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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肉鸡产业发展形势分析与政策建议 

辛翔飞  王济民 

2015 年，随着 H7N9 疫情逐渐消退，我国肉鸡产业逐步回

归正轨，市场价格同比过去三年处于高位运行，肉鸡生产和消

费止跌回升，但产业恢复仍然没有完全到位。2016年，国民经

济下行对肉鸡产业恢复仍然形成一定阻力，产能过剩、养殖不

规范、技术效率低等因素仍将困扰肉鸡产业的发展。本报告总

结了 2015年我国肉鸡产业的发展特点，剖析了产业当前存在的

问题，并提出促进我国肉鸡产业持续健康发展的政策建议。 

一、2015 年肉鸡产业特点 

（一）肉鸡引种数量下降，种鸡产能保持相对稳定 

白羽方面，2015年 1月，因美国发生高致病性禽流感，质

检总局、农业部联合发布公告禁止从美国输入禽类及其相关产

品，由此，白羽祖代肉种鸡引种数量大幅减少。根据中国畜牧

业协会监测数据，2015年全年累计引种 69.39万套，引种数量

为近五年来最低。2015年美国突发禽流感有助于白羽种鸡行业

进一步压缩产能，但祖代肉种鸡存栏的下降还未传导到父母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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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种鸡规模的缩减。2015 年白羽祖代肉种鸡平均存栏量为

143.20 万套，同比下降 14.02%；父母代肉种鸡平均存栏量为

4456.21 万套，基本与去年持平。黄羽方面，2015 年黄羽祖代

肉种鸡平均存栏 115.14万套，同比减少 5.96%；黄羽祖代肉种

鸡平均存栏 3561.11万套，同比增加 1.30%。从 2015 年全年走

势来看，黄羽父母代种鸡月度存栏量上下波动幅度非常小，较

为稳定地保持在一个相对较低水平，由此带动了黄羽肉鸡市场

的一个较长利好周期。 

（二）肉鸡市场价格相对高位运行，黄羽白羽价格走势差

异显著 

根据农业部集贸市场监测数据，2015 年活鸡和白条鸡价格

延续了 2014年下半年相对较好的市场行情，全年总体呈现出较

为偏平的 M 型走势，6 月份价格为全年最低点，总体波动幅度

不大。与往年价格比较，2015年前三季度，活鸡和白条鸡为 2012

年以来最高价格，进入第四季度，略低于 2014年，但年末又增

至与 2014年末持平。截至 2015 年 12月末，活鸡价格为 18.92

元/公斤，白条鸡价格为 19.12 元/公斤。虽然从农业部集贸市

场监测数据来看，2014 年 5月份之后，一致持续到 2015年末，

活鸡、白条鸡的市场价格明显高于 2013 年和 2012 年同期价格

水平，但需要注意的是，价格的相对高位运行不是由于市场回

暖带来，而是由大量养殖户退市和养殖规模大幅缩减换来的。

此外，2015年白羽肉鸡和黄羽肉鸡价格波动趋势也存在差异。

根据农业部对 60 个生产大县（市、区）的 300 个行政村 1460

户肉鸡养殖户的定点数据监测，白羽肉鸡成鸡出栏价格总体上

明显低于前三年的价格水平，黄羽肉鸡成鸡出栏价格，1-3 月



 

份明显高于前三年的价格水平，4 月份之后出现明显下降，之

后整体保持在前三年的平均水平。出栏价格反映的是养殖户面

对的销售价格，集贸市场价格反映的是消费者面对的购买价格，

上面的数据也反映出 2015 年肉鸡价格波动趋势在产业链的生

产和消费两端存在差异。 

（三）玉米价格先平后降，豆粕价格直线下降 

玉米价格，2015 年 1-8 月份相对平稳，9 月份之后则出现

大幅下降趋势；年末价格为 2.13元/公斤，较 2014年同比下降

13.42%。豆粕价格，2015年总体上也呈现出下降趋势；年初价

格为 3.79元/公斤，年末价格为 3.09 元/公斤，年末较 2014年

同期下降 19.53%。因肉鸡配合饲料中玉米在占主要比重，肉鸡

配合饲料受玉米价格影响更为明显。肉鸡配合饲料，2015 年 1-8

月份呈现较为缓和的下降态势，但 9 月份之后呈现出急速下降

态势；年初价格为 3.41 元/公斤，8 月末降至 3.32 元/公斤，

年末进一步降至 3.16元/公斤，年末较 2014年同期下降 7.60%。

与 2012-2014年相比，2015年 9月份之后肉鸡配合饲料价格一

直处于低位运行。 

（四）养殖利润空间收窄，肉鸡出栏数量与上年持平 

受 2012年底“速成鸡”，以及 2013年和 2014年人感染 H7N9

流感疫情等事件的影响，个体养殖户持续大量退出，当前的肉

鸡生产主要来源于企业自养和合同户养殖，而且黄羽肉鸡减产

幅度超过白羽肉鸡。根据农业部对肉鸡养殖户月度定点监测数

据分析，2015年肉鸡累计出栏数较 2014年下降 6.78%，其中，

黄羽肉鸡出栏数较 2014年下降 6.95%，白羽肉鸡出栏数较 2014

年同比下降 6.56%。因饲料价格下降的影响，2015 年全年平均



 

