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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能恢复，生猪将告别高利润周期

养殖年报路演
武汉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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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势回顾-生猪加权

猪源偏紧＋养殖
户抗价，猪价底
部回暖，盘面修
复预期上涨

猪价探底震荡，
盘面震荡筑底

猪源紧张加剧+消
费恢复，猪价继
续大涨，盘面高
位宽幅震荡 四季度消费增量

不及预期，盘面
调低预期连续下
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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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回顾

1、2022年5月确定低点形成，“新周期”启动；

2、2022年6月指出下半年产业进入盈利周期。



5

策略回顾

1、2022年8月预测盘面仍有上涨空间，2211合约表现超预期，2301合约接近目标；

2、2022年11月提示四季度消费增量低于预期，沽空风险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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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繁存栏处于增长期，育肥猪出栏量有望持续增长

2022年一季度生猪价格持续低迷，产业亏损严重，能繁母猪持续去产能，至2022年4月能繁母猪存栏量降至年内最

低值，较2021年高峰期下降8.48%。二季度猪价底部回暖，养殖企业看好后市，增加后备母猪留种，能繁母猪存栏

量不断增长。三季度因养殖利润可观，生猪产能保持增长趋势。截止2022年10月，农业农村部数据显示全国能繁母

猪存栏4379万头，环比增0.4%，相当于正常保有量的106.8%，产能大幅增加，处于黄色区域。

根据“能繁母猪存栏”与“分娩窝数”等数据推算，2023年育肥猪出栏量将逐月增长，在2023年6月出栏量超过

2022同期值，三季度继续小幅增长，月出栏量从5700万头增长至6800万头，四季度或因产能调整导致出栏量小幅

增长。全年生猪供应量正常偏宽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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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栏体重将逐步下降，单头肉重增量压力有望缓解

2018年ASF之后，为防止生猪疫情扩散，扑杀和定点拔牙下生猪产能锐减；后随着生猪疫情好转，2019年下半年猪

源紧张问题凸显，为增加饲养利润，养殖企业不断压栏增重，使生猪出栏头均创历史新高；生猪疫情之后，由于现

货市场猪价高企，且饲养大肥猪技术基本成熟，在利润驱使下，养殖企业继续饲养大肥猪供应市场，使得2020-

2021年三季度生猪出栏体重始终保持在高位；2021年四季度至2022年一季度养殖利润恶化，产业亏损幅度加深，养

殖户倾向于加速出栏，保证企业现金流运转，生猪出栏体重回落至120kg/头以下，二季度开始随着猪价回暖，断档

和惜售推动出栏体重再次上升，三季度头均上涨至130kg/头的高位水平。2023年我们预计产能恢复，育肥猪出栏量

持续增长，因此，非高利润模式下，出栏头均有望逐步下降，单头生猪猪肉增量压力有望缓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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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冻肉将先累库再去库

宰后猪肉有两个主要的消费方式，一是以鲜肉形式由消费者直接消费，二是加工后入库储存，转化为未来的冻

猪肉供应。 2019年上半年，受到非瘟疫情影响，养殖户出栏积极性提高，但终端消费并不理想，因此，屠宰企

业被动囤货，冻品库容率创历史新高；2021年上半年，猪价自高位不断下跌，国内冻品库容维持在较高水平，

下半年产业进入亏损周期，市场鲜销不畅，冻品库存小幅上升，四季度伴随着轮库需求，冻品年前出库打压旺

季猪价涨幅。显然，在猪价下行周期，屠宰厂淡季低价累库&加工的动机能在一定程度上支撑淡季底部。2023年

冻品库存将按照规律，在春节前降至低位，后在二季度缓慢累库，下半年进入去库阶段。不过，因2022年年末

库存偏低，2023年上半年出栏量增长，可能导致库存回升至正常水平，全年冻品预计处于正常略偏低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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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口猪肉回归正常水平

根据海关数据，2012~2015年，全年进口肉数量在80万吨以内，2016年增长一倍至160万吨，2017~2018两年维

持120万吨/年的水平，2019年再度大幅增长至近200万吨，2020年继续扩大一倍至430万吨，2021年回落至357

万吨，2022年截止10月份进口总量为136万吨。2016、2019、2020三年国内生猪价格较高，进口驱动力较强，

进口增量较大，2021年因国内猪价下滑，进口量下降，2022年猪价前低后高，上半年进口量维持低位水平，

前6个月总进口量同比下降64.25%，前10个月总进口量同比下降61.81%。 2022年进口利润收敛，猪肉及其副

产品进口装船数量处于低位水平。2023年产业利润回落，则进口数量将回归正常水平，即进口冻肉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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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放储需求或下降

