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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_main] 东海行业研究类模板 
◎投资要点： 

2006 年至今共经历了三轮猪周期。（1）2006 年 7 月至 2010 年 4 月，

持续时间 46 个月。本轮周期主要受到猪蓝耳、猪瘟等疫病影响。（2）2010 年

5 月份到 2015 年 3 月份，持续时间 59 个月。本轮周期主要影响因素是供给减

少叠加需求回升。（3）2015 年 4 月至今，受到环保政策趋严以及非洲猪瘟的

持续影响，本轮周期被继续拉长。纵观三轮猪周期，有以下特点：（1）能繁母

猪存栏量的变化是判断猪价的重要先行指标。能繁母猪存栏量同比变化值与一

年后生猪价格呈负相关。（2）二元母猪价格和一年以后生猪价格呈负相关。（3）

养殖利润决定当期母猪补栏积极性。当养殖利润由正转负时，母猪开始出现淘

汰；养殖利润由负转正时，母猪补栏增加，两者变化几乎同步。 

过去十年生猪养殖区域逐渐向东北和华中集中。受土地和环境的制约，

南方和东部经济发达的部分地区限养和禁养生猪力度不断加大。2007 年至

2017 年 10 年间，东北和华中地区肉猪出栏量分别增长了 37%和 35%，而华

南和华东地区仅分别增长了 19%和 17%。中国生猪养殖逐渐向土地和饲料资

源比较丰富的东北和中西部地区转移。“南猪北养”逐渐成为近几年生猪养殖

行业的发展趋势。 

非洲猪瘟疫情超预期，点状爆发或成常态。截止 2019 年 1 月 6 日，全

国累计发生 96 起非洲猪瘟疫情，64 个疫区解除封锁。目前辽宁、安徽、云南、

湖南、上海、河南、江苏、浙江已经全部解封。我国的养殖环境散户偏多，防

控难度大，养殖户生物安全意识薄弱，预计短期内非洲猪瘟很难彻底消除，疫

情点状爆发或将成为行业常态。 

受非洲猪瘟疫情影响，行业产能加速出清。（1）疫区扑杀而减少生猪存

栏量。（2）主产区猪价持续下跌，多地跌破成本线，持续亏损严重。（3）仔猪

补栏意愿低，仔猪价格已跌至上轮周期低点。（4）二元母猪价格降至 6 年来新

低，能繁母猪存栏量加速下滑。 

“南猪北养”放缓，发展分区防控。疫情给东北地区生猪养殖造成了巨

大冲击，之前“南猪北养”的发展思路可能将放缓。提倡分区防控，实现区域

内的生猪供需平衡，在大城市周边布局现代化养殖产能，可缓解目前地区间生

猪价差过大的局面。目前区域联防的具体政策尚未发布，但部分省份已开始“点

对点”生猪产销合作，改善生猪市场供需失衡局面。 

我们预计 2019 年猪价将呈现 V 型反转。具体来看，2019 年 1 月至 2

月，春节消费旺季将带动猪价上涨。2019 年 3 月以后，消费淡季，猪价将季

节性回调。2019 年 8 月开始猪价逐渐回升，或将迎来反转，至年末达到高点，

全年均价 13.7 元/公斤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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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猪周期历史回顾 

猪周期，简单来讲是指猪肉价格和供需的周期性变化。从能繁母猪配种到商品猪出栏

大约一年左右，生猪养殖对价格波动的反应具有一定的滞后性，造成生猪养殖呈现周期性

规律。其中上涨周期的路径为：猪价上涨，养殖出现利润，母猪补栏增加，供应增加，价

格开始回落。下跌周期依次类推。 

历史上一般 3~4 年形成一次完整猪周期。国内生猪养殖业自 2006 年至今共经历了三

轮猪周期，分别是 2006~2010 年、2010~2015 年，以及 2015 年至今。纵观三轮猪周期，

我们总结了以下几个特点： 

（1）能繁母猪存栏量的变化是判断猪价的重要先行指标。从能繁母猪配种到商品猪

出栏大约需要 10-11 个月，因此当前能繁母猪存栏量决定约一年后生猪供应量。对比能繁

母猪存栏量同比变化值与一年后生猪价格，两者呈负相关。2010 年母猪存栏量持续下滑，

8 月同比降幅最大为 4.9%，13 个月后猪价达到高点 19.92 元/公斤。15 年 3 月母猪存栏量

降幅最大为 15.68%，15 个月后猪价达到高点 21.2 元/公斤。2011 年 5 月至 2013 年 8 月，

母猪存栏量同比回升，对应一年后的猪价震荡下跌。但 2016 年以后，随着母猪繁殖效率

的提升、统计口径变化等问题，能繁母猪存栏量变化和一年后猪价走势的相关性不明显。 

图 1  能繁母猪到商品猪出栏大约 10-11 个月 

 

