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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羽肉鸡：淡季价格坚挺，引种依然受限。3 月下旬开始，鸡肉价格稳步上涨，6 月

末屠宰加工企业白羽肉鸡产品综合价格回到 11.11元/公斤，同比上涨 8.7%，7月第

3 周价格为 11.13 元/公斤。本轮价格上涨略超预期，一方面，价格上涨于二季度传

统淡季；另一方面，2022 年上半年的鸡苗供应量由 3 个季度之前父母代鸡苗销量决

定，彼时父母代鸡苗同比增加 4.5%，当前供应水平不应紧缺，但是上半年商品代鸡

苗销量同比大幅减少 12%。我们认为，偏高的产能与偏低的供应水平或与种鸡质量

降低、持续低迷行情打击补栏情绪有关。由于毛鸡供应偏紧，但补栏意愿疲弱，行

业利润向养殖环节集中，近 4个月单羽盈利在 2元以上。往后来看，1）父母代鸡苗

的销售量自 2021 年 10 月开始拐点向下，对应今年下半年的商品代鸡苗出现实质性

的下降，供应或将进一步收紧；2）祖代引种断档已经持续 2 个月，上半年祖代雏鸡

累计更新数量仅 47 万套，同比减少 21.5%，其中 5、6 月更新数量分别为 0、4 万

套，引种量均为 0套，祖代更新不足对行业下游供应的冲击或将重演。  

⚫ 黄羽肉鸡：产能低位运行，猪鸡景气共振。黄羽肉鸡的价格自 2021年年中便开启上

涨，受季节性消费波动影响，2022年 3月之后价格有所承压，于 4月末再度开启上

涨，7月第 4周周末，中速鸡、慢速鸡价格已分别涨至 17.44、18.90元/公斤，同比

涨幅分别为 40.6%、38.8%。往后来看，1）根据黄羽肉鸡生长周期规律， 2022 年

Q3的商品代鸡苗供应量由 2021年 Q4父母代鸡苗供应量决定，2021Q4监测企业的

父母代鸡苗销量环比减少 7.7%，因此预计 Q3 市场依然处于鸡苗偏紧缺状态，叠加

黄鸡育肥平均周期约 3 个月，从而价格景气至少有望持续至年末，且存在进一步上

涨的可能。2）虽然价格恢复较早，但是由于原料价格上涨，行业的盈利始终没有得

到充分的恢复，进而掣肘行业补栏。2022 年上半年，全国父母代黄羽肉种鸡平均存

栏量 3946.8万套，同比减少 5.62%，仍处于近 3年低位，产能边际增量偏低，中期

对高价的压制程度或较弱。3）黄鸡消费场景与猪肉消费极为类似，从而在价格趋势

上与猪价具有较明显的同步特征，随着猪价拐点向上趋势明确，黄羽肉鸡的价格走

势有望与猪价同步上行。 

 
⚫ 白羽肉鸡：白羽肉鸡经历相对漫长的低迷后，下半年有望迎来相对确定性的供应拐

点，叠加行业偏弱的养殖效率、餐饮消费的逐步复苏以及北美引种持续断档催化，

行业至暗时刻已经过去，关注具备自主种源和养殖、食品两端的白鸡养殖龙头以及

业绩具备苗价和鸡价弹性的相关标的。 

⚫ 黄羽肉鸡：黄羽肉鸡产能去化相对明显，我们认为价格景气至少持续至年底，关注

后续价格超预期机会，关注温氏股份、立华股份、湘佳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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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羽：淡季价格坚挺，引种依然受限 

养殖环节利润恢复，鸡苗供应量增质减 
 

鸡肉价格坚挺，鸡苗价格分化。3月下旬开始，鸡肉价格稳步上涨，6月末屠宰加工企业白羽肉鸡

产品综合价格回到 11.11 元/公斤，同比上涨 8.7%，7 月第 3 周价格为 11.13 元/公斤，在消费淡

季表现依旧坚挺。鸡苗价格则有所分化，父母代环节自 5月中旬以来持续上升，6月末价格 22.44

元/套，同比下跌 68.0%，7月第 3周价格 25.46元/套，同比跌幅收窄至 60.8%；商品代鸡苗价格

经历 4~6月的高位后有所下跌，7月第 3周价格 2.17元/只，环比 6月下跌 17.4%。 

 

图 1：3 月下旬开始白羽肉鸡产品价格稳步上升 

 
数据来源：中国畜牧业协会，东方证券研究所 

 

