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猪调研报告 

 

生猪市场调研成果及产业发展思考 

 

2024 年 7 月华金期货参加大连商品交易所组织湖南、河南地区生

猪产业调研，深入了解区域产业特征、企业经营、当前猪市供需结构

及未来预期，并聚焦生猪产业未来发展与生猪期货市场功能发挥。 

一、调研背景与调研路线 

2024 年生猪行情波动虽不及 2021、2022 年大起大落，但在经历了

非瘟、去产能等一系列产业优化与调整后，生猪价格的研判较往年愈

发复杂，供需结构与猪周期在一定程度上甄别难度加大，特在 5 月份

生猪价格上涨及 6 月份回调的时点后开展生猪调研，有助于对生猪产

业特征及价格变动原因有更为深刻地理解。 

此次调研重点地区为湖南、河南。根据统计局数据，2023 年湖南、

河南生猪出栏量分别为 6248 万头、5918 万头，占全国生猪出栏量的第

二、第三位，两省合计生猪出栏量占全国 17.4%，同时两地也是主要的

生猪流出区域，河南地区更是生猪期货的基准交割地。两地生猪市场

格局可以较大程度体现整体生猪产业特征，有助于以点及面进行分析

研判。 

调研路线：株洲—长沙—漯河—新乡—郑州 

调研样本：10+家（1 家原种猪厂、3 家规模养殖企业、4 家屠宰场、

1 家饲料企业、1 家疫苗企业，其他贸易面对面沟通）。 

二、调研成果与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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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不同的企业，根据其在生猪产业上下游的位置及企业特征设

置不同的问题，包括存出栏数量、成本、销售等基础问题外，更关注

疫情影响、产业特征变动、期货市场参与等关乎行业发展问题，受益

颇深。以下为调研信息汇总，并根据公开及可获得数据进行验证。 

（一）生猪产业链信息梳理 

1.种猪与仔猪 

数量下降：河南地区能繁母猪产能降幅预计超 9.2%，环比下降 15

个月时间，历史绝无仅有，因此预计下半年生猪出栏量要比上半年少，

同时仔猪供给上升空间不大，主要在于前期能繁母猪的惯性下跌。2024

年仔猪价格上涨，部分养户购怀孕母猪卖仔猪现象增加。 

市场种猪主流品系：有美系、法系、丹系、PSC 等，各品系特征

不同，价格方面无明显区别。部分企业反馈，当前母猪品质欠佳，主

要原因在于 2023 年能繁母猪淘汰量较大，2024 年价格上涨，为了迎合

市场，很多后备母猪投入育繁。 

调研与公开及可获得数据对比：基本保持一致。根据农业部公布

能繁母猪存栏数据，2022 年 12 月为阶段性高点（4390 万头），随着

猪价不断走低，能繁母猪淘汰量逐月增加，存栏量持续下降，至 2024

年 4 月能繁母猪存栏 3986 万头，累计下降 9.2%，主要聚集地超出全国

平均水平基本可以初步判断，该点在与规模场及屠宰企业的沟通中得

以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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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022.1-2024.7 生猪市场（能繁、仔猪）对比 

数据来源：Mysteel，制图：华金期货 

2.养殖（规模场与散户规模变动、二育、饲料） 

首先，规模及数量方面，养殖场与散户表现不同。根据调研情况，

大部分规模场尤其是有集团场资源的企业，均有稳定的规模扩张计划，

相关负责人也提出扩张计划不会因为猪价的下跌而缩减，但在时间上

会有一定调整，轻易不会发生改动。但散户不同，在 2022、2023 年期

间由于价格波动，多数散户亏损后退出，基本上十中存三。 

其次，二育是今年生猪市场的“变数”。由于前两年亏损严重，

所以今年的二育比较谨慎，基本上有盈利空间就出，甚至二育养户存

栏时间在 3 天或以上就进行转卖，尤其在山东、江西地区比较广泛。

因为二育可以在短周期内调整生猪的供应节奏，对短期猪价有一定影

响因素，市场对此褒贬不一。对于其长期发展，也有两个观点：一个

观点是短期市场现象，因为量小且不成规模不会产生长远影响；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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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观点是认为二育有成为生猪产业链中必要一环的发展空间。 