 

 

资料来源： 东海证券研究所整理 

 

图 2  能繁母猪存栏量同比变化影响一年以后生猪价格  

 
资料来源： 中国畜牧业信息网，东海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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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二元母猪价格和一年以后生猪价格呈负相关关系。二元母猪价格真实反应了当

下母猪补栏的积极性，反应了养殖户对于一年以后猪价行情的判断。母猪价格较高时，养

殖户补栏积极，一年后生猪供给偏多，猪价下跌。母猪价格较低时，养殖户补栏意愿较差，

一年后生猪供给减少，猪价上涨。2018 年 1 月至目前母猪价格已经持续下跌了 20%。受

非洲猪瘟影响目前养殖户补栏积极性非常弱，预计短期内母猪价格仍将处于下跌周期中。 

（3）养殖利润决定当期母猪补栏积极性。当养殖利润由正转负时，母猪开始出现淘

汰；养殖利润由负转正时，母猪补栏增加，两者变化几乎同步。2010 年 4 月至 6 月，养

殖利润进入亏损区间，同时母猪开始淘汰，淘汰幅度 3.3%。2010 年 7 月至 2013 年 3 月，

养殖利润持续为正，母猪存栏量上升了 8.7%。当前主产区由于供给过剩，猪价持续处于

低位，生猪养殖持续亏损，母猪淘汰加速。 

图 3  母猪价格和一年以后生猪价格负相关  图 4  能繁母猪存栏量和养殖利润  

 

 

 

资料来源：中国政府网，东海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中国政府网，东海证券研究所 

 

1.1.2006 年至 2010年猪周期：疫病影响产能供给 

2006 年 7 月至 2010 年 4 月，持续时间 46 个月，本轮周期猪价变动主要受到猪蓝耳、

猪瘟等疫病影响。 

2006 年 7 月至 2008 年 3 月，猪价持续上涨 21 个月，涨幅达 157%。2006 年入夏以

后，全国猪蓝耳疫情蔓延，发病猪群死亡率达 10%-30%，行业供给快速下滑，2007 年能

繁母猪存栏量同比下降 6%。连续两年的产能淘汰导致生猪价格快速上涨，2007 年 8 月季

节性上涨至高点 15.14 元/公斤。在短暂的季节性回调后，2008 年 3 月又达到高点 17.45

元/公斤。 

2008 年 4 月至 2009 年 5 月，猪价初次探底，降幅 49%。前期的养殖高盈利使得养

殖户补栏非常积极，同时政府补贴刺激产能扩张，母猪产能快速增加，2008 年和 2009 年

能繁母猪存栏量同比分别增加了 7%和 3%，整体供给较多。此外，2009 年初爆发瘦肉精

事件，需求端受到影响。猪价快速进入下行通道，仅在 2008 年 12 月至 2009 年 1 月出现

季节性反弹，整体跌幅达 49%。 

2009 年 6 月至 2009 年 12 月，猪价震荡持续 7 个月。2009 年 6 月，国家启动收储

冻肉，提振了市场信心，猪价进入短暂的上升周期。但是由于整体供应偏多，上涨并没有

维持多久。 

2010 年 1 月至 2010 年 4 月，猪价又暴跌 55%。2009 年母猪存栏处于高位，供给仍

然过剩。猪价在季节性上涨后又再次下跌。大量中小型养殖户退出养殖业，规模厂缩减生

产规模。经历了 2009 年、2010 年的亏损，产能去化较为彻底，奠定了下一轮上涨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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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整体看，本轮周期上涨 32 个月，下跌 14 个月。行业亏损时间约 15 个月，盈利约

31 个月。 

图 5  2006 年 7 月-2010 年 4 月猪周期 

 
资料来源： 中国畜牧业信息网，东海证券研究所 

 

图 6  2007 年能繁母猪存栏量大幅下降  图 7  2009 年 6 月收储作用有限 

 

 

 

资料来源：USDA，东海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中国政府网，东海证券研究所 

 

图 8  生猪疫情影响猪价走势 

 

资料来源：中国政府网，东海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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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涨持续 21 个月，猪价涨幅达 157% 猪 价

