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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生猪产业发展形势及后市展望 

 

王祖力  王济民 

2013年以来，生猪产业经历了快速下滑之后又快速回升的

过程。1月份第 4周到 5月份第 2周，生猪价格由 17.31元/公

斤快速下滑至 12.56元/公斤，跌幅达 27.44%；之后开始上涨，

截至 9 月份第 1 周，生猪价格已上涨至 16.00 元/公斤,涨幅为

27.31%。养殖户 4 月份出栏一头生猪亏损 200 元，到 8 月份则

能盈利 120元以上。总体来看，2013 年以来的生猪生产和价格

波动属于正常波动，第四季度价格将以季节性回升为主。考虑

到生猪生产的年度周期规律，2014年可能进入新一轮上升通道。 

一、2013 年生猪生产基本形势 

（一）生猪价格春节后连续下跌，五月开始回升，目前已

经超过去年同期水平。随着 2013年春节的结束，国内猪肉市场

需求快速减少，仔猪、活猪及猪肉价格连续下跌。据农业部对

全国 480 个集贸市场畜禽产品和饲料价格定点监测，2013 年 5

月份第 2周（采集日为 5月 8日）全国活猪平均价格 12.56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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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斤，比上周下降 0.1%，与去年同期相比下降 12.8%，连续 15

周下跌。5 月份第三周开始，活猪价格又开始持续回升，到 9

月份第 1周（采集日为 9月 4日），全国活猪平均价格 15.99元

/公斤，比上周上涨 0.6%，与去年同期相比上涨 8.7%，连续 17

周上涨。 

（二）生猪和能繁母猪存栏高于近五年平均水平，产能相

对充足，市场供应问题不大。农业部 4000个监测点数据显示，

2013年前 8个月生猪存栏总体呈增加趋势，能繁母猪存栏虽有

减少，但幅度较小。8 月份生猪存栏环比增长 0.9%，同比增长

0.5%；能繁母猪存栏环比增长 0.3%，同比增长 0.9%。与近几年

同期水平比较，当前生猪存栏及能繁母猪存栏虽低于 2009，但

明显高于 2010、2011 和 2012年，也高于近五年同期平均水平。

据此可以判断，当前生猪存栏及能繁母猪存栏相对较为充足，

加上各种因素导致的市场需求不足，前 8 个月生猪市场供给总

体表现出略有过剩态势。 

（三）生猪养殖从 3 月开始连续亏损 4 个月，7 月盈亏基

本平衡，8 月头均盈利 120 元以上。从养殖户成本收益数据来

看，2013年前 8个月活猪平均价格快速下跌之后迅速上升，养

猪户每头生猪销售收入由 1月的 1987元降至 4月的 1440元（减

少了 547元，降幅达 27.53%），到 8月份又提高到 1809 元（增

加 369元，增幅为 25.63%）；养殖总成本由 1月的 1656元增加

到 8 月的 1685 元，增加 29 元，增幅为 1.75%，呈稳中略增态

势。1 月份养殖场户每出售一头生猪可盈利 331 元，到 4 月份

则转变为亏损 211元，与 1月比相差 542元，亏损额达到 2009

年以来最高水平；随着活猪价格的持续回升，生猪养殖盈利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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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开始又不断好转，8 月份出栏一头生猪平均盈利 123 元，已

