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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观点：

 中国生猪养殖产业现状

我国是传统的农业大国和人口大国，农业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

业。我国生猪养殖业经历了凭票消费、供给紧缺→自由购销、供给

紧缺→供给缓解→供给充足→估计过剩的过程，产业发展由小规模

→中小规模→中大规模化和一体化转变。生猪养殖前 20 出栏量占全

国出栏比重和欧美发达国家生猪养殖发展水平差距还很大。

 中国生猪养殖发展趋势

环保升级推动产业升级。环保要求提高了猪场建设在环保方面

的投入， 间接提高了生猪养殖成本，也无形中提高了进入生猪养殖

行业的门槛。

消费升级推动产业升级。消费升级倒推产业升级，安全、健康、

有特色的产品将是未来市场发展的方向。产业链上游积极向下游延

伸，下游企业也开始往上游拓展。

养殖向标准化、专业化发展。生猪养殖模式将会越来越标准化、

专业化。除了传统的繁育到肥猪出栏一体化的养殖模式外，种猪培

育→仔猪哺育→育肥饲养，各养殖阶段的专业化分工协作比例将不

断增加。

养殖区域分布调整，冷链物流体系完善。2018 年 3 月份农业农

村部发布关于加强畜禽移动监管有关事项的公告，公告鼓励畜禽养

殖、屠宰加工企业推行“规模养殖、集中屠宰、冷链运输、冷鲜上

市”模式。

产业与金融深入结合。猪周期对整个产业链影响巨大，猪价上

下波动，产业链上下游经营利润极不稳定，市场风险很大。金融工

具的运用对生猪产业乃至全国农业的健康发展将会发挥非常重要的

作用。

食品安全日益受重视，促进高端猪肉品牌的树立。生猪养殖过

程中添加剂的滥用难以有效控制。这种情形客观上促进了国内高端

猪肉品牌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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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险提示

非洲猪瘟疫情带来养殖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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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国生猪养殖产业现状

我国是传统的农业大国和人口大国，农业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随着

我国人口的增长和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城乡居民对高品质的畜、禽、水产

等农产品以及各种粮食加工作物的需求越来越大。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约

19.0%，猪肉消费量占世界猪肉消费量 49.6%，我国生猪养殖量占世界生猪

总养殖量 56.6%，我国生猪养殖在全世界的地位十分重要。猪肉在中国国内

肉类产量和消费量占比均超过百分之六十。同时伴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

快，农村人口大量涌进城市务工、生活，致使从事养殖业的农户数量大幅减

少，导致需求与供给的矛盾日益突出，为规模化养殖业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

广阔的空间。

我国生猪养殖业经历了凭票消费、供给紧缺→自由购销、供给紧缺→供

给缓解→供给充足→估计过剩的过程，产业发展由小规模→中小规模→中大

规模化和一体化转变。猪肉产量复合增长率经历了由十九世纪 80-90 年代的

7.0%，到二十一世纪的 1.7%。增长速度大幅减缓。针对在产业发展过程中

伴随出现的环境污染、低效率、价格大幅波动、瘦肉精、疫病等问题，一方

面政府通过法治和行政方式干预，加快生猪养殖产业走上绿色、高效和信息

化通道，一方面行业自身也在不断修复向好的方向发展。在这个过程中，涌

现出一批生猪养殖一体化企业，像温氏股份、牧原股份、正邦科技、新希望、

双汇发展等，通过纵向扩张和横向整合走全产业链一体化道路，在面对市场

风险时，占据一定的优势。

生猪养殖前 20 出栏量占全国出栏比重和欧美发达国家生猪养殖发展水

平差距还很大，美国生猪养殖前五市占率超过 30%。我国生猪产业链上游的

饲料企业集中度稍好于养殖环节，饲料行业前十五市占率超过 30%。规模屠

宰场市占率超过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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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 猪肉产量（万吨）

数据来源：W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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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wind，中邮证券研发部整理

图表 2 肉猪出栏头数（万头）

数据来源：W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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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wind，中邮证券研发部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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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3 种猪年末存栏数量（头）

数据来源：W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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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wind，中邮证券研发部整理

纵观我国生猪养殖产业发展历程，大致分为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生猪供给严重不足，1949-1978 年。开国后到改革开放前期，

