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国养猪业迎来“久违的春天” 

——2004年上半年养猪市场分析回顾及展望 

冯永辉 （中国饲料工业协会信息中心） 

    1997-1998亚洲金融危机期间，我国猪肉平均价格涨至15元/kg以上。之后到2003年
“非典”结束我国养猪业一直处于低迷状态，活猪价始终难以突破7.0元/kg，育肥猪的毛
利润鲜有突破100元/头。2003年4月更是创下了毛利润最低纪录18.3元/头，若计人工费、
疾病预防、治疗等费用，则要亏损20～30元/头！国内养猪业进入上世纪末以来的最低谷。
但市场价值规律显示波谷过后，必将反弹爬升。待宰活猪价及养猪毛利润自2003年5月份开
始上涨，9月份毛利润突破100元，至2004年6月分别涨至8.78元/kg和165.9元/头，达到亚
洲金融危机后的最高点。 
    现阶段，养猪户普遍关注猪价及养猪利润还能维持多长时间？现在补栏还算晚么？—
—为此，笔者对养猪业及相关产业进行了深入分析，以飧读者。 

    1 2004年上半年国内仔猪、待宰活猪、去皮猪肉平均价格走势 

图1 2000年-2004年上半年国内仔猪、待宰活猪、去皮猪肉平均价格走势图 

    图1显示，2004年上半年延续了2003年下半年开始的猪价强劲上涨，尤其是今年的二季
度仔猪、待宰活猪、去皮猪肉价格涨势更加强劲，同比涨幅大于一季度。 
    今年上半年国内仔猪平均价格各月同比涨幅分别为20.86%、25.63%、34.95%、
46.03%、47.44%、64.00%，同比、环比涨幅均以6月份为最大。仔猪平均价格自2003年7月
份开始强劲上涨，其上涨速度、上涨幅度均大于待宰活猪价和去皮猪肉价，呈直线上涨之
势，其间唯一的一次小幅回落是在2004年5月份，其平均价格为12.09元/kg，环比只下降了
0.06元/kg，但6月份便涨至13.12元/kg；上半年待宰活猪平均价各月同比涨幅分别为：
22.90%、27.05%、33.00%、43.49%、46.19%、50.60%，同比涨幅以6月份最大，环比涨幅以
4月份最大；去皮猪肉平均价同比分别上涨15.00%、16.83%、20.77%、24.52%、26.00%、
28.67%，环比涨幅以6月份最大，4月份次之。 

    2 猪价走势分析 



    仔猪价格急速暴涨根本原因在于养猪户补栏积极性上涨和能繁母猪存栏下降以及母猪
繁殖率、仔猪成活率低而导致仔猪供求矛盾突出。3、4月份豆粕价格大幅飙升，养殖成本
增加，导致养殖户在对后市缺乏理性判断的同时，补栏性下降，但因豆粕暴涨之后便急速
下跌，所以养猪户只是稍稍延缓了补栏时间。 
    今年猪肉价格在春节过后小幅回落，而后便开始强劲上涨，至今未出现回落。其主要
原因在于，禽流感期间禽产品消费需求急剧下滑，猪肉作为替代品需求增加，同时，养殖
户一般在春节过后多安排补栏，很少出栏， 供求矛盾导致春节过后猪肉价不仅没有下降，
反而强劲上涨。禽流感过后，豆粕等原料价格大幅飙升，饲料成本上涨促使猪肉价格保持
坚挺和上涨，进入6月份后，传统节日端午节大大刺激了猪肉消费需求，导致猪肉价格涨至
13.81元/kg，这是1997年后的最高价。 

    3 养猪利润分析 
    我国现阶段70%左右的活猪供应是靠年出栏50头以下的小型养殖户提供的，这部分养殖
户中，又可分为自繁自养专业户、繁殖母猪专业养殖户和育肥猪专业养殖户。育肥猪专业
养殖户因其每次可以小批量购进仔猪、固定投入相对较少、成本较低，市场风险较小而成
为3者中的主体，因此通过分析育肥猪专业养殖户的养殖效益即可以清楚地判断出我国养猪
业的整体情况。 

