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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业的春天在哪里？
天寒地冻，猪业似乎也迎来了漫

长的冬季。
近期，“猪肉价格大降超40%”的

话题，频频冲上热搜。作为消费者
“菜篮子”的重要组成部分，过去这些
年，猪价时而一飞冲天，时而“跌跌不
休”，起起伏伏备受社会关注。

作为生猪生产和消费大国，我国
每年消费近7亿头猪，生猪出栏量约
占全球一半。猪价“腰斩”，消费者在
实现“猪肉自由”的同时，无数养殖户
正在苦苦寻找越过寒冬、走向春天的
道路。

导致猪价上涨周期难以持续的，还
有消费层面的转变。

据农业农村部监测，1—9月累计，
规模以上生猪屠宰企业屠宰量24247
万头，同比增长15.0%，其中，9月份屠
宰量2775万头，环比增长4.9%，同比增
长31.6%。

生猪屠宰后绝大部分都是要进入
市场流通，被消费者吃到肚子里。根据
屠宰量来看，9月份城乡居民比去年同
期多吃了三成的猪肉。这样的消费增
幅，事实上并不算弱。

那么，猪肉价格的持续下跌，需要
更多从供应端找原因。究其根本，主要
还是产能持续处于高位，导致生猪供应
阶段性宽松。

再来看看点上的数据。以北京新
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为例，11月6—12

日，新发地市场白条猪日均上市量为
1918头，而去年同期白条猪日均上市量
为1552头，年同比增加23%。

猪价下跌的一大原因就是产的比
吃的多，市场消化不了、库存容量有限，
导致价格缺乏支撑。

按照国际消费发展规律，经济社会
的不断发展，会带动肉食消费占整个饮
食品类的比重不断提升。

但奇异的是，我国猪肉的消费比
重，却画出了一条不寻常的曲线。作为
中国人餐桌上的绝对主力，猪肉消费量
占肉类的比重曾一度超过65%。然而近
年来，国人猪肉的消费比重却持续下
降，目前已降至不足六成。

消费偏好的转变，可以从某种程度
上对此作出解释。随着消费水平的提
高，消费者不再像过去一样盯着猪肉

吃，海鲜、牛羊肉等高蛋白、低脂肪的肉
类，正逐渐成为餐桌上的新选择。

数据显示，2014年，我国猪肉消费
量达到历史性高峰，当年猪肉消费量为
5865万吨，人均消费猪肉 42.6公斤。
2022年，全国猪肉消费量只有3766万
吨，人均消费猪肉26.9公斤。和8年前
的高峰相比，人均猪肉消费量大幅减少
了36%。

《中国农业展望报告（2023—2032）》
显示，未来10年，预计猪肉消费量先增加
后稳步回落。具体看，随着老年人口持
续增长，老龄化程度加深，肉类消费量
中，猪肉等红肉的消费量将下降。

行业寒冬之下，从业者正在展开自
救，在降本增效上持续发力。比如，牧
原集团今年第三季度全集团平均成本
已降低到14.5元/公斤，从饲料、育种、
健康管理、养殖、屠宰5个环节进行测
算，每头猪都有600元的成本挖潜空间。

那么对于处在寒冬中的生猪养殖
业而言，如何才能降低猪周期的影响？
究竟该保持多大的供给量才是适宜的？

“基于整个肉类消费结构和产能变
化来看，7亿头左右的出栏量可以达到
供需基本平衡的状态，能够使生产者有
一定的利润，消费者也能拥有充分的选
择权。”朱增勇说。

牧原集团毕竟只有一个，亟待养殖
户们处理的难题却还有很多。

有专家预测，随着经济持续恢复向
好，肉类消费将继续明显好于去年同
期，北方地区大幅降温将使猪肉消费季
节性复苏更为明显。猪业的春天，或许
不会太远。 （据《农民日报》）

错配的产需

犹如近期北方的冷空气，下跌的
猪价让养殖户感受到了阵阵寒意。

“养殖成本约8.5元/斤，养一头
就多亏损约二百元。”山东省沂南县
金厂峪村养殖户王恩宝自繁自养育
肥猪，原本2000头规模的养殖场，目
前只存栏200头。

按理说，随着气温降低，猪肉市
场会迎来传统消费旺季，但总体来
看，今年猪价旺季不旺。据农业农村
部数据，目前全国猪肉批发均价逼近
每公斤 20元关口，同比下降超过
40%，生猪价格逼近每公斤15元关
口，猪粮比价已连续多周低于6∶1的
盈亏平衡点，早已处于过度下跌的橙
色预警区间。

