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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生猪产业发展回顾及后市展望0
 

王祖力  王济民 

2014年，中国养猪业遭遇了多年以来最为严重的亏损，产

能下调、消费疲软和市场低迷成为本年度的关键词。业内人士

总结，2014 年中国生猪市场开创近 15 年以来多项之最：一是

产能过剩程度最大，二是价格低迷时间最长，三是亏损深度最

深，四是行情预测最难，五是近 10年亏损期间疫情最平稳。对

于生猪养殖业来讲，2014年注定是不平静的一年，注定是被贴

上很多标签的一年，或许更是承上启下的重要年份，充分表明

生猪产业还不能主动适应和应对新常态，突出反映了经济进入

新常态后生猪产业可能的发展态势。 

一、2014 年生猪产业运行情况及特点 

（一）生猪存栏和能繁母猪存栏大幅下调，但产能仍相对

过剩。生猪存栏在一季度快速减少之后于二季度趋稳，三季度

小幅回升，四季度继续大幅减少。农业部 4000个监测点数据显

示，2014年 1月份生猪存栏环比降幅达 4.2%；二季度生猪存栏

量总体保持平稳，5 月、6月环比变动分别为-0.1%和 0.2%；三

季度存栏有小幅回升，但增幅均未超过 1.0%；随着出栏旺季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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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四季度生猪存栏降幅加大，12月生猪存栏环比降幅达 2.3%，

同比降幅为 7.8%。可以看出，全年生猪存栏总体呈下调态势。

2014 年能繁母猪存栏持续大幅减少。4000 个监测点 2014 年 1

月份能繁母猪总存栏环比下降 0.6%，同比降幅为 2.6%；之后保

持持续大幅减少态势，12月份能繁母猪总存栏环比下降 1.8%，

同比降幅达 13.2%。从 2008 年以来历史数据看，虽然 2014 年

底生猪产能已降至相对较低水平，但与疲软的消费相比较，产

能仍相对过剩。 

（二）宏观经济及政策因素导致消费疲软，生猪价格长期

持续低迷。2013 年 12 月中下旬，猪价于消费旺季中开始逆市

下滑，且速度出乎意料。据对全国 480 个农村集贸市场畜产品

和饲料价格定点监测，到 2014年 4月份第 4周（采集日为 4月

23 日），全国活猪平均价格从 16 元/公斤跌至 11 元/公斤，连

续 19 周累计下跌 31.4%，部分地区生猪价格跌至 15 年来最低

水平。虽然 5月上旬全国猪价出现一轮短暂的超预期上涨行情，

但仍未能有实质性突破。全年猪价的最高点出现在 9 月初，接

近 15.0 元/公斤，之后便一路不温不火持续到年底。即使在冬

至和元旦这样的消费旺季，生猪价格也未能如预期般回升，反

而再次出现逆市下跌行情。生猪价格的长期持续低迷，主要原

因还是在于受宏观经济及政策等因素的影响，猪肉消费总体疲

软。 

（三）全年有 9 个月处于亏损状态，养殖场户出栏一头肥

猪平均亏损 100 元。从调研农户成本收益数据来看，随着生猪

价格的大幅波动，养猪户每头生猪销售收入由 2014 年 1 月的

1610 元降至 4 月的 1261 元（减少 349 元，降幅达 21.7%），到

9 月份又提高到 1761 元（增加 500 元，增幅为 28.4%），12 月

再次减少到 1646元（减少 115元，降幅为 6.5%）；养殖总成本

在 1670 元上下波动，呈稳中略降态势。2014 年 1 月份养殖场

户每出售一头生猪平均亏损 90元，4 月份亏损额达到 4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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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 1 月增加了 310 元，4 月的亏损深度创下近几年历史纪录。