图2 2000年-2004年上半年育肥和自繁自养每头活猪毛利润走势图 

    注：育肥每头猪所得毛利润=活猪价×出栏体重（以90kg计）-仔猪价（以15kg计）-育
肥饲料成本（75kg×育肥猪配合料价×料肉比）；育肥户养猪盈亏平衡线即在毛利润基础
上扣掉40元饲养管理、防病治病成本；育肥户养猪盈亏平衡线以上30元内为微利、风险
区。 

    图2显示，2003年9月份以前，育肥每头活猪和自繁自养每头活猪的毛利润基本分布情
况是：每年的3～8月份为微利、亏本期，8月到次年2月为盈利期，全年盈利情况基本维持
在稍有盈利的水平。处于微利与赔钱之间的风险区：每头的毛利润分别在70元和160元左
右，扣除饲养管理期间的水电、防病治病等40元左右的成本，育肥每头猪的纯利润在30元
左右。若以纯利润50元内为微利、风险区，即在毛利润基础上扣掉（40元成本+50元利润）
90元，则微利风险线将达到图2中纵坐标为“90”的直线，这样以来，2000年至2003年9月
份以前，几乎90%月份都处于微利、风险区。育肥每头活猪纯利润的最低谷出现在2003年的
4～5月份，这期间育肥每头猪要亏损20～50元，其主要原因在于，非典时期流通受阻，产
区活猪运不出去，肉类消费需求大幅下降，猪价大幅下跌，从而导致亏本严重。 
    2003年9月份过后，饲料价格、猪价同时强劲上涨，养猪毛利润较以前也开始上涨，分
别超过了每头猪70元和160元的风险线，走出了介于微利与赔钱之间的风险区。截至2004年
6月份，育肥每头猪和自繁自养每头猪的毛利润已经达到了165元和327元左右，即使扣掉40
元左右的饲养管理成本和防病治病成本，每头猪的利润还能达到125元和287元，若是一个
中小型育肥猪养殖户一批次育肥100头猪一年全进全出3批次，其年纯收入将是3.75万元；
若是一个存栏20头左右繁殖母猪，年出栏400头左右肉猪的自繁自养户，其年纯收入将达到
11.48万元！——这对一个中小型养殖户来说，无疑是个值得兴奋的数字！ 

    4 哪些因素导致猪市如此“亢奋” 