回调 5

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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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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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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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010 年至 2015年猪周期：供给减少叠加需求回升 

2010 年 5 月份到 2015 年 3 月份，持续时间 59 个月。本轮周期的主要影响因素是供

给减少叠加需求回升。 

2010 年 5 月至 2011 年 9 月，猪价上涨持续 17 个月，涨幅 105%。2010 年生猪价格

持续低于成本线，行业加速去产能，2010 年 8 月，能繁母猪存栏量下跌至近年低点 4580

万头，较年初下跌 7%。此外 2010 年夏季，猪瘟、猪蓝耳病多发，2010 年冬季至 2011

年春季发生仔猪流行性腹泻，死亡率高。另外，2010 年 4 月起，国家启动冻猪肉收储，

推动 5 月份猪价拐点。2010 年底前 4 万亿投资计划完成，拉动猪肉消费需求。因此猪价

迎来强势反弹，2011 年 9 月达到高点 19.92 元/公斤，上涨了 105%。 

2011 年 10 月至 2012 年 6 月，猪价进入下行通道，下跌 30%。2011 年以后疫苗研

发进入加速期，重大疫情发生较少。此外，2011 年前后养殖持续高盈利，2011 年 6 月自

繁自养养殖利润达到近年高点 691 元/头。各路资本快速进入，产能迅速恢复，2010 年 10

月至 2011 年 9 月能繁母猪存栏量上涨了 3%。产能过剩导致猪价迅速进入下行通道，2011

年 10 月至 2012 年 6 月低点下跌了 30%。 

2012 年 7 月至 2013 年 1 月，猪价反弹，上涨 25%。2012 年 5 月，猪粮比价连续两

月低于 6，国家再次启动收储，7 月以后猪价企稳回升，11 月份以后又迎来季节性反弹。

2013 年 1 月达到峰值 17.54 元/公斤。2012 年 10 月能繁母猪存栏量达到历史高点 5078

万头。 

2013 年 2 月至 2015 年 3 月，生猪价格震荡下行 30%，期间季节性涨跌互现。2012

年至 2013 年初，养殖盈利情况较佳，母猪存栏量持续高位，导致猪肉供给丰富。加上 2013

年开始大力反腐，严重削弱需求，猪价长期低迷。其中，2013 年 9 月和 2014 年 8 月分别

达到季节性高点。该段时间猪价整体震荡下行了 30%。 

本轮猪周期上涨 17 个月，下跌 10 个月，震荡下跌 32 个月，周期时间开始拉长。其

中，亏损 12 个月，盈利 47 个月。 

 

图 9  2010 年 5 月-2015 年 3 月猪周期 

 
资料来源：中国畜牧业信息网，东海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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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0  2009 年至 2015 年能繁母猪存栏量 

 
资料来源：中国政府网，东海证券研究所 

 

图 11  2011 年前后养殖持续高盈利  图 12  疫情影响猪价走势 

 

 

 

资料来源：中国政府网，东海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中国政府网，东海证券研究所 

1.3.2015 至今猪周期：环保去产能叠加非洲猪瘟 

2015 年 4 月至今，受到环保政策趋严以及非洲猪瘟的持续影响，本轮猪周期被继续

拉长。2016 年以后，随着母猪繁殖效率的提升、统计口径变化等问题，能繁母猪存栏量变

化和一年后猪价走势的相关性不明显。 

2015 年 1 月 1 日新《环境保护法》的实施对中国的生猪养殖业产生着重大的影响。

2016 年环保调减生猪产能约 3600 万头，2017 年环保使得生猪存栏减少约 2000 万头，划

定禁养区 4.9 万个。2018 年中央环保督查“回头看”，各地环保禁养继续加严。 

2015 年 4 月至 2016 年 6 月，猪价快速反弹，上涨了 67%。2014 年 1 月至 2015 年

6 月，猪粮比价持续低于盈亏平衡线，养殖利润亏损 11 个月，母猪产能快速去化。加上环

保淘汰了一定产能，生猪价格从 2015 年 4 月起开始上涨，下半年走出亏损期，至 8 月高

点上涨了 47%，随后开始季节性下调。由于 15 年冬季疫病多发，死亡率高，猪源短缺，

导致 2015 年 11 月开始价格又不断上涨，2016 年 6 月达到历史高位 21.20 元/千克，涨幅

达 31%。本轮上行期持续 15 个月，反弹幅度 67%。 

2016 年 7 月至 2018 年 4 月，猪价进入下行通道，并伴随季节性调整。2015 至 2016

年养殖高盈利使得养殖户补栏积极，2015 年 4 月至 6 月二元母猪价格上涨了 55%。母猪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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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周期，能繁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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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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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剩使得猪价进入下行通道。2016 年 7 月至 2016 年 10 月，夏季洪灾严重，生猪抛售，猪价

