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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猪养殖密度低，居民消费能力高 

浙江省内自然条件适宜生猪养殖。平原与盆地等平坦地区适

合农业和大规模生猪养殖，丘陵与山地则适合小规模和分散
式的生猪养殖。生猪养殖密度低，集中于中部金衢盆地。
2022 年浙江省全省生猪出栏量实现 850.53 万头。省内生猪
养殖场主要分布在杭州、金华、衢州和宁波，出栏量分别为
131.29、127.09、124.02 和 93.06 万头，占据全省出栏量的
55.90%。地区经济发达，居民消费能力强。2022 年，浙江居
民人均猪肉消费量为 31.72kg，高于全国居民人均猪肉消费
量 26.93kg。 

▌省内猪肉供给不足，区域价格优势明显  

浙江省内猪肉供给承压，存在区域销价优势。2022 年浙江人

均猪肉产量为 10.86kg，而浙江居民人均猪肉消费量为
31.72kg，猪肉的省内供给与需求存在较大缺口。近三年浙江
商品猪出栏均价为 17.43 元/公斤，高于近三年全国商品猪出
栏均价 16.57 元/公斤。城市化进程加快，农业用地紧张。浙
江对土地资源的需求不断增加，在一定程度上挤压农业用地
空间，使得农业用地面临更加紧张的局面。环保计划推进，
散户逐步退出。受养殖场环保治理计划的政策影响，浙江省
散养户产能逐步退出，养殖场总数减少。浙江省能繁母猪受
到非洲猪瘟、猪价持续走低等冲击影响，发生了较大的存栏
数量波动。2024 年猪价开始上升，养殖户积极补栏，能繁母
猪数量增加，2024H1实现母猪存栏 63.19万头。 

▌中小散逐步退出，集团场规模化养殖逐渐成熟 

浙江省散养户产能逐步退出，集团场规模化养殖模式逐渐成
熟。自 2013 年起，由于浙江省政府开始推进养殖场环保治理
计划，调整畜牧业养殖结构，并给予新建规模猪场财政补
贴。受政策引导，加之浙江的自然与经济条件适合规模化路
线，省内大型养殖场数量及占比逐渐上升。此外，国内生猪
市场于 2018 年遭遇非洲猪瘟，并于 2023 年猪价持续走低，
中小散养户由于资金规模劣势，抗风险能力差，中小养殖场
显著退出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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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场成为补栏主力，引领产能恢复 

2024 年预期浙江省集团场及时补栏恢复产能，提升省内猪肉
供给占比。浙江生猪市场于 2023 年经历全国猪价持续走低，
以及 2023 年 10 月至 2024 年初的疫病影响期，省内能繁母猪
数量迅速去化。集团场凭借规模优势于 2023 年 12 月疫病结
束后开始进行能繁母猪补栏，根据生猪 10 个月的养殖周期推
算，此次集团场补栏将会补充浙江省 2024Q4 至 2025Q1 的生
猪供给。中小散户于 2024 年 3 月起开始进行补栏，6 月至 7
月有明显补栏数量提升。浙江省集团场的产能呈上升趋势，
约提供省内 40%左右的生猪供给，剩余产能则由中小散户提

供。预估浙江省内中小散户会进一步降低自身产能占比，而
集团场能凭借自身的技术及规模优势，从外部市场冲击中恢
复自身产能，提升省内的猪肉产能供给占比，并凭借地区销
价优势增加养殖利润，成为地区生猪补栏主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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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猪养殖密度低，居民消费能力高 

省内自然条件适宜生猪养殖。浙江省地处中国东南沿海长江三角洲南翼，地势由西南

向东北倾斜，地形复杂。在全省陆域面积中，山地占 74.6%，水面占 5.1%，平坦地占 20.3%。

地形大致可分为浙北平原、浙西中山丘陵、浙东丘陵、中部金衢盆地、浙南山地、东南沿

海平原及滨海岛屿等六个地形区，其中平原与盆地等平坦地区适合农业和大规模生猪养殖，

丘陵与山地则适合小规模和分散式的生猪养殖。浙江地处亚热带中部，属季风性湿润气候，

气温适中，四季分明，光照充足，雨量丰沛，气候条件有利于生猪养殖业的发展。 

生猪养殖密度低，集中于中部金衢盆地。2022 年浙江省全省生猪出栏量实现 850.53 万

头。省内生猪养殖场主要分布在杭州、金华、衢州和宁波，出栏量分别为 131.29、127.09、

124.02 和 93.06 万头，占据全省出栏量的 55.90%。这些地区聚集超出全省一半的生猪养殖

产能,省内剩余出栏量则分布在温州、绍兴、丽水、台州等地区。 

地区经济发达，居民消费能力强。浙江地区居民收入较高，具有较大的生猪消费市场，

对猪肉消费能力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023 年，浙江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7.5 万元，仅次于