    今年上半年国内仔猪、待宰活猪、去皮猪肉平均价之所以强劲上涨，其主要原因在于
需求增加而供应不足，同时原料价格大幅上涨导致饲料成本增加。 
    4.1 农村居民收入增加，猪肉消费需求随之增长 
    近些年，我国农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农村外出务工人员增加，农村居民家庭人均
收入增加，农村居民的购买力增强有力地推动了消费市场的发育。据调查，农村居民肉品
消费量占国民消费的60%左右，这其中又以猪肉消费为主。猪肉的消费总量的增长拉动了猪
肉价格的上升。 
    4.2 部分养猪大省能繁母猪存栏下降、生猪存栏不足 
    河南：据有关机构典调推算，2004年5月末河南省公母猪存栏同比下降11％，公母猪存
栏占生猪总存栏的比重下降到6.9％，远低于8%的正常水平。山东：据有关部门统计，截至
2003年年底山东省能繁母猪的存栏减少了大约64万头。江苏：据江苏省有关部门调查，截
至2004年５月末江苏省生猪总存栏约为1211.74万头，同比下降8.11％，其中公母猪存栏同
比下降3.17％。安徽：据该省畜牧局统计，截至6月末全省生猪总存栏约为1870万头，比去
年同期下降约4%。 
    这4省处于我国中东部，地理位置优越，既是我国的粮食主产区也是生猪主产区，长期
以来承担着京津唐和长三角经济圈的生猪供应，这些生猪主产省能繁母猪存栏下降对本地
区以及销区上半年猪价的上涨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而且还将对其后市产生深远的影响。 
    4.2.1 非典及其以前，猪市长期低迷导致养猪户积极性下降、淘汰母猪 2003年非典以
前，我国养猪业长期处以微利和亏本交叉出现的风险区（图2），农户在饲养管理、疾病防
治等方面稍有不慎便可能赔个血本无归，巨大的市场风险使养殖户养猪积极性下降。非典
的到来将这种风险变成了残酷的现实：“非典”时期恰逢生猪补栏旺季，为防止疫病传
播，各地相继采取了限制生猪流动等措施，造成了农户“卖猪难”，一些地区的农户不得
不含泪宰杀母猪和仔猪，残酷的现实迫使很多农户放弃了养猪，生猪存栏出现断档。 
    4.2.2 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为农民增收，农民外出打工有了保障，外出打工人口增加 
2004年春天，中央一号文件颁布之后，全国上下都开始将目光投入到了关注农民工的利
益，农民增收问题成为政府工作的重点。在这种情况下，农民外出务工的积极性较之前有
很大提高。外出务工人口的增加导致农村劳动力的相对减少；部分地区过去是传统的养猪
专业村，现在变成了无猪村。 
    4.2.3 2003年玉米霉变现象严重，母猪产仔率下降，仔猪成活率低 2003年7-10月份，
黄淮流域玉米主产区出现了历史同期罕见的低温、阴雨寡照天气，平均降水量显著高于往
年，导致玉米在收获之前即已被霉菌感染和收获后因无法及时晾晒而发生霉变。猪对霉菌
毒素极为敏感，母猪采食了霉变的玉米后发情不规则、假发情、受胎率降低、流产、死胎
等现象严重，仔猪采食了霉变的玉米后成活率降低，这都导致了仔猪供应出现严重短缺，
仔猪价格一路飙升。 
    4.2.4 疾病相对往年较多，导致母猪繁殖率、仔猪成活率下降 2003年下半年至今，部
分生猪主产省“篮耳病”“附红细胞体病”“细小病毒”“圆环病毒”等疾病流行，较往
年严重，这些疾病导致母猪流产严重、仔猪成活率降低，给本来就紧张的仔猪供应“雪上
加霜”。 
    4.3 玉米、小麦麸、豆粕等饲料原料价格上涨导致养殖成本大幅增加，促使猪价上涨 
    由图3、图4可知，2003年9月份开始，国内玉米、小麦麸、豆粕等价格持续上涨。2004
年6月份与2003年9月份相比，玉米价格从1.14元/kg涨至1.40元/kg，上涨了22.8%；小麦麸
价格从1.0元/kg涨至1.24元/kg，上涨了24%；豆粕平均出厂价格从2293元/t涨至2815
元/t，同比上涨了18.5%。玉米、豆粕、小麦麸等饲料原料价格的上涨导致饲料成本大幅增
加，推动猪价上涨并保持坚挺。 



图3 2000年-2004年上半年国内玉米、小麦麸平均价格走势图 
原始数据来源于农业部畜牧兽医总站  

图4 2002年1月-2004年6月国内豆粕平均出厂价格走势图 
数据来源：中国饲料工业协会信息中心 

    4.4 豆粕价格暴涨暴跌使养猪户补栏积极性受到影响 
    玉米、小麦麸在配合饲料中共占到了80%左右，其价格的变化直接关系到养猪的效益，
但因我国是一个产粮大国，玉米、小麦总产量较高，粮食价格较为平稳，受国际粮价波动
影响较小，同时我国的生猪主产省绝大多数也是粮食主产省，因此，关系到农户养猪效益
好坏的关键转移到了在配合料中仅占20%左右的豆粕价格上来。这唯一的一个也是最为重要
的一个关键因素若充满变数、飘忽不定，那么其对养殖户所造成的心理影响将是至关重要
的。豆粕价格在2003年8月-2004年6月，短短10个月之内便两次暴涨暴跌，第1次从2003年8
月份的2177元/t急速狂飙至10月份的2985元/t，上涨37.11%，而后一路下跌至12月份的
2640元/t；第2次从2004年1月份的2688元/t暴涨至3400元/t（局部地区最高到了3700
元/t），上涨26.49%，之后急速震荡并下滑至6月份的2815元/t。如此剧烈的价格波动给养
猪户的补栏造成了巨大的心理阴影，影响到了补栏的积极性。 
    4.5 畜产品加工能力大幅提高，生猪需求增加 
    随着我国畜牧业产业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国内各地肉类食品加工企业数量急剧增加、
规模不断扩大，生猪的需要量也大大增加。国内最大的肉品加工龙头企业漯河双汇集团目
前已在多个省建立了加工厂，生猪年屠宰能力在明年将达到1200万头，消化能力达到2000



