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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猪养殖受制“三重门” 毛利率迎来向上拐点

证券时报记者 尹振茂

猪粮安天下， 但长期以来， 中国

的生猪养殖和宏观经济都深陷 “猪周

期”， “一头猪拱伤宏观经济” 可谓

一语中的。 探寻生猪供需的深层次因

素， 把握猪肉价格的涨跌趋势， 无论

对于生猪养殖业还是整体宏观经济来

说， 都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

受成本增加、 环保约束、 疫病频

发 “三重门” 影响， 未来生猪供给将

受到约束， 而猪肉消费则呈刚性， 中

信证券农业行业首席分析师毛长青预

计， 猪价重心中长期将呈趋势性上

移， 生猪养殖毛利率正走出长期曲线

的谷底， 掉头向上运行， 未来

3

年

~

5

年， 我国生猪龙头企业产能的复合

增速有望达到

30%

。

养猪业进入高成本时代

证券时报记者从中国畜牧业协会

猪业分会获得的一份猪业分析报告明

确表示， 中国养猪业的高成本时代已

经来临。 饲料紧缺和人力成本上升，

导致综合生产成本高企， 这正成为生

猪养殖面临的一块坚冰。

“在生猪生产方面， 对成本影响

比较大的两个突出问题是 ‘无料养’

