带动出栏均重回落。

【屠宰端表现】

• 1月屠宰开工率39.16%，环比上涨2.83个百分点。屠宰企业开工率环比上涨，中下旬随

着小年以及春节陆续到来，市场 集中需求渐增，企业开工意愿转强，且开工水平达到

年内高点，月末随着 企业陆续停工，以及部分进入休市，开工率或下滑。

• 1 月库容率16.52%，环比下降0.44个百分点。冻品市场需 求无明显改善，着春节临近，

屠宰企业趁机清理冻品库存，且部分地区存 降价销售的现象，冻品库存窄幅下降。

【区域表现】

• 东北市场集团场出栏节奏积极，生猪价格稳中偏弱；华东市场生猪供应充沛，需求一

般，猪价偏弱；华北市场受涨价刺激，下游订单略有增量，价格表现偏强；西南终端

市场部分二育入场，提振猪价，猪价下跌空间收窄；华南市场养殖端走货仍有压力，

需求难以跟进，价格继续偏弱。

【需求方面】

• 节后需求淡季，终端消化节日库存为主，但2月有开学季利好，但终端消费不足，需

求或还为减量。

【行情趋势判断】

• 2月为春节节后，屠宰企业陆续恢复屠宰，但宰量较春节前的高峰期或出现较大幅度

的下滑，对行情有利空影响，但同时消费端需求不足，生猪价格或呈现主线下降，月

末或有反弹的走势。

6.3.1 猪品市场行情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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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 1 月调味品蔬菜均价为 6.17 元/斤，环比下跌 0.59%。大蒜山东金乡杂交

红皮一般混级月均价为 4.36 元/斤，环比下跌 2.68%，同比涨幅为 22.47%；山东金乡辣

椒通货月均价为 10.53 元/斤，环比涨幅为 2.23%，同比上涨 23.88%；山东昌邑水洗面姜

月均价为 3.63 元/斤，环比跌幅为 5.47%，同比跌幅为 0.08%

【辣椒】国内辣椒市场成交气氛偏弱，价格方面整体偏弱，个别成交呈下行趋势。

目前市场主要采购群体批发市场客商备货积极性不高，年前产区预计的备货小高潮并

未出现，叠加国内小高辣依旧进口印度椒价格偏低影响，目前市场多数人士对于后期

三樱椒行情存在较多质疑，持货商出货意向增加，市场才买气氛不佳。

【大蒜】 1月大蒜出库月均指数为4.45元/斤，同比上涨0.95元/斤，涨幅为27.14%。

1月全国大蒜走量较上月有所放缓，储存商整体盈利空间尚可，心态稳健，正常出货。

采购商春节备货令市场走货速度较快，行情依旧维持高位震荡。蒜米企业走量加大，

蒜片市场整体活跃度平平。

第七章 

调味品（香辛料）月度行情走势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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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精】味精市场价格暂时稳定。 40目-60目味精市场价格参考7000-7300元/吨。