迅速下跌。2016 年 10 月至 2017 年 1 月，节日消费需求旺盛带动价格回升。2017 年 2 月至

2017 年 6 月，消费淡季叠加压栏抛售，屠宰企业屠宰量大幅增加，猪肉供给较多，猪价快

速下跌 23%。2017 年 7 月至 2018 年 1 月，季节性小幅反弹。 

2018 年 2 月至2018年 4 月，春节后消费低迷加上养殖场的集中抛售，猪价急速下跌，

3 个月跌了 30%。同时，2018 年二季度，猪粮比价持续跌破 6，最低降至 5.13。养殖利

润持续亏损 5 个月，产能主动去化。2016 年 7 月至 2018 年 4 月，猪价整体下行 49%。 

2018 年 8 月以来非洲猪瘟蔓延，扑杀和禁止调运使得产能快速去化，区域间价差扩

大。截止 2019 年 1 月 3 日，四川省猪价最高达到 19.95 元/公斤，而东北出栏均价低于 9.50

元/公斤。 

本轮猪周期上涨 15 个月，截止目前下跌 30 个月。2017 年因环保拆迁被动减少产能，

2018 年上半年生猪价格暴跌亏损主动去产能，下半年非洲猪瘟被动淘汰产能，预计 2019

年猪价将迎来大行情。 

图 13  2015 年至今猪周期 

 

资料来源：中国畜牧业信息网，东海证券研究所 

 

图 14  2015 年至今能繁母猪存栏量 

 
资料来源：中国畜牧业信息网，东海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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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  2015 年 5 月至 2016 年 12 月养盈利情况佳  图 16  2014 年 1 月至 2015 年 6 月猪粮比价持续低于 6 

 

 

 

资料来源：中国政府网，东海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中国政府网，东海证券研究所 

 

图 17  2017 年 3 月开始屠宰量大幅增加  图 18  2015 年 4 月至 6 月二元母猪价格上涨 55% 

 

 

 

资料来源：中国政府网，东海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中国政府网，国家统计局，东海证券研究所测算 

 

1.4.生猪养殖区域逐渐向东北和华中集中 

中国生猪养殖区域分布较为广泛。2017 年，肉猪出栏前 5 大省份四川、河南、湖南、

山东、湖北合计出栏 2.85 亿头，占全国出栏总量的 40.66%。对比 2007 年各省区生猪养

殖出栏量，2017 年河南超越湖南成为生猪养殖第二大省，湖北超过广东成为生猪养殖第五

大省。 

过去十年，受土地和环境的制约，南方和东部经济发达的部分地区限养和禁养生猪力

度不断加大。2007 年至 2017 年 10 年间，东北和华中地区肉猪出栏量分别增长了 37%和

35%，而华南和华东地区仅分别增长了 19%和 17%。 

中国生猪养殖逐渐向土地和饲料资源比较丰富的东北和中西部地区转移。比如:黑龙江、

湖北、河南、江西等省区不断有新建产能。而南方地区特别是沿海省份的产能从 2015 年

开始不断下滑。“南猪北养”逐渐成为近几年生猪养殖行业的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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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9  2007 年至 2017 年东北出栏量增幅大于华南  图 20  2007 年至 2017 年华中出栏量增幅大于华东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东海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东海证券研究所 

 

图 21  南方部分省区的出栏量从 2015 年开始下滑  图 22  部分内陆省区出栏量不断有新建产能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东海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东海证券研究所 

 

表 1  玉米、大豆、小麦产量前十地区（2017 年） 

 地区 玉米产量（万吨） 地区 大豆产量（万吨） 地区 小麦产量（万吨） 

1 黑龙江 3703.11 黑龙江 503.6 河南 3705.21 

2 吉林 3250.78 安徽 125.3 山东 2495.11 

3 山东 2662.15 内蒙古 100.5 安徽 1644.47 

4 内蒙古 2497.44 四川 53.3 河北 1504.12 

5 河南 2170.14 河南 50.6 江苏 1295.47 

6 河北 2035.48 江苏 47.1 新疆 612.58 

7 辽宁 1789.44 吉林 39.9 湖北 426.9 

8 四川 1068 山东 35.7 陕西 406.41 

9 山西 977.87 云南 31.5 甘肃 269.72 

10 云南 912.93 辽宁 28.2 四川 251.6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东海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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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年至 17 年华南地区出栏量增长了 19% 