2022年一季度产业延续上一年的深度亏损状态，国家发改委启动中央储备冻猪肉收储工

作；6月末猪粮比脱离过度下跌三级预警区间，7、8月猪价阶段性回落后再次走强并创

新高，8月末9月初国家发改委连续发布通知，称将在9月启动储备冻猪肉放储；9月初中

央储备冻猪肉开始陆续投放，猪价在谨慎情绪中不断上涨。纵观生猪收储/放储历程，

其规模占国内总消费量比重低，起短期调控作用抑或是充当政策利好信号传递的媒介，

对需求拉动或供应增量效果非常有限。2023年预计无剧烈波动，则收/放储需求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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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收储 日期
计划收储量 实际成交量

成交率
成交均价

万吨 万吨 元/吨

第一批
3月3日 1.94 1.94 100% 19135

3月4日 2.06 2.06 100% 19135

第二批 3月10日 3.8 2.2 57.89% 21870

第三批
4月2日 1.18 1.18 100% 19464

4月3日 2.82 0.85 30.14% 21000

第四批 4月14日 4 0.27 6.75% 21800

第五批 4月22日 4 0 0% 21950

第六批 4月29日 4 0.18 4.50% 22910

第七批 5月13日 4 0.45 11.25% 24090

第八批 5月20日 4 0.03 0.75% 24380

第九批
5月26日 0.5 0.5 100% 23700/50

5月27日 3.5 0.24 6.86% 24710

第十批 6月2日 4 0.09 2.25% 24950

第十一批 6月10日 4 0.15 3.75% 25160

第十二批 6月17日 4 0 0.00% 25040

第十三批 6月24日 4 0 0.00% 25330

合计 51.8 10.14 32.76%

2022年放储 日期 放储量 万吨

1 9月8日 3.77 

2 9月18日 1.50 

3 9月23日 1.44 

4 9月30日 2.00 

5 10月14日 2.00 

6 10月21日 2.00 

7 11月4日 1.00 

年度累计 13.71



12

上市公司出栏量或仍在高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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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上市公司出栏高峰出现在2022年3月份，7月出现第二波低谷，随后缓慢上升，结合各企业出栏任

务完成情况，2022年12月出栏量或仍有增长。2023年育肥猪出栏量预期增长，同时产业不断聚集，主

要上市公司的出栏量有望保持在高位，且年末等出栏高峰期可能再创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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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温氏 天邦 新希望 正邦 牧原 唐人神 天康 金新农 大北农