味精企业保持稳价心态，原料价格波动幅度有限，企业价格难涨难跌，下游维持刚需补

库，高价成交现象少，观望情绪浓厚。东北：东北地区玉米价格稳定为主，产区新粮继

续上市，农户售粮心态转变，因储存条件受限，出货心态较浓，购销活动相对平稳，深

加工企业继续维持压价收购。华北：华北地区玉米价格整体维持稳定，山东少数企业价

格窄幅下调，下调幅度10-20元/吨左右。河南、河北地区价格维持稳定。结合成本、供

需情况及市场心态来看，预计短期味精市场将延续暂稳状态，观望市场原料和下游需求

恢复情况。

【白糖】 2024/25 榨季截至 12 月下半月，巴西中南部地区累计产糖量为 3978 万

吨，本榨季也基本结束近期降雨改善了下个榨季的供应前景，印度恢复出口也对市场形

成压力原白价差维持在 80 美元左右低于炼厂的加工成本，原糖需求度降低，是推动价

格下的主要因素，价格体现了当前利空因素，价格继续下跌需要新的动能。国内成本打

开，来自原糖的买盘以及美国的寒潮提振下原糖下跌节奏或将放缓。春节过后国进口糖

增加以及消费淡季后国产进入糖累库阶段，供强需弱，会对价格产生压力，预计下月现

货价格震荡偏弱。

【玉米淀粉】1月玉米淀粉止跌企稳，局部小幅反弹。受玉米价格上涨影响，企业

成本压力下挺价意愿较强。春节前下游备货积极性一般，多维持刚需补库，签单释放有

限叠加行业开机居高情况下，价格上行缺乏支撑动力。展望2月份，春节期间开机高位

导致的库存累积是较为关键的利空点，关注春节期间行业累库情况及节后需求匹配情况。

【淀粉糖】进入 1 月份，淀粉糖整体处于春节备货期间，市场整体产量供应均较

前期增加。截至本月底，结晶葡萄糖开工率为 74.16%，环比上月增加 6.88 个百分点，

货源持续紧张情况下，市场厂家基本满产生产；麦芽糖浆开工率 60.41%，环比上月增加 

2.83 个百分点，本月春节备货增多，支撑厂家开工；F55 果糖开工率 62.88%，环比上月

增加 7.74 个百分点，饮料春节备货，拉动果葡糖浆开工；麦芽糊精开机率为 58.36%，

走货情况一般，本月产量与上月差距不大。备注：（2025 年 1 月份淀粉糖各产品产能

淘汰和新增，更新后结晶葡萄糖产能由 522 万吨变为 532 万吨，麦芽糖浆产能由 786 

万吨变为 765 万吨，果葡糖浆产能由 839 万吨变为 877 万吨，麦芽糊精产能由 185 万

吨变为 212 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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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1月热门菜品指数分析
1月，我国CPI环比上涨0.7%，上月为持平，服务和食品价格上涨是影响CPI环比由平

转涨的主要因素。一方面，春节期间，出行、文娱消费需求大幅增加，服务价格上涨

0.9%，涨幅比上月扩大0.8个百分点；另一方面，食品价格由上月下降0.6%转为上涨1.3%，

春节因素叠加气温下降影响，鲜菜、鲜果和水产品价格分别上涨5.9%、3.3%和2.7%。以下

将基于餐饮场景，分析整体品类及细分品类的具体菜品、解码菜品方面的热门趋势，剖

析上游代表性食材的热度表现，为餐饮企业选品提供参考。

全国本月最推荐进入品类T O P1 0

排名 品类
商机推荐

指数
指数变
化率

T O P 1 创意菜 8 6 . 8 7 0 . 6 2 %
T O P 2 云南火锅 8 5 . 8 7 0 . 5 0 %
T O P 3 腊排骨火锅 8 4 . 8 7 0 . 0 9 %
T O P 4 海鲜火锅 8 4 . 7 0 0 . 6 1 %
T O P 5 云南菜 8 4 . 1 8 0 . 3 2 %
T O P 6 苏帮菜 8 3 . 1 2 - 0 . 2 7 %
T O P 7 顺德菜 8 3 . 0 0 0 . 1 2 %
T O P 8 长沙小吃 8 3 . 0 0 0 . 1 2 %
T O P 9 泰国菜 8 1 . 8 2 2 . 7 0 %

T O P 1 0 越南菜 7 9 . 7 9 0 . 1 5 %

数据来源: 章鱼小数据OSD数据库

1月最推荐进入品类TOP10中，商

机推荐指数约79-87、基本稳定。

创意菜的商机推荐指数已连续3个

月位居第1。冬季气温较低，叠加腊月时

节，腊排骨火锅跻身商机推荐指数

TOP10。此外，长沙小吃、越南菜等具

有地区特色的菜品，市场表现较好，也

跻身商机推荐指数TOP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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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吃快餐品类中，1月TOP10推荐指数在74-75、基本稳定。以主食类为主，包括粉、

