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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邮证券农业报告：  

中性 生猪消费、养殖及发展趋势 

研发部 核心观点： 

 中国生猪消费产业现状 

从肉类产量结构比较看，猪肉产量占 62%，禽肉占 22%，牛肉占

8%，羊肉占 5%。每年生产并消费猪肉约 5500万吨，占全球猪肉产量

（1.1亿吨）的 50%。 

 中国生猪养殖发展趋势 

生猪养殖户比重总体呈下降态势。八年多时间内，生猪养殖户比

重累计下降 12.88 个百分点。 

生猪存栏、能繁母猪存栏、生猪出栏均有所减少，能繁母猪生产

能力有所提高。规模场平均在 21头，好些的规模场达到 24~25头。

随着规模化水平提升，我国还有较大的增长空间。 

成本收益情况。生猪养殖平均盈利波动加大。 

 非洲猪瘟影响及后期展望 

短期影响：供需关系发生改变，生猪市场价格止涨回跌。中长期

影响：供给有所减少，利好后期生猪市场，但存在不确定性。 

近期趋势及后市展望。短期内生猪价格保持上涨态势，猪周期提

前反转，2019年生猪养殖明显好于 2018年，未来短期内价格仍将高

位持续。 

 农业部生猪价格跟踪 

农业部统计数据显示，活猪、仔猪、猪肉价格持续走高，截至 10

月 16日，每公斤分别为 33.16元、67.57元、49.96元。 

 风险提示 

非洲猪瘟疫情带来养殖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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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国生猪消费产业现状 

当前我国生猪产业呈现出数量大幅增长、质量明显提升的态势，同时区域差异较为

明显，养殖集中度快速提高。 

从肉类产量结构比较看，猪肉产量占 62%，禽肉占 22%，牛肉占 8%，羊肉占 5%。 

从猪肉消费结构分析，我国 13.8 亿人口，占全国人口总量（73亿人）的 18.9%；

每年生产并消费猪肉约 5500万吨，占全球猪肉产量（1.1亿吨）的 50%。猪肉人均占有

量约 41.5千克，是全球平均水平（15 千克）的 2.8倍。近十年来，人均猪肉消费约占

肉类消费总量（65千克）的 64%。城乡居民家庭消费仍存在较大的差距。 

猪肉贸易方面，2016年进口量最高达 162万吨，同比增长 108.4%。主要进口来源

国：西班牙、德国、美国、丹麦。2011年美国是我国生猪产品第一来源国，所占比重高

达 59.3%；到 2017年，美国仍是第一来源国，但进口比重已降至 23.4%。 

2016年，进口美国猪肉 21.55万吨，占全国的 13.3%；2017 年，进口美国 16.6万

吨，占全国 121.6万吨的 14%。 2016 年，进口美国猪杂 42.4万吨，占全国 133.4万吨

的 32%；2017年，进口美国 41.6万吨，占全国 123.6万吨的 34%。 

近几年主要出口到香港、澳门，占比超过 95%。 

全球猪肉出口总量约 800 万吨，日韩等每年进口量 400 多万吨，中国进口量约占

15%；2017年，中国猪肉进口总量占国内消费总量的 2.2%。 

2 中国生猪当前生产形势分析 

2.1 生猪养殖户比重总体呈下降态势 

2010年 1月到 2018年 7月的八年多时间内，生猪养殖户比重累计下降 12.88个百

分点。由 2010年初的近 6000万减少为当前的 3000万。 

 

2.2 生猪存栏、能繁母猪存栏、生猪出栏均有所减少 

上半年，猪牛羊禽肉产量 3995万吨，同比增长 0.9%；其中，猪肉产量 2614万吨，

增长 1.4%。生猪存栏 40904 万头，同比下降 1.8%；生猪出栏 33422 万头，增长 1.2%。 

2.3 能繁母猪生产能力有所提高 

2010年前后，PSY为 13头；2017 年，超过 17头；7年增长 31%，年均增长 3.93%。

规模场平均在 21头，好些的规模场达到 24~25头。随着规模化水平提升，我国还有较

大的增长空间。生猪出栏活重明显增加，由 2010年的 110千克增加到当前的约 125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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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增长 13.6%；年均增长 1.84%。2018 年前几个月，平均出栏活重达 124.25 千克，

较去年同期 121.38千克增长 2.36%。 

2.4 成本收益情况 

按加权平均计算，2012全年每头生猪平均盈利不足 90元，2013 全年平均盈利不足

70 元，均属偏低水平；2014年，每头生猪平均亏损 100元，创下了历史罕见的亏损纪

录；2015 年头均盈利也仅有 110元，2016年超过 400元，2017为 180元；2018年前七

个月平均亏损 63元/头。 

 

图表 1 活猪、仔猪、猪肉价格（元/千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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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Wind

产量:猪肉

1980 1985 1990 1995 2000 2005 2010 20151980

1200 1200

1800 1800

2400 2400

3000 3000

3600 3600

4200 4200

4800 4800

5400 5400

6000 6000



 

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免责条款部分 

 

图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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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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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非洲猪瘟影响及后期展望 

3.1 非洲猪瘟特点及其在全球的传播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官网介绍称：非洲猪瘟是由一种急性且传染性很高

的滤过性病毒所引起的猪病。被感染的生猪多表现为食欲减退，高温，心跳加快，呼吸

困难，皮肤发绀和出血等。虽然发病过程短，但死亡率几乎可以高达 100%。世界动物

卫生组织（OIE）将其列为法定报告动物疫病，我国将其列为一类动物疫病，会造成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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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经济损失的猪的“瘟疫”。 

非洲猪瘟不传染人，全世界范围广泛流行，发病率及死亡率高，一年四季均可发生。

不耐高温，高温、消毒剂可以有效杀灭病毒。 

3.2 非洲猪瘟的影响 

短期影响：供需关系发生改变，生猪市场价格止涨回跌。一是疫情使得部分养殖场

（户）恐慌性出栏，市场供给略有增加；二是对消费者心理影响较大，市场需求有所减

少；三是猪肉市场供需关系改变，生猪价格止长回跌；四是生猪调运受阻，主产区尤其

是疫区跌幅较大。 

中长期影响：供给有所减少，利好后期生猪市场，但存在不确定性。一是疫情使得

近期出栏增多、补栏意愿降低，后市供给将出现阶段性减少；二是若疫情得到有效控制，

消费需求将逐步恢复正常；三是供需偏紧态势明朗，后市价格或仍有上涨空间；四是疫

区生猪调运或将长期受阻，区域性价差一定时期内还将存在。 

3.3 近期趋势及后市展望 

短期内生猪价格保持上涨态势，猪周期提前反转，2019年生猪养殖明显好于 2018

年，未来短期内价格仍将高位持续。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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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风险提示 

非洲猪瘟疫情带来养殖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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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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析师声明 

撰写此报告的分析师（一人或多人）承诺本机构、本人以及财产利害关系人与所评价或推荐的证券无利害关系。 

本报告所采用的数据均来自我们认为可靠的目前已公开的信息，并通过独立判断并得出结论，力求独立、客观、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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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责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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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供参考，报告中的信息或所表达观点不构成所涉证券买卖的出价或询价，中邮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不对因使用本报

告的内容而引致的损失承担任何责任。客户不应以本报告取代其独立判断或仅根据本报告做出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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