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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能释放缺口缩窄，季节扰动整体回调 

摘要: 

结合目前能繁母猪及生猪存栏现状，从养殖周期

推算，生猪存栏量将在 2020 年四季度恢复正常水平，

猪肉产能的完全恢复将在 2022 年的上半年。考虑到

出栏均重可能出现下降，以及冻猪肉的低库存将使国

家在维持高进口量并增加储备肉的储备，冲抵 2021

年出栏增加的压力，2021 年生猪供应较往年仍处在

偏紧状态。 

从替代品看，受今年养殖利润不佳的影响，鸡肉、

蛋鸡补栏情绪弱，明年鸡肉、蛋鸡存栏下降导致价格

重心上移，一定程度利多生猪价格。整体来看 2021 

年生猪价格相对正常年份仍偏高，但中间会受到季节

性及非瘟的扰动使得市场出现相应波动。预估 2021

上半年平均生猪价 25-30 元/公斤，下半年平均生猪

价 20-25 元/公斤 

影响因素，短期包括中央储备肉投放速度，资金

推动的市场集中压栏或抛出的情绪。 

中长期影响因素包括进口政策调控影响进口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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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及贸易税率变化等，进口冻肉检出新冠病毒阳性导

致人们对相关肉类消费担忧，以及夏冬两季疫情的反

复等 

风险因素：疫情二次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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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行情回顾 

2020 年春节前，国家频繁释放冻猪肉以压制持续上涨的猪价，猪价在高

位企稳，新冠疫情的不期而至，全国严格的防控措施，人们外出活动减少，

餐饮消费遭受巨大打击，学校延迟开学，而年前终端家庭备货，外出商超采

购进入淡季，猪价持续下跌，养殖户压栏情绪松动，规模化企业在国家调控

下以及行情驱动下出栏比较积极，供给增加加上需求淡季，猪肉价格开启震

荡下跌模式，而生猪较大的缺口限制了下跌幅度，这轮下跌一直持续到今年

5 月下旬，较前期高点下跌 33%。随着疫情逐渐得到控制，各地陆续返工返

校，餐饮业也逐渐复苏，养殖户惜售情绪增加，6 月下游企业进入国庆及中

秋双节备货期，屠宰企业开工率增加，下游需求增加，养殖企业在完成半年

出栏目标后，企业及散户压栏情绪增加，供需再度偏紧，6 月北京新发地疫

情再度爆发，人们对冷鲜肉消费的担忧以及国家增加进口冷鲜产品以及冻肉

进口管控措施更加严格，进关周期延长以及停止多家国外企业进口资格，成

为新一轮猪价上涨的导火索。6 月初猪价开始反弹，7 月下旬达到高点，而

随着国家频繁释放冻猪肉，国家鼓励企业出栏增加市场供应量并打击投机行

为，稳定市场情绪，生猪价格在高位稳定。9 月能繁母猪及生猪实现同比增

长，前期压栏的大猪进入新一轮的释放期，在节后需求淡季的影响下，生猪

价格高位回落，持续到 11 月底，随着春节需求旺季的来临，生猪价格在 12

月再度触底反弹。 

整体来看，2020 年猪肉的供需缺口在能繁母猪及生猪产能逐渐恢复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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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进口的影响下逐步缩小，但缺口完全缝合还需时日，缺口的存在是生猪

价格高位的支撑点。疫情及节日需求是高位震荡的驱动逻辑。 

图表 1：国内生猪平均现货价格 

  
数据来源：wind 天下粮仓、 国元期货 

 

