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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危机后我国蛋鸡产业发展形势分析与对策建议 

薛莉  赵一夫  秦富 

金融危机后，我国蛋鸡产业恢复较快但市场稳定性较差，

鸡蛋价格波动频繁，养殖效益大起大落。可以说，我国蛋鸡养

殖虽然在阵痛中逐步推进了行业内部的整合，但也带来了养殖

户利益受损、市场供应不稳等负面影响。本文旨在分析金融危

机后我国蛋鸡产业年际变动趋势的基础上，提出促进我国蛋鸡

产业平稳健康发展的对策建议，以期为引导我国蛋鸡产业有序

发展和推动市场均衡供应提供有益借鉴。 

一、2008～2009 年我国蛋鸡产业受多个事件影响 

陷入低迷休整期 

2007 年是我国蛋鸡行业的黄金时期。虽然 2007 年第四季

度，由于饲料价格上涨、鸡蛋价格下跌，造成养殖户收益减少，

甚至不同程度的亏损，但从全年来看，蛋鸡养殖的年平均收益

良好。此外，由于政府部门和养殖户对流行病的高度重视和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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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措施的得力实施，没有发生大的流行病疫情，蛋鸡养殖户积

极性大大提高，对未来充满信心。 

但好景不长，2008 年，由于鸡蛋供求关系失衡，在高成本

低效益下运行的蛋鸡行业开始陷入低迷；再加上世界金融危机、

三聚氰胺和禽流感等事件的影响，使得 2008 年底的蛋鸡产业更

是“雪上加霜”。2008 年 9 月曝光的三聚氰胺事件导致鸡蛋消

费量骤减，鸡蛋价格随之大幅下降，养殖户利益受损；加之年

末禽流感等疫情较为严重，养殖户开始大量淘汰蛋鸡，使得年

底蛋鸡存栏量严重偏低。在几个事件的综合影响下，2008 年 11

月至 2009 年 2 月，鸡蛋市场的供求两端都发生了迅速萎缩。蛋

鸡存栏量和鸡蛋总产量持续下降，与 2008 年 10 月的高位相比，

降幅分别达 24%和 23%；同时，受金融危机和三聚氰胺事件对

市场消费的影响，鸡蛋需求量亦下降 10%以上。故此，2008 年

底至 2009 年初的鸡蛋价格持续低迷，于 2009 年 2 月份（春节

节后效应）达到本阶段蛋价最低点，只鸡盈利也一直处于低位；

生产者补栏积极性较差，观望情绪严重。 

从 2009 年 3 月份开始，形势得以扭转，由于鸡蛋供应量的

持续不足和消费者信心的逐渐恢复，使得鸡蛋市场需求量相对

增加，为蛋价上涨提供了足够的空间。2009 年 3～5 月行情逐

步向好，鸡蛋价格结束前期下降走势，稳定上升，只鸡盈利也

有较大幅度提高；7～9 月，受到中秋、国庆双节效应的拉动，

养殖效益迎来本年度第二波上涨态势，且涨势更加显著，鸡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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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和只鸡盈利均连续 3 个月增长，8 月份增幅最大，9 月份达

