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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能聚集淮北平原，Top3 养殖市出栏占比超 43% 

淮北平原坦荡辽阔，地势略有倾斜适宜生猪养殖。安徽省生

猪养殖产能聚集于淮北平原，发挥区域集聚优势，规模化发
展生猪养殖产业。 2022 年安徽省全省生猪出栏量实现
2920.86 万头，出栏量 Top3 地级市为阜阳、宿州、亳州，出
栏量占全省的 43.08%。此外淮北平原还包括蚌埠、淮南、淮
北，淮北平原 2022 年出栏量占全省的 57.35%，聚集超出全
省一半的生猪养殖产能。 

▌ 生猪养殖规模化稳步推进，省内猪肉供大于需  

安徽省能繁母猪存栏数近期缓慢回落，生猪养殖行业集中度
稳步提升。2019 年之后，伴随猪瘟影响减弱，全省能繁母猪
存栏数从低点开始稳步回升，上升至 2022 年最高点，2023

年起至今，能繁母猪数再次回落，主因 2023 年猪价持续低
迷，行业进入产能去化阶段，同时 2023 年 10 月的疫病致使
母猪存栏数进一步下滑。安徽省全年猪肉供给大于省内需
求，盈余猪肉制成冻品或外调上海浙江。需求端，使用安徽
省居民人均猪肉消费量和安徽省常住人口数量进行推算，猪
肉供给量显著大于省内需求量。 

▌ 集团场产能占据半壁江山，中小散占比加速下降 

多家集团场能繁母猪总数超全省存栏半数。截至 2022 年底，
安徽省 Top10 猪企共有 83 万头能繁母猪，占全省能繁母猪存
栏数的 52.9%，占据全省生猪养殖产能的半壁江山。中小散

养户产能占比加速下降，产业集中度迅速提升。自 2018 年，
接连遭受非洲猪瘟以及其它疫病的侵袭，紧接 2023 年猪价长
期处于低位，大型规模场和集团场的资金优势和抗风险能力
逐步体现，产能占比提升。与之相反，中小散户因缺少资
金、技术和管理，经历长期疫病和经营亏损，产能占比不断
下降，并且下降速度正在不断加快。 

▌ 集团场支撑猪肉供给，中小散补栏偏弱 

2024 年预计安徽省中小散户产能因 23 年底疫病影响，补栏
延缓至 2024 年中；集团场及时补栏，生猪出栏占比将显著提
升，预估 2024 下半年集团场产能省内占比 80%-90%。集团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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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借自身的资金、管理和规模优势，迅速自 2023 年 10 月开
始两个月内完成洗消流程，于 2023 年 12 月开始进行母猪补
栏，预计该部分集团场补栏产能将会补充安徽省 2024Q4 起至
2025Q1 的生猪供给，集团场生猪产能将在本次疫病补栏过程
中显著提升安徽省内产能占比。与之相反，中小散户因经历
长期亏损，资金严重缺失，加上疫病带来的额外亏损，无法
及时进行母猪补栏，预计安徽省中小散户本轮母猪补栏从
2024 年 6 至 7 月开始，并且补栏量偏弱，该部分供给补充将
会延迟至 2025 年 6 月之后。整体来看，安徽省母猪产能补栏
速度相对较慢。同时 2024 年，安徽省内二次育肥占比不高。
所以，预计 2024 年以及 2025 年上半年，安徽省集团场生猪

供给产能占比将会显著提升，预估 2024 年集团场产能占比处
于 80%-90%之间，支撑安徽省猪肉供给，同时中小散户供给
占比将会大幅下降。 

 

▌ 风险提示 

生猪养殖行业疫病风险；自然灾害和极端天气风险；产业政
策变化风险；猪价上涨不及预期风险；饲料及原料市场行情
波动风险；宏观经济波动风险；产能扩张不及预期风险；生
猪养殖补栏情况不及预期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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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产能聚集淮北平原，Top3 养殖市出栏占比

