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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7N9禽流感袭击 逾1/3企业或倒闭

规模化养殖饲料企业“借机生蛋”

证券时报记者 魏书光

随着全国人感染禽流感病例的日

益减少，上海、浙江、江苏、山东等地相

继终止了

H7N9

禽流感应急响应机制，

禽类市场开始出现复苏的迹象，但是，

禽流感给养殖和饲料行业带来的变化

才刚刚开始。

证券时报记者日前在安徽、 浙江

等地调研发现，各地养殖大户、饲料企

业的亏损少则数十万元， 多则上千万

元，散养户开始陆续退出市场，补栏信

心异常脆弱， 而规模化养殖企业和饲

料企业抗风险能力较强， 禽流感过后

市场份额将进一步提升， 产业整合将

进一步提速。

中小散养户

陆续退出市场

“这一波禽流感持续时间长，影响

范围广，扑杀力度大，那些养鸡养鸭的

农户肯定要亏惨了！”安徽省饲料工业

协会秘书长季学枫对证券时报记者表

示，安徽禽类养殖业以散养户为主，规

模一般在

1

万只以下，规模小，抗风险

能力也最差，最先进入亏损，对他们来

说，亏不起，就会很快退出养殖业。

“安徽禽类养殖业中一半是散养

户，一半是公司加农户模式，无论是对

农户还是养殖公司来说， 肯定会有三

分之一倒闭， 养殖户倒闭将是普遍现

象，养殖公司跟农户下订单，农户可能

影响还不大，受损失的是养殖公司，有

些月份投放

100

万只肉鸡订单，如果一

只肉鸡亏

10

元，也就是

1000

万元，现在

很多养殖公司亏得受不了。”安徽省金

农饲料公司负责人张俊飞说。

合肥立华畜禽有限公司行政经理

陈世政说：“对农户来说， 养

1

万只鸡，

可能就亏损

10

万元，遭受这一次打击，

可能以后就翻不起身，影响太大了。不

过，要保证农户利益，采取公司

+

农户

模式的养殖企业亏损将非常严重。 ”

合肥立华畜禽有限公司采取的是

公司

+

农户模式， 给农户提供鸡苗、饲

料、药品及服务，饲料则自己加工自己

用，年规模

3000

万只肉鸡。

4

月份，出栏

250.8

万只肉鸡，均价

3.01

元

/

斤，因为养

鸡品种不同，成本较高，近

6

元

/

斤，目

前估算已经亏约

3000

万元。

陈世政说：“一方面应对禽流感，另

一方面还要保障农户

1.89

元

/

只的利润，

不然以后很难寻找养殖户。但是，银行也

担心禽流感，不敢给我们贷款，现在公司

资金压力很大。 ”

规模化企业

越做越强大

与上述中小型养殖企业相比， 全球

最大的养鸡企业广东温氏集团和新希望

集团实力雄厚， 在行业内有着举足轻重

的地位。 作为集上游饲料生产、 中游养

殖、 下游家禽产品销售于一体的大型企

业集团，全产业链条经营模式十分明显。

即便如此， 受禽流感的影响，

4

月中

旬，广东温氏集团日亏损高达

3000

万元，

整个

4

月份亏损

10

亿元左右；新希望刘永

好则估算， 华东地区的肉鸡销售量下降

了

50%

。

不过，在证券时报记者走访过程中，

饲料和养殖两大行业内人士普遍认为，

禽流感给中小散养户带来了“危”，却给

这些实力雄厚的大型养殖企业集团带来

“机”，像广东温氏集团、新希望集团和中

粮集团这些规模化、 集团化的养殖企业

将会成为行业深度洗牌的获益者。

“国内禽类养殖企业普遍都是大亏

大赚，企业去年上半年亏损

11

亿元，下半

年就赚了

27

亿元。”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

的大型养殖企业采购负责人说。他认为，

规模户或者规模化养殖企业， 有一定的

规模化程度、管理水平和抗风险能力，每

一次事件冲击都是规模户向规模化企业

发展、规模企业向大企业发展的契机，有

利于产业重新洗牌、升级换代。

季学枫认为， 今年下半年到明年上半

年，鸡肉价格一定会报复性反弹，现在

10

元

钱一只鸡，未来

40

元、

50

元都不一定能买到

了。 一旦中小养殖户退出市场，大型养殖企

业的市场份额将继续扩大， 将来留给散养

户的空间更小。 “

2005

年的禽流感之前，整

个养鸡产业中有

100

多家大型企业，但是现

在只剩下了十二三家，同样道理，这波疫情

下，能撑住的企业会更加壮大。 ”