二、 生猪产能持续恢复  缺口依然存在 

据农业部数据显示，至 11 月末，全国生猪存栏和能繁母猪存栏均已恢

复到常年水平的 90%以上。养殖场户积极补栏扩养，10 月份又有 728 个新建

规模猪场投产，今年以来新建规模猪场投产累计已达 1.3 万个，另有 1.5

万个去年空栏的规模猪场开始复养。母猪供种能力明显增强，前三季度种猪

企业的二元母猪销量同比增长 102.6%。新生仔猪持续增加，一些省份仔猪

价格已从最高峰的每头 2000 元左右降至 1000 元以下。 

截止到 2020 年 11 月，市场小猪的全国 50kg 以下小组存栏环比增加

1.44%，同比增加 14.94%，已经连续 8 个月增长，平均涨幅 2%，50-80kg 中

猪存栏环比增加 2.64%，同比增加 4.54%，也是已经连续 8 个月增长，平均

涨幅 1.59%，80kg 以上大猪存栏环比增加 2.51%，同比减少 12.9%，已连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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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 5 个月，平均涨幅 2.5。 

从生猪的养殖周期推导，能繁母猪的存栏量变化对应的是 4 个月出生仔

猪，生长到 50kg 的小猪大约需要 2 个半月，再生长到 80kg 的中猪，大约需

要一个月，到 130kg-135kg 的标猪出栏再需要 2 个半月，能翻母猪的存栏量

影响 10-11 个月以后的商品猪出栏量。结合农业农村部给出的数据，截止到

2020 年 11 月，能翻母猪存栏环比连续增加了 14 个月，对应小猪的连续增

加时间应该在大约为 8、9 个月，目前企业及养殖户压栏现象比较明显，出

栏周期较正常年份晚约一个月，这样对应商品猪出栏连续环比增加应为 3-4

个月。截止到 2020 年能翻母猪存栏恢复为 90%，按平均 3%速度，恢复到正

常水平需要 3-4 个月，也就是明年 3 月，再加上 10 个月的生长周期，最快

明年年底生猪产能将恢复正常情况。这里推算并没有考虑数据的水分，猪瘟

复发的风险以及三元母猪替代等因素，若将三元母猪产能效率以及明年去三

元化的进程考虑，明年年底生猪产能的恢复为往年的 90%左右，完全的产能

恢复至少要到 2022 年的一季度末，甚至到二季度，因此 2021 的产需缺口仍

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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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农业部母猪及能繁母猪存栏数据 

   

 

数据来源：农业农村部  涌益咨询  国元期货 

 

图表 3：不同日龄生猪的存栏变化情况 

  

数据来源：涌益咨询、 国元期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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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养殖红利丰厚 外购养殖是养殖利润的调节器 

截止到 2020 年 12 月 25 日，生猪的自繁自养的养殖利润为 2540 元/头，

外购仔猪的养殖利润 1598 元/吨。养殖利润由养殖收入以及养殖成本两个因

素决定，养殖收入等于猪价乘以出栏体重，养殖成本的构成主要有饲料成本

以及仔猪成本，还包括人工成本及疫苗兽药，管理成本，除污成本，折旧成

本等，所占比例较小且变动幅度较小，因此我们主要分析饲料成本及仔猪成

本对养殖利润的影响。自繁自养的仔猪成本相对稳定，整体呈现缓慢趋势，

饲料成本占整个养殖成本区间为 50%-65%，而外购仔猪养殖成本中的仔猪成

本却是波动的最大因素，占比区间为 20%-60%，饲料成本的占比区间也为

20%-60%，这主要原因是仔猪价格涨跌引起外购仔猪成本变化，从而导致仔

猪成本以及饲料成本的占比波动较大，因此外购仔猪的养殖利润主要与外购

仔猪价格波动有关。 

对比不同养殖模式的养殖利润，自繁自养养殖利润一般要高于外购仔猪

的养殖利润，只有生猪价格低于 12 元/公斤时，市场行情极度悲观，此时外

购仔猪的价格降至 20 元/公斤以下，外购仔猪的养殖利润高于自繁自养的养

殖利润，这种情况一般发生在一轮周期的末期，因仔猪价格过于低迷，一部

分仔猪直接用于食用，直接从源头减少商品猪出栏量，市场一般度过 4-6

个月亏损期后，会开启一轮新周期。 

从 2010 年几轮的养殖规律来看，一般仔猪价格从一轮的高点跌破 35

以下时，生猪价格下跌将加速。截止到 12 月末仔猪价格为 90 元/公斤，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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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上文分析，能繁母猪恢复正常产能需要到明年一季度末，因市场还占有