2020年01月 89.94 11.69 31.95 29.97 69.75 2.56 5.39 2.61 8.72 

2020年02月 53.12 17.10 23.34 34.27 69.75 4.05 3.42 1.92 6.35 

2020年03月 85.20 22.59 27.07 40.58 116.90 5.14 6.65 2.55 8.87 

2020年04月 86.42 17.48 31.04 48.68 124.70 5.20 7.77 1.97 10.43 

2020年05月 90.06 19.13 49.31 49.62 144.70 5.27 8.71 4.39 13.43 

2020年06月 84.85 23.98 49.58 69.41 152.30 5.81 10.55 4.07 16.86 

2020年07月 73.86 23.81 54.19 91.18 181.60 8.21 8.29 4.23 15.22 

2020年08月 71.97 25.13 67.86 107.12 163.40 10.70 10.11 3.47 12.62 

2020年09月 74.11 41.62 99.42 121.64 165.00 11.29 15.93 8.17 17.98 

2020年10月 75.28 34.68 91.15 123.75 151.60 13.31 15.20 15.60 17.54 

2020年11月 83.80 43.91 138.52 105.52 207.60 14.83 18.04 12.53 23.77 

2020年12月 88.96 26.67 165.82 134.21 264.10 16.08 24.43 18.87 33.25 

2021年01月 100.40 46.51 73.19 78.67 244.35 16.39 15.10 9.63 30.59 

2021年02月 49.87 30.40 69.78 75.36 244.35 15.13 10.05 4.75 17.25 

2021年03月 59.45 33.27 85.39 103.82 283.30 14.78 10.25 7.28 28.20 

2021年04月 62.24 20.28 83.79 118.44 314.50 12.41 13.16 9.25 29.58 

2021年05月 95.67 22.73 69.33 164.84 309.70 12.52 12.39 6.53 32.28 

2021年06月 101.10 31.94 64.63 158.53 347.50 15.72 12.66 7.67 28.44 

2021年07月 127.85 28.39 63.48 175.11 301.10 8.70 12.45 5.83 46.02 

2021年08月 131.06 35.33 77.97 171.16 257.30 8.71 19.95 4.39 40.10 

2021年09月 169.88 32.12 93.57 137.60 308.60 10.80 15.80 7.02 42.41 

2021年10月 181.96 53.64 119.09 128.23 525.80 17.19 11.53 12.16 45.15 

2021年11月 119.56 56.63 90.43 100.38 387.40 9.36 12.26 11.77 45.41 

2021年12月 122.70 36.77 107.16 80.52 502.50 12.52 14.73 20.61 45.35 

2022年01月 150.61 38.13 129.26 95.87 400.00 13.04 12.69 7.06 41.65 

2022年02月 106.90 28.68 97.73 50.02 383.10 12.24 8.03 6.75 28.10 

2022年03月 144.84 33.62 142.69 96.72 598.60 13.06 16.97 19.77 37.39 

2022年04月 142.70 38.10 112.66 91.86 632.10 16.55 15.88 8.52 34.56 

2022年05月 132.34 38.39 104.56 74.97 586.30 15.08 18.79 11.68 28.04 

2022年06月 123.20 30.98 97.92 75.08 527.90 16.33 20.79 13.18 28.58 

2022年07月 132.43 32.69 94.23 88.25 459.40 18.21 16.59 9.81 27.03 

2022年08月 150.41 31.71 94.28 61.35 488.70 17.21 20.60 9.69 34.03 

2022年09月 158.44 36.89 116.72 67.95 446.20 20.59 20.23 9.01 41.04 

2022年10月 165.24 38.56 145.55 64.29 477.90 20.83 14.49 13.32 37.94 

2022年11月 196.44 46.02 169.10 29.58 517.10 23.81 17.78 12.94 49.45 

2020年1-12月合计 957.57 307.79 829.25 955.95 1811.40 102.45 134.49 80.38 185.04 

2021年1-12月合计 1321.74 428.01 997.81 1492.66 4026.40 154.23 160.33 106.89 430.78 

2022年1-12月合计 1603.55 393.77 1304.70 795.94 5517.30 186.95 182.84 121.73 387.81 

2022年度目标 1800 600 1300 1200 6100 200 220 130 450

当前目标完成率（%） 89.09% 65.63% 100.36% 66.33% 90.45% 93.48% 83.11% 93.64% 86.18%

与目标差距（万头） 196.45 206.23 -4.70 404.06 582.70 13.05 37.16 8.27 62.19 

主要上市公司出栏任务完成度不一

截止2022年11月主要上市公司2022年年度出栏任务完

成度不一，其中新希望超额完成年度出栏任务，金新

农、唐人神、牧原完成90%以上，温氏、大北农、天

康完成80%以上，正邦和天邦完成65%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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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23年育肥猪出栏量将逐月增长，在2023年6月出栏量超过2022同期值，三季度继续小幅增长，月出栏

量从5700万头增长至6800万头，四季度或因产能调整导致出栏量小幅增长。全年生猪供应量正常偏宽松；

2、2023年我们预计产能恢复，育肥猪出栏量持续增长，因此，非高利润模式下，出栏头均有望逐步下降，

单头生猪猪肉增量压力有望缓解；

3、因2022年年末库存偏低，2023年上半年出栏量增长，可能导致库存回升至正常水平，全年冻品预计处于

正常略偏低的水平；

4、2023年产业利润回落，则进口数量将回归正常水平，即进口冻肉有限；

5、纵观生猪收储/放储历程，其规模占国内总消费量比重低，起短期调控作用抑或是充当政策利好信号传

递的媒介，对需求拉动或供应增量效果非常有限。2023年预计无剧烈波动，则收/放储需求下降；

6、产业不断聚集，2023年主要上市公司的出栏量有望保持在高位，且年末等出栏高峰期可能再创新高。

小结：2023年生猪供应量正常偏宽松，但单头体重有望下降；国内冻品将正常偏低，同时进口有限；收/放

储需求下降；上市公司出栏量或再创新高。全年生猪供应同比增长3%-5%左右，猪肉增幅略小于生猪增幅。

供应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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屠宰总量或上升