随着活猪价格的回升，生猪养殖于 8 月实现扭亏为盈，但盈利

状态只保持了 3个月。2014年的最后两个月，生猪价格再次逆

市下滑，生猪养殖重回盈亏平衡点以下，12月出栏一头肥猪平

均亏损 37 元。按加权平均计算，2014 全年养殖户出栏每头生

猪平均亏损 100元，创下了历史罕见的全年亏损纪录。 

二、年度热点及相关讨论 

（一）春节元旦效应不突出，2014春节前期生猪价格逆市

加速下滑，速度让人诧然。根据历史经验判断，春节临近猪肉

消费进入旺季，生猪及猪肉价格应该出现上涨行情，但 2013年

12月中下旬开始，猪价却逆市下滑，且速度出乎意料。据对全

国 480个农村集贸市场畜产品和饲料价格定点监测，到 2014年

4 月份第 4 周（采集日为 4 月 23 日），全国活猪平均价格跌至

10.97 元/公斤，仔猪平均价格跌至 21.61 元/公斤，猪肉平均

价格跌至 19.35元/公斤，同比分别下降 12.7%、12.4%和 10.0%。

截至 2014 年 4 月第 4 周，仔猪价格连续 33 周下跌，活猪价格

连续 19 周下跌，猪肉价格连续 18 周下跌，部分地区生猪价格

跌至 15 年来最低水平，养殖户每出栏一头肥猪平均亏损达到

400元，生猪养殖陷入历史罕见的重度亏损。 

（二）没有主动适应新常态，产能调整节奏较慢遭遇消费

疲弱，被认为是生猪价格持续低迷主因。与正常水平相比，2013

全年我国生猪存栏及能繁母猪存栏始终处于相对较高位置。尤

其是能繁母猪存栏，即使在生猪价格大幅下滑阶段，加速淘汰

过剩产能的现象也没有发生，全年母猪存栏保持稳中趋降。与

此同时，受宏观经济及政策等因素影响，猪肉消费总体疲软。

2013 年 GDP同比增长 7.7%，创自 1999年 GDP同比增长 7.6%以

来最低增速，受经济减速过程中收入预期下降影响，居民消费

倾向下降，猪肉消费明显受宏观经济影响而相应减少。值得注

意的是，自 2012年底开始国家抑制公款消费，各单位聚会缩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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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店的用肉量也大幅减少。2013年全国餐饮收入同比增长 9%，

较上年下降 4.6 个百分点；其中限额以上企业(单位)餐饮收入

同比下降 1.8%（上年同比增幅达 12.9%）。因此，2013 年以来

猪肉需求量明显偏低，当前仍延续疲软态势。 

（三）行业低迷，双汇进口美国猪肉，激起业内轩然大波。 

就在国内生猪及猪肉价格跌跌不休之际，2014 年 3 月 14 日，

双汇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买进的首批美国猪肉，13 个集装箱

325 吨冷冻带骨猪肉到达中国宁波的保税区。海关人士透露，

近期进口美国猪肉的含税价格在 6.8-7.5元/斤，为冷冻带骨猪

肉。一个消息引爆了畜牧行业，骂声不绝，声讨不断，就像一

个导火索，点燃了猪价寒冬赔钱的养猪人愤怒的情绪，在“瘦

肉精事件”之后，双汇再次被推到了风口浪尖，成为了养猪人

群呕的对象。一时间，《双汇，你丫究竟想干什么？》、《双汇进

口肉是压垮养猪人的最后一根稻草》、《合理不合情，双汇当收

手》等网络文章如雨后春笋一般层出不穷；甚至有业内人员表

示要“用实际行动警告双汇”。 

（四）受五一节日效应拉动和政府收储等因素影响，2014

年 5 月上旬全国猪价出现一轮超预期上涨行情。网络信息显示，

2014 年 4月底开始，全国生猪出栏价格普遍上涨，大部分地区

涨幅较大，个别地方甚至一天涨 1元/斤，养殖企业亏损程度减

轻，部分企业开始有盈利。南昌市物价局信息显示，南昌生猪

批发价从 4月 30日平均价每斤 5.8元，上涨至 5月 7日的平均

价每斤 7.8 元，一周来生猪价格每斤上涨 2 元，上涨幅度为

34.48%；7日价格与去年同比上涨 18.8%。据合肥市物价局 5月

9 日监测数据显示，合肥市生猪出栏价格为每斤 7.20元，月环

比上涨 38.46%，同比上涨 14.29%。此轮生猪价格的突然上涨，

速度之快，幅度之大，前所未有。究其原因，一是政府二次收

储，二是五一节日效应，三是屠宰加工企业增加备货，四是养

殖户压栏惜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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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玉米库存居高不下，三季度玉米价格连创新高，处