30%-40%的三元猪，因此仔猪满足市场供应的时间将推迟到明年 5 月，因市

场乐观的预期，补栏情绪较强，仔猪价格仍要高于往年正常水平，预期二季

度末仔猪价格滑落到 60-70 元/公斤，因此明年上半年养殖利润依然比较客

观。下半年随着生猪产能释放力度增强，仔猪价格将快速下滑，结合年底产

能满足市场供应，仔猪价格将恢复到 40 元/公斤左右，对应的生猪价格在

25 元/公斤左右，此时外购养殖利润将滑落到 400-500 元/头，自繁自养的

养殖利润在 800 元/头左右。外购仔猪的养殖利润是小规模养殖场及散户养

殖补栏积极性以及出栏进度的主要参考点，。随着猪瘟逐渐得到控制，市场

复养信心增强，明年较高的养殖利润刺激养殖户及养殖企业补栏的积极性，

明年下半年可能形成超补，这部分超补的量将在 2022 年下半年体现。 

 

图表 4：仔猪价格与养殖利润 

 
数据来源：wind、 国元期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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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5：两种养殖模式的成本组成及变化 

 
数据来源：wind、 国元期货 

 

四、产需缺口价格优势，进口量维持较高水平 

2020 年 1-11 月中国进口冻猪肉 395 万吨，共计 395 万吨，较去年同期

增加 113%，预期全年进口猪肉约 430 万吨。据美国农业部统计 2020 年度全

球猪肉贸易量约为 1000 万吨，中国进口猪肉量约为全球的 40%以上，几乎

占了全球的一半，2020 年中国进口最多的国家分别是巴西和美国，分别占

比为 20.5%，16.8%，二梯队的分别是德国、巴西、丹麦、加拿大，约占 10%

左右。2020 年全国各地零星爆发疫情，爆发的主要途径大多与进口冷鲜工

作有关，一方面人们增加对进口冷鲜肉类的消费担忧，另一方面国家加大对

进口冷链食品及其外包装新冠肺炎病毒核酸检测要求和抽检力度，这不仅延

缓了整个进口节奏，国家还对检查出带有新冠疫情冻肉品的外企及时停止了

进口，7 月国家暂停了德国、美国、巴西、英国等 23 价境外肉类生产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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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进口。2021 随着各国的新冠疫苗逐渐研发成功，从试用到量产的推广，

疫情将逐步得到控制，在美国、加拿大、巴西、西班牙和德国等猪肉主要出

口国的进口猪肉较国内猪肉价格优势明显，一定程度上推动进口量增加。预

期 2021 年国家进口猪肉维持较高水平，但因全球贸易总量的限制，预期明

年进口较今年增加 5%-10%，即 450-500 万吨左右，占国内猪肉消费量的

8%-10%之间。按国内的消费习惯，冻猪肉大多进入深加工企业，部分进入商

场及餐饮，国内消费习惯以热鲜肉及冷鲜肉为主。国家进口冻猪肉大多以投

放拍卖的形势进入市场，结合进口量有天花板，因此进口猪肉对长期的供需

的起到填补作用，对短期价格波动起到小范围调节，而对长期的价格趋势难

以起到决定作用。 

图表 6:近几年国家猪肉进口量以及进口占比 

 
数据来源：wind    国元期货 

 

五、国家冻猪肉投放及冻品库存较低，延长恢复周期 

2020年中储备冻猪肉投放达到 67万吨，去年仅 18万吨，同比增长 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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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投放冻猪肉一般会在市场投机过热以及节前需求旺季的时候，通过增加