按照一般规律，2月份因春节前后休市屠宰量会录得全年最低值，3、4月份年后企业和加工厂陆续开工，以及家

庭存货消耗后恢复采买，屠宰量缓慢增长，5、6月份消费淡季屠宰量下滑，7月份至年末中秋、国庆、春节等重

大节日备货和加工需求拉动，屠宰量恢复增长并在1月份达到最大值。

2023年因预测育肥猪出栏增加，因此年度屠宰总量也有望上升，不过，预测数据显示育肥猪出栏高峰在6、7、8

月，届时屠宰量也有望相应增长，9、10月生猪倾向于压栏到年末出栏，屠宰量先回落再增长，使2023年屠宰量

呈W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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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省屠宰分布特征有望保持

东部区屠宰量最为集中，北区、中南、西南三个大

区屠宰量较为均衡，西北区屠宰量偏低。按照屠宰

量排名，东部区的山东省屠宰量最大，河南省其次，

北部区的河北位居第三；

屠宰大省的屠宰量波动较大，其他省份相对平稳。

屠宰大省的数量变化能反映市场的总体趋势，2023

年各省产能变动不大，屠宰量分布特征有望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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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饮消费下半年有望出现较大增长

回顾近5年餐饮消费情况发现，一季度因春节假期及较多行业正月十五之后才复工，一季度餐饮收入普遍最低；

二季度较一季度餐饮收入增长10%左右，新冠肺炎之后2020年二季度环比增长80.65%，2021年增长7.69%，2022年

增长24.32%；三季度消费基本与二季度持平略增，2017-2019年三季度环比分别+1.32%、+1.14%、+1.65%，2020

年三季度大增13.57%，2021年三季度环比-1.62%，2022年增长2.10%；四季度环比增幅一般在25%-30%上下。2023

年新冠疫情管控放开后，上半年可能受个人感染等因素拖累消费恢复缓慢，二季度增速或不达常规水平，下半年

随着个人疫情防护逐步成熟，户外和团膳消费将快速恢复至疫前水平，因此，下半年餐饮消费有望录得较大增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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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批发市场猪肉走货量有望明显增长

主要批发市场猪肉走货量能较为直接的体现家庭的猪肉消费能力。2022年全年猪肉走货量均处在相对低位水平，

且2022年猪价高峰时期批发市场走货量下降，相反猪价下行周期中走货量增加，说明高肉价对终端消费有一定的

抑制效果。2023年上半年居民收入以及人员流动减少的情况下，猪肉走货量预期增长但幅度有限，周度走货量或

难超过1800吨；下半年随着宏观层面经济恢复，以及人员流动增加，猪肉走货量有望出现较大增长，四季度周度

走货量有望突破2000吨，使全年猪肉走货量明显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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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23年因预测育肥猪出栏增加，因此年度屠宰总量也有望上升，不过，6、7、8月屠宰量也有望相应增

长，9、10月生猪倾向于压栏到年末出栏，屠宰量先回落再增长，使2023年屠宰量呈W形态；

2、屠宰大省的数量变化能反映市场的总体趋势，2023年各省产能变动不大，屠宰量分布特征有望保持；

3、餐饮消费方面，2023年新冠疫情管控放开后，上半年可能受个人感染等因素拖累消费恢复缓慢，二季度

增速或不达常规水平，下半年随着个人疫情防护逐步成熟，户外和团膳消费将快速恢复至疫前水平，因此，

下半年餐饮消费有望录得较大增幅；

4、2023年上半年居民收入以及人员流动减少的情况下，主要批发市场猪肉走货量预期增长但幅度有限，周

度走货量或难超过1800吨；下半年随着宏观层面经济恢复，以及人员流动增加，猪肉走货量有望出现较大

增长，四季度周度走货量有望突破2000吨，使全年猪肉走货量明显增长。

小结：屠宰量年内呈W形态；屠宰量各省分布特征保持；上半年餐饮消费增速或不达常规水平，下半年有望

出现较大增长；主要批发市场猪肉走货量预计在下半年出现明显增长。全年消费增量或主要集中在下半年。

需求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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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价或进入下行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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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猪周期示意图