超 43% 

淮北平原坦荡辽阔，地势略有倾斜适宜生猪养殖。安徽省整体地势西南区域高、东北

地区低，地形地貌南北差异大，具有山地、丘陵、台地、平原等地形。全省划分为淮北平

原、江淮丘陵和皖南山区三大自然区域，其中淮北平原为华北平原的一部分，农业资源丰

富，地势坦荡辽阔，利于建设大型生猪养殖基地，同时地势由西北微微向东南倾斜，一定

的倾斜角度有利于排水，防止积水和泥泞，适宜生猪养殖生产运营。 皖南山区虽有地势倾

斜，但多个生态功能重要区和生态环境敏感区分布于此，不适宜进行生猪养殖经营。 

安徽省生猪养殖产能聚集于淮北平原，发挥区域集聚优势，规模化发展生猪养殖产业。

2022 年安徽省全省生猪出栏量实现 2920.86 万头，其中根据安徽省统计局数据，阜阳/宿州

出栏量分别为 468.9/430.5 万头，亳州出栏量为 359.0 万头，这三市为安徽省 2022 年出栏

量 Top3 地级市，出栏量占全省的 43.08%。此外淮北平原还包括蚌埠、淮南、淮北，淮北平

原 2022 年出栏量占全省的 57.35%，聚集超出全省一半的生猪养殖产能。 

图表 1：安徽省地势情况  图表 2：2022 年安徽省地级市生猪出栏量分布 

 

 

 

资料来源：天地图，华鑫证券研究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安徽省统计局，Wind，华鑫证券研究 

  

2、 生猪养殖规模化稳步推进，省内猪肉供

大于需 

2.1、 能繁母猪存栏回落，规模化进程稳步推进 

全省能繁母猪近期缓慢回落，生猪养殖行业集中度稳步提升。2018 年非洲猪瘟袭来，

致使大量散户和中小场退场，安徽省全省能繁母猪数量迅速下降至 2019 年低点的 96 万头，

产能迅速萎缩。2019 年之后，伴随猪瘟影响减弱，全省能繁母猪存栏数开始稳步回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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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至 2022 年最高点 157 万头。2023 年起至今，能繁母猪数回落，主因 2023 年猪价持续低

迷，行业进入产能去化阶段，同时 2023 年 10 月的疫病致使母猪存栏数进一步下滑。

2024Q1 安徽省能繁母猪存栏数量为 131 万头。伴随着母猪存栏数的波动，安徽生猪养殖行

业集中度稳步提升，2018-2022 年省内年出栏 500 头以上规模化场户数占比分别为

0.82%/0.99%/1.27%/1.76%/2.40%，2019-2022年同比变动+0.16/+0.28/+0.49/+0.64pcts。 

图表 3：2019-2024Q1 安徽省能繁母猪存栏数（万头）  图表 4：2018-2022 年安徽省各规模养殖场数量占比 

 

 

 

资料来源：安徽省统计局，新猪派，华鑫证券研究  资料来源：中国畜牧兽医年鉴，Wind，华鑫证券研究 

  

2.2、 猪肉供大于求，外调上海浙江 

安徽省全年猪肉供给大于省内需求，盈余猪肉制成冻品或外调上海浙江。供给端，安

徽省年猪肉产量伴随生猪出栏量波动， 2018-2023 年安徽省全年猪肉产量分别为

243.9/197.8/183.4/238.7/248.3/262.4 万吨， 2019-2023 年分别同比变动 -18.90%/-

7.30%/+30.20%/+4.00%/+5.68%。需求端，使用安徽省居民人均猪肉消费量和安徽省常住人

口 数 量 进 行 推 算 ， 2018-2022 安 徽 省 猪 肉 消 费 年 总 量 分 别 为

134.1/125.7/110.5/146.7/161.4 万吨，猪肉供给量显著大于省内需求量。安徽省内盈余猪

肉供给将会被制成冻品或是外调至江苏、浙江、上海等地。 

图表 5：2018-2022 年安徽省生猪出栏数（万头）  图表 6：2019-2023 年安徽省猪肉产量（万吨）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钢联数据，华鑫证券研究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钢联数据，华鑫证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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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集团场产能占据半壁江山，中小散占比