国内经济缓慢恢复，生猪产业发展非常缓慢，市民以凭“猪肉票”消费猪肉。

1978 年全国生猪存栏 3 亿头，能繁母猪存栏 2415 万头，出栏量 1.61 亿头，

猪肉产量 789 万吨，年人均猪肉占有量 8.2 千克。

第二阶段：生猪产业恢复发展，1978-1984 年。农民获得生产自主经营

权，生猪养殖积极性提高，1984 年生猪出栏量 22047 万头，较 1978 年增长

37%，年人均猪肉占有量 13.84 千克，生猪供应紧缺程度得到一定程度缓解。

第三阶段：生猪产业快速发展，1985-1997 年。1985 年生猪购销政策全

面放开，市场自由交易开始，1988 年农业部“菜篮子工程”建设实施后，

生猪养殖快速发展，到 1997 年，全国猪肉产量大幅增加至 3596.3 万吨，较

1990 年增长 58%，年人均猪肉占有量 29.1 千克，首次超过美国年人均猪肉

占有水平，这一阶段生猪供给紧缺局面彻底扭转。这一阶段生猪养殖主要是

年出栏 500 头以下养殖户为主。

第四阶段：生猪产业结构调整阶段，即 1997-2006 年。这一阶段生猪产

业面临养殖效率低、收益低、饲养成本高、食品安全以及环保压力等问题，

促使生猪产业向提高生产效率、追求商品质量和优化养殖结构的方向转变，

生猪规模化养殖企业较大幅扩张，到 2002 年全国年出栏 500 头以上规模化

养殖占比接近 10%，2006 年年出栏 500 头以上规模化养殖占比达到 15%。例

如国内生猪养殖龙头企业牧原股份，1994 年的生猪养殖总规模 2000 头，到

1997 年出栏商品猪达到 10000 头。2006 年生猪出栏量 6.1 亿头，猪肉产量

4650 万吨，年人均猪肉占有量 35.38 千克。这一阶段，能繁母猪存栏增幅

45%，生猪存栏增幅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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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阶段：规模化发展阶段，2007 年至今。21 世纪以来，市场经济发

展迅速，生猪产业快速发展，受宏观经济、大资本涌入、疫病、国家政策调

控、食品安全事件、进口肉、环保政策等因素影响，生猪供应时而充足时而

紧缺，供给和需求难以达到稳定均衡，生猪和猪肉价格呈周期性大幅波动。

生猪产业上到饲料供应商、疫苗兽药供应商，中游的生猪养殖场户，下游的

屠宰加工，以及终端消费者，无一例外都要受到不同程度的风险波及。

2 中国生猪养殖发展趋势

2.1 环保升级推动产业升级

2014 年以来，国家相继出台了《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畜禽

养殖禁养区划定技术指南》、《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等一系列旨在加强环境

保护力度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对畜禽养殖业提出了更为严苛的环保要求，明

确规定了畜禽的禁养区范围、畜禽排泄物的处理标准，要求在全国范围内依

法关闭或搬迁禁养区内的畜禽养殖场（小区） 和养殖专业户， 畜牧养殖行

业整体进入了环保高压期。严苛的环保要求提高了猪场建设在环保方面的投

入， 间接提高了生猪养殖成本，也无形中提高了进入生猪养殖行业的门槛。

目前各地政府均提出了非常严格的发展生猪养殖的条件，为了确保环境良好，

所有猪场必须具备系统性的污染物处理体系。因此，新建猪场或老猪场都面

临如何解决养猪带来的污染问题。为了解决生猪养殖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

各规模化猪场需制定相关的环保措施以改善养殖环境，同时对养殖粪污资源

化利用进行探索，尽可能将养猪的污染问题降低到最小范围。

2.2 消费升级推动产业升级

如果我们把猪肉消费主力算成是 70 后、80 后、90 后人群，由于人均收

入水平提高以及健康的消费理念，消费者对安全、优质、品牌和特色猪肉产

品更加喜好，消费越来越多样化。消费升级倒推产业升级，安全、健康、有

特色的产品将是未来市场发展的方向。产业链上游积极向下游延伸，下游企

业也开始往上游拓展。

猪肉终端需求可分为：低端安全猪肉(饲料喂食)、中端有机猪肉、高端

地方特色猪肉。

2.3 养殖向标准化、专业化发展

我国生猪产业发展正处在规模化发展起步加速阶段，生猪养殖专业化进

程在不断加快。未来行业龙头不断纵横向整合壮大，其他养殖户将走专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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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工，生猪养殖模式将会越来越标准化、专业化。除了传统的繁育到肥猪出