中粮集团饲料部总经理助理王希军

表示， 禽流感对于中粮几乎没有什么影

响，尤其饲料养殖这块，中粮有自己的压

榨厂，有自己的养殖场，有自己的终端产

品，整个产业链条是闭合的，禽类消费下

降，其他消费可以做补充。

饲料行业

亏损加剧 整合加速

饲料行业和养殖行业是 “一根绳上

的蚂蚱”。“往年的这个时候，我们饲料行

业进入旺季，饲料的用料每天都在增长，

但是，今年因为禽流感，我们目前禽饲料

的产量还在不断萎缩。”安徽省嘉丰粮油

饲料企业负责人张贤武说， 现在养殖户

不敢养禽类了，饲料自然也卖不出去。

“家禽没人消费了，养着还费饲料，

杀了又没有出处。养殖户的日子不好过，

我们的日子也不会好过。 ”他说。

由于传递作用滞后，饲料企业

5

月份

亏损将更加严重。 根据安徽饲料工业协

会的统计，

4

月初以来， 几乎没有投放鸡

苗，整个

4

月鸡苗投放量下降

90%

，禽饲

料销售下降

50%

，饲料企业难免遭灾。

安徽新希望饲料公司是一家以禽料

生产为主的大型企业， 禽料占总销量的

70%

左右，而且以活禽客户为主，

4

月份销

售下降

30%

至

40%

。 “

4

月份销售量从八九

千吨跌到五六千吨，

5

月份影响要超过

4

月

份，因为

5

月份禽类在栏数量比

4

月份还要

少。 ”安徽新希望饲料公司经理舒坦说。

销量上不去， 饲料的价格还在不断

下滑。 舒坦告诉记者，禽流感爆发以来，

禽饲料的需求量明显减少，导致玉米、豆

粕等饲料的原料一时间供大于求， 一个

月时间价格下滑了

10%

左右。

新希望饲料公司这样的大型公司尚

且如此，全国中小型饲料公司亏损面恐

将更大， 今后应收账款风险非常突出。

通常来说，当养殖业不景气时，饲料加

工厂会给予一定的赊账。 当前危机最严

重的就是一些中小养殖户， 实力有限，

资金不充裕，之前的积蓄只能维持一段

时间，面临资金链紧张的问题，如果不

能及时解决资金方面的难题，企业极有

可能遭受破产之灾。

“明年

7

月份之前，国内规模化饲料

厂将出现一波整合潮。 ”浙江省内一家大

型的饲料企业采购经理认为， 大型饲料

企业专业化、集团化优势越来越明显，资

金规模庞大，而且近年来不断扩产，加上

禽流感疫情的严重冲击，今后一段时间，

饲料企业将加速整合。

鸡场冷了：散养户心里拔凉 补栏者寥寥无几

证券时报记者 魏书光

5

月

15

日， 安徽省重新启动活禽交

易市场，“肥西老乡鸡店”排起了长长的

队伍。对于合肥市长丰县的养鸡专业户

张全德来说，“今天真是个好日子”。

今年

52

岁的张全德，在合肥市经

营着一家中等规模的鸡场，在当地也

算小有名气。 “这鸡场可以说是我的

心血。 今年这禽流感一闹，全家人愁

都愁死了。 ”