上海与北京，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022 年，浙江居民人均猪肉消费量为 31.72kg，高于

全国居民人均猪肉消费量 26.93kg。 

图表 1：浙江省地势情况  图表 2：2022 年浙江省地级市生猪出栏量分布 

 

 

 
资料来源：Bigemap，华鑫证券研究  资料来源：Wind，国家统计局，华鑫证券研究 

  

2、 省内猪肉供给不足，区域价格优势明显 

2.1、 猪肉供小于求，依赖外部调入 

浙江省内猪肉供给承压，存在区域销价优势。2022 年浙江人均猪肉产量为 10.86kg，

而浙江居民人均猪肉消费量为 31.72kg，猪肉的省内供给与需求存在较大缺口。由于省内猪

肉产量小于省内猪肉消费量，猪肉供给不足，叠加浙江居民偏好消费热鲜肉，这使得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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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猪价高于全国一般水平，存在区域销价优势。根据涌益咨询数据，近三年浙江商品猪

出栏均价为 17.43 元/公斤，高于近三年全国商品猪出栏均价 16.57 元/公斤。浙江省的猪

肉供应依赖外省调入，特别是与浙江地理位置相近、生猪养殖较为发达的省份，如江苏、

安徽、江西等。除了从外省调入外，浙江省也会通过进口渠道获取部分猪肉供应，以缓解

省内猪肉供给压力。 

图表 3：2018-2022 年浙江省猪肉产量（万吨）  图表 4：2018-2022 年浙江省猪肉居民人均消费量（公斤） 

 

 

 

资料来源：Wind，华鑫证券研究  资料来源：Wind，华鑫证券研究 

 

2.2、 农业用地紧张，散户产能逐步退出 

城市化进程加快，农业用地紧张。浙江作为东部沿海的经济大省，其城市化浪潮显著，

这一进程深刻影响着土地利用结构的变化，导致农业用地日益紧张。伴随制造业、服务业

等二三产业的迅速崛起，浙江的经济结构发生了深刻转型，对土地资源的需求急剧增加，

大量优质耕地被征用，转化为非农用地以满足城市扩张和产业升级的需要。浙江对土地资

源的需求不断增加，这在一定程度上挤压农业用地空间，使得农业用地面临更加紧张的局

面。 

环保计划推进，散户逐步退出。2013 年起浙江省政府开始推进养殖场环保治理计划，

调整畜牧业养殖结构。环保治理计划要求养殖场采取措施减少废弃物排放，防止污染环境，

一些不符合环保要求的养殖场需要搬迁或关闭。随着环保治理计划的推进，生猪养殖场需

要达到更高的环保标准，而中小散养户受自身规模与资金限制较难达到标准。受养殖场环

保治理计划的政策影响，浙江省散养户产能逐步退出，养殖场总数减少。 

图表 5：2018-2022 年浙江省养殖场数量（户）  图表 6：2018-2022 年浙江省各规模养殖场数量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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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华鑫证券研究  资料来源：Wind，华鑫证券研究 

 

2.3、 外部冲击致能繁母猪存栏波动 

浙江省能繁母猪受到非洲猪瘟、猪价持续走低等冲击影响，发生了较大的存栏数量波

动。2018 年爆发的非洲猪瘟对生猪养殖业造成了巨大冲击，导致大量母猪被扑杀，直接影

响了能繁母猪的数量，2019 年能繁母猪存栏数量降至 40.2 万头。随着非洲猪瘟影响减弱，

加上政府的支持政策，2020 年能繁母猪存栏数量提升至 58.1 万头。随后能繁母猪存栏数量

逐步提升，2022 年上升至最高点 71.1 万头。2023 年猪价持续低迷，养殖户减少补栏，加

之 10 月的疫病使得当年能繁母猪存栏数量下降至 65.13 万头。2024 年猪价开始上升，养殖

户积极补栏，能繁母猪数量增加，2024H1实现母猪存栏 63.19万头。 

图表 7：2018-2024H1 浙江省能繁母猪存栏数（万头） 

 
资料来源：Wind，国家统计局，华鑫证券研究 

  

