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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关注 

⚫ 在非瘟与新冠的“双疫情”影响下，牛肉的消费替代功能和营养价值功效

逐渐显现，2020年至今全国牛肉平均价始终处于高位运行，且每月均高于

历史同期价格，并于 2021年 2月创下历史最高价 89.46元/公斤。2021年

至今全年平均价格为 86.41元/公斤，同比去年上涨 2.8%，比 2019年上涨

18.2%。 

核心观点 

⚫ 一方面，国内需求结构调整带来的牛肉消费上升。牛肉价格的上涨一方面

来自于国内需求结构调整带来的牛肉消费水平上升。近十年间，我国人均

牛肉消费量基本持续保持上升态势，2019年人均牛肉消费量达 5.94千克/

人，同比增加 10.4%，2020年达 6千克/人。但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人均

牛肉消费量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根据经合组织-粮农组织农业展望数据表

明，美国 2020 年人均牛肉消费量达 26.2 千克/人，邻国日本也有 7.48 千

克/人。 

⚫ 另一方面，国内牛肉的供给始终无法满足需求的上涨。2020 年肉牛存栏

6618 万头，同比减少 5%，出栏 4564 万头，同比增加 0.7%。2020 年春

节来临较早，因此全国育肥牛屠宰时间较早，然而新冠疫情出现后，全国活

牛交易市场受限，致使出栏与补栏空档期加大。虽然随着疫情的缓解，活牛

交易逐渐恢复正常，但国内肉牛育肥周期普遍延长，主流育肥周期在 12-15

个月，因此年初的养殖环节空档期仍然导致了育肥牛产能下降。此外，新冠

蔓延限制了外来活牛进口，延缓了补栏节奏。 

⚫ 国内供给不足依靠进口弥补，进口量呈持续增加态势。根据国家统计局数

据，2020年我国牛肉产量达 672万吨，同比增加 0.8%，低于需求增速。

国内供给不足只能依靠进口弥补缺口，2020 年我国累计进口牛肉 212 万

吨，牛肉自给率仅 76%。2021年 1-11月进口量已达到 213万吨，同比增

加 12%。 

⚫ 供给不足将是我国牛肉产业将面临的长期问题，政策鼓励肉牛产业加快发

展。2021年 4月，农村农业部印发《推进肉牛肉羊生产发展五年行动方案》

的通知，要求到 2025 年，牛羊肉自给率保持在 85%左右，牛羊肉产量分

别稳定在 680、500 万吨左右，牛羊规模养殖比重分别达到 30%、50%。

政府高度重视畜牧业产业发展，各地地方政府也推出对肉牛养殖户不同程

度的补贴，鼓励肉牛养殖行业发展。 

风险提示 

⚫ 农产品价格波动风险、疫病风险、行业竞争与产品风险、政策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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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农业板块跑赢大盘 7.2个百分点 

图 1：本周农业板块跑赢大盘 7.2个百分点 

 

资料来源：Wind、东方证券研究所 

 

图 2：本周饲料加工板块上涨 10.3% 

 

资料来源：Wind、东方证券研究所 

本周南美天气跟踪：巴西北部降水，南部干旱 

根据 NOAA，预计 12月 24-12月 30日，巴西东部、北部地区有大范围降水，南部和阿根廷北部

地区较为干旱。 

预计 12月 31-1月 6日，巴西中北部地区有降水，南部干旱面积和干旱程度有所减弱。 

图 3：南美未来第一周（21.12.24-21.12.30）降雨异常情况 

 

图 4：南美未来第二周（21.12.31-21.01.06）降雨异常情况 

 

 

 
数据来源：NOAA、东方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NOAA、东方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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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关注：牛肉价格高位运行 

在非瘟与新冠的“双疫情”影响下，牛肉的消费替代功能和营养价值功效逐渐显现，2020年至今

全国牛肉平均价始终处于高位运行，且每月均高于历史同期价格，并于 2021年 2月创下历史最高

价 89.46元/公斤。2021年至今全年平均价格为 86.41元/公斤，同比去年上涨 2.8%，比 2019年

上涨 18.2%。  

图 5：牛肉价格与猪肉价格走势对比  图 6：2021年牛肉价格保持同比上涨 

 

 

 

数据来源：农业部、东方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农业部、东方证券研究所 

 

一方面，国内需求结构调整带来的牛肉消费水平上升。近十年间，我国人均牛肉消费量基本持续保

持上升态势，2019 年人均牛肉消费量达 5.94 千克/人，同比增加 10.4%，2020 年达 6 千克/人。

但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人均牛肉消费量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根据经合组织-粮农组织农业展望