回归至接近正常水平。从亏损面数据来看，养殖亏损户占出栏

总户数的比重由 1 月的 6.56%快速增加到 4 月的 82.93%，亏损

面创下近几年新高，到 8月又下降至 19.19%。 

二、趋势、热点及相关讨论 

（一）小散户退出速度减缓，存留养殖户抗跌能力大大增

强。与前几年散养户刚性退出不同，虽然 2013上半年生猪及猪

肉价格快速下滑，养殖户亏损达到 2009年以来最严重的程度，

生猪养殖户比重并未出现类似前几年的持续减少。相反，5 月

和 6 月还出现回升。虽然近两个月再次下降，但幅度很小。这

表明，经过前几年的逐渐退出，散养户该退的已经退出，仍然

留在生猪养殖业的，多是有一定实力、抗风险能力较强的养殖

户。结合近期的“补栏热”和母猪存栏持续高位的情况，业内

人士普遍认为，如今的养殖户有足够的资金撑过高温淡季行情，

目前国内生猪和能繁母猪存栏量整体高位运行，上半年行业内

大量淘汰母猪的现象未曾出现，足以说明这一点。 

（二）《缓解生猪市场价格周期性波动调控预案》有一定效

果，减缓了生猪价格的深度下跌。3 月初，猪粮比价跌破 6∶1

盈亏平衡点后，国家迅速启动缓解生猪市场价格周期性波动调

控预案，发布预警信息，建议广大养殖户合理调整生产，避免

大的亏损；4月份以来，以略高于市场的价格，在 20多个省份

分三批开展中央储备冻猪肉收储。同时，四川、安徽、海南、

上海等地及时启动当地预案，积极开展地方冻猪肉收储。5 月

份以来，预案调控效果逐渐显现，生猪价格、猪粮比价开始止

跌回升，出现了淡季价格逆转的行情（注：每年的 4-7 月是猪



 4 

肉消费淡季，通常价格较低）。截至 7 月第 1周，全国平均生猪

出场价格为每公斤 14.30 元，连续 8 周上涨，较前期低点（5

月第 2周每公斤 12.56元）累计上涨 13.85%；猪粮比价为 5.81∶

1，创下近 17周以来的新高，接近盈亏平衡点。 

（三）阶段性供需失衡，是 7 月、8 月生猪价格快速上涨

的主因。尽管政府第二轮收储政策发布时，市场普遍预计生猪

价格能够反弹，但反弹的力度之大还是超出了市场预期。据对

全国 480个农村集贸市场畜产品和饲料价格定点监测，2013年

7 月份的五周时间内，生猪价格环比增幅分别为 0.4%、0.4%、

0.8%、2.1%、2.5%，呈现出加速上涨的态势；2013 年 8 月份全

国活猪月平均价格 15.70 元/公斤，比上月上涨 7.5%，同比上

涨 9.9%。从各周价格变化情况看，活猪价格自 5月第 3周开始

连续 16周回升，累计涨幅达 26.5%。据相关人员对江西等地的

调研，7月、8月猪价快速上涨的主要原因在于：一是节后 2-4

月份时生猪市场持续低迷，养殖户补栏消极，导致当期可出栏

大猪有限，造成阶段性供给失衡；二是全国大面积降雨造成调

运困难，例如广州因近期阴雨天气增多，生猪出栏及调运受到

一定程度的影响，“湖南猪入粤量明显减少”；三是这两个月大

部分地区持续高温天气影响生长，可出栏大猪较少，部分养户

存在压栏现象，调研显示高温时期生猪日均增重仅 1 斤，而平

时多为 2斤。 

（四）双汇收购全球最大肉企获批准，中国企业在农业领

域“走出去”获重大进展。世界最大的生猪和猪肉生产商史密

斯菲尔德（Smithfield Foods）于美国当地时间 9月 6日表示，

监管机构已经同意中国肉类巨头双汇集团对其的收购。双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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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的首席执行官杨志军在联合声明中表示，“如果完成收购，一

家全球领先的肉类企业将从此诞生。”在获得美国海外投资委员

会（CFIUS）的批准之后，史密斯菲尔德股东将于 9 月 24 日对

双汇的收购进行表决。有专家认为，并购完成后，双汇旗下企

业可获得史密斯菲尔德美国猪肉的上游资源和美国的廉价饲

料，从而有能力大量进口美国高品质、安全的猪肉来满足国内

市场对高档产品不断增长的需求。同时，双汇发展更方便引进

优质产品，同时也有机会学习斯密斯菲尔德的生产、经营、管

理和食品安全体系。亦有观点认为，引入美国猪肉会加剧国内

屠宰行业竞争，且史密斯菲尔德的产品通过双汇的渠道进入中

国市场也会加剧整个行业的竞争。 

三、预计四季度生猪价格将有所回升，但幅度有限 

（一）上半年低迷下半年回升是生猪产业年度内波动的正

常规律。受猪肉消费的季节性影响，正常情况下，年度内生猪

及猪肉市场价格上半年下跌，中秋、国庆期间会达到一个小高

峰，之后小幅下跌，到元旦、春节期间再度达到另一个高点。

因当前生猪存栏与能繁母猪存栏量与 2012 年同期比仅略有增

加，四季度价格下跌的生猪存栏数量基础并不存在。因此，按

照正常年份生猪及猪肉市场价格波动周期规律推断，随着天气

逐渐转凉及元旦、春节等节日效应的拉动，四季度尤其是 11月

以后生猪及猪肉市场价格将有所回升。 

（二）当前仔猪补栏较多为春节前市场供应奠定良好基础。 

随着 7、8月生猪价格快速回暖，部分投资户开始增加养殖存栏，

整体补栏热情较高，部分散养投机户也看中后期猪价，进行季

节性补栏，造成仔猪价格震荡起伏。数据显示，7 月份全国仔

http://www.pig66.com/list-319-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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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平均价格为 28.44元/公斤，环比 6 月上涨 1.35元/公斤，涨