投放量缓解供应紧张的局势以及打击投机氛围。截止到 2020 年 12 月底，国

家的冻猪肉库存下降到 13%，较年初的 23%，下降 10 个百分点，较往年同期

水平的 30%,下降一半还多。从进口商反馈本年冻品已消化 400 万吨左右，

剩余库存不足 100 万吨。冻品库存大幅下滑，会让国储肉后期投放捉襟见肘，

国家一方面尽可能将投放用在刀刃上，一方面增加进口量弥补急剧下滑的冻

猪肉库存。12 月共投放 3 次，共 7 万吨，随着春节临近，预期 1 月将继续

增加冻猪肉投放，相对于月度近 4 百万吨的消费量来看，春节前冻猪肉的投

放可能短时压制下上涨势头，但难以改变猪肉价格上涨趋势。 

 

图表 7：国家冻猪肉投放量及各地冻猪肉库存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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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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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涌益咨询 国元期货 

 

六、种猪进口创纪录，加快二元母猪恢复速度 

      种猪引种一般两个考虑，一个是引入外源，防止群体内部过度近交，

二是国内供需缺口较大补充种源填充未来缺口。2000-2010 年从国外引种数



                    
生猪·年报

 

 10 /14 

 

量在 2000-3000 头之间，2008 年进口量超过 1 万头，主要因为 2007 年高热

病导致能繁母猪存栏量大减。2011 年以后从国外引种数量增加，主要两个

原因，一是 2011 年-2013 的的口蹄疫等传染病导致生猪存栏量大幅减少，

期间年度平均引种数量为 15000 头左右，二是 2013 年以后国家推行增加疫

病防控以及引导规模化政策，规模化及集团化企业的扩张，优质猪源的紧缺，

从国外的引种的数量整体上了台阶，2014-2018 年引种数量在 5000-10000

之间，年度平均为 7052 头。 

种猪源也称为核心种群，核心种群经过扩繁得到祖代一元猪，一元猪

杂交得到二元猪，二元猪经过繁殖繁育得到三元猪，也就是商品猪。这样推

算下来，这批种猪扩充到出栏的商品猪进入市场至少需要两年时间，回溯过

往的猪价格周期我们可以发现，种猪大量进口的两年以后，生猪存栏量恢复

迅速，生猪价格也开始进入低谷。2020 年引种量创出历史新高，说明了非

洲猪瘟严重影响到种猪层面，2021 年仍是生猪及能繁母猪存栏恢复的一年，

加上规模企业扩张速度加快，明年在多数企业投资建仓完成后，优质种源的

紧缺，会让明年的进口量仍在高峰或可能再创历史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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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8：近 20 年国内种猪引种数量 

  
数据来源; 国家统计局   国元期货 

 

七、屠宰产能逐渐恢复 出栏体重下滑 

     屠宰量反映的是市场生产消费情况，高价限制消费，特别是终端

消费，2020 年终端消费减少约 30%。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0 年 1-11

月全国重点企业生猪屠宰量为 1.41 亿头，较去年同期 1.53 亿头减少 19.4%，

较近五年同期均值 1.9 亿头减少 27%。20 年 1-11 月年度平均开机率为

14.38%，较去年同期减少的 15 个百分点，较近 5 年均值减少 20 个百分点，

而出栏体重却创下近几年的记录，2020 年 1-11 月生猪出栏的平均体重为

125.7kg，较去年出栏平均体重增加 6kg，增加幅度为 5%，较近五年平均体

重增加 8kg，增加幅度为 6.8%。从猪肉产量的角度考虑，出栏体重的增加一

定程度弥补了生猪屠宰数量的较大缺口，结合两者 2020 年猪肉产量较去年

同期猪肉产量减少 16%，较近五年猪肉产量均值减少 22%，22%也是明年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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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补的缺口。 