图 2：7 月第 3 周父母代鸡苗价格 25.46 元/套  图 3：7 月第 3 周商品代鸡苗价格 2.17 元/只 

 

 

 

数据来源：中国畜牧业协会，东方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中国畜牧业协会，东方证券研究所 

 

种鸡质量影响鸡苗供应能力，季节性补栏淡季掣肘鸡苗价格。按照父母代鸡苗销量领先 3 个季度

商品代鸡苗销量规律来看，2022 年上半年的商品代鸡苗供应由 2021 年 Q2~Q3 的父母代鸡苗销

量决定，当时父母代鸡苗的销量并未出现明显的减量，处于稳步提升的状态，但是 2022年上半年

商品代鸡苗销量水平偏低，1-6月累计商品代鸡苗销量 30亿只，同比减少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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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022 上半年领先 3Q 的父母代鸡苗销量和商品代鸡苗销量相背离 

 

数据来源：中国畜牧业协会，东方证券研究所 

 

毛鸡供应偏紧，利润向养殖环节集中。我们认为，一方面，受到前期持续且长时间的低迷行情的

影响，养殖主体的补栏积极性有所减弱；另一方面，行业的种鸡质量或出现了下降导致在产父母

代生产能力下滑、毛鸡养殖存活率下降。从各环节利润分布可以看出，3 月下旬开始的产业链价

格恢复，对鸡苗端的利润提升有限，对养殖端的利润提升明显，屠宰环节的亏损则出现明显放大，

反应出市场毛鸡相对紧俏，从而利润集中在养殖环节。 

 

表 1：2022 年 1-7 月白羽肉鸡各环节盈利情况（单位：元/羽） 

月度 父母代利润 孵化利润 养殖利润 屠宰利润 

2022-01 -1.5 -0.4 0.0 -0.6 

2022-02 -1.2 -0.2 -0.1 -0.1 

2022-03 -1.7 -0.6 -0.9 0.0 

2022-04 -0.4 0.5 2.2 -1.6 

2022-05 0.0 0.2 2.0 -1.8 

2022-06 -0.2 0.7 2.0 -1.9 

2022-07* -0.9 -0.4 2.2 -1.6 

数据来源：博亚和讯，东方证券研究所（注：7月数据为截止 7月 22日均值） 

 

父母代拐点临近，下半年供应预计偏紧。按照产能分析框架，短期来看，在夏季的养殖主体或为

了规避高温天气出栏，从而出现了鸡苗量价两弱的现象，但天气转凉后，鸡苗的销售有望上升。

然而，父母代鸡苗的销售量自 2021 年 10 月开始拐点向下，对应今年下半年的商品代鸡苗供应中

枢回落，因此我们判断下半年白羽肉鸡价格有望保持坚挺。 

北美供种制约持续，祖代更新下降明显 
 

祖代环节高度依赖进口，美国是主要的进口国。我国白羽肉鸡行业的种源主要来自国外引进，近

年来，国内白羽肉鸡繁育水平有所提高，但是自繁的比例仍较低，2021 年国内祖代雏鸡自繁比例

30.37%，仍难以支撑国内的更新需求。从进口国家来看，自 2021 年 3 月新西兰安伟捷祖代鸡检

测出疾病等问题后，美国成为国内主要的白羽肉种鸡供应来源，2022 年上半年，我国进口美国肉

种鸡占比达到 90%，已经成为国内肉种鸡主要的供应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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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国内自繁比例仍较低  图 6：2022 上半年进口肉种鸡来源国结构 

 

 

 

数据来源：中国畜牧业协会，东方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海关总署，东方证券研究所 

 

上半年祖代更新下降 2成，5-6月均未能实现引种。上半年，祖代雏鸡累计更新数量约 47万套，

同比减少 21.5%，其中 5、6月更新数量分别为 0、4万套，主要因美国爆发禽流感，自美国引种

中断，6 月更新祖代均为国内自繁。受更新数量骤降影响，祖代换羽开始增加，上半年累计换羽

16.7万套，同比增加 139.6%，合计来看，上半年更新+换羽的祖代同比减少 5%。 

 

图 7：2022 年 5、6 月祖代更新量明显下降  图 8：2022 年上半年强制换羽量上升 

 

 

 

数据来源：中国畜牧业协会，东方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中国畜牧业协会，东方证券研究所 

 

美国禽流感疫情有所缓和，但出口限制仍在。6 月以来，美国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爆发情况有所