07 年至 17 年东北地区出栏量增长了 37 % 

07 年至 17 年华东地区出栏量增长了 17% 

 

07 年至 17 年华中地区出栏量增长了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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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非洲猪瘟下的养殖新格局 

2.1.非洲猪瘟疫情超预期 

非洲猪瘟是一种由非洲猪瘟病毒引起的急性、烈性、高度接触性传染病，目前全世界

没有有效疫苗，发病率和死亡率近 100%。自 2018 年 8 月份以来，非洲猪瘟疫情已经持

续 5 个多月，主要呈点状式发生。前两个月疫情发生集中在中北部，2018 年 10 月份开始，

疫情蔓延至南方地区，全国范围内活猪调运受限。根据农业农村部统计，截止 2019 年 1

月 6 日，全国累计发生 96 起非洲猪瘟疫情，64 个疫区解除封锁。其中，首次发生疫情的

辽宁省已累计发生 14 起，其次是安徽发生 9 起。涉及生猪存栏 19.9 万头，发病 1.21 万

头，死亡 9376 头。目前辽宁、安徽、云南、湖南、上海、河南、江苏、浙江已经全部解

封。 

从国外的防控经验看，巴西防控非洲猪瘟耗时 6 年，而西班牙耗时 35 年，俄罗斯发

生非洲猪瘟已经 11 年了依然没有成功防控住非洲猪瘟。我国的养殖环境散户偏多，防控

难度大，养殖户生物安全意识薄弱，预计短期内非洲猪瘟很难彻底消除，疫情点状爆发或

将成为行业常态。 

 

图 23  国内非洲猪瘟疫情分布图（截止至 2019 年 1 月 6 日） 

 

资料来源：农业农村部，东海证券研究所整理 

注：数字为该省份累计发生的疫情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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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2  非洲猪瘟疫情发生疫点统计（截止至 2019 年 1 月 6 日）    

省份  
序

号 
确诊时间 

解除封锁

时间 
发生地区 

存栏

（头） 

发病

（头） 

死亡

（头） 

辽宁  

1 8 月 3 日  9 月 29 日  辽宁沈阳沈北新区  38 47 47 

2 9 月 30 日  11月 22日 辽宁营口大石桥市、老边区的 5 户养殖户  378 - 102 

3 10 月 7 日  11月 22日 
辽宁营口大石桥市高坎镇革家村、旗口镇宿东村、王围

村、新兴村和老边区路南镇新立村、边城镇北于杨村  
3358 334 93 

4 10 月 8 日  11月 27日 辽宁鞍山市台安县  460 160 160 

5 10月 11日 11月 25日 辽宁大连市普兰店区  1353 20 11 

6 10月 12日 11月 27日 辽宁鞍山市台安县新台镇  120 88 72 

7 10月 14日 11月 27日 辽宁鞍山市台安县桑林镇  180 14 14 

8 10月 14日 12 月 4 日  辽宁锦州市北镇市  19938 221 221 

9 10月 14日 12 月 3 日  辽宁盘锦市大洼区王家街道曙光村  1571 109 109 

10 10月 14日 12 月 3 日  辽宁盘锦市大洼区王家街道王家村  270 129 129 

11 10月 15日 11月 29日 辽宁铁岭市开原市庆云堡镇  6640 50 14 

12 10月 15日 12 月 3 日  辽宁盘锦市大洼区清水镇  4323 1030 1030 

13 10月 15日 12 月 3 日  辽宁盘锦大洼区王家街道  3223 31 20 

14 10月 16日 12 月 3 日  辽宁盘锦市大洼区西安镇  161 43 43 

河南  
15 8 月 16 日  10 月 1 日  河南省郑州市经济开发区  260 30 30 

16 9 月 14 日  10月 31日 河南省新乡市获嘉县  - 148 64 

江苏  
17 8 月 19 日  10 月 4 日  江苏省连云港市海州区  - 615 88 

18 9 月 3 日  10月 17日 江苏省无锡市宜兴市  97 12 9 

浙江  
19 8 月 22 日  10月 10日 浙江省温州市乐清市  - 430 340 

20 10月 21日 12 月 4 日  浙江台州市三门县  2280 56 56 

黑龙江  

21 9 月 5 日  11月 12日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郊区长青乡  87 39 12 