再次，出栏量普遍下降、出栏均重增加。从调研情况来看，今年

上半年企业出栏量大多下降，但由于区域不同及样本偏差关系，降幅

不一，在 13%-23%。但出栏均重增加基本成为共识，主要原因是造肉

成本下降，利润有所好转，且近年猪价重心走升，但规模场出栏体重

一般不超过 130 公斤，没有出现太过严重的压栏，散户出栏体重会增

至 140-150 公斤。 

最后，企业对饲料成本的控制力度不尽相同，但都在企业自身范

围内严控成本。部分企业对饲料成本非常看重，甚至可以根据主要饲

料来源的价格变动频繁调整配方（如日度调整）；部分企业会结合猪

生长情况做到最大投入产出效应调整。大规模或集团场会有自己专门

的饲料场以节省成本。饲料方面没有集团资源或定价权的企业，也会

在采购方面进行灵活的议价操作。即企业在饲料成本控制方面非常“卷”。 

成本方面：自繁自养完全成本普遍在 7.2-7.3 块钱上下，部分高价

仔猪可能带动成本增加至 8 块左右，自产猪苗成本大约在 350。 

调研与公开及获得数据对比：基本保持一致。从能繁母猪存栏来

看，不管是全国还是华中地区中小散户下降幅度显著低于规模场下降

幅度；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商品猪数据来看，上半年全国生猪出栏二

季度末，生猪存栏 41533 万头，同比下降 4.6%；上半年，生猪出栏 36395

万头，下降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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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022.1-2024.7 生猪市场规模场与中小散（能繁存栏、商品猪出栏）

对比 

数据来源：Mysteel，制图：华金期货 

3.屠宰与冻品 

屠宰企业开工：从调研口径来看，屠宰企业开工普遍下降，下降

幅度与企业供货及销售渠道有一定关系。下降原因主要在消费层面。 

鲜品销售：主要在农批，占比在 40-60%，其他是商超和门店。农

批（特点：价格低、量大）的销售比较机动，如果价格较好，会适度

减少该部分以获取最大收益。 

采购：集团供货、外采、贸易商、猪贩子、散户上门供货都有，

来源比较多，根据企业特征及地理位置有不同的采购来源渠道和配比。

企业在采猪渠道层面有较大自主权，哪怕是集团下属企业，也会“择优”

采购。采购定价方式较之前有所不同，之前会在前一天晚上确定好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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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现在是当天上午 10-10:30 开始询价或竞价，11:30 前基本全部完成

当日订购计划，且每笔订单可能根据市场价格的变动，采购价也不尽

相同。 

冻品：普遍下降。从调研企业来看，今年基本没有入库，以消耗

冻品库存为主，有 2 家提出今年四季度会缺冻品。 

屠宰成本与利润：屠宰端是今年生猪产业链上公认的亏损环节。

一方面今年养殖端盈利，所以在供货方面屠宰企业议价权相对弱势；

二是消费低迷导致开工率偏低，企业为了维持经营哪怕亏损也要保持

最低的开工率；三是下游肉品及冻品价格提升不及生猪价格上涨幅度，

而冻品方面，由于去年入库时间不同，有的企业冻品盈利一定程度弥

补屠宰亏损，有的企业不能弥补甚至加上储藏成本冻品部分也有亏损。 

调研与公开及获得数据对比：1）屠宰量、企业开工率同比下降层

面一致；2）调研屠宰企业普遍反映一般不收大猪（会提升屠宰成本），

行业数据反映宰后白条均重较 2023、2022 年均呈现较大提升，有样本

限制原因，且调研企业多为宰量较大规模企业，对销售端及冻品质量

有所侧重，其他中小企业则与之有偏差；3）屠宰毛利较低，单屠宰很

难长期盈利，需搭配冻品、深加工等环节进行综合考量；4）从行业冻

品库容率来看，2024 年缓慢去库，虽速度较慢，但考虑到年内基本无

新品入库，后期出现“缺冻品”概率较大，或在一定程度上提振肉品价格，

有助于屠宰端利润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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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022.1-2024.7 生猪市场屠宰端（量、开工率、冻品、毛利润）对

比 

数据来源：Mysteel，制图：华金期货 

 

（二）疫情影响 

整体来看，去年非瘟疫情对山河四省（山东、山西、河南、河北）

影响较大，对湖南地区影响相对弱些，今年洪水对湖南地区影响甚微。 

另，根据养殖企业情况，集团或规模场对非瘟疫情防控比较有优

势，可以通过监控、封闭、拔牙处理等形式减缓影响，而散户受到的

影响会更大。疫情基本“十年一更新”品种，对于规模企业来说已经非常

有经验，属于常规防控。对存栏、出栏影响较大的方面更多是价格变

动引发的人为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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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生猪价格研判 