缓和，但尚未结束，7 月截止 21 日，家禽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报告 12 起、野生高致病性禽流感

59 只，较 6 月数据有所下降。由于禽流感的爆发，美国动物卫生检疫局不能向 25 个州签署向中

国出口禽类的动物产品出口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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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2022 年至今美国家禽禽流感疫情发生数  图 10：2022 年至今美国野生禽类检测出感染禽流感疫情数 

 

 

 

数据来源：CDC，东方证券研究所（注：7月截止 21日）  数据来源：CDC，东方证券研究所（注：7月截止 21日） 

 

 

表 2：美国动植物卫生检疫局不再签署出口中国兽医检疫证书州 

州名 检疫证书失效日期 州名 检疫证书失效日期 

印第安纳州 2022/2/8 北达科他州 2022/3/29 

特拉华州 2022/2/22 德克萨斯州 2022/4/2 

马里兰州 2022/3/4 蒙大拿州 2022/4/7 

密苏里州 2022/3/4 科罗拉多州 2022/4/8 

南达科他州 2022/3/5 密歇根州 2022/4/13 

艾奥瓦州 2022/3/6 爱达荷州 2022/4/14 

堪萨斯州 2022/3/11 宾夕法尼亚州 2022/4/15 

威斯康辛州 2022/3/14 犹他州 2022/4/25 

缅因州 2022/3/22 俄克拉荷马州 2022/4/30 

内布拉斯加州 2022/3/22 华盛顿州 2022/5/5 

纽约 2022/3/23 新泽西州 2022/5/17 

明尼苏达州 2022/3/25 俄勒冈州 2022/5/17 

北卡罗来纳州 2022/3/29 
  

数据来源：APHIS，东方证券研究所（截止 2022.7.20） 

 

祖代更新量将影响 2 年后商品代供应，是驱动白羽鸡行情的因素之一。从生长规律上来看，祖代

更新量的减少将影响 1-2 年内商品代鸡供应量。产能的断档对价格将产生趋势性的影响，例如

2013年国内祖代更新量达到高点后，更新量自 2014年开始下降，在 2015-2018年更新量均处于

偏低位置，进而白羽肉鸡在 2016年价格回升后，2017-2019年经历了持续的景气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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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2005 年以来国内祖代更新量变化  图 12：祖代更新量与 2 年后白羽肉鸡价格关系 

 

 

 

数据来源：中国畜牧业协会，东方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博亚和讯，中国畜牧业协会，东方证券研究所 

 

引种问题已显性化，后续供应压力或放大。目前，由于北美禽流感疫情造成的引种受限已经显性

化，虽然海关总署并未出台明确的进口禁令，但是美国已经不再签发相关疫情州的活禽出口检疫

证书，而在近 2 个月美国确定性无法进口背景下，其他引种国也未能恢复向中国的供种能力，全

年引种量下滑或成定局。此外，由于今年种鸡性能偏差，强制换羽对产能的补充或有限。从种源

端看，白羽肉鸡行业明年有望迎接高景气。 

 

黄羽：产能低位运行，猪鸡景气共振 

毛鸡成本涨幅明显，养殖效益恢复偏慢 
毛鸡价格涨幅迅猛。黄羽肉鸡的价格自 2021 年年中便开启上涨，受季节性消费波动影响，2022

年 3 月之后价格有所承压，于 4 月末再度开启上涨，7 月第 4 周周末，中速鸡、慢速鸡价格已分

别涨至 17.44、18.90元/公斤，同比涨幅分别为 40.6%、38.8%。 

图 13：4 月以来黄羽肉鸡价格持续回升 

 
数据来源：新牧网，东方证券研究所 

 

成本涨幅较大，鸡价恢复未能带动盈利明显修复。黄羽肉鸡虽然价格恢复较早，但是由于原料价

格上涨，行业的盈利始终没有得到充分的恢复，从上半年来看，协会监测企业的父母代雏鸡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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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 4.34元/套，同比涨幅 6.5%，而商品代毛鸡销售价同比涨幅 3.9%、成本价同比涨幅 7.7%。分

品种来看，快速型鸡依然亏损，而中速型、慢速型鸡的盈利水平甚至不及 2021年同期，高企成本

向上传导，使得补栏意愿偏低、鸡苗价格疲软。 

 

图 14：2022 上半年毛鸡价格涨幅不及成本涨幅  图 15：2022 上半年鸡苗价格表现疲软 

 

 

 