到前 10 个月的最好水平。总体而言，2009 年，我国蛋鸡产业

已逐渐摆脱 2008 年底三聚氰胺、禽流感和金融危机等事件的影

响，处于恢复休整期。 

二、2010～2011 年我国蛋鸡产业发展形势 

持续向好创历史最高水平 

经过 2009 年的休整，我国蛋鸡行业走出低谷，于 2010 年

下半年步入新一轮上涨行情。2010 年，我国蛋鸡行业经历了上

半年的持续低迷和下半年的震荡走高，蛋鸡养殖效益先抑后扬，

呈现典型的“V”字型特点。受 2009 年市场景气度低的影响，

2010 年上半年产蛋鸡存栏、鸡蛋价格和只鸡盈利不断下滑；而

5 月份后，在饲料及其他农产品价格攀升的推动下，鸡蛋价格

开始由稳定上涨进入到快速上涨，9 月份和 11 月份不断突破历

史高点。据统计，2010 年 6～12 月，养殖户平均只鸡盈利水平

累计增长了近 10 倍，每只产蛋鸡全年养殖获利在 20 元左右。 

不断提高的获利水平给长期低迷的蛋鸡市场打了一剂强心

针，推动我国蛋鸡行业发展形势持续向好，使得 2011 年的蛋鸡

养殖获利始终位于历史高位。据统计，2011 年每只产蛋鸡全年

累计盈利突破 35 元，商品蛋鸡从业者收益相当可观。但与 2010

年的走势不同，2011 年蛋鸡养殖效益呈现倒“N”型的变动趋

势，获利水平分别于春节和中秋前夕达到年度峰值，创近年来

的历史新高。尤其是在 9 月份，各地每公斤鸡蛋零售价格均突



 4 

破 10 元大关，养殖户获利空间大增。但 10 月份中秋和国庆双

节过后，由于鸡蛋市场供求偏紧的矛盾逐渐得到缓解，鸡蛋价

格因此出现大幅回落，而同期蛋鸡养殖成本则持续上升；在价

格下降和成本上升的双重影响下，蛋鸡养殖效益持续显著下滑，

至 2012 年 2 月，多数养殖户已处于亏损状态。至此，蛋鸡养殖

行业持续了一年半的上涨行情宣告结束，我国蛋鸡行业进入新

一轮的整合调整期。 

三、2012～2013 年我国蛋鸡产业高位回调 

使得过剩产能得到有效释放 

经过了 2010 年下半年至 2011 年一整年的高峰期，2012 年

初蛋鸡养殖即进入低谷，蛋鸡存栏、产蛋鸡存栏和鸡蛋产量都

在上半年经历了一个持续下降的过程，下半年则在低位盘整，

小幅震荡。2012 年上半年，供过于求的市场导致蛋价从 2011

年的高位明显回落，加之成本的上升，使蛋鸡行业经历了长达

半年的“寒冬”，养殖户连续 7 个月全面亏损；下半年，市场供

求逐渐趋于平衡，5 月底、6 月初，成本推动和节日效应等因素

促使蛋价强势反弹，于 9 月份达到年度峰值，蛋鸡养殖亦随之

逐渐走出低谷，从 8 月份开始获得小幅盈利。但从全年来看，

后期的盈利无法弥补前期的亏损，导致 2012 年成为近年来蛋鸡

养殖效益最差的年份。由于年度养殖效益欠佳，养殖户亏损严

重，很多中小规模养殖户主动或被迫退出蛋鸡养殖行业，从而

使得蛋鸡存栏量逐步回落，蛋鸡生产逐步由过剩向平衡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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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2012 年前低后高的形势相反，2013 年蛋鸡养殖呈现出