加速下降 

多家集团场能繁母猪总数超全省存栏半数。安徽省 Top10 集团猪企包括牧原股份、天

邦食品、温氏股份、新希望、大北农、正大集团、禾丰食品、双胞胎、立华股份、正邦科

技，截至 2022 年底，安徽省 Top10 猪企共有 83 万头能繁母猪，占全省能繁母猪存栏数的

52.9%，占据全省生猪养殖产能的半壁江山。其中，牧原股份能繁母猪存栏约 35 万头，天

邦食品存栏约 12 万头，温氏存栏约 11.4 万头，新希望、大北农、正大、禾丰、双胞胎、

立华及正邦等合计存栏约 25万头。 

中小散养户产能占比加速下降，产业集中度迅速提升。自 2018 年，接连遭受非洲猪瘟

以及其它疫病的侵袭，紧接 2023 年猪价长期处于低位，大型规模场和集团场的资金优势和

抗风险能力逐步体现，年出栏 5 万头以上的大型规模场从 2019 年的 7 家提升为 2022 年的

75 家，增速 CAGR 为 120.46%。与之相反，中小散户因缺少资金、技术和管理，经历长期疫

病和经营亏损，产能占比不断下降，并且下降速度正在不断加快。2018-2022 年中小散户数

占比分别为 99.18%/99.01%/98.73%/98.24%/97.60%，2019-2022 同比变动分别为-0.16/-

0.28/-0.49/-0.64pcts。 

图表 7：2018-2022 年安徽省中小散户数占比  图表 8：2018-2022 年安徽省出栏 5 万头及以上规模场

（户） 

 

 

 

资料来源：中国畜牧兽医年鉴，Wind，华鑫证券研究  资料来源：中国畜牧兽医年鉴，Wind，华鑫证券研究 

  

4、 集团场支撑猪肉供给，中小散补栏偏弱 

2024 年预计安徽省中小散户产能因 23 年底疫病影响，补栏延缓至 2024 年中；集团场

及时补栏，生猪出栏占比将显著提升，预估 2024 下半年集团场产能省内占比 80%-90%。经

历 2023 年猪价长期处于低位导致的亏损期以及 2023 年 10 月至 2024 年初的疫病影响期，

安徽省能繁母猪产能快速去化。集团场凭借自身的资金、管理和规模优势，迅速自 2023 年

10 月开始两个月内完成洗消流程，于 2023 年 12 月开始进行母猪补栏。使用 10 个月生长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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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进行推算，预计该部分集团场补栏产能将会补充安徽省 2024Q4 起至 2025Q1 的生猪供给，

集团场生猪产能将在本次疫病补栏过程中显著提升安徽省内产能占比。与之相反，中小散

户因经历长期亏损，资金严重缺失，加上疫病带来的额外亏损，无法及时进行母猪补栏。

根据我们调研推算，预计安徽省中小散户本轮母猪补栏从 2024 年 6 至 7 月才开始，并且补

栏量偏弱，该部分供给补充将会延迟至 2025 年 6 月之后。整体来看，安徽省母猪产能补栏

速度相对较慢。同时 2024 年，安徽省内二次育肥占比不高，从商品猪出栏均重看，自 2024

年 1 月安徽省商品猪均重始终低于全国水平。所以，我们预计 2024 年以及 2025 年上半年，

安徽省集团场生猪供给产能占比将会显著提升，我们预估 2024 年集团场产能占比处于 80%-

90%之间，支撑安徽省猪肉供给，同时中小散户供给占比将会大幅下降。 

图表 9：2024 年初至今安徽省和全国商品猪出栏均重（公斤/头） 

 

资料来源：涌益咨询，华鑫证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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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风险提示 

（1） 生猪养殖行业疫病风险  

（2） 自然灾害和极端天气风险  

（3） 产业政策变化风险  

（4） 猪价上涨不及预期 风险 

（5） 饲料及原料市场行情波动风险  

（6） 宏观经济波动风险  

（7） 产能扩张不及预期风险  

（8） 生猪养殖补栏情况不及预期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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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业组介绍 
 