22个省市:平均价:生猪

2022年3-6月通过前后十三批收储，猪

价在二次探底后不断上涨，至10月21日

当周22省市生猪平均价为28.32元/公斤，

较2021年10月份的低点上涨162.71%，

上涨历时13个月。

回顾历次猪周期，与下跌趋势用时相比，

上涨趋势一般用时较短，比如2019年见

高点用时18个月，2011年见高点用时17

个月。本次13个月的上行趋势相对偏短，

不过也比较接近历史情形，再结合前文

2023年生猪育肥猪出栏增量，以及全年

消费集中在下半年的分析，我们大胆预

测，本轮猪周期基本进入下行通道，后

期在消费高峰猪价或有走强但难出新高。

日期 高/低点 猪价 元/公斤 价差 元/公斤 时长 /月 时长 /天

2022-10-21 高点 28.32 17.54 13 378
2021-10-8 低点 10.78 -30.20 24 707
2019-11-1 高点 40.98 30.97 18 532
2018-5-18 低点 10.01 -11.19 24 714
2016-6-3 高点 21.20 10.75 26 777
2014-4-18 低点 10.45 -9.47 32 959
2011-9-2 高点 19.92 10.44 17 518
2010-4-2 低点 9.48 -7.97 25 742
2008-3-21 高点 17.45 10.69 21 616



23

替代品价格或有分化，整体支撑效果略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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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蔬菜、白羽肉鸡、鸡蛋的价格均在相对高位水平。

简单来看，蔬菜主要受极端天气、疫情中劳动力和运输受

限等三方面影响，2023年这三个因素都预期好转，因此，

蔬菜价格有望回归正常水平。白羽肉鸡和鸡蛋主要受高饲

料成本影响，养殖户补栏积极性不高，存栏低位推动价格

在相对高位运行，2023年饲料成本预计难有明显下降，因

此，白羽肉鸡和鸡蛋价格或仅略微下降但仍处高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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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I等宏观因素压力下降

CPI:当月同比
核心CPI
不包括食品和能源

CPI:食品
CPI:食品烟酒:
畜肉类:猪肉

CPI:当月同比 1

核心CPI:不包
括食品和能源

0.26 1

CPI:食品 0.84 -0.15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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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1 -0.12 0.9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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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I:当月同比 CPI:不包括食品和能源(核心CPI):当月同比

CPI:食品:当月同比 CPI:食品烟酒:畜肉类:猪肉:当月同比

食品CPI与畜肉类CPI相关性最高0.93；

CPI与食品CPI相关性高0.84；

CPI与畜肉类CPI相关性偏高0.71；

CPI与核心CPI相关性较低0.26；

核心CPI与食品CPI、畜肉类CPI相关性最低，分别为-0.15、-0.12；

总结：猪肉价格上行，使CPI有走高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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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肉分项CPI相对较高，2023年预期猪价处于下行通道，

宏观CPI压力或减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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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价在成本线上下浮动，年末或有翘尾现象

根据前文分析，第五轮猪周期高点基本形成，2023年猪价将进入下行周期，在消费高峰猪价或

有走强但难出新高。具体来看，一季度供需或最为宽松，猪价首次低点有望在一季度形成；二

三季度供需动态博弈，猪价窄幅整理；四季度消费增长支撑，同时产能因年底压栏等操作导致

出栏量小增，不过，预期消费增幅略大于供应增量，供需改善，猪价有望出现翘尾现象。全年

猪价呈前低后高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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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下降，2023年阶段性小幅亏损或难避免

2021年6月至2022年5月中旬，产业持续亏损11个月，能繁同步去产能；2022年5月下旬外购仔猪

养殖利润回正，7月初自繁自养养殖利润回正；10月21日当周养殖利润增长至年内最大值，当前

猪价回落利润走低向盈亏平衡线逼近。2023年上半年供应趋于增长，而消费仍处在恢复期，加上

饲料成本预期仍处高位，因此上半年阶段性小幅亏损状态或不可避免；下半年尤其是四季度消费

恢复性增长后，供需结构有望改善，产业或呈小幅盈利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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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释放VS价值重估，盘面先弱后强