数据来源：中国畜牧业协会，东方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中国畜牧业协会，东方证券研究所 

 

表 3：黄羽肉鸡各品种养殖效益对比 

 销售量（亿只） 价格（元/只） 效益（元/只） 

快速型    

2021H 2.3 1.83 -0.25 

2022H 2.1 1.91 -0.15 

同比 -9.07% 3.92%  

中速型    

2021H 3.3 1.91 0.16 

2022H 2.7 1.83 0.04 

同比 -18.19% -4.51%  

慢速型    

2021H 4.0 2.18 0.24 

2022H 3.7 2.12 0.10 

同比 -6.32% -2.72%  

数据来源：中国畜牧业协会，东方证券研究所 

 

存栏仍在低位，下半年景气持续 
 

Q3 商品代鸡苗供应预计依然偏弱，景气至少有望持续至年末。根据黄羽肉鸡生长周期规律，父

母代鸡苗销量可以对应 3Q 后商品代鸡苗销量，因此 2022 年 Q3 的商品代鸡苗供应量基本上由

2021 年 Q4 父母代鸡苗供应量决定，2021Q4 监测企业的父母代鸡苗销量环比减少 7.7%，因此

Q3市场依然处于鸡苗偏紧缺状态，叠加黄鸡育肥平均周期约 3个月，因此价格景气至少可以持续

至年末，且存在进一步上涨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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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父母代雏鸡销量对应 3Q 后商品代雏鸡销量 

 

数据来源：中国畜牧业协会，东方证券研究所 

 

父母代存栏有所恢复，但仍位于近 3年低位。价格上涨带动行业产能恢复，22年 Q1、Q2父母代

雏鸡销量环比分别上升 5.0%、4.3%，但由于养殖效益偏弱，绝对量偏低，对存栏的贡献较小。

2022 年上半年，全国父母代黄羽肉种鸡平均存栏量 3946.8 万套，同比减少 5.62%。从监测企业

数据来看，5、6 月的在产父母代存栏量环比分别增加 1.7%、1.3%，但同比依然减少 7%、5.1%，

仍处于近 3年低位，产能边际增量偏低，中期对高价的压制程度或较弱。 

 

图 17：2022 年上半年全国父母代黄羽肉种鸡平均存栏量同比

减少 5.62% 

 图 18：2022 年 6 月监测企业在产父母代平均存栏量处于低位 

 

 

 

数据来源：中国畜牧业协会，东方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中国畜牧业协会，东方证券研究所 

 

 

餐饮消费为主，与猪价联动密切。黄羽肉鸡是国内本土肉鸡品种，其较长的生长周期可以沉淀更

多风味，尤其适合中式餐饮，家庭消费和中式餐馆消费是主要的消费渠道。黄鸡的这种消费场景

与猪肉消费极为类似，从而在价格趋势上与猪价具有较明显的同步特征。随着猪价拐点向上趋势

明确，黄羽肉鸡的价格走势有望与猪价同步上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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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9：黄羽肉鸡与白羽肉鸡消费渠道差异  图 20：黄羽肉鸡与生猪价格趋势一致 

 

 

 

数据来源：博亚和讯，东方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博亚和讯，东方证券研究所 

 

投资建议 

白羽肉鸡：白羽肉鸡经历相对漫长的低迷后，下半年有望迎来相对确定性的供应拐点，叠加行业

偏弱的养殖效率、餐饮消费的逐步复苏以及北美引种持续断档催化，行业至暗时刻已经过去。关

注具备自主种源和养殖、食品两端的白鸡养殖龙头以及业绩具备苗价和鸡价弹性的相关标的。 

黄羽肉鸡：黄羽肉鸡产能去化相对明显，我们认为价格景气至少持续至年底，关注后续价格超预

期机会，关注温氏股份(300498，买入)、立华股份(300761，未评级)、湘佳股份(002982，未评

级)。 

 

风险提示 

原材料价格波动 

鸡肉产品所用的主要原材料为玉米、豆粕等农产品。由于农产品的产量和价格受到天气、市场情

况等不可控因素的影响较大，价格变化波动较难预测，存在由于主要原材料价格发生异常变动而

导致养殖利润波动的风险。 

发生鸡类疫病 

存在发生禽流感或其它类似疫病的风险。禽流感等疫病在爆发期间，会导致鸡只的死亡，并对广

大民众的消费心理有较大负面影响，导致市场需求萎缩。 

消费需求下滑超预期 

经济超预期减速，蛋白需求超预期下降对消费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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