体重反映的是养殖户以及养殖企业压栏情绪。压栏情绪主要与现货价

格及市场预期有关。正常循环下，市场的现货价格覆盖过育肥成本后，并预

期未来维持高价或继续走强的情况下，养殖户压栏情绪较高，出栏体重增加，

但压栏的肥猪总要释放，集中的释放回到是市场短时供应增加至过剩，现货

价格下跌，刺激出栏情绪增加，市场会形成超淘的情形，出栏体重呈下降趋

势。但压栏的节奏并不能改变大趋势，只能引起价格脉冲的波动。 

明年随着存栏量的恢复，产能释放，猪价呈现的下跌趋势，加上饲料价

格上涨，饲料成本将带动压栏成本增加，因此明年出栏体重整体呈现缓慢下

滑模式。而较大的出栏体重，让养殖户及企业对出栏数量及价格有了更多选

择空间，在期货资本的渗入下，压栏节奏周期会被延长，价格波动会被放大。 

              

 

  图表 9：国内历年生猪屠宰开工率及出栏均重 

  

数据来源：天下粮仓、 国元期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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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表 10：历年全国定点生猪屠宰量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国元期货 

 

八、猪肉产量大幅回暖 禽肉进入去产能化阶段 

      猪肉的需求在肉类消费占比中也是较为刚性的，在 2019 年之前的十

余年中，猪肉消费在肉类消费中占比稳定在 63%~66%的区间内。而 2019 年

因非瘟导致猪价暴涨，猪肉消费占比来到新低，较 2018 年下降了 8 个百分

点，高价格对猪肉消费的抑制作用明显，其他肉类的替代性有所体现，牛肉

消费占比上升 1 个百分点，羊肉消费占比上升 0.8 个百分点，禽蛋消费上升

6 个百分点。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0 年前三季度，禽蛋产量增长 5.1%；猪

牛羊禽肉产量下降 4.7%，其中禽肉产量增长 6.5%；牛肉、羊肉产量增加 

1.7%、1.8%；猪肉产量下降 10.8%，降幅较上半年收窄 8.3 个百分点。预期

2020 年猪肉产量 3900 万吨，同比缩减 2.8 个百分点，禽肉，牛肉、羊肉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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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分别为产量 2400 万吨，678 万吨、500 万吨，同比分别增加 1.65%、2.56%、

7.19%。从消费层面来看，2020 年肉类表观消费量（产量+净进口）共计约

9200 万吨，较 2019 年的 9080 万吨增加 1.31%，其中猪肉年度表观消费量为

4300 万吨，较去年 4455 万吨减少 3.47%，禽肉消费为 2435 万吨，较去年

2250 万吨增加 7.2%。国内肉类消费量的减少幅度小于肉类产量减少幅度，

主要原因是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肉类进口 741 万吨，同比增长 72%，预计今年

全年肉类及食用杂碎进口总量将突破 950 万吨，创历史新高，进口的肉类中，

其中猪肉的进口占比约 50%。结合前面的分析，明年猪肉以及其他肉类的进

口量继续维持高位，而明年生猪供应逐渐释放，因此明年肉类进口不会有大

的突破。 

     从肉类消费习惯以及价格制约角度来看，牛羊产量波动比较稳定，因

生长周期较长，短期不会有大的爆发性增长。从相关性分析，禽肉的相关性

与猪肉最高，因此这里主要分析明年肉禽的产量变化。 

肉禽生产结构复杂，品类繁多，但最主要的就三个：白鸡、黄鸡、肉鸭，

这三类禽肉占中国整个禽肉生产的 8 成。白鸡在产祖代存栏经过 3 周孵化生

成父母代，父母代经过 25 周育雏育成产出合格的种蛋，种蛋经过 3 周孵化

产出商品代，商品代经过 6 周育肥出栏，所以在产祖代传导到商品代出栏需

要 8 个月左右。2020 年禽类养殖利润在盈亏边缘徘徊，降低养殖户补栏的

积极性，结合博亚和讯的月度数据拟合，预估 2021 年上半年白鸡存栏仍处

在高位，下半年将会走低，全年白鸡存栏及饲料需求减少 5%左右。黄鸡祖

代和父母代存栏在 2020 年下半年时已经在大幅去产能，预估 2021 年仍然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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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去产能的趋势中。而因生猪明年产量集中释放，叠加进口量居高不下，因