和 ‘无人养’。” 中国农科院农业经济

与发展研究所副所长王济民对记者表

示， 未来我国畜牧业的总体形势是产

需矛盾将更加突出， 尽管未来需求继

续刚性增长， 但生产受到诸多棘手因

素的困扰。

所谓 “无料养”， 即饲料资源特

别是粮食安全将长期困扰包括生猪在

内的畜牧业的发展。

2010

年， 中国进口大豆达到

5400

万吨， 玉米

150

万吨， 豆粕、

鱼粉等主要蛋白饲料资源进口依存度

超过

70%

； 饲用玉米供应已从供求

平衡转向供应偏紧 ， 并在

2010

年开

始表现为净进口。 王济民表示， 到

2020

年和

2030

年， 我国饲料粮占粮

食的比重将分别达到

45%

和

50%

，

饲料粮问题将成为我国粮食安全的主

要问题。

而 “无人养” 即农村劳动力短缺

对畜牧业的影响已经显现。

据调查显示，

2010

年全国外出

就业的农村劳动力总数

1.55

亿人，

其中男性占

64.6%

、 平均年龄

34.7

岁， 女性平均年龄

32.1

岁； 留乡务

农劳动力平均年龄超过

45

岁。 因此，

农村劳动力经常面临从事畜牧业还是

外出打工的选择。 而作为劳动力密集

型产业， 并且劳动强度很高， 机器一

般不能代替养猪业中的劳动力； 另一

方面， 在城镇化和工业化加速发展的

情况下， 很多农村劳动力坚决选择进

城， 这导致散养户大量退出。 由此导

致的劳动力短缺对养猪业将产生很大

影响。

“以前养猪是看是否有钱赚， 即

‘养猪不赚钱、 回头看看田’， 现在养

猪则是看和外出打工相比哪个更赚

钱。” 王济民说。

研究报告显示，

2000

年以来散

养户基本上以每年下降一个百分点的

速度退出， 最近几年更有加快之势，

“尽管每户养殖的生猪数量不多， 但

加总起来的数量相当大”。

“不让养”下的环保约束

在高成本之外， 生猪养殖还面临

环保制约， 用王济民的话来说就是面

临 “不让养” 的困境。

据王济民介绍， 目前国际上已开

始对大规模养猪进行限制， 我国台湾

地区对于环境污染、 集约化养猪采取

了新的税制， 欧盟也采取了养殖规模

与农田种植规模相结合的管理办法。

德国和法国原来是养猪大国， 后来因

为环保原因而退出养猪大国之列， 让

位于荷兰， 但现在荷兰的相关环保措

施也日益严格， 欧洲的养猪业正向东

欧国家转移。

据悉， 在一些养殖集中地区， 尤

其是大城市郊区， 脱离周边环境承载

能力盲目发展大规模养殖场也在造成

环境污染问题。 因此， 国家环保部门

在

2001

年先后出台了 《畜禽养殖业

污染防治管理办法》、 《畜禽养殖污

染物排放标准》、 《畜禽养殖业污染

防治技术规范》 等政策。

王济民强调， 中国养猪业从城市

近郊向远郊和农村， 由东部向中部进

而西部的转移， 这也是由于环保原

因。 而且， 未来相关环保政策还将进

一步强化， 最近环保部正在试图将过

去部里出台的标准办法变成国家条令

和国家法律， 一旦出台， 对养殖业的

影响将不容小觑。

据中国畜牧业协会副秘书长马

闯透露， 未来环保部可能会将养殖

企业污染作为地方官员的考核指标；

而由于养殖业免税， 养猪业在东部

沿海发达地区正在成为一项 “厌恶

性产业”。

对此， 雏鹰农牧董秘吴易得表

示， 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地方政府对养

猪业的顾虑可能是因为还有其他更好

的选择； 但在欠发达地区， 养猪业还

是受到欢迎， 雏鹰农牧在河南三门峡

建养猪场就得到当地政府比较大的支

持， 在河南其他地区的扩张同样受到

当地政府的欢迎。

由此， 中央政府大力支持养猪业

发展的政策在一些地方就面临落空的

困境。 对此， 民族证券农业行业分析

师刘晓峰认为， 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厌

恶养猪从整体上看对生猪供给是有影

响的， 为此， 可以通过地方政府征收

地方税和中央政府返税的办法来解决

这个问题。

有鉴于此， 在近期召开的中国畜

牧业协会猪业分会理事扩大会上， 中

国畜牧业协会副秘书长马闯特别向与

会的企业代表强调， 养猪企业不能只

关注养猪相关的数据和信息， 而应该

拓宽视野， 从国家宏观经济发展、 社

会的整体变革和全球环境保护的背景

下进行思考和规划。

疫病：猪周期的幕后黑手

此外， 近年来疫病的频繁发生也

成为影响生猪供给的幕后杀手。

在马闯看来， 生猪养殖最敏感

最头痛的是疫病。 业内有种说法，

疫病在

2007

年引发了养猪行业生

产关系的调整即散养户的快速退

出， 在

2011

年则引发了生产力的

调整即供应量的下降。 而在这两次

调整之后， 猪价分别突破其前期的

历史高点。

王济民也对记者表示， “不敢

养” 即重大动物疫病成为制约我国畜

牧业发展的最大障碍。 据其介绍， 近

年来各类重大疫病在我国时有发生，

每年带来的经济损失近

1000

亿元，

特别是

2004

年的禽流感危机给家禽

业养殖户造成了严重损失； 而

2005

年发生在四川的猪链球菌病和

2006

年蔓延全国的高致病性猪蓝耳病， 引

起了生猪生产下降和价格的剧烈波

动， 严重影响了生猪业的健康发展；

而去年的疫病则对今年的生猪供给造

成了很大影响。 “散养户越养病越

多、 死得越多， 所以一般人不敢养，

从而被迫退出。”