面、饭等，其中牛腱肉炸酱小锅米线的推荐指数位列第一、酱爆香辣肥肠螺蛳粉的竞争

力指数位居第一，将爆款食材与主食相结合，比较受消费者欢迎。

火锅品类中，1月TOP10推荐指数在75左右、基本稳定。整体而言，口感主打“嫩”、

“鲜”，牛相关菜品占7席，市场表现较好。其中，嘎嘎嫩牛肉的推荐指数位列第一，手打

鲜椒嫩牛肉的竞争力指数位居第一。

数据来源: 章鱼小数据OSD数据库

数据来源: 章鱼小数据OSD数据库

小吃快餐-本月全国网红流行菜品

排行 产品 推荐指数 竞争力指数

TOP1 牛腱肉炸酱小锅米线 74.87 73.67

TOP2 金牌油泼辣子面皮 74.67 72.08

TOP3 朝鲜族牛肉汤饭 74.63 72.49

TOP4 剁椒猪猪面 74.63 72.48

TOP5 酱爆香辣肥肠螺蛳粉 74.62 74.24

TOP6 香竹笋扣肉饭 74.60 69.85

TOP7 特色虾仁三鲜锅贴 74.59 72.07

TOP8 酥皮牛肉煎饼 74.58 69.39

TOP9 海蛎子鸡汤米线 74.57 73.82

TOP10 三鲜糊汤粉 74.57 69.79

火锅-本月全国网红流行菜品

排行 产品 推荐指数 竞争力指数

TOP1 嘎嘎嫩牛肉 75.14 75.52

TOP2 手打鲜椒嫩牛肉 75.12 78.36

TOP3 手工鲜鸭血 75.11 72.00

TOP4 至尊滩羊肉 75.10 77.24

TOP5 鲜活豌豆苗 75.07 76.01

TOP6 鲜切牛雪花 75.06 74.63

TOP7 嗦面千层肚 75.05 76.21

TOP8 特级肥牛卷 75.04 72.00

TOP9 精品五花肥牛 75.03 73.52

TOP10 爆嫩破牛肉 75.01 75.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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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 章鱼小数据OSD数据库

面包甜点品类中，原料方面，芋泥、坚果相关的产品较多；品类方面，主食类产品

较多、占6席，酥脆口感也比较受欢迎，果仁核桃起酥面包的推荐指数位列第一、椒麻

火腿桃小酥的竞争力指数位居第一。

茶饮酒水品类中，主要为奶茶、咖啡和甜品，其中咖啡多为奶咖，风味富有创新，

威士忌冷萃的推荐指数位列第一；奶茶方面，应季水果食材、花香、养颜健康等元素比

较受欢迎，如桂桂龙眼生打椰、特调花香热柠茶、桃胶玫瑰养颜水等。

数据来源: 章鱼小数据OSD数据库

茶饮酒水-本月全国网红流行菜品

排行 产品 推荐指数 竞争力指数

TOP1 威士忌冷萃 74.77 67.09

TOP2 南瓜芝士拿铁 74.67 70.68

TOP3 桂花小种茶拿铁 74.65 72.13

TOP4 桂桂龙眼生打椰 74.62 73.67

TOP5 波霸豆乳奶茶 74.61 73.54

TOP6 高山乌龙拿铁 74.58 71.08

TOP7 板栗麻薯 74.57 67.62

TOP8 鲜奶大福芋圆 74.55 69.82

TOP9 特调花香热柠茶 74.54 73.25

TOP10 桃胶玫瑰养颜水 74.51 70.98

面包甜点-本月全国网红流行菜品

排行 产品 推荐指数 竞争力指数

TOP1 果仁核桃起酥面包 75.02 76.31

TOP2 椒麻火腿桃小酥 74.96 76.65

TOP3 香草腰果扁桃仁 74.94 75.87

TOP4 岩烧芝士挞 74.93 72.01

TOP5 香芋boom包 74.90 75.55

TOP6 胡麻籽吐司 74.86 75.01

TOP7 紫米方酥 74.85 74.98

TOP8 芋泥奶包 74.85 70.74

TOP9 椰蓉牛奶棒 74.85 71.43

TOP10 南瓜芋泥麻薯 74.84 74.27

威
士
忌
冷
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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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式餐饮中，以荤类食材为主，冬季气温较低，炖、焖类的热菜较多，其中慢煮鲜