于低迷期的生猪养殖业雪上加霜。2014 年 6-7月，华北大部、

黄淮大部、江淮、江汉大部及陕西中南部、甘肃东南部等地降

水普遍偏少 2-5 成，气温偏高，旱情发展快。据农业部 8 月 4

日农情调度显示，全国受旱面积 6420 多万亩，其中重旱 1700

万亩。旱情最重的河南省受旱面积 2580多万亩，重旱面积 730

多万亩，有 15万亩农作物因干旱绝收。农作物生长和产量形成

关键时期的旱情使得部分地区玉米减产预期增强，价格有所上

涨。另有消息显示，2014年国家临储玉米收购数量空前，导致

我国玉米库存高达 1 亿吨，市场可流通粮源逐渐减少，玉米价

格整体上行，局部出现拉涨行情。数据显示，2014年 9 月份玉

米平均价格 2.70元/公斤，连创 2013 年以来新高。在生猪价格

上涨乏力的背景下，玉米引发的饲料价格上涨给养猪户带来了

更大的生存压力。 

（六）浙商所首次挂牌生猪产品，生猪产品交易新模式开

始试水。2014年 7 月 8日，浙江舟山大宗商品交易所交易大厅

的大屏幕上，“生猪 A1”产品的收盘价定格在 14.19元/千克，

相比开盘的 14.12元/千克，全天波动并不明显。“生猪 A1”这

个交易所抽象代码，代表的交易标的是浙江久好农产品发展有

限公司“九号牧场”品牌生猪，来自龙游。这是浙商所首次挂

牌上市生鲜品种，也是国内第一个在公开市场运用即期交易模

式上市的生猪产品，每手为 100 公斤。浙江久好董事长赵春根

表示，传统的生猪产业，信息不对称、价格波动大、中间环节

多，一方面农户养猪亏损，但另一方面老百姓买猪肉却没见价

格明显降低，存在着“低价猪、高价肉”的怪现象。在浙商所

上市后，参与的交易主体主要是养殖户、合作社、屠宰企业和

肉类采购商，希望压缩中间环节，实现产销对接，制约中间环

节过度加价，真正让养殖户、老百姓都得实惠。 

（七）俄罗斯恢复从中国进口猪肉，但受汇率变动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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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出口量不如预期。2014 年 10 月 11 日，32 个集装箱、800

吨猪肉，在俄罗斯联邦动植物卫生监督局在华专家的监督下首

次发往俄罗斯，这是俄罗斯联邦动植物卫生监督局自 2004年以

来首次恢复从中国进口猪肉。俄罗斯驻华贸易代表阿列克谢•

格鲁兹杰夫于 10 月 12 日对外宣布，在俄罗斯对欧盟、美国、

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实行食品禁运之背景下，中国准备将向俄罗

斯供应猪肉的企业数量从 2 家扩大到 10 家。2013 年俄罗斯猪

肉市场容量为 377万吨，其中 16.4%来自进口，与此同时有 12%

来自对俄制裁国家，也就是说，这些国家占据了俄罗斯猪肉进

口量的 70%以上。但因卢布价格急剧变动，对俄出口实际贸易

行为无法展开。 

（八）价格指数保险在多地展开试点，快速理赔给参保养

殖户带来温暖。2014年，生猪价格指数保险在多地成功运行。

2015 年 1 月 8 日和 9 日，四川成都和自贡两地 77 户养殖户，

在他们参保生猪价格指数保险后第一个月就收到了总数超过 35

万元的赔款。这是 2015年四川首批生猪价格指数保险赔付，24

小时内就实现结案划款。在生猪价格“跌跌不休”的寒冬，保

险的快速理赔给参保养殖户带来了阵阵温暖。作为生猪养殖行

业出现的新鲜事物，价格指数保险目前正在四川、北京、山东

等地展开试点。当市场价格低于保险约定价格时，养殖户将获

得赔付。这一新型农业保险在行情持续低迷之际，帮助养殖户

分摊市场波动风险、缓解亏损压力、稳定生产供应等方面正日

益发挥明显作用。 

三、当前面临的形势及后市展望 

（一）最近一年，生猪价格未能超过 15 元/公斤，近期

逆市上涨。2014年 2月份以来，生猪价格长期保持低迷状态，

4 月份一度降到 11.00元/公斤以下，虽然经历了 5-9月的小幅

回升，但始终未能超过 15.00元/公斤。受产能持续下调及清明

节日效应影响，近期生猪价格有所回升。据对全国 480 个集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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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畜禽产品和饲料价格定点监测，2015 年 4月份第 1 周（采