22 9 月 6 日  11月 12日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向阳区  203 26 10 

23 11月 19日 12月 31日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道外区（2 个养殖户）  900 269 269 

24 12 月 2 日  1 月 13 日  黑龙江省农垦总局北安管理局一野猪养殖场  375 
 

77 

25 12月 16日 1 月 27 日  黑龙江鸡西市鸡冠区  84 24 24 

26 1 月 2 日  2 月 13 日  黑龙江绥化市明水县  73000 4686 3766 

安徽  

27 8 月 30 日  10月 18日 安徽省芜湖市南陵县  459 185 80 

28 9 月 2 日  10月 17日 安徽省宣城市宣州区古泉镇  285 - 40 

29 9 月 2 日  10月 17日 安徽省宣城市宣州区五星乡  440 - 94 

30 9 月 3 日  10月 17日 安徽省宣城市宣州区金坝办事处  308 152 83 

31 9 月 6 日  10月 19日 安徽省滁州市凤阳县  886 62 22 

32 9 月 6 日  10月 19日 安徽省芜湖市南陵县许镇镇  30 13 4 

33 9 月 6 日  10月 19日 安徽省宣城市宣州区天湖街道办事处  52 15 15 

34 9 月 10 日  10月 24日 安徽省铜陵市义安区  219 63 23 

35 11 月 9 日  12月 23日 安徽省青阳县  8339 96 47 

内蒙古  

36 9 月 14 日  12月 19日 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阿巴嘎旗  - 16 16 

37 9 月 17 日  12月 19日 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正蓝旗  159 14 8 

38 9 月 21 日  12月 19日 内蒙古兴安盟科尔沁右翼中旗  138 23 22 

39 9 月 24 日  11 月 5 日  内蒙古呼和浩特回民区  388 4 2 

40 11月 23日 1 月 4 日  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昆都仑区  88 69 53 

吉林  41 9 月 21 日  11 月 1 日  吉林省公主岭南崴子街道  484 56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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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9 月 28 日  11 月 9 日  吉林松原长岭县  44 8 3 

43 11 月 8 日  12月 20日 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龙井市  930 144 144 

44 11月 16日 12月 28日 吉林省白山市浑江区 (野猪）  
   

天津  
45 10月 12日 12 月 5 日  天津市蓟州区侯家营镇  639 292 189 

46 11月 29日 1 月 10 日  天津市宁河区  361 
 

67 

山西  

47 10月 17日 11月 28日 山西大同市左云县  15 7 4 

48 10月 30日 12月 17日 山西太原市阳曲县  210 75 47 

49 11 月 3 日  12月 15日 山西省太原市阳曲县西凌井乡  47 25 7 

50 12 月 6 日  1 月 17 日  山西省临汾市尧都区  91 45 35 

51 12月 30日 2 月 10 日  山西省晋城市泽州县  8016 24 7 

云南  

52 10月 20日 12月 27日 云南昭通市镇雄县牛场镇  804 298 247 

53 10月 20日 12月 27日 云南昭通市镇雄县母享镇  353 247 247 

54 10月 30日 12月 11日 云南普洱市思茅区  36 5 1 

55 11月 16日 12月 28日 云南省昭通市威信县  1 1 1 

56 11月 17日 12月 29日 云南省昆明市呈贡区（屠宰场）  348 
  

湖南  

57 10月 22日 12 月 7 日  湖南益阳桃江县  546 44 17 

58 10月 22日 12月 17日 湖南常德桃源县  268 208 31 

59 10月 27日 12月 17日 湖南常德桃源县  7684 106 99 

60 10月 30日 12月 17日 湖南怀化市沅陵县  144 25 22 

61 11 月 5 日  12月 20日 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保靖县  119 11 4 

62 11 月 8 日  12月 23日 湖南省娄底市涟源市  9 4 1 

63 11月 20日 1 月 4 日  湖南省怀化市鹤城区  73 61 55 

贵州  

64 10月 25日 12月 13日 贵州省毕节市赫章县  10 8 8 

65 10月 26日 12月 13日 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3 个养殖户）  49 25 25 