笋东坡肉的推荐指数和竞争力指数均位居第一。此外，鱼类菜品烹饪方式多样，也比较

受欢迎，如老坛萝卜酸菜鱼、葱油淋花斑鱼、香辣跳水鲈鱼、渝月沸腾鱼。

中式餐饮-本月全国网红流行菜品

排行 产品 推荐指数 竞争力指数

TOP1 慢煮鲜笋东坡肉 75.19 78.77

TOP2 老坛萝卜酸菜鱼 75.18 78.10

TOP3 葱油淋花斑鱼 75.14 75.94

TOP4 香辣跳水鲈鱼 75.05 72.82

TOP5 沙姜豉油鸡 75.04 76.66

TOP6 生炒土猪肉 75.04 71.18

TOP7 鲜紫苏爆炒牛蛙 75.02 77.92

TOP8 文火焖小牛肉 75.01 72.71

TOP9 农家笨鹅锅 75.01 73.99

TOP10 渝月沸腾鱼 75.00 76.94

非中式餐饮-本月全国网红流行菜品

排行 产品 推荐指数 竞争力指数

TOP1 盐烤鸡腿肉串 75.23 76.48

TOP2 极上炭烤鳗鱼 75.20 75.83

TOP3 劲爆炸鸡比萨 75.08 77.46

TOP4 火山面包咖喱鸡 75.05 75.77

TOP5 厚切酱烤牛舌 75.04 75.64

TOP6 辣味噌三色拌饭 75.01 77.32

TOP7 冲冲粉丝蟹肉煲 75.00 74.95

TOP8 魔法鸡肉洋葱圈 74.97 74.13

TOP9 泰南三杯鸡 74.97 72.97

TOP10 柠檬叶鲜虾饼 74.97 75.58

数据来源: 章鱼小数据OSD数据库

数据来源: 章鱼小数据OSD数据库

非中式餐饮中，动物蛋白类食材为主，其中鸡肉相关菜品占5席，盐烤鸡腿肉串的

推荐指数位列第一、劲爆炸鸡比萨的竞争力指数位居第一。食材搭配与造型设计也颇具

新意，如火山面包咖喱鸡、辣味噌三色拌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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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前述菜品分析，以下将延展至上游食材端，回顾鸡、鸭、牛这三大代表性食材

在1月餐饮端供应情况与消费端热度表现。

其中，菜品供应变化率主要为全国餐饮门店中、食材相关菜品在售数量的变化情况，

消费热度变化率主要为全国餐饮门店中、消费者对食材相关菜品的推荐变化情况。

整体而言，1月，鸡、鸭、牛的餐饮供给和消费热度各异，鸡类供需两端均小幅走

弱，鸭类供给下降但需求提升，牛类供需延续涨势、且小幅升温。

1月，鸡类食材的餐饮供给和消费热度均涨跌各半。其中，餐饮供给延续涨跌各半，

波动幅度较稳定，其中鸡屁股的供应跌幅最大、约-3.06%（2024年12月鸡心的供应跌幅

最大、约-3.01%）；此外，消费热度由以涨为主、转为涨跌各半，波动幅度也较为稳定，

其中鸡脆骨的热度跌幅最大、约-2.93%（2024年12月鸡屁股热度跌幅最大、约-2.97%）。

1月，鸡类食材的菜品端供应量变化与消费端热度变化

数据来源: 章鱼小数据OSD数据库

鸡主要部位的分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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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鸭类食材的餐饮供给和消费热度涨跌各异。其中，菜品供给由涨跌各半、转

向下跌为主，但降幅继续收窄；消费热度延续以涨为主，且小幅升温，其中鸭腿的热度

涨幅最大、约2.75%（2024年12月鸭架的热度涨幅最大、约1.84%）。

1月，牛类食材的餐饮供给和消费热度继续保持涨势。其中，菜品供给仍以涨为主，

平均涨幅为2.20%，较2024年12月的2.06%小幅提升；消费热度也以涨为主，平均涨幅约

1.42%，较2024年12月的1.13%有所升温。

数据来源: 章鱼小数据OSD数据库

1月，鸭类食材的菜品端供应量变化与消费端热度变化

1月，牛肉类食材的菜品端供应量变化与消费端热度变化

鸭、牛主要部位的分切图

数据来源: 章鱼小数据OSD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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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标杆企业推荐—许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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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行业热门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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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山成链 共创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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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合作：

张先生：15575161116



食品与餐饮连锁企业采购行情月度参考 网聚资本 | 红餐产业研究院 |良之隆|大庄园|香汇彩云|聚源集采|章鱼小数据

第67页

广东红餐科技有限公司（简称“红餐”）成立于2007年，长期以来深耕餐饮业

，以“服务餐饮产业上下游，助力中国餐饮产业升级”为使命，致力于打造“

内容+数据+活动”协同驱动的餐饮产业服务平台。历经多年发展，红餐全网覆

盖受众已达千万级，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也是唯一入选“中国微信500强”的

餐饮产业新媒体。

Surrou
nding

1000万+
受众

500万+
餐饮产业
订阅用户

30+场
千人线下活动

300+
专家智库

100万+
厨师

订阅用户

做餐饮，上红餐！

合作咨询： 黄女士 137 2804 9024

时间：2024年9月23-26日
地点：广州朗豪酒店 & 南丰国际
          会展中心

中国餐饮发展报告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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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月寄语

人生在世 倘若止步不前

只能一无所获

倾情投入 竭尽全力

我们终将如愿以偿

Fire

(Gavin Degraw)

In this world he who stops won't get anything he wants

Play like the top one percent till nothing's left to be spent

Take it all ours to ta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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