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猪价强势“翻红”只因受双节影响？
实质是拐点已不遥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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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农村部：动物防疫、生猪
屠宰将进一步出台法律法规

农业银行：生猪全产业
链贷款余额超 500 亿元

农业农村部：今年粮食
总产量预计再创历史新高

需求增加 毛鸡价格小幅增长

10 月 23 日，农业农村部网站消息，在对
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关于完善动物疫病防控
和产品经营监管体系建设的建议的回复中，农业
农村部表示，将继续配合全国人大开展相关法律
的修订工作，不断完善配套规章制度 ; 持续推进
动物防疫及监管体系建设，切实强化动物疫病防
控、动物及动物产品安全监管工作 ; 会同财政部
等有关部门，进一步研究完善相关财政支持政策。

10 月 29 日，从中国农业银行获悉，截至 9
月末，农业银行生猪全产业链贷款余额达到 525
亿元，比年初增加 290 亿元，增长 123%。农业
银行生猪养殖贷款余额 319 亿元，比年初增加
221 亿元，增长 225%。信贷支持生猪相关客户
数达 20.24 万户，比年初增加 15.03 万户。

10 月 28 日，央视新闻消息，农业农村部发
布，眼下，秋粮收获接近九成，丰收已成定局。
预计全年粮食总产量再创历史新高，连续 6 年保
持在 1.3 万亿斤以上。

10 月 29 日，毛鸡价格小幅上涨。主产区
毛鸡均价 6.53 元 / 公斤，较昨日上涨 0.01 元 /
公斤，较上周增长 8.9%。目前肉禽养殖存栏量
较高水平，但随着气温也进一步下降，居民、食
品加工企等消费需求继续缓慢增加；叠加近期饲
料、原料等价格上涨，饲养成本加大，预计短期
鸡价偏强运行。鸡苗价格 0.94 元 / 羽，较昨日
下降 0.12 元 / 羽，较上周下降 0.14 元 / 羽。鸡
苗供应量总体充足，需求量继续增加，但市场交
易较不稳定，预计鸡苗价格仍将回调整理。

一、2020 年我国生猪价格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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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猪价格进入 9 月份后，开始一
路下行，但这两天猪价又开始触底反
弹，多省飘红，但可别高兴得太早。
此轮猪价强势“翻红”或受传统消费
旺季的中秋、国庆双节影响，但能持
续多久呢？当前的行情究竟是假摔？
还是拐点将至？本文结合相关行业数
据进行分析，以供大家参考。

集团市场中心  刘海波

受非洲猪瘟疫情影响，我国生猪
养殖业遭遇重大损失，2019 年生猪出
栏 5.44 亿头，同比（2018 年出栏 6.94
亿头）下降 21.6%。2019 年惨烈的母
猪存栏损失，决定了 2020 年生猪上
市数量的严重不足，预计全年出栏 4.2
亿头左右，巨大的供需缺口支撑了猪
价在历史高位运行。

的上市时间（见图四）。北方、两广、
华中地区首批复养母猪提供的育肥猪
上市时间分别为 2020 年 8 月份、10
月份、和 12 月份。所以本次生猪价格
一路走低，很可能和该批次育肥猪上
市数量增多有关。

希望、牧原、正邦集团同比分别增加
96.9%、42.0%、和 18.5%，且其后期
出栏量还将快速增长（见图五）。

我国的集团上市养猪公司凭借技
术、资金、信息优势，在本轮猪场扩
建中，无论是规模和速度，均远超中
小规模养户，可以预判国内生猪市场
的变化情况。

统计国内 5 家主要生猪养殖集团
1~8 月份生猪出栏数据显示，2020 年
前 8 个月，5 家公司生猪出栏量已恢
复到去年同期的 90% 左右，其中新

因受高猪价带来巨额利润的驱使，
大量资金涌入养猪业，推高二元母猪（见
图六）、市售仔猪价格（见图七）持续
高位运行，市场母猪、仔猪的补栏需求
依旧狂热。

受非瘟、新冠双重疫情的影响，
2020 年生猪行情在春节前一直高位徘
徊，春节过后快速走低，5 月中旬低
至 26 元 / 公斤左右后，开始逐步回升。
整个 7、8 月份在 37 元 / 公斤左右的
价格进行震荡，进入 9 月份呈现一路
下行之势，目前全国平均猪价已跌破
34 元 / 公斤。

（图一：我国瘦肉型生猪 2020 年出栏价格走势）

二、餐饮消费端的变化情况

（图二：我国月度餐饮收入数据）

但是，一起突如其来新冠疫情完
全改变了人们的正常生活秩序。2020
年的前几个月，全国商业活动因抗击
新冠疫情需要而处于停滞状态，国家
统计局数据显示，全国餐饮类消费在
1~2 月、3 月、4 月份同比分别下降为
43.1%、46.8% 和 31.1%。

进入 5 月份以后，国内新冠疫情
防控的压力才转向防止国外输入型病
例为主，全国复工复产全面展开，社
会餐饮消费逐步恢复。所以，生猪价
格在5月中旬见底后快速反弹，7月初，
全国均价回归到 38 元 / 公斤的高位。

三、生猪市场供应端变化情况

广大养户在经历了非瘟疫情初期的
恐慌和悲痛之后，面对创历史的高位猪
价，在对防控非瘟技术有初步认知后，
纷纷加入复养大军，甚至很多外部资金
在高利润的诱惑下大量进入养猪业。但
生猪行业有固定的繁殖周期，从后备母
猪培育开始到育肥猪出栏上市，一般需
要 13 个月。

结合 13 个月的“生猪繁殖周期”
和非洲猪瘟在我国不同地区爆发的大致
时间点，可以推演出不同地区复养猪只

（图三：生猪繁殖周期 )

( 图四 :：非瘟对生猪全国存栏影响的推演表 )

( 图五：国内五家主要生猪养殖集团
1~8 月份生猪出栏数据 )

四、母猪及仔猪价格变动情况

（图六：我国二元母猪及生猪出栏价格走势图，数据来自发展改革委）

（图七：我国市售仔猪价格走势图，数据来自中国饲料行业信息网）

五、猪价拐点还有多远

由上面的数据推演可以看出，4~5
月份的猪价下跌是新冠疫情抑制餐饮
消费所致，而本轮猪价下行可能与复养
母猪产仔育肥上市有关，猪价拐点也许
已不遥远。

受 13 个月的“生猪繁殖周期”影
响，市场生猪价格往母猪端的传导具有
滞后性。在当前猪场建设大量投入的狂
热势头下，雄厚资本不断涌入养猪行业，
假设非瘟疫情不再大规模爆发，必将形
成在生猪价格回归正常之前，母猪存栏
严重过剩的局面。历史级的高猪价过后，
也许我们面临的将是全行业历史级的
亏损期。

5 全国生猪价格继续下行

10 月 28 日，全国生猪价格持续下跌。外三
元生猪均价 29.89 元 / 公斤，较昨日下跌 0.05
元 / 公斤，较上周下降 1.8%；猪价继续走跌。
猪价下跌促进居民消费有所增加，加之气温下降，
刚性消费适度增长，屠宰企业屠宰量略有提升。
但市场需求增长有限，不足以支撑当前价格，加
之屠宰企业收购没有难度，猪价持续下行。后期
生猪产能将继续进一步释放，猪价明显上涨概率
较低，短期内猪价仍将进一步下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