数据表明，美国 2020年人均牛肉消费量达 26.2千克/人，邻国日本也有 7.48千克/人。 

 

图 7：我国人均牛肉消费量持续上升  图 8：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人均牛肉消费量仍有较大空间  

 

 

 

数据来源：中国畜牧业协会牛业分会、东方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经合组织-粮农组织农业展望、东方证券研究所 

 

另一方面，国内牛肉的供给始终无法满足需求的上涨。2020年肉牛存栏 6618万头，同比减少 5%，

出栏 4564万头，同比增加 0.7%。2020年春节来临较早，因此全国育肥牛屠宰时间较早，然而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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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疫情出现后，全国活牛交易市场受限，致使出栏与补栏空档期加大。虽然随着疫情的缓解，活牛

交易逐渐恢复正常，但国内肉牛育肥周期普遍延长，主流育肥周期在 12-15个月，因此年初的养殖

环节空档期仍然导致了育肥牛产能下降。此外，新冠蔓延限制了外来活牛进口，延缓了补栏节奏。 

图 9：2020年肉牛存栏量 6618万头  图 10：2020年肉牛出栏量 4564万头 

 

 

 

数据来源：中国畜牧业协会牛业分会、东方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中国畜牧业协会牛业分会、东方证券研究所 

 

国内供给不足依靠进口弥补，进口量呈持续增加态势。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0年我国牛肉产

量达 672 万吨，同比增加 0.8%，低于需求增速。国内供给不足只能依靠进口弥补缺口，2020 年

我国累计进口牛肉 212万吨，牛肉自给率仅 76%。2021年 1-11月进口量已达到 213万吨，同比

增加 12%。 

图 11：我国牛肉产量增幅较小  图 12：供需缺口依靠进口补足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东方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海关总署、东方证券研究所 

 

供给不足将是我国牛肉产业将面临的长期问题，政策鼓励肉牛产业加快发展。2021年 4月，农村

农业部印发《推进肉牛肉羊生产发展五年行动方案》的通知，要求到 2025年，牛羊肉自给率保持

在 85%左右，牛羊肉产量分别稳定在 680、500万吨左右，牛羊规模养殖比重分别达到 30%、50%。

政府高度重视畜牧业产业发展，各地地方政府也推出对肉牛养殖户不同程度的补贴，鼓励肉牛养殖

行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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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政策鼓励肉牛养殖 

政策 时间 内容  

《云南省支持肉

牛产业加快发展

若干措施的通知》 

2020 年 9 月 

支持发展肉牛生产。2020—2022年，对新增肉牛存栏 3万头以上、新增存栏排

名前 3位的县、市、区，省财政每年给予奖补 500万元，排名 4—6位的，奖补

200万元，排名 7—10位的，奖补 100万元。支持优质育龄母牛扩群增量。2020—

2022 年，对肉牛养殖企业从国外新引进优质育龄母牛的，按照 1000 元/头给予

一次性奖补，由省财政承担 50%，州市、县财政合计承担 50%。 

《推进肉牛肉羊

生产发展五年行

动方案》 

2021年 4月 
到 2025年，牛羊肉自给率保持在 85%左右；牛羊肉产量分别稳定在 680万吨、

500万吨左右；牛羊规模养殖比重分别达到 30%、50%。 

《2021 年重点强

农惠农政策》 
2021年 7月 

实施肉牛肉羊增量提质行动。在北方农牧交错带和南方牛（羊）产业基础相对较

好的养殖大县，支持开展基础母牛扩群提质和种草养牛养羊全产业链发展，引导

增加基础母牛存栏，建立牛羊生产草畜配套、种养结合发展机制，提高牛羊肉产

品供给能力。 

资料来源：云南省人民政府，农业农村部，财政部，东方证券研究所 

 

风险提示 

农产品价格波动风险：农产品极易受到天气影响，若发生较大自然灾害，会影响销售情况、运输情

况和价格走势； 

疫病风险：畜禽类价格的阶段性波动易受到疫病等因素影响； 

行业竞争与产品风险：公司产品的推广速度受到同行业其他竞争品的影响，可能造成销售情况不及

预期； 

政策风险：农业政策推进进度和执行过程易受非政策本身的因素影响，造成效果不及预期，影响行

业变革速度和公司的经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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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师申明 