66 12 月 9 日  1 月 20 日  贵州省贵阳市白云区  26 5 5 

67 12月 21日 2 月 1 日  贵州省黔南州龙里县  156 42 42 

重庆  
68 11 月 4 日  12月 21日 重庆市丰都县兴义镇  309 3 3 

69 12月 18日 1 月 29 日  重庆市璧山区  23 8 3 

湖北  

70 11 月 7 日  12月 19日 湖北省罗田县  821 22 4 

71 11月 12日 12月 29日 湖北省武穴市  147 7 6 

72 11月 15日 1 月 3 日  湖北省浠水县  636 24 13 

73 11月 25日 1 月 6 日  湖北省阳新县  63 9 5 

江西  

74 11 月 8 日  12月 23日 江西省上饶市万年县  154 49 49 

75 11月 17日 12月 29日 江西省上饶市鄱阳县  150 10 
 

76 11月 30日 1 月 11 日  江西省九江市柴桑区  159 16 4 

福建  

77 11 月 8 日  12月 22日 福建省莆田市城厢区  4521 85 85 

78 12月 20日 1 月 31 日  福建省三明市尤溪县  11950 27 27 

79 12月 24日 2 月 4 日  福建省南平市延平区  5776 35 11 

四川  

80 11月 15日 12月 30日 四川省宜宾市高县  40 16 10 

81 11月 17日 1 月 3 日  四川省成都市新津县  110 27 13 

82 12 月 5 日  1 月 16 日  四川省泸州市合江县  165 68 68 

83 12月 12日 1 月 23 日  四川省中市巴州区  117 51 19 

84 12月 16日 1 月 27 日  四川省绵阳市盐亭县  210 35 26 

上海  85 11月 17日 1 月 4 日  上海市金山区  314 50 11 

北京  86 11月 23日 1 月 4 日  北京市房山区  1325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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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11月 23日 1 月 4 日  北京市房山区  429 

 
37 

88 12 月 2 日  1 月 13 日  北京市通州区  9835 85 17 

89 12 月 5 日  1 月 16 日  北京市顺义区某种猪场  2461 53 26 

陕西  

90 12 月 2 日  1 月 13 日  陕西省西安市鄠邑区  245 205 79 

91 12 月 5 日  1 月 16 日  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  245 85 64 

92 12 月 9 日  1 月 20 日  陕西省神木市  33 19 19 

青海  93 12月 12日 1 月 23 日  青海省西宁市  69 14 14 

广东  

94 12月 19日 1 月 30 日  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  50 11 11 

95 12月 22日 2 月 2 日  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  6027 30 9 

96 12月 25日 2 月 5 日  广东省惠州市博罗县  90 11 11 

发生过疫情

省份合计  
 

   
199027  12144  9376  

尚未完全解

除封锁省份

合计  

 
   

132660  6931  5580  

资料来源：农业农村部，东海证券研究所整理 

注：绿色标注为已经解锁疫点，据统计疫点解锁时间一般为 42 天。解除封锁时间 1 月份的为 2019 年 1 月，其余默认为 2018 年。 

 

2.2.行业产能加速出清 

2018 年 8 月份以来受非洲猪瘟疫情的影响，调运受限、多地深亏、补栏下降，疫情

不确定性增加，行业产能加速出清。 

疫区扑杀而减少生猪存栏量。农业农村部公布自非洲猪瘟发生以来已累计扑杀生猪 60

万头。各地区政府对扑杀的生猪也进行了补贴，但仍然弥补不了养殖户的亏损，实际的减

少数量可能会超预期。 

主产区猪价持续下跌，多地跌破成本线。非洲猪瘟发生以来，调运受限使得区域间价

差不断拉大。主产区生猪无法调出价格持续下跌，而主销区生猪供给短缺价格不断攀升。

其中，东北地区亏损最为严重。以辽宁为例，截止 2019 年 1 月 2 日生猪均价跌至 9.3 元/

公斤，较非洲猪瘟发生前下跌 26%，持续亏损了 5 个月。据猪易数据，辽宁去产能预计

20%以上。 

仔猪补栏意愿低，仔猪价格已跌至上轮周期低点。非洲猪瘟以后，全国仔猪价格大幅

下滑。目前主产区辽宁已经低至 17 元/公斤，较疫情发生前下跌了 32%。全国来看，仔猪

平均价格跌至 23.06 元/公斤，较疫情发生前下跌了 12%。仔猪价格跌至上轮周期低点，

接近 2014 年年末前后的价格水平。养殖户补栏意愿低，加上调运受限，仔猪滞销，可能

会影响春节后的生猪供给。 

二元母猪价格降至 6 年来新低，能繁母猪存栏量加速下滑。截止 2018 年 12 月底，二

元母猪均价降至25.66元/公斤，创6年以来新低，行业补栏积极性持续低于历史底部水平。

2018 年农业农村部调整了能繁母猪统计口径，存栏数据的准确性提高。2018 年 11 月能繁

母猪存栏量同比下降 12%，降幅较 2018 年年初继续扩大。母猪产能拐点可能提前到来，

支撑 2019 年生猪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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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  主产区生猪价格持续下跌（元/公斤）  图 25  仔猪价格已跌破上轮周期低点（元/公斤） 