中国畜牧业协会副会长乔玉峰

称， 养猪业的难点是病， 并预计明

年春季的疫病会比较多。 据业内人

士分析， 冬春期间发生疫情的概率

比较大， 因为疫病与气候的关系比

较大， 气候异常如变冷等将可能引

发疫病。

2011

年

7

月

12

日， 国务院总理

温家宝专门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研究确定促进生猪生产持续健康发展

的政策措施， 强调要加强生猪公共防

疫体系建设， 对标准化规模养殖场和

小区的病死猪无害化处理费用每头补

助

80

元， 将因防疫需要而捕杀的生猪

补助标准由每头

600

元提高到

800

元。

不过， 在一位券商农业行业分析

师看来， 目前政府在这方面的补贴政

策是存在问题的， 即对感染疫病的生

猪捕杀的补偿低于实际资产的重置价

格， 这会导致瞒报疫病， 从而不利于

对疫病的统计与防治， 进而不利于准

确判断生猪市场的供给状况。

毛利率水平迎来向上拐点

由于生猪养殖受到以上诸多条件

的约束， 散户加速退出， 加之消费需

求呈刚性， 中信证券农业行业首席分

析师毛长青认为， 未来猪价重心将呈

趋势性上移， 生猪养殖行业毛利率水

平正走出长期曲线的低谷， 掉头向上

运行， 行业景气处于周期性上升期。

“目前， 中国生猪养殖行业正在经

历日本

1990

年代初期的变化。 尽管明

年春节后猪价可能会进入下跌通道，

但总体来看， 猪价中长期将呈上升趋

势。” 毛长青对记者如是说。

在毛长青看来， 行业毛利率决定

于产品供需关系和行业竞争格局， 中

国生猪养殖面临的资源禀赋和消费特

征与日本具有可比性， 一方面供应都

受到土地、 粮食等农业资源紧缺的约

束； 另一方面， 中日两国的猪肉消费

比重都比较大。

在

20

世纪

80

年代以前， 日本猪

肉需求增速达

10%~15%

， 行业毛利率

高； 而到了

1980

年

~1989

年， 需求增

速放缓至

3.65%

， 规模化养殖比重不

高， 毛利率下降；

1990

年后 ， 规模

化养殖比重提高至

60%

以上， 毛利

率上升。

在中国，

1995

年以前， 猪肉需求

呈高增速长， 约在

6%~10%

之间；

1996

年

~2007

年需求放缓、 以散养为主；

2008

年以后， 需求增速又呈

3%

左右的

刚性增长， 规模化养殖比例上升至

2010

年底的

66%

。

毛长青认为， 我国生猪养殖行业正

处于毛利率由低向高的拐点， 未来行业

竞争格局将成为毛利率水平的主导因

素， 毛利率将跨过拐点向上运行。

在此背景下， 目前中国生猪养殖行

业产能正在向大规模养殖企业集中， 龙

头企业产能将快速扩张， 目前其利润增

长也主要依赖规模扩张。

毛长青预计， 未来

3~5

年， 我国生

猪龙头企业产能的复合增速有望达到

30%

。 目前， 相关龙头企业如广东温氏

集团、 雏鹰农牧等正在快速扩张。

不过， 中国畜牧业协会猪业分会的

报告强调， 规模化发展需要适度推进，

其原因在于规模化养猪和使用引进品种

都百分之百使用全价配合饲料， 如果规

模化发展速度过快， 将不能与玉米和小

麦的增产保持基本同步， 进而对目前已

经偏紧的玉米、 小麦生产和饲用供应产

生更大的压力。

进口饲料还是进口肉？

这是个难题

证券时报记者 尹振茂

受蓝耳病造成的生猪供应短缺影

响，

2007

年中国猪肉进口量开始大幅

增长， 当年进口猪肉

47.3

万吨， 比

2006

年增长

115%

， 而在

2000

年到

2006

年， 中国猪肉的年进口量一直稳

定在

20

万

~30

万吨。 此后，

2008

年中

国猪肉进口量又增长

93%

，

2010

年则

比进口量减少的

2009

年增长

70.8%

。

据中国农科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

究所副所长王济民介绍， 今年前

9

月

中国进口肉已经达到

87

万吨， 全年

猪肉进口预计可能突破

100

万吨， 相

当于

2010

年全国猪肉消费量的

2%

。

对此， 中国畜牧业协会猪业分会

的顾立伟表示， 尽管进口猪肉的量占

我国猪肉总体消费量的比重不是很

大， 但对市场信心有比较大的影响。

王济民认为， 从历史经验推算，

肉类供应如果增加

1%

， 价格就要下

跌约

7%

， 增加

2%

价格就要下

14%

，

保守点的话也有

10%

， “这个影响

不容小视， 万一有些企业再多进一

些， 达到

150

万吨甚至

200

万吨， 那

对我国猪肉价格的影响将非常大”。

此前， 荷兰合作银行的报告也指

出， 由于疫病影响， 中国将在

2011

年进口

110

万

~140

万吨猪肉，

2012

年

还将进口

140

万吨猪肉。

在民族证券分析师刘晓峰看来， 由

于全球猪肉贸易量也就

600

万吨， 相对