每只肉鸡饲养成本较 2014年下降 3.91%，但黄羽、白羽品种之

间差异显著，其中白羽肉鸡全年平均成本下降 8.56%，黄羽肉

鸡全年平均成本上升 2.41%。2014年 4 月份之后受 H7N9 流感影

响减弱以及肉鸡产量大幅压缩的影响，养殖利润有较大幅度的

提升；但 2015 年肉鸡养殖利润空间没有维持 2014 年持续上升

的态势，转而下降。2015 年全年平均每只鸡盈利 0.72 元，较

2014年下降 16.33%；其中，白羽肉鸡全年平均每只鸡盈利 0.73

元，较 2014年下降 32.57%；黄羽肉鸡全年平均每只鸡盈利 2.52

元，较 2014年下降 12.32%。根据畜牧协会监测数据推算，2015

年我国白羽肉鸡商品鸡苗产销量约为 45亿只，黄羽肉鸡商品鸡

苗产销量约为 40 亿只，全年肉鸡累计出栏量约为 85 亿只，与

2014年基本持平。 

二、目前困扰肉鸡产业的主要问题 

（一）肉鸡产品走私严重影响产业发展秩序 

据中国畜牧业协会禽业分会数据分析，目前家禽产品海关

进口数据仅为实际进口总量的 20-25%。2015 年 1-6月全国海关

共立案侦办冻品走私犯罪案件 141起，查证走私冻品 42 万吨，

同比分别增长 1.3 倍和 2.7 倍。长期存在的冻品走私对我国畜

禽养殖行业危害很大，一是，有可能将国外疫病传入国内；二

是，由于运输过程条件简陋，卫生状况恶化，对消费者身体健

康会造成损害；三是，对国内畜产品的供需秩序造成较大影响。

2014年，生猪、肉鸡市场一直亏损，与走私产品多导致价格低

迷有很大关系。2015年，国家加大了对冻品走私的打击力度，

非正常渠道的肉类入境急剧减少。2015年生猪、家禽市场行情

见好，既与国内供给减少有关，也与打击走私有关。 



 

（二）肉种鸡产能过剩依旧是困扰产业发展的重点问题 

近几年，在缺乏全行业系统研究和协调的背景下，肉鸡企

业不断扩大生产能力以追求快速扩张。就白羽肉鸡而言，祖代

引种量从 2000年的 55万套迅速扩张到 2012年的 110 万套，结

果导致供给增长大大快于消费增长，虽然 2013-2015 年引种量

连续三年下降，但种源依旧充足有余。从 2015年白羽肉种鸡的

整体产能来看，仅有祖代种鸡存栏的下降，尚不足以影响整个

白羽肉鸡行业产能规模，必须要有父母代种鸡存栏量的持续下

降，才能对最终出栏的商品代肉鸡数量具有更为直接的影响。

同样，黄羽肉鸡也存在肉种鸡产能过剩的情况。 

（三）标准化规模养殖设施和技术落后阻碍生产效益提升 

近年来，我国肉鸡标准化规模养殖水平有了很大程度的提

高，但是标准化养殖设施不配套、养殖水平较为低下的状况仍

然存在，这仍是目前阻碍我国肉鸡生产效益提升的重要因素。 

（四）环境因素制约加大了企业生存压力 

一方面，随着肉鸡养殖场和养殖规模不断增加和扩大，而

污染治理明显滞后，肉鸡生产过程中所造成的环境污染日益加

重，相应的生态环境恶化问题也逐渐凸显，给肉鸡产业自身的

可持续发展造成了严重威胁。另一方面，污废处理成本高、有

机肥与无机肥相比并不具备价格优势，又加之当前行业不景气，

企业普遍面临着既要发展又要治污的巨大压力。 

（五）国际家禽巨头进入中国增加了行业生存难度 

近年来国际家禽巨头在中国的发展步伐明显加快，尤其是

2010年以来国际家禽巨头在中国开设的一体化家禽企业明显增

多。国际家禽巨头进入中国，为本土企业提供了学习先进技术、

http://www.china-consulting.cn/report/2012-03-07/n4503.html


 