此猪肉消费得到较大的改观，增幅足以覆盖禽肉的去产能量。因此 2021 肉

类消费仍然呈现增加的趋势，消费增量预估在 3.5%左右。 

图表 11： 近几年国内肉类产量及消费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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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wind、 国元期货 

 
     图表 12：国内白羽鸡黄羽肉鸡存栏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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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博亚和讯、 国元期货 

 

九、季节性消费规律明显 

      生猪价格具有明显的季节性特征，这主要是由我国居民消费特点和季

节性生猪集中出栏所致。除去一些特殊 年份因疫情或者政策导致年内价格

走势较为“异常”之外，生猪价格数据大致呈 现首尾较高、中间较低的波

动特点，即 12、1 月份价格较高，2 份猪价开始走低， 到 4、5 月份达到

年内最低点，、6、7 月猪价开始恢复，9 月到达最高点， 9 月份以后猪价

开始逐步回落，11 月复苏并进一 步走，并在年底达到高点。具体节日而言，

五一和端午节，作为全年淡季消费的节点，一般都是价格开始拉动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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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秋 和国庆时间点，往往是全年价格的一个高点，国庆之后，由于短期内

消费的下降，生猪价格有下滑需要。春节期间，是生猪的需求最高时点，但

是由于生猪集中性出栏的影响，往往整个春节的价格都比 12 月要低，春节

之后，生猪价格在高出栏，低消费的影响下创下年度新低。 从而“旺季不

旺，淡季不淡”往往会成为一个大行情的标志。从替代品季节性价格走势看，

一、四季度牛羊禽肉格均季节性走高，一定程度上提振生猪价格。 

分月看，5 月、6 月、7 月、8 月、12 月上涨概率超过 50%。其中 8 月

环比 上涨概率最高，为 85%；其次 12 月环比上涨概率为 79%。7 月、6 月

环比上涨概 率依次为 69%、62%、。 此外，10 月环比下跌概率最大，为 86%，

其次为 2 月、3 月、4 月、9 月，环 比下跌概率依次为 77%、69%、62%、

62%。因 2019 年价格涨幅过大，与季节性规律相悖，数据统计年份为 2007

年-2018 年。 

图表 13：生猪季节性价格趋势 

 

数据来源：wind、 国元期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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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表 14：生猪月度涨跌幅及涨跌概率   

  
数据来源：wind 国元期货 

 

十、近期生猪奖励及调运政策 

  7 月 10 日，农业农村部 财政部发布 2020 年重点强农惠农政策，内

容涉及生猪（牛羊）调出大县奖励。包括生猪调出大县奖励、牛羊调出大县

奖励和省级统筹奖励 资金。生猪调出大县奖励资金和牛羊调出大县奖励资

金由县级人民政府统筹安排用于支持本县生猪 （牛羊）生产流通和产业发

展，省级统筹奖励资金由省级人民政府统筹安排用于支持本省（自治区、 直

辖市）生猪（牛羊）生产流通和产业发展。  

9 月 15 日消息，2020 年中央财政继续适当增加生猪调出大县奖励资金

规模，调动地方尽快将增 产潜力转化为实际生产能力。奖励资金用途按《生

猪（牛羊）调出大县奖励资金管理办法》实施，重 点支持生猪生产发展、

动物疫病防疫和流通基础设施建设。 

  中南六省 11 月 30 日起全面禁止非中南区的生猪调入。根据《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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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发的通知》(中南区联防〔2019]1 号)和《关于中南区试点实施活猪调运

有 关措施的通知》(中南区联防〔2019]2 号)要求，经农业农村部同意，中

南区将于 2020 年 11 月 30 日起，全面禁止非中南区的生猪(种猪、仔猪

除外)调入中南区，中南区内原则上不进行生猪(种猪、仔 猪除外)跨省(区)