于中国年

5000

万吨的猪肉消费量太少，

且国外可供扩充的猪肉资源并不多， 一

旦多买的话可能又会使世界猪肉价格

“飞” 起来。

中国畜牧业协会猪业分会也指出，

如果中国大量进口猪肉， 虽然在短期内

对平抑国内市场的高价格有所帮助， 但

从长远来看， 将造成国内食品企业对国

外进口猪肉的依赖， 形成长期大量进口

的局面， 也必将带动国际市场价格上涨。

不过， 王济民认为， 未来养猪业必

须做出的一个重大抉择是进口饲料还是进

口肉， 如果供需缺口太大， 成本增加又很

快， 则适度进口猪肉势在必行。 在他看

来， 如果进口饲料给中国带来的影响是给

土地带来不少污染， 而同时如果生猪养殖

规模化、 散养户退出， 发展养猪业对农民

增收的贡献恐怕也将大为下降， 因此将来

发展养猪业的好处是解决人民吃肉的问

题， 坏处是既不能增收又留下污染。 在这

种情况下， 与其进口饲料还不如进口一些

肉， 而这对养猪企业是不利的， 其关键将

取决于养猪企业是否可以在现在及未来的

生产中将养殖成本降下来和污染处理好。

“猪周期”或被“肉周期”取代

证券时报记者 尹振茂

由于猪肉价格在

CPI

构成中的高

比重， 在猪肉价格大幅波动的背景

下， 为了摸清通胀的具体走向， 研究

中国宏观经济走向的分析师们在研究

货币供给的同时， 还不得不花费大量

精力来研究猪周期。

不过， 根据中国畜牧业协会猪

业分会的分析， 目前中国的猪肉消

费缺乏持续增长的动力， 增幅正在

逐步减小， 猪肉在肉类中的主导消

费地位将受到以禽肉为代表的其他

肉类的冲击。

目前， 中国猪肉消费变化的趋势

是： 城市消费量稳定， 区域性消费量

减少并转向其他替代肉类； 农村猪肉

消费量并不会随着人均纯收入的增加

而快速增长并释放出巨大的发展空

间； 而且， 农村还存在严重制约猪肉

消费增长的其他因素； 此外， 由于我

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 老年人口正

在快速增长， 特别是

80

岁以上的高

龄老人和失能老人正以年均

100

万的

速度增长， 这种未富先老的状况将可

能使猪肉消费量逐步萎缩。

从肉类价格的比较来看， 禽肉已

经成为比较便宜的肉类， 且家禽对饲

料的利用效率更高， 对环境的污染程

度更低， 因而与猪肉相比具备更好的产

业发展优势。 目前， 在没有补贴政策的

情况下， 禽肉的产量和消费正呈现强于

猪肉的趋势， 有家禽业人士因此提出到

2030

年禽肉产量超过猪肉的设想。

而从美国

1960

年

~2005

年主要肉

类消费情况变化看，

45

年时间里， 猪肉

人均消费量极其稳定， 在

41

磅

/

人

/

年至

60

磅

/

人

/

年之间波动； 牛肉在

1993

年之

前一直是美国最大的消费肉类， 在

1975

年达到人均年消费

95

磅的历史最高水

平； 鸡肉作为最具活力的新兴产业，

45

年中一直持续增长。 而随着

1975

年之后

美国经济的衰退、 牛肉高价格和鸡肉低

价格的吸引， 以及快餐业大量采购鸡肉

作为原料，

18

年后， 即

1993

年， 美国

鸡肉人均消费量超过牛肉， 成为该国第

一大肉类消费品种。

因此， 基于上述我国居民食品消费

的变化趋势和中国的国情， 以及对国际经

验的参照， 未来中国人对禽肉的消费有可

能超过猪肉， 并进而在

CPI

构成中得到反

映， 届时影响

CPI

走势的第一权重因素可

能将由此发生变化， 并进而改变或者增加

宏观经济分析师的研究目标。

由此， 未来在研判中国通货膨胀走

势时， 在关注货币因素之外， “肉周期”

将可能取代现在的 “猪周期” 而成为宏

观经济分析师关注的另一焦点。

供求逆转菜贱伤农

种植亟待有效指引

证券时报记者 沈宁

菜价跌了， 市民乐了， 苦的却

是包括种植与经销在内的上游环节。

近日， 上海市政府新闻办在官方微

博上倡议市民周末购买卷心菜， 在

引来一呼百应的同时， 更引发了人

们对蔬菜滞销、 菜价下跌问题的再

度关注。

证券时报记者走访调查发现， 蔬

菜产量增加致使市场供大于求， 是下

半年菜价大幅回落的主要原因。 而菜

价的连续走低， 已使得上游菜农与经

营户收益状况明显下降。

盲目扩种导致供大于求

“供求关系是蔬菜价格的主导因

素， 此前由于天气原因， 部分蔬菜在

产量下降的情况下价格出现了上涨。

最近市场整体供应充足， 加之上海周

边郊区蔬菜大量上市， 菜价因此持续

低迷。” 上海曹安市场蔬菜部高级经

营师康新荣说。

“山东大白菜收购价跌到每斤

5

分钱； 崇明花菜收购价跌至每斤

2

角。 价格这么低， 农民种菜很难赚

钱。 去年赚钱的经营户今年生意也不

好做。” 康新荣介绍说。

曹安市场内的经营户冯先生向证

券时报记者反映， “今年上半年蔬菜

价格高， 吸引了不少菜农增加种植面

积， 而近期气温相对偏高， 蔬菜生长

快， 造成田间蔬菜上市量很大。 每年

10

底至

11

月又都是蔬菜淡季周期，

因此菜价掉得厉害。”