管理和商业模式的平台，有利于增强行业发展活力，提高行业

发展水平。但同时，这也无疑增加了国内企业的生存难度。从

短期来看，国际家禽巨头挤压了部分中小企业的发展空间，但

这并不伤及本土肉鸡企业发展的要害，因为，市场始终是优胜

劣汰，大企业都是从具有竞争力的中小企业发展而来的，没有

竞争优势的中小企业被淘汰是定局，仅仅是被国内大企业挤压

还是被外资企业挤压的问题。然而，从长期来看，国际家禽巨

头从种鸡、饲料到产品，从生产到消费，形成闭合的产业链，

中国企业是否会面临国际家禽巨头带来的垄断？未来中国肉鸡

企业发展的机会在哪里？这是值得警惕和需要思考的问题。 

三、产业发展政策建议 

（一）从供给侧推动肉鸡产业改革 

我国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后，民众对消费品的需求发生

了新的变化，消费需求正在转变、升级。供给和需求的错位成

为当前消费市场不景气的主要因素。这迫切需要肉鸡企业从供

给侧思考产业发展方向，认真思考消费者的真正需求，供消费

者之所求，避免一方面生产出来的产品成为过度供给或者无用

供给，而另一方面消费者需要的产品却又缺乏供给。肉鸡产品

没有任何的宗教禁忌，消费者对肉鸡本身不反感，但消费者反

感抗生素鸡、激素鸡，因此肉鸡企业要加强行业自律，构建低

抗甚至无抗肉鸡饲养模式，严格保障肉鸡产品质量，优化消费

环境。此外，肉鸡产业要实行差异化发展战略：对于中国黄羽

肉鸡而言，面对白羽肉鸡的竞争，应通过提高产品质量，打造

高端产品，通过高效益赢得高利润，不求数量但求质量的战略

途径稳定市场份额，提高市场竞争力；对于中国白羽肉鸡而言，



 

面对与国际家禽巨头在中国硬碰硬的竞争，就必须要提高生产

水平，降低生产成本，提升产品质量，通过既靠数量又靠质量

的战略途径稳定市场份额，提高市场竞争力。 

（二）提振消费者信心 

提振消费者信心，是决定肉鸡产业兴衰的关键。针对受速

成鸡、禽流感等关于肉鸡负面报道和宣传影响，很多消费者对

鸡肉确实存在误解的情况，有关部门和行业协会要组织各方专

家，加大宣传力度，进一步增加食品安全透明度，加强疫情知

识的科学普及，引导消费者对鸡肉有清楚科学的认识，了解更

多关于肉鸡生产环境、生产标准以及生产监督和产品质量检测、

动物疫情等方面的信息，让消费者放心消费。 

（三）高度重视白羽肉鸡的本土育种工作 

由于美国禽流感的爆发导致了我国对美国禽类进口实行封

关政策，给我国白羽肉鸡祖代引种带来一定影响，也给行业带

来了很多的启发和思考。过去普遍认为引种质量已经很好，没

有必要进行育种，但通过 2015年美国突发禽流感事件，必须重

新认识白羽肉鸡本土育种的重要性。同时，实现白羽肉鸡育种

本土化可以大幅降低肉鸡生产成本。2010-2014 年，我国每年

在引种方面支付的费用均超过 3000 万美元，其中 2013 年更是

超过 5000万美元。国家相关部门应大力支持白羽肉鸡本土育种

工作。 

（四）继续大力推进标准化规模养殖 

提高标准化规模养殖水平是提高我国肉鸡产业整体发展水

平最重要的基础。各级政府应针对当前我国肉鸡产业标准化规

模养殖程度仍然偏低、标准化养殖设施配套水平较差的现状，



 

进一步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引导和鼓励企业进一步提高标准化

规模养殖水平。此外，还应当大力提高饲养人员和技术人员的

技术水平，以解决饲养人员和技术人员设备使用能力不足的问

题。通过进一步提高标准化养殖水平，减少肉鸡生产效率损失，

提高生产效益。 

（五）高度重视养殖污染治理问题 

各级地方政府应适度增加整个产业污废治理的补贴力度，

帮助养殖企业平稳顺利度过当前产业发展和废物治理双重巨大

压力并存的特殊时期。地方政府还应重视肉鸡养殖业的规划布

局，引导区域肉鸡产业发展与土壤消化能力、生物安全保障水

平、资源环境保护利用相协调。肉鸡养殖企业（场、户）应增

强依法治污意识，承担起对肉鸡养殖过程中的粪便、污水按规

定治理的责任和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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