每位负责撰写本研究报告全部或部分内容的研究分析师在此作以下声明： 

分析师在本报告中对所提及的证券或发行人发表的任何建议和观点均准确地反映了其个人对该证

券或发行人的看法和判断；分析师薪酬的任何组成部分无论是在过去、现在及将来，均与其在本研

究报告中所表述的具体建议或观点无任何直接或间接的关系。 

投资评级和相关定义 

报告发布日后的 12个月内的公司的涨跌幅相对同期的上证指数/深证成指的涨跌幅为基准； 

公司投资评级的量化标准 

买入：相对强于市场基准指数收益率 15%以上； 

增持：相对强于市场基准指数收益率 5%～15%； 

中性：相对于市场基准指数收益率在-5%～+5%之间波动； 

减持：相对弱于市场基准指数收益率在-5%以下。 

未评级 —— 由于在报告发出之时该股票不在本公司研究覆盖范围内，分析师基于当时对该

股票的研究状况，未给予投资评级相关信息。 

暂停评级 —— 根据监管制度及本公司相关规定，研究报告发布之时该投资对象可能与本公

司存在潜在的利益冲突情形；亦或是研究报告发布当时该股票的价值和价格分析存在重大不

确定性，缺乏足够的研究依据支持分析师给出明确投资评级；分析师在上述情况下暂停对该股

票给予投资评级等信息，投资者需要注意在此报告发布之前曾给予该股票的投资评级、盈利预

测及目标价格等信息不再有效。 

行业投资评级的量化标准： 

看好：相对强于市场基准指数收益率 5%以上； 

中性：相对于市场基准指数收益率在-5%～+5%之间波动； 

看淡：相对于市场基准指数收益率在-5%以下。 

未评级：由于在报告发出之时该行业不在本公司研究覆盖范围内，分析师基于当时对该行业的

研究状况，未给予投资评级等相关信息。 

暂停评级：由于研究报告发布当时该行业的投资价值分析存在重大不确定性，缺乏足够的研究

依据支持分析师给出明确行业投资评级；分析师在上述情况下暂停对该行业给予投资评级信

息，投资者需要注意在此报告发布之前曾给予该行业的投资评级信息不再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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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证券研究报告（以下简称“本报告”）由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制作及发布。 

 

 。本公司不会因接收人收到本报告而视其为本公司的当然客户。本报告的全体接
收人应当采取必要措施防止本报告被转发给他人。 

 

本报告是基于本公司认为可靠的且目前已公开的信息撰写，本公司力求但不保证该信息的准确性和完整性，客

户也不应该认为该信息是准确和完整的。同时，本公司不保证文中观点或陈述不会发生任何变更，在不同时

期，本公司可发出与本报告所载资料、意见及推测不一致的证券研究报告。本公司会适时更新我们的研究，但

可能会因某些规定而无法做到。除了一些定期出版的证券研究报告之外，绝大多数证券研究报告是在分析师认

为适当的时候不定期地发布。 

 

在任何情况下，本报告中的信息或所表述的意见并不构成对任何人的投资建议，也没有考虑到个别客户特殊的

投资目标、财务状况或需求。客户应考虑本报告中的任何意见或建议是否符合其特定状况，若有必要应寻求专

家意见。本报告所载的资料、工具、意见及推测只提供给客户作参考之用，并非作为或被视为出售或购买证券

或其他投资标的的邀请或向人作出邀请。 

 

本报告中提及的投资价格和价值以及这些投资带来的收入可能会波动。过去的表现并不代表未来的表现，未来

的回报也无法保证，投资者可能会损失本金。外汇汇率波动有可能对某些投资的价值或价格或来自这一投资的

收入产生不良影响。那些涉及期货、期权及其它衍生工具的交易，因其包括重大的市场风险，因此并不适合所

有投资者。 

 

在任何情况下，本公司不对任何人因使用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所引致的任何损失负任何责任，投资者自主作出

投资决策并自行承担投资风险，任何形式的分享证券投资收益或者分担证券投资损失的书面或口头承诺均为

无效。 

 

本报告主要以电子版形式分发，间或也会辅以印刷品形式分发，所有报告版权均归本公司所有。未经本公司事

先书面协议授权，任何机构或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转发或公开传播本报告的全部或部分内容。不得将报

告内容作为诉讼、仲裁、传媒所引用之证明或依据，不得用于营利或用于未经允许的其它用途。 

 

经本公司事先书面协议授权刊载或转发的，被授权机构承担相关刊载或者转发责任。不得对本报告进行任何有

悖原意的引用、删节和修改。 

 

提示客户及公众投资者慎重使用未经授权刊载或者转发的本公司证券研究报告，慎重使用公众媒体刊载的证

券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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