中投顾问食品行业研究员周思然

也认为， 近期菜价暴跌的主因应归结

于供过于求的市场格局。 受前期农作

物价格上涨影响， 今年不少地区扩大

了种植面积， 导致市场供给过剩。 同

时， 农产品流通渠道改善， 促使农产

品市场供应呈现增长的态势， 一定程

度上助推了菜价下降。

近年来我国蔬菜市场一直起伏不

定， 类似上海卷心菜价格大跌的情况

时有发生。 上半年以来， 山东大蒜、

内蒙古土豆、 河南萝卜的相继滞销，

均是盲目扩种酿成的苦果。

大蒜市场表现得尤为突出， 过去

两年间上演了过山车式的大行情。 今

年， 急转直下的蒜价使得蒜农、 蒜商

苦不堪言。

“去年蒜价基本都

5

元

/

斤

~6

元

/

斤，

今年只有

1

元

/

斤左右。 蒜价下跌的

主因还是种植面积上升后产量的增

加。” 金乡县大蒜产业信息协会会长

杨桂华说。 今年金乡及周边产区大蒜

库存量约为

130

万吨， 相比去年

90

万吨有了明显提升。 储存量大造成了

市场的恐慌性抛售， 引发了前期市场

大跌。

据金乡县农业局统计，

2010

年

~

2011

年度金乡县大蒜种植面积高达

65

万亩， 总产量

69.4

万吨， 同比增

长

45%

以上。

杨桂华称， 今年蒜农的种植成

本每斤将近

2

元， 蒜商的库存成本

大多在

1.2

元

/

斤

~1.5

元

/

斤， 以目前

市场价看， 蒜农、 蒜商普遍都亏钱，

蒜农损失很大。

有效引导是关键

农产品生产周期相对较长， 市场

调整存在滞后性。 如果缺乏有效引

导， 容易出现价格大起大落的情况，

这显然不利于上游环节的健康发展。

周思然表示， 菜价波动剧烈与我

国蔬菜市场人多地少、 分散种植、 信

息不畅的生产现状必不可分。 种植面

积对来年价格有巨大的影响， 一旦扩

大种植面积， 供过于求， 则必然导致

价格的下降， 而缩小种植面积， 供应

紧张的局面又将推高农产品价格。 此

外， 信息不畅下散种农民缺乏对未来

市场的判断， 也是导致目前蔬菜市场

供应不平衡的重要因素。

“国内蔬菜种植经历了计划向市

场的转变， 但播种面积还需要宏观指

导， 否则农户种植会有盲目性。 将来

可以由各级农委牵头， 种植环节做到

30%~40%

的有计划， 在销售上， 完

善渠道， 做好农超对接， 扩大出口。”

康新荣认为。

杨桂华也着重提及了大蒜等蔬菜

市场的信息引导问题， 他表示， 深层

次看， 信息不对称对蔬菜种植环节影

响的确很大， 价格高了农民盲目扩

种， 在库存方面缺乏权威信息， 后期

应该加大这方面的信息产业建设。 在

遇到蔬菜滞销时， 农超对接等措施也

将发挥作用。

� � � �编者按

：

2011

年

，

产业发展

“

十二五

”

规划纷至沓

来

，

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蓝图日渐清晰

；

2012

年

，

产业转

型升级必将迈出更加铿锵的步伐

，

进入更具实质性的操作

阶段

。

传统行业期待新生

，

新兴行业孕育崛起

。

展望

2012

，

行业风云变幻

，

谁将傲立潮头

？

值此岁末

，

特奉上

此组报道

，

旨在深入挖掘养殖

、

环保

、

新材料等九大行业

的运行趋势及亮点

，

与读者一起拨开产业更迭迷雾

，

把握

行业发展脉络

。

———生猪篇

翟超

/

制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