栏一体化的养殖模式外，种猪培育→仔猪哺育→育肥饲养，各养殖阶段的专

业化分工协作比例将不断增加。

2.4 养殖区域分布调整，冷链物流体系完善

根据“十三五”生猪产业发展规划的生猪重点发展区和潜力增长区，重

点发展区在满足本区域需求同时，还要供应长三角和珠三角一带。潜力增长

区是发挥其资源优势，支持产业化龙头企业发展建设，发挥其产业带动作用。

生猪产业龙头企业在东北和西南的云贵地区的布局已有规划和建设，是将来

产业发展重点。不管是重点发展区还是潜力增长区，都离不开生猪或肉品的

物流调运。2018 年 3 月份农业农村部发布关于加强畜禽移动监管有关事项

的公告，公告鼓励畜禽养殖、屠宰加工企业推行“规模养殖、集中屠宰、冷

链运输、冷鲜上市”模式，提升畜禽就近屠宰加工能力，建设畜禽产品冷链

物流体系，减少畜禽长距离移动，降低动物疫病传播风险，维护养殖业生产

安全和畜禽产品质量安全。冷链物流配送体系将会有比较好的发展完善。

2.5 产业与金融深入结合

由于生猪养殖天然周期的存在，生猪价格呈现出周期性波动，即“猪周

期”。猪周期对整个产业链影响巨大，猪价上下波动，产业链上下游经营利

润极不稳定，市场风险很大。产业规避风险的诉求很迫切，从国内外市场发

展经验来看，生猪产业融合金融工具将成为产业上下游规避风险、稳定生产

的趋势。生猪产业目前国内已有探索的金融工具有期货+保险和饲料原料套

保，国内生猪期货品种已立项获批，距离上市也指日可待。金融工具的运用

对生猪产业乃至全国农业的健康发展将会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

2.6 食品安全日益受重视，促进高端猪肉品牌的树立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食品安全已经成为民

众关注的焦点。目前国内以散养为主的养殖模式是引发猪肉食品安全问题的

主要原因，散养情况下，政府监管部门无法对散养户进行全面监管，猪肉质

量和安全无法保证，生猪养殖过程中添加剂的滥用难以有效控制。这种情形

客观上促进了国内高端猪肉品牌的发展。一方面，能够打造高端猪肉品牌的

都是规模化的养殖企业，对于规模养殖企业来说，食品安全的违法成本极高，

一旦出现食品安全事故，对企业是毁灭性的打击，因此规模养殖企业将食品

安全放在极为重要的地位，从源头上杜绝食品安全事件的发生；另一方面，

规模化的养殖企业具备更高的养殖和育种水平，可以根据市场需求，培育出

肉质和口感更好的肉猪，以迎合消费者需要，同时养殖成本也因为规模化的

优势而更低。 目前市场上已经出现了部分区域性的高端猪肉品牌，未来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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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生猪养殖企业规模的扩大和异地养猪模式的推广，会有更多的高端猪肉品

牌出现。

3 农业部生猪价格跟踪

图表 4 活猪、仔猪、猪肉价格（元/千克）

数据来源：wind，中邮证券研发部整理

4 风险提示

非洲猪瘟疫情带来养殖损失。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免责条款部分 10

中邮证券投资评级标准

股票投资评级标准：

推荐： 预计未来 6个月内，股票涨幅高于沪深 300 指数 20%以上；

谨慎推荐： 预计未来 6个月内，股票涨幅高于沪深 300 指数 10%—20%；

中性： 预计未来 6个月内，股票涨幅介于沪深 300 指数-10%—10%之间；

回避： 预计未来 6个月内，股票涨幅低于沪深 300 指数 10%以上；

行业投资评级标准：

强于大市： 预计未来 6个月内，行业指数涨幅高于沪深 300 指数 5%以上；

中性： 预计未来 6个月内，行业指数涨幅介于沪深 300 指数-5%—5%之间；

弱于大市： 预计未来 6个月内，行业指数涨幅低于沪深 300 指数 5%以上；

可转债投资评级标准：

推荐： 预计未来 6个月内，可转债涨幅高于中信标普可转债指数 10%以上；

谨慎推荐： 预计未来 6个月内，可转债涨幅高于中信标普可转债指数 5%—10%；

中性： 预计未来 6个月内，可转债涨幅介于中信标普可转债指数-5%—5%之间；

回避： 预计未来 6个月内，可转债涨幅低于中信标普可转债指数 5%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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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券自营业务

公司经中国证监会批准，开展证券自营业务。使用自有资金和依法筹集的资金，以公司的名义开设证券账户买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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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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