供应层面：从调研情况及侧面了解情况，结合官方数据，今年生

猪出栏同比下降基本可以确定，而冻品市场在“不进只出”的情况下，

后期将延续缓步去库，整体市场供给相对偏紧。但需要注意的是，虽

然能繁母猪及生猪存栏、生猪出栏有所下降，但 PSY、出栏均重提升，

转化后肉品供应下降要打一个折扣，一定程度可以缓解终端供应压力。 

需求层面：猪肉消费属于“刚需”，但刚需也可以发生变动，比如中

国近年人口负增长、年龄结构变化、饮食习惯减少猪肉刚需。另外，

猪肉消费时点及偏好有一定季节性。今年消费减弱一定程度是价格上

涨带来的负面影响，一定程度是牛羊肉下跌的替代效应。8、9 月份有

升学宴、学校开学，四季度有腌腊及年末消费，会对消费有支撑。 

行情观点：在走访的 8 家企业中，4 家普遍对行情谨慎乐观（养殖

企业、饲料场），2 家屠宰企业相对比较乐观，认为行情下跌空间有限，

后续仍然能上涨，1 家屠宰企业对行情维持中性，其中主要基于对政策

的考虑（例如储备调节等），另一家 1 家屠宰企业对行情比较悲观（上

涨空间有限，但也不会狠跌）。 

（四）企业参与生猪期货市场情况 

期货工具服务实体企业的效果初步体现。从参与情况来看，集团

场基本全部参与，根据调研企业提供案例，套保效果良好，单期货市

场部分盈利较多，一定程度弥补现货市场亏损。规模场及中小散企业

参与不多，主要考虑因素有资金、市场风险、套保认知等方面，但会

关注期货价格变动，同时个人形式参与期货投机交易较多。 

三、生猪产业发展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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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调研，行业人士比较关注猪周期的变动、行业发展前景及期

货市场功能体现，以下为个人看法与观点。 

（一）关于猪周期 

因为猪具有较长时间的生长周期，根据其供需情况，活猪、仔猪、

猪肉等相关品价格也形成了一定的周期性，从历史数据来看，基本上

四年或不到四年形成一个周期，按推算来看，最新的数据周期理论时

间在 2022.2—2025 年附近区间，但从价格反映来看，202.2-2023.12 已

形成一个周期闭环，2024 年已然开启一个新的周期。因此市场提出猪

周期是否还存在？ 

个人比较认可李鹏程博士对于猪周期的看法：周期依然存在，只

要猪需要生长周期，就避不开价格周期；但随着政策调控、二育等在

中观及微观层面的干预，周期缩短属于行业规律，也是一个产业优化

调整后的必然特征。 

图 4：活猪、仔猪、猪肉长周期数据统计 

数据来源：Wind，制图：华金期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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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生猪产业发展前景 

对于生猪产业发展前景，更多去与美国生猪市场进行参照。从当

前来看，国内生猪产业发展逐步从“资本型”向“成本型”进行转化，

在产业优化的过程中利润是核心关键，市场会对利润丰厚的环节进行

集中参与，如今年的二育。 

在整体市场结构中，大、中、小型企业参与角色不一样，所承担

的风险与责任也不一样。大企业求稳求发展，中等企业求立足并争上，

而小企业更多获取短期利润。 

我国生猪产业发展距离专业分工、精细化管理仍有一段距离，但

可以想象发展空间与前景。 

（三）生猪期货市场的避险功能 

从目前了解来看，涉猪产业链企业参与生猪期货的比例较少，多

集中在集团场、规模场，一方面资金较为充裕，一方面基于其行业头

部地位对价格有一定的话语权。 

从长远角度来看，生猪期货持续活跃并实现期货功能，需要更多

猪产业链企业参与。从企业对期货市场的情绪来看，屠宰、贸易、二

育有较大的参与热情，但受制于各方面的影响，目前参与度低，如屠

宰企业的风险不仅仅是生猪供货，很大程度体现在白条销售及冻品储

藏；贸易与二育的特点是周转时间短，且品质无法满足交割需求，使

其在参与方式上不得其解。 

在生猪期货应用及风险管理层面，交易所、期货公司还需要更加

深入服务产业、普及案例，甚至可以对各环节针对比较典型风险管理

预期的提供基础套保框架宣讲，针对有特殊需求的企业开展“期货+保

险”等，群力群策提升生猪期货市场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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