娄倩：农业首席分析师，中山大学学士，北京大学硕士，拥有 8 年从业经历，

具备实体、一级、一级半、二级市场经验，擅长产业链视角和草根一线，2024

年 7月入职华鑫证券研究所，聚焦生猪养殖产业链研究。 

卫正：农业组组员，中国人民大学学士，香港科技大学硕士，2024 年 8 月入职

华鑫证券研究所。 
 
 

▌ 证券分析师承诺 

本报告署名分析师具有中国证券业协会授予的证券投资咨询执业资格并注册为

证券分析师，以勤勉的职业态度，独立、客观地出具本报告。本报告清晰准确

地反映了本人的研究观点。本人不曾因，不因，也将不会因本报告中的具体推

荐意见或观点而直接或间接收到任何形式的补偿。 

 

▌ 证券投资评级说明 

股票投资评级说明： 

 投资建议 预测个股相对同期证券市场代表性指数涨幅 

1 买入 > 20% 

2 增持 10% — 0% 

3 中性 -10% — 10% 

4 卖出 < -10% 

行业投资评级说明： 

 投资建议 行业指数相对同期证券市场代表性指数涨幅 

1 推荐 > 10% 

2 中性 -10% — 10% 

3 回避 < -10% 

以报告日后的 12 个月内，预测个股或行业指数相对于相关证券市场主要指数

的涨跌幅为标准。 

相关证券市场代表性指数说明：A 股市场以沪深 300 指数为基准；新三板市场

以三板成指（针对协议转让标的）或三板做市指数（针对做市转让标的）为基

准；香港市场以恒生指数为基准；美国市场以道琼斯指数为基准。 

 

▌ 免责条款 

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鑫证券”）具有中国证监会核准的证券

投资咨询业务资格。本报告由华鑫证券制作，仅供华鑫证券的客户使用。本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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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不会因接收人收到本报告而视其为客户。 

本报告中的信息均来源于公开资料，华鑫证券研究部门及相关研究人员力求准

确可靠，但对这些信息的准确性及完整性不作任何保证。我们已力求报告内容

客观、公正，但报告中的信息与所表达的观点不构成所述证券买卖的出价或询

价的依据，该等信息、意见并未考虑到获取本报告人员的具体投资目的、财务

状况以及特定需求，在任何时候均不构成对任何人的个人推荐。投资者应当对

本报告中的信息和意见进行独立评估，并应同时结合各自的投资目的、财务状

况和特定需求，必要时就财务、法律、商业、税收等方面咨询专业顾问的意

见。对依据或者使用本报告所造成的一切后果，华鑫证券及/或其关联人员均不

承担任何法律责任。本公司或关联机构可能会持有报告中所提到的公司所发行

的证券头寸并进行交易，还可能为这些公司提供或争取提供投资银行、财务顾

问或者金融产品等服务。本公司在知晓范围内依法合规地履行披露。 

本报告中的资料、意见、预测均只反映报告初次发布时的判断，可能会随时调

整。该等意见、评估及预测无需通知即可随时更改。在不同时期，华鑫证券可

能会发出与本报告所载意见、评估及预测不一致的研究报告。华鑫证券没有将

此意见及建议向报告所有接收者进行更新的义务。 

本报告版权仅为华鑫证券所有，未经华鑫证券书面授权，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

以任何形式刊载、翻版、复制、发布、转发或引用本报告的任何部分。若华鑫

证券以外的机构向其客户发放本报告，则由该机构独自为此发送行为负责，华

鑫证券对此等行为不承担任何责任。本报告同时不构成华鑫证券向发送本报告

的机构之客户提供的投资建议。如未经华鑫证券授权，私自转载或者转发本报

告，所引起的一切后果及法律责任由私自转载或转发者承担。华鑫证券将保留

随时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权利。请投资者慎重使用未经授权刊载或者转发的华鑫

证券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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