万头！（养猪大省山东省2002年全年的生猪出栏量为3803.2万头）。肉品加工企业要发展
壮大，资源优势显得尤为重要，得“源”者得天下。因此肉品加工企业通过资本融资等各
种手段争抢各地生猪基地和市场，从而拉动了生猪需求，今年上半年国内一些地区部分肉
品加工企业为抢占猪源甚至采取了抬高猪价、提前付款订猪等措施！这着实让养殖户兴奋
不已！ 
    4.6 禽流感疫情的意外发生刺激了猪肉需求上涨，导致猪价上涨 
    2004年春节前后爆发的禽流感疫情重创了我国禽产品消费需求，猪肉作为禽产品的替
代品，消费需求大幅上升，拉动猪价上涨。 
    4.7 运费上涨导致猪肉涨价 
    从2004年6月20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公路交通“治超”行动不仅导致运费明显上
涨，同时也引发了猪肉等畜禽产品价格不同幅度的上涨。据广州市某肉联厂厂长介绍，运
猪车一般用的是5t车，经过“大吨小标”改造出来的就是8t车。治超前每车可装80头猪，
治超后每车只能装不过60头猪。这样虽然每车名义运价未变，而实际每头猪的运费上涨了
1/3，有的甚至达到了50％。 另外，石油价格上涨也间接导致国内运费上涨。 
    4.8 猪肉出口大幅增加，刺激国内猪价上涨 
    据海关部门统计，今年1～6月份，我国出口鲜、冷、冻猪肉12.415万t，同比增长
38.66%。全国第1养猪大省四川生猪出口达到2.9万t,同比增长1.4倍；养猪大省河南出口冻
猪肉2.04万t，增长29.8%。猪肉出口的大幅增加一定程度上刺激了猪价上涨。 
    4.9 禽流感疫情加快我国畜禽养殖布局的规划，畜禽散养受到制约 
    禽流感疫情过后，国内各地纷纷出台政策，规范畜禽养殖布局以加强对养殖业的监督
管理。养殖大省山东、河南先后出台《畜禽养殖小区建设管理规范(试行)》，加强养殖小
区建设，减少畜禽散养规模，促进规模化、工厂化养殖的发展；北京市限定屠宰企业明年
年底以前全部退出京城八区，厦门市将成为全国率先在建成区实现生猪禁养的城市……这
些调整使畜禽散养受到制约，逐渐改变我国养殖业从业人员（现阶段农村散养户多由老人
和妇女组成）结构，规模化养殖小区将逐渐成为主流。这样短期内，散养户减少，养殖成
本增加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猪价上涨。 