集日为 4月 1日）全国活猪平均价格 12.56元/公斤，比前一周

上涨 2.2%，与去年同期相比上涨 8.4%；仔猪平均价格 21.79元

/公斤，比前一周上涨 4.1%，同比下降 3.0%；猪肉平均价格 21.34

元/公斤，比前一周上涨 0.5%，同比上涨 2.6%。截至本周，生

猪价格已连续两周回升，且涨幅略有加大。2014年以来的猪市，

猪价反复无常令养殖户摸不着头脑，也使得行情预测难上加难。

根据猪周期规律来分析，春节过后消费淡季来临，近期猪价应

处于下跌通道，而实际情况却逆市上涨。 

（二）美国猪肉价格暴跌，被指有中国因素影响。2015 年

2 月初，美国生猪期货价格创下 4 年以来最低点。美元强势使

美国猪肉比其它国家更昂贵，从而导致猪肉出口放缓，对中国

的出口下降尤其明显。2014年，由于美国出现猪流感导致生猪

数量减少，猪肉价格紧随牛肉价格达到历史最高水平。西海岸

港口劳工纠纷导致的物流放缓也使猪肉库存量上升。食品零售

分析人士表示，猪肉价格已下降，但已习惯食用鸡肉的美国消

费者还没有转向猪肉的迹象。美国猪肉价格下降发生在中国猪

肉需求意外大幅下滑之际，而中国是美国猪肉市场最大的出口

国之一。数据显示，中国经济放缓使中国的猪肉需求减少 9%。

相较 2013年，2014 年美国对中国的猪肉出口下滑 34%，美国猪

肉价格偏高则将中国买家推向欧洲价格较低的猪肉提供商。相

关人士表示，美国猪肉价格暴跌，有中国因素的影响。 

（三）近期养殖户补栏积极，仔猪价格持续上涨。从 2014

年 1 月份至今，整个生猪行业经历了从未有过的低迷。不过，

值得注意的是，在生猪价格持续低迷的同时，各地补栏仔猪积

极性较高，仔猪源较少。据对全国 480 个集贸市场畜禽产品和

饲料价格定点监测，截至 2015年 4月份第 1周（采集日为 4月

1 日），仔猪价格已经连续 7周上涨，累计涨幅达 13.73%，近期

涨幅较前期有所扩大，且有望继续保持上涨势头。网络信息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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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两广地区 30 斤的仔猪价格已涨至 450-500 元/头，东北地

区同样高涨。有媒体表示，养殖户的补栏积极性仍保持高涨，

主要是大家普遍看涨下半年猪价。但持续上涨的补栏势头或可

能导致后期集中出栏，建议养殖户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合理补栏。 

（四）能繁殖母猪存栏频创新低，2015 年生猪养殖业景气

度将维持中性，在需求好转的情况下或将有所回升。能繁母猪

存栏自 2013 年 9 月份开始，同比出现下降。2014 年 2 月份以

来，随着猪价的一再探底，结构性母猪存栏调整加速，补栏量

和进度受到限制。农业部 4000个监测点生猪存栏和能繁母猪存

栏信息显示，2013年能繁母猪存栏稳中趋降，2014年以来降幅

明显加大，2014 年 7 月开始连创 2009 年以来历史最低水平。

到 2015 年 2 月，能繁母猪存栏同比大幅减少 15.53%。有专家

表示，如果近期生猪市场价格不能出现实质性回升，2015年上

半年能繁母猪存栏减少的趋势有可能还会继续。2014年以来能

繁母猪存栏的持续下降，势必影响 2015年生猪上市量。根据猪

生产周期推算，供应减量明显节点有可能在 2015年二季度后显

现。如需求端有所改善，生猪价格将出现上涨态势，生猪养殖

行业的景气度将迎来反转回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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