高开低走的态势。2013 年初，受春节节日效应拉动，鸡蛋价格

小幅上涨，养殖获利较为可观；但 2 月份春节过后，鸡蛋价格

和养殖效益即开始显著下降；4 月底爆发的 H7N9 流感疫情，导

致淘汰鸡价格一蹶不振，鸡蛋价格于 4～7 月持续低位震荡，同

期蛋鸡养殖亦从微利状态再次进入持续亏损期；8、9 月份蛋价

虽有明显回升，但因需求市场疲软，中秋节节日效应的拉动作

用远不及往年同期，9 月份蛋价亦未能超过年初峰值，只鸡盈

利仅略高于盈亏平衡点。2013 年，蛋鸡养殖成本平稳运行，鸡

蛋价格和养殖效益好于 2012 年，但盈利水平依然较低。此外，

在 2012 年蛋鸡养殖整体亏损和 2013 年 H7N9 疫情的连续冲击

下，蛋鸡养殖户信心受挫，尤其是小规模养殖户不堪重负、纷

纷退出，行业整合程度加深。由此，使得 2013 年蛋鸡饲养量和

鸡蛋产量总体延续了 2012 年震荡下调的趋势，相对于 2011 年

下半年的存栏高位，我国蛋鸡饲养规模已由产能过剩回落至正

常水平。但从市场供求来看，由于 2013 年种鸡市场的萧条以及

白羽肉鸡大批量引种，用于孵化雏鸡的种蛋转为食品蛋销售，

销售比例达 30%以上，有效增加了鸡蛋供应量；而受中央有关

规定影响，礼品及户外消费等蛋品需求则下降了一半以上，故

2013 年我国鸡蛋市场仍呈现出供大于求的格局。 

四、促进我国蛋鸡产业有序发展的对策建议 

1、继续推动蛋鸡标准化规模养殖，提升蛋鸡产业现代化、



 6 

集约化程度 

制定实施科学的市场准入制度，严格控制祖代鸡的数量和

规模，保障行业的整体利益；对新建蛋鸡养殖场进行严格审批

和合理规划，确定基本的准入门槛；采取多种利益联结机制，

促进蛋鸡产业资源整合，提高行业集中度，逐渐转变养殖模式，

积极推动蛋鸡标准化规模养殖。同时，通过标准化、规模化、

现代化和集约化程度的不断提升，促进新增投资充分实现其经

济和社会效益，降低产业整体运行成本，推动形成更加合理的

分配机制。 

2、建立和完善鸡蛋市场预警预测系统，降低行业决策风险 

进一步加强对蛋鸡产业的预警预测工作，积极把握和利用

市场价格波动规律，建立价格预警机制；客观监测并及时发布

鸡蛋生产与市场价格信息，尤其加强行业内部的信息沟通与协

调，降低行业因信息传递不畅带来的风险，为产业发展决策提

供参考依据，引导业者理性经营，促进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同

时，提高劳动力素质，培养职业队伍，增强蛋鸡养殖主体对市

场信息的接收和判断能力。 

3、加大蛋鸡废弃物处理与利用的政策支持力度，促进蛋鸡

产业可持续发展 

政府部门应制定和实施系统支持蛋鸡粪肥料的产业化政

策，进一步加大对蛋鸡粪资源化、肥料化利用的补贴力度，探

索有效的补贴方式，并逐步规范其运作。同时，加强对有机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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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用效果的宣传力度，引导消费者转变观念，开发潜在市场。 

4、建立健全蛋鸡养殖受灾保险和保障机制，有效降低养殖

户损失 

目前我国养殖险严重缺位，养殖户所能得到的保障少之又

少。当发生保险事故时，养殖户可以得到基本保险金额的赔偿，

但与实际经济损失相比，可谓杯水车薪。虽然政府会相应给予

一定补贴，但赔偿比例较低。一旦遇到像禽流感这样的突发疫

情，大量扑杀家禽，给养殖户造成的损失就更加严重。为此，

政策性保险必须跟进，而且应根据养殖户损失程度，适当提高

保障水平。同时，建立健全保障机制，考虑设立蛋鸡养殖业者

保障基金，尽早出台应急预案，缓解疫情对产业发展的冲击。 

5、引导和推进蛋品加工业发展，提高蛋品加工水平 

以投资、补贴、信贷等政策，加大对龙头加工企业的扶持，

在科技投入、设备投资等方面给予扶持政策，加快龙头企业的

改造、升级进程；出台外国企业引进、国内企业培植和小型企

业重组的优惠措施，通过引进、培植、做强、整合重组，推动

蛋品加工业发展；采取产学研相结合的方式，加快蛋品加工技

术的研发，提高技术转化速度，扩大新产品生产规模，延伸产

业链条，增加蛋品附加值。 

6、完善蛋品质量认证和监督检验机制，促进品牌蛋发展 

企业应通过必要的质量保证体系和相关认证，不断提升蛋

品品质，树立品牌形象，提升消费者对品牌的认知度和信任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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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步扩大品牌蛋市场份额。政府部门应尽快制定统一标准，严

格检验程序，定期对市场上的品牌鸡蛋进行抽查，防止假冒伪

劣蛋品以次充好，保障消费者利益。 

7、加强科学、客观、理性的舆论宣传，正确引导消费 

充分利用好各种媒体平台，加强科普宣传力度，引导大众

关注蛋品行业，减少消费者对禽类产品的错误认识，避免消费

恐慌。同时，政府部门应加强对禽类生鲜制品的排查，做到科

学宣传与正面引导，防止不当宣传对产业带来的负面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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