    5 养猪业的“春天”还有多久？ 
    5.1 从仔猪补栏情况判断猪市后市 
    据中国饲料工业协会信息中心调查，今年上半年仔猪补栏共出现过2次高峰。第1次出
现在4月份，当时禽流感刺激猪肉消费上涨，猪价开始大幅飙升，养猪效益明显，养殖户补
栏积极性高涨，开始大面积集中补栏，但此次补栏因受豆粕、玉米价格飙升影响并未延续
很长时间；第2次出现在6月份，经过半年的持续爬升养猪利润已相当明显，豆粕等饲料原
料价格趋于平稳，养殖户补栏积极性空前高涨，开始大面积集中补栏，且具有延续性，仔
猪价格再次大幅飙升。根据猪的生长周期推算，出栏高峰期应该在9～10月份和年底，届时
猪价下跌的压力增大。 
    5.2 从种猪销售情况判断猪市后市 
    据中国饲料工业协会信息中心调查，今年二季度，特别是5、6月份期间，养猪大省河
南、河北、山东、江苏等地种猪场的二元母猪销售异常火爆，30～40kg的长大二元小母猪
每头价格1200～1300元，比一季度上涨了200元左右，而且很多养猪户为能购到母猪提前订
货、提前付款。据种猪场负责销售的主管反映，现阶段一次购买10头母猪的中小型专业养
猪户占70%以上。 
    中小型养猪户大批量购进母猪，进行扩栏将为今年下半年、明年的养猪生产注入强大
的活力、动力，后期存栏将大幅上涨，尤其是明年入夏前后可能会出现生猪出栏高峰期，
届时猪价下跌的压力将增大。但因猪的生长周期较长，短期内生猪存栏、出栏不会大幅上
涨，猪价仍将维持在较高价位，养猪效益明显。 
    5.3 从养猪利润周期判断后市走势 
    多年的养猪利润波动周期显示，一个完整的盈亏周期为37个月左右，盈利周期在18个
月左右，从开始盈利到波峰的爬升期在9个月左右。若从2003年非典过后的8月份开始进入
盈利期算，那么6、7月份应处于利润高峰期，之后进入下滑期，但受去年非典、玉米霉变
及今年的禽流感等因素影响，供求矛盾较往年突出，利润期有望延续更长时间。预计，春
节前养猪利润仍将维持在一定的水平，但养殖户应审慎选择补栏，不可盲目扩大规模。春
节过后，养猪利润有可能出现大幅下滑。 
    5.4 综合其他各种因素分析猪市后市 
    5.4.1 玉米霉变对仔猪供应的影响在今年小麦收获后有了很大改善，供求矛盾有所缓
解。  
    5.4.2 饲料成本并不看涨，养猪利润仍有一定的盈利空间 当前养猪效益相当明显，养
殖户补栏积极性高涨，养猪业对饲料的需求不断上涨。根据养殖户较为集中的补栏母猪现



  

象可以判断，饲料需求高峰期应该在今年四季度以后；养禽业因上半年补栏情况非常差，
甚至出现断档，所以预计下半年禽产品价格会大幅上涨，盈利空间增大，这将刺激养禽业
快速恢复、发展，养禽业对饲料的需求也会不断上涨，需求高峰期同样应在四季度以后。
因此短期内养猪业、养禽业对饲料的需求并不支持豆粕等原料价格飙升。同时从目前的大
豆种植情况看，今年的大豆产量将有一定幅度的增长，USDA预计CBOT大豆11月也应该在500
美分／蒲式耳，这样豆粕价格也将随之走低，饲料成本还有进一步下降的可能。因此，在
饲料成本并不看涨的情况下，养猪利润仍将有一定的盈利空间。 
    5.4.3 肉品加工企业生产能力还在不断增加，活猪需求保持增长，支持猪价保持高价
位。 
    5.4.4 油价高价运行、“治超”还将继续，短期内运费不会大幅下降，支持猪价保持
坚挺。 
    5.4.5 生猪存栏、出栏增加给猪价下跌带来压力 上半年虽然河南、山东、江苏等地繁
殖母猪存栏下降，但其他部分省份生猪生产仍保持上涨，而且，近期养猪效益相当明显已
经导致国内各地养殖户纷纷留、买母猪，补栏仔猪，扩大规模。所以，下半年生猪出栏量
会保持一定程度的增长，将给猪价回落带来压力。 

    6 2004年是农民的丰收年，更是养猪户的丰收年！ 
    2004年注定属于中国的农民：2004年1月，中央政府出台了第6个中央一号文件，将三
农问题放到了政府工作的重点位置，提出今年一定要做好农民增收工作，紧接着就是粮食
补贴直接发放到农户，确定粮食收购保护价，保证农民种粮既增产又增收……当前的养猪
效益相当明显，且还有一定的盈利空间，农民通过养猪增收已不再困难。所以，2004年是
农民的丰收年，更是养猪户的丰收年！我国的养猪业迎来了“久违的春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