 

 

 
资料来源：博亚和讯，东海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博亚和讯，东海证券研究所 

 

图 26  二元母猪价格创 6 年以来新低  图 27  能繁母猪存栏量同比降幅扩大 

 

 

 
资料来源：博亚和讯，东海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博亚和讯，东海证券研究所 

 

2.3.“南猪北养”放缓，发展分区防控 

2018 年 12 月胡春华副总理在全国加强非洲猪瘟防控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强调：（1）

当前非洲猪瘟防控形势仍然十分严峻，任务十分艰巨。（2）要进一步完善防控机制，全面

实施分区防控，加强分类指导，建立健全区域防控统筹协调监督机制。（3）要调整优化生

猪生产流通方式，从长期防控非洲猪瘟等重大动物疫病的要求出发，科学规划生猪养殖布

局，切实加大屠宰产能布局调整，支持建设现代冷鲜肉品流通和配送体系，最大限度减少

生猪长途调运。 

从讲话内容可以看出，疫情仍然没有得到完全控制，风险不断。疫情给东北地区生猪

养殖造成了巨大冲击，之前“南猪北养”的发展思路可能将放缓。提倡分区防控，实现区

域内的生猪供需平衡，在大城市周边布局现代化养殖产能，可以缓解目前地区间生猪价差

过大的局面。 

目前区域联防的具体政策尚未发布，但部分省份已经开始了“点对点”生猪产销合作，

改善生猪市场供需失衡的局面。在生猪调运长期受限的情况下，点对点产销合作将进一步

扩大，保障猪肉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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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3  “点对点”生猪产销合作进一步扩大 

地区  时间  具体政策内容  

山东  2018 年 9 月 20 日 山东与浙江达成每天供应 600 吨生猪产品的对接 

河南  

2018 年 10 月 29 日 河南与浙江达成每月供应 1000 吨生猪产品的对接 

2018 年 11 月 1 日 河南与上海达成每天 1000 吨生猪产品的对接 

2018 年 11 月 26 日 河南与重庆达成每天 180000 多吨生猪产品的对接 

吉林  2018 年 10 月 19 日 农业农村部同意吉林实施“点对点”生猪调运 

黑龙江 
2018 年 11 月 26-28 日 黑龙江与西藏开展生猪产品产销对接 

2018 年 11 月 14 日 黑龙江与广东开展生猪产品产销对接 

青海  2018 年 11 月 19-20 日 

青海省暂定河南省漯河市双汇集团、商丘市贵友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新乡市

高金食品有限公司、开封市福润肉类食品有限公司、映西省渭南市生秦肉类

加工有限公司、成阳市双汇食品有限公司等 6 家大型生猪定点屠宰企业为猪

肉产品优先入青企业。 

资料来源：博亚和讯，东海证券研究所 

 

2.4.2019 年猪价或将反转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认为此次非洲猪瘟带来的影响可能超预期。主产区猪价持续下

跌，多地跌破成本线，养殖亏损严重。养殖户补栏意愿低，仔猪价格已跌至上轮周期低点，

二元母猪价格降至 6 年来新低，能繁母猪存栏量加速下滑，行业产能加速出清。同时，“南

猪北养”的进程可能放缓，未来将实现分区防控，实现区域内的生猪供给平衡。“点对点”

生猪产销合作将进一步扩大，保障猪肉供应。 

因此，在 2019 年产能收缩，消费端依旧保持平稳的背景下，预计猪价将有良好表现，

本轮猪周期或将提前实现反转。 

具体来看，我们预计 2019 年猪价将呈现 V 型反转。2019 年 1 月至 2 月，春节消费旺

季将带动猪价上涨。2019 年 3 月以后，消费淡季，猪价将季节性回调。2019 年 8 月开始

猪价逐渐回升，或将迎来反转，至年末达到高点，全年均价 13.7 元/公斤左右。 

图 28  2019 年生猪价格预测（元/公斤） 

 

料来源：中国畜牧业信息网，东海证券研究所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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