一季度产能释放与猪价下行周期，盘面利空引导为主，因此，盘面适合逢高沽空。二三季度

随着现货见底和产能调整，远月合约价值重估后将面临估值修复问题，盘面可能出现不同程

度走强，策略上以寻找价值重估合约的低多机会为主。四季度我们预计现货价格可能出现翘

尾现象，但盘面走势或更为复杂，主要体现为三季度盘面预期高度与四季度现货高点差异导

致的矛盾与博弈，预期过剩与预期不足均有可能出现，因此，四季度暂做宽幅震荡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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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成本低存栏，鸡蛋或能再起飞

养殖年报路演
武汉研究中心

20221223

投资咨询：吴晓杰Z0014054

联 系 人：章佩英F3084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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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势回顾-鸡蛋加权

春节后蛋价快速
上涨，并持续处
于同期高位，带
动盘面走强

现货依然在高位，
但盘面陆续转为
交易春节后现货
价格，盘面震荡
下行

现货阶段性见顶，
市场预期疫情下
中秋或旺季不旺，
盘面提前交易中
秋节后现货价格，
使盘面全线下挫 中秋临近现货依

然强势，盘面反
弹补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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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支撑下鸡蛋价格或继续维持高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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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国际环境复杂多变，豆粕和玉米进口受限，加上国内饲料原料供应偏紧，支撑饲料成本居高

不下。与此同时，新冠疫情中生活物资采购囤货需求增加，鸡蛋等生鲜品价格韧性增强，价格虽然

也呈季节性涨落调整，但整体处于同期历史新高水平。2023年猪肉和蔬菜等主要替代生鲜品的价格

预期逐步回归正常水平，农产品板块内部的支撑效果减弱，全年鸡蛋价格重心有望下移。不过成本

因素导致的蛋价偏高问题将依然存在，主要在于高成本抑制补栏积极性，存栏低蛋价下行空间受限，

整体仍将在相对高位水平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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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新冠疫情中不确定性因素较多，饲料运输和蛋品发运成本增加，同时高成本抑制补栏积极性，

全年补栏量处在相对偏低水平。2023年疫情管控放开后，运输等问题将不复存在，制约补栏的因素

仍在成本端，且新年度成本改善空间不大，因此2023年补栏量或继续维持低位。分月份来看，2023

年1-2月份养殖户淘鸡后多保持空栏状态，补栏积极性不强，3-5月是传统补栏旺季，6-9月气温渐升

育雏难度增加补栏积极性下降，年末属补栏淡季。因此，按照4-5月的生长周期，2023年在产蛋鸡存

栏有望先增后减，高峰将出现在7-10月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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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面重心有望上移

2023年高成本+供应偏紧将是支撑现货和盘面的重要驱动，现货蛋价高位运行或成常态，盘面在现货

支撑下全年重心有望上移，加上2022年多次出现节后现货不跌反涨的逆季节性现象，因此，2023年

预期先行的下跌逻辑可能有较大的修正空间。当然，不排除在重大节日之前提前交易节后悲观预期，

使盘面单边持续性下挫，但全年重心上移的基本判断不变，预期交易后将再次受现货提振实现期现

收敛与修复，策略上可瞄准季节性回落后的低多修复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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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责声明

本报告的信息均来源于公开资料，我公司对这些信息的准确性和完整性不做任何保证，也

不保证所包含的信息和建议不会发生任何变更。我们已力求报告内容的客观、公正，但文

中的观点、结论和建议仅供参考，报告中的信息或意见并不构成所述证券或期货的买卖出价

或征价，据此作出的任何投资决策与本公司和作者无关。

本报告版权仅为我公司所有，未经书面许可，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翻版、复制

发布。如引用、刊发，须注明出处为中州期货公司，且不得对本报告进行有悖原意的引用、

删节和修改。



35

123
2023年养殖板块年度策略会

嘉 宾 交 流 环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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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州期货有限公司

地 址：上海市浦东新区民生路1299号丁香国际西塔1502室

电 话： 400-820-5060         网 址： WWW.ZZFC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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