0

20000

40000

60000

80000

100000

120000

140000

160000

180000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500头以下规模 500头以上规模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1-49头 50-99头 100-499头

500-999头 1000-2999头 3000-4999头

5000-9999头 10000-49999头 50000头以上

43.30 
40.20 

58.10 

69.30 71.10 

65.13 63.19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2023 2024H1



证券研究报告  
 
 

请阅读最后一页重要免责声明 7 

诚信、专业、稳健、高效 

 

3、 中小散逐步退出，集团场规模化养殖逐

渐成熟 

浙江省散养户产能逐步退出，集团场规模化养殖模式逐渐成熟。自 2013 年起，由于浙

江省政府开始推进养殖场环保治理计划，调整畜牧业养殖结构，2019 至 2021 年，浙江省政

府明确生猪养殖产业的规模化科学养殖新路径，不走散养污染环境老路，并给予新建规模

猪场财政补贴。受政策引导，加之浙江的自然与经济条件适合规模化路线，省内大型养殖

场数量及占比逐渐上升，年出栏 5 万头以上的大型养殖场从 2018 年的 5 家提升为 2022 年

的 12 家。 2018-2022 年省内年出栏 500 头以上的规模化场户数占比分别为

1.52%/1.57%/1.57%/1.66%/1.77%，2019-2022 分别同比变动+0.05/+0.00/+0.09/+0.11pcts。

此外，国内生猪市场于 2018 年遭遇非洲猪瘟，并于 2023 年猪价持续走低，中小散养户由

于资金规模劣势，抗风险能力差，中小养殖场显著退出减少，年出栏 500 头以下的中小型

养殖场从 2018年的 15.6万家减少至 2022年的 10.8万家。 

图表 8：2018-2022 年浙江省中小散户数占比  图表 9：2018-2022 年浙江省出栏 5 万头及以上规模场

（户） 

 

 

 

资料来源：Wind，华鑫证券研究  资料来源：Wind，华鑫证券研究 

  

4、 集团场成为补栏主力，引领产能恢复 

2024 年预期浙江省集团场及时补栏恢复产能，提升省内猪肉供给占比。浙江生猪市场

于 2023 年经历全国猪价持续走低，以及 2023 年 10 月至 2024 年初的疫病影响期，省内能

繁母猪数量迅速去化。集团场凭借规模优势于 2023 年 12 月疫病结束后开始进行能繁母猪

补栏，根据生猪 10 个月的养殖周期推算，此次集团场补栏将会补充浙江省 2024Q4 至

2025Q1 的生猪供给。对于中小散户,由于受到猪价持续走低以及疫病的影响较大，资金存在

短缺，在疫病结束后无法及时进行补栏。2024 年起国内生猪市场回暖，猪价持续走高。受

市场回暖影响，中小散户于 2024 年 3 月起开始进行补栏，6 月至 7 月有明显补栏数量提升。

浙江省集团场的产能呈上升趋势，根据我们调研推算，约提供省内 40%左右的生猪供给，剩

余产能则由中小散户提供，其中 100 头上下规模的中小家庭农场生存顽强。我们预估浙江

省内中小散户会进一步降低自身产能占比，而集团场能凭借自身的技术及规模优势，从外

98.48%

98.43% 98.43%

98.34%

98.23%

98%

98%

98%

98%

98%

99%

99%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5.00 5.00 
6.00 

10.00 

12.00 

0%

10%

20%

30%

40%

50%

60%

70%

0

2

4

6

8

10

12

14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5万头以上规模场户数 同比



证券研究报告  
 
 

请阅读最后一页重要免责声明 8 

诚信、专业、稳健、高效 

 

部市场冲击中恢复自身产能，提升省内的猪肉产能供给占比，并凭借地区销价优势增加养

殖利润，成为地区生猪补栏主力。 

图表 10：2018-2024H1 浙江省生猪出栏数（万头） 

 
资料来源：Wind，国家统计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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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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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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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