据了解，猪肉供应过剩，生猪集
中抛售，加之消费需求不足，是此轮
猪肉价格“腰斩”的主要原因。

去年下半年，国内猪肉价格曾
经历了一轮显著上涨，养殖户纷纷
“跑步”进场扩充产能。生猪出栏量
从去年一季度不到2亿头，猛增至今
年三季度的5.4亿头，较去年年初增
加了1.7倍。

出栏量的猛增，将价格压力通过
终端市场传导至养殖户。农业农村
部猪肉全产业链监测预警首席分析
师朱增勇介绍，国庆节后，部分养殖
户为回避市场风险，加快了生猪出栏
节奏，大量母猪流入市场，国内冻品
库存也进入季节性出库高峰，加大了
猪价下跌势头。

猪价的持续下行，引发了管理
部门关注。日前，国家发展改革委
宣布将会同有关部门，启动年内第
三批中央猪肉储备收储工作。

“以目前的猪肉供应格局来看，
母猪和生猪的存栏量仍处于高位。”
朱增勇表示，虽然猪肉消费需求将逐
渐进入高峰期，但在猪肉供应充裕的
前提下，猪价短期内上涨空间不大。

对于肉食爱好者而言，今年过
年期间应该可以大口吃肉了，但对
于生猪养殖行业来说，亏损压力与
日俱增。

相较于 2022年猪企利润报表
“高歌猛进”，今年猪企盈利困难重
重。公开数据显示，牧原股份、温氏
股份、新希望、天邦食品等头部猪企
前三季度全部亏损，部分上市猪企甚
至面临债务加剧的风险。

相比于养猪巨头，中小规模养猪
场成本高、效益低、抗风险能力差，生
存压力更是不言而喻。

“1月中下旬就开始亏损了，7月
底刚有点微幅盈利，10月下旬再次进
入亏损。”王恩宝说，养猪不赚钱甚至
亏钱，身边养猪的人越来越少，养猪
人的日子越发不好过。

“腰斩”的价格

说起猪肉价格涨跌，与猪周期不无
关系。但此轮猪周期在短暂上涨后快速
下跌，势头切换之快让业界措手不及。

“猪价去年4月份才开始上涨，11月
份就开始下跌了。”四川省金堂县良园
村的生猪养殖户陈长安感慨道，以往所
谓四年一轮的猪周期似乎失灵了，去年
一整年几乎经历了过往一个猪周期的
变化。

什么是猪周期？简单说就是养殖
行业做出的生产决策往往具有滞后
性，导致生猪产能和实际需求错位，引
发猪价波动。具体呈现为“猪价下跌
—养殖亏损—一哄而下—产能不足—
猪价上涨—一哄而上—产能过剩”的
周期性变化怪圈，最终导致“价高伤
民，价贱伤农”。

有周期，往往就意味着多多少少有
规律可循。过去，我国猪肉行业有非常
明显的周期性特点，通常上涨时间为一
年半，下跌时间为一年半，每隔三四年
为一个轮回。从最近十几年来看，我国
几次明显的猪周期分别开始于2007年、
2011年、2015年以及2018年，在这几个
年份，猪肉价格都开启了大涨序幕，持
续一两年时间后再大跌。

也就是说，按照以往猪周期的规
律，此轮价格上涨至少持续一年半的
时间，但此次反弹仅仅持续了5个月就
开始新一轮下跌，这是为何？

生猪基础产能变化愈发平稳，是猪
周期逐渐被“熨平”的主要原因。从供
给端看，猪周期的核心影响因素依旧是
能繁母猪产能。朱增勇介绍，9月末，全

国能繁殖母猪存栏4240万头，比正常保
有量4100万头高出3.4%，生猪产能仍然
处于高位。能繁母猪产能近年波动幅
度较小，因此本轮猪周期，猪价亦呈现
出窄幅震荡特征。

特别是经历了2018年非洲猪瘟这
轮“超级猪周期”后，生猪行业规模化
水平、市场集中度快速提升，中小养殖
户逐渐离场，意味着以往猪周期的市
场自我调节模式，已发生了较大改变。

对龙头企业而言，猪价下行周期也
可能会逆势增加产能或者保持产能稳
定，这将导致猪周期的波动不如以往
那么规律。甚至可以推测，未来随着
生猪养殖规模化程度继续提升，猪周
期时间或继续拉长，波动幅度趋向平
抑直至消失。

失灵的周期

猪价“腰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