幅为 5.0%，创下近 10 个月以来的新高；8 月份全国仔猪价格

29.71 元/公斤，环比 5 月上涨 1.27 元/公斤，涨幅为 4.47%，

继续创新高。目前，仔猪价格仍维持在较高的价位，表明多数

养殖户均看好年底猪价，选择在此期间补栏。正是因为如此，

近期大量补栏的生猪会为年底生猪市场供应奠定坚实基础。 

（三）产能相对充足将使猪价以稳中小涨为主。从供给方

面来看，由于今年 4、5月份猪价最低点时，屠宰企业库存量大

增，储备肉已存放 4 个月时间，目前猪价已较当时累计上涨了

近 30%，对于屠宰企业来说有足够的动力在中秋、国庆前消费

增加时释放库存猪肉；同时，政府也在 4、5月份进行了收储，

这部分储备猪肉也可能于中秋和国庆前期进行放储或轮库。从

消费方面来看，随着各大中专院校开学以及中秋、国庆长假等

消费旺季到来，会给猪肉市场带来利好消息，终端消费必将增

加。基于以上因素的综合影响，全国肉猪供需总体将相对平衡，

价格或以稳中小涨为主。 

（四）四季度价格回升幅度可能有限。生猪产业经过 2011

年的快速增长和 2012年的继续增长，已恢复至相对较高水平。

数据显示，当前我国生猪存栏及能繁母猪存栏不仅高于去年同

期水平，也略高于 2009年以来同期平均水平。上半年生猪价格

的快速下跌，既没有引起养殖户大量淘汰母猪，也没有影响仔

猪补栏的积极性。因此，排除发生重大动物疫情等特殊因素影

响，2013年四季度生猪市场供应仍将较为充足，生猪及猪肉价

格的季节性回升幅度有限。 

（五）2014 年生猪产业可能进入正常波动的新一轮上升周

http://www.pig66.com/list-318-1.html
http://www.pig66.com/list-318-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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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2013 全年持续稳定的能繁母猪存栏量，将有效避免 2014

全年生猪存、出栏数量的大幅变动。如果 2014年春节期间不发

生直接影响生猪存栏数量的重大疫情，全年生猪产业将遵循正

常波动规律。根据生猪价格 4年左右一个周期的情况估计，2006

年下半年开始，2007-2008价格上升，2009-2010年 5月价格下

降，2011大涨，2012-2013年下降，2014年上半年在价格季节

性下跌后，很可能出现新一轮的周期性上升行情。根据 GDP 变

化规律来看，发达经济体经济逐步复苏，我国经济也可能达到

8%以上的增长速度，对生猪价格上升形成支撑。但从价格上升

幅度来看，即使 GDP达到 8%，也只能算常规增长，生猪价格不

大可能出现暴涨行情。 

四、几点建议 

短期来看，密切关注生猪存栏、能繁母猪存栏变动和生猪

疫情是当前工作的重点。长远来看，应多措并举以保证我国生

猪产业持续稳定发展。 

（一）认真落实国家扶持生猪生产的政策措施。明确并公

开发布中央扶持生猪发展的各项政策措施，进一步稳定广大生

猪养殖场户的养殖信心，确保生猪产业在低迷期能够持续稳定

发展；扩大生猪良种补贴范围，加大生猪标准化规模养殖和生

猪调出大县奖励支持力度；扩大育肥猪保险政策，完善养殖母

猪亏损补贴机制，确保母猪均衡生产。 

（二）进一步落实和完善《防止生猪过度下跌的调控预案》。

适当扩大中央冻肉储备规模，优化储备结构，形成应急调控和

常态调控的长效机制，维护猪肉市场的基本稳定。尽快建立价

格调节基金制度，当生猪市场出现供大于求，生猪价格暴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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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生猪生产者适当补助，增强养猪户的养猪信心；当生猪市场

出现供不应求时，生猪价格暴涨时，给消费者一定的食品补贴，

保护好消费者利益。 

（三）加强监测预警与信息引导服务。继续完善生猪数据

监测体系，进一步加强生猪生产和市场价格变化动态监测分析，

深入开展生猪生产形势调研，按时向养殖户发送生猪市场价格、

生猪和能繁母猪月度存栏数量，特别要高度关注过去一直忽略

的能繁母猪仔猪成活率这一指标；及时发布预警信息，引导养

殖场户科学调整生产结构，稳定市场心理预期，进一步规避市

场风险；积极引导养猪户正确对待生猪价格波动，做到“涨莫

赶、跌莫丢”尽可能保证生猪生产均衡有序。 

（四）加强生猪疫情防控力度。组织好高致病性猪蓝耳病、

猪瘟等生猪重大疫病集中免疫，加强疫苗质量监管，确保疫苗

质量和有效供应；相关部门应加大对生猪疫病的预警、防治力

度，及时掌握疫情动态，消除疫情隐患；推行科学饲养，增强

农户防治意识，增强抵御风险的能力；引导养殖户在产业处于

亏损期时不要通过减少防疫费用的方式来压缩成本，进而增大

养殖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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