调运。为加强生猪调运管理，稳步推进“调猪”向“运肉”转变，中南六省

(区)共同 研究制订了《中南区生猪调运管理办法》《中南区动物及动物产

品指定通道检查站规范化建设指 引》，汇编了《中南区动物及动物产品指

定通道检查站名单》 。  

分省政策情况：  

吉林：对 2019 年 8 月 1 日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从国外或省外引进

的原种猪的种猪场给予补 贴，从国外引种的，补贴额度为引进种源资金的 

50%，单笔最高不超过 200 万元，从省外引进的补贴 额度为每头 500 元； 

河南郑州在 2019 年 10 月 1 日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期间引进

的种猪每头补贴 2000 元，累计补贴 3000 头。 海南引进省外能繁母猪每

头补贴 1000 元，引进省外仔猪每头补贴 300 元； 

广西北流良种后备母猪补 1000 元/头，公猪补 2000 元/头； 湖南对

从省外引进原种猪的，给予补助 1000 元/头。  

江苏：对从 2 月 23 日起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止，对新增符合条

件的种猪给予奖补。省财政对苏 北 5 市给予每头 700 元奖补，对苏中 3 

市、苏南 5 市分别给予每头 500 元、400 元的奖补，同时要求 苏中 3 个

设区市和县级财政再各奖补 100 元，苏南 5 个设区市和县级财政再各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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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 元和 100 元。 

广东：对从市外采购调入合格生猪供应东莞屠宰和销售的生猪供应商

(含自行采购生猪的定点屠 宰企业)，按每头生猪(每批次平均每头生猪重量 

75 公斤以上)补贴 100 元的标准给予一次性奖励补 贴。 

 

十一、 总结 

从能繁母猪变化趋势及饲料销量数据来看，若疫情能持续被控制，能繁

母猪的存栏量最迟在明年一季度恢复正常存栏量水平，其次 2020 年创纪录

进口的种猪增加了 2021 年二元仔猪量，以补充二元母猪替代生产效率低的

三元母猪，明年上半年国内逐步完成去三元母猪化，二元母猪存栏量恢复正

常水平。从养殖周期推算，生猪存栏量将在 2020 年四季度恢复正常水平，

猪肉产能的完全恢复将在 2022 年的上半年。但考虑到出栏均重可能出现下

降，以及冻猪肉的低库存将使国家在维持高进口量的同时需减慢冻猪肉的投

放速度，减缓 2021 年的供应压力。 

整体来看，2021 年生猪价格相对正常年份仍偏高，全年价格震荡走弱，

但中间会受到季节性及非瘟的扰动使得市场出现相应波动，具体表现为年初

价格偏弱，年中出现反弹后再走弱， 年末震荡的走势。分阶段来看，一季

度和四季度因冬季和节日因素， 猪肉消费多为旺季，而二、三季度多为年

内价格低点。从替代品看，受今年养殖 利润不佳的影响，鸡肉、蛋鸡补栏

情绪弱，明年鸡肉、蛋鸡存栏下降导致价格重心上移，一定程度利多生猪价

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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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因素，短期包括中央储备肉投放速度，资金推动的市场集中囤积或

抛出的情绪，中长期影响因素包括进口政策调控影响进口周期及贸易税率变

化等，进口冻肉检出新冠病毒阳性导致人们对相关肉类消费担忧，以及夏冬

两季疫情的反复等 

风险因素，疫情二次爆发，目前来看概率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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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营业部 

地址：青岛市崂山区香港东路 195 号 9 号楼 9 层 901 室 

电话 0532-66728681 

深圳营业部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园岭街道百花二路 48 号二层（深圳实验小学

对面） 

电话：0755-82891269 

杭州营业部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江汉路 1785 号网新双城大厦 4 幢

2201-3 室  

电话：0571-87686300 

通辽营业部 

地址：内蒙古通辽市科尔沁区建国路 37 号世基大厦 12 层 

电话：0475-63808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