禽流感来的时候，张全德的鸡场

里

20

万只肉鸡都到了长成待售的时

节。 那段日子， 张全德一心扑在鸡场

里。 连续两个月，每天都得和鸡场里

的工人一起“伺候”这批肉鸡。 可是，

别说鸡了，连鸡蛋都无人问津。

“一只鸡生长周期大概

6

个月，喂

到三四斤重就不再长肉，如果卖不出

去，养着还得赔上饲料钱，就只能杀

掉。”张全德说，禽流感一来，市场上没

有了活禽交易，很多餐厅甚至连个蛋

花汤都不做了。 看着

20

万只鸡无人问

津，他只能忍痛低价处理。

禽流感之前，鸡肉收购价格通常

在

4.8

元

/

斤左右。 禽流感之后，鸡肉价

格低到每斤

2

元，一只鸡就亏损将近

10

元。 即便如此，到

4

月

20

日之后，连收

购商都不见踪影。

无奈之下，张全德只好自己跑去

找冷库，将活鸡屠宰后储存起来。 但

是，安徽省主要是活禽交易，冷库容量

普遍偏小， 最大的冷库容量也不过

1000

吨的规模。 张全德叹口气说：“最

远的一个冷库离我家有

350

里路，还要

自己把鸡拉过去，冷库老板要不是看

在我多年交情的份儿上，根本不会接

我这单活。 ”

到

5

月

3

日， 张全德把自己养殖场

的鸡全部杀掉了，“亏了

200

多万，真的

没办法，一个多月，就将前两年辛辛苦

苦赚的钱亏光了。”张全德坐着抽了支

烟，一脸无奈。这样的打击对他来说已

经不是第一次了。 他还清楚地记得，

2006

年，也是禽流感，亏了

60

多万，“但

是这次影响远远超过上一次， 因为持

续的时间太长，范围更大，像我干了养

殖这么多年的人信心都有点下降了。”

尽管受伤很重， 看到连续一周人

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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禽流感病人没有上升后，张

全德又开始看到了希望。

5

月

9

日，谨慎

的张全德买进了

5000

只鸡苗，“再赌一

把，总有人要吃鸡肉吧？ ”一个多星期

过去了，现在张全德总算松了一口气，

“鸡苗都赚了，买的时候一只

1

元，现在

都涨到

1.5

元了。 收购鸡肉价格也从

4

月底的每斤

2.5

元上涨到

3.2

元。 ”

相对于张全德的顽强， 他周围的

养殖户没有一个补栏的， 严重的亏损

让他们一时喘不过气来， 资金无法落

实，信心全无，更不要说补栏了。

5

月

15

日，安徽省家禽防疫重点场

所消毒灭源专项行动正式启动。从

5

月

15

日到

6

月

5

日， 先后

4

次集中消毒灭

源， 努力恢复消费者对于家禽安全的

信心。 万国农贸市场是安徽省合肥市

最大的农贸市场，“上个月还没有人

买， 现在好多了， 大家没有那么恐惧

了。 ”商户李老板说，他现在平均一天

能卖

50

只鸡，虽然比不上从前，但状况

在好转。

“这鸡多少钱？ ”“现在

10

元一只

了。 ”在另一位商户王女士的摊点前，悬

挂着从

5

月初至

14

日卫生部门的检验报

告，还有一张纸板，上面写着“吃放心

鸡， 便宜卖”， 乌鸡也只卖

15

元一只。

国内养殖饲料企业

需要期货市场

证券时报记者 魏书光

“

别觉得饲料养殖都是农民才

干的

，

不需要啥文化

，

相反

，

整个行

业加快规模化发展的同时

，

也越来

越智慧化和金融化

。”

安粮期货总经

理朱中文对证券时报记者说

。

从国内养殖行业现状来看

，

豆粕

为饲料主要构成

。

数据显示

，

豆粕在

家禽饲养中的使用量约占总用量的

52%

，

在生猪饲料方面大约占到总量

的

29%

，

在肉牛饲养中占到总量的

7%

，

在奶牛饲养中约占总量的

6%

。

来自中国饲料工业协会的数据

显示

，

我国豆粕生产主要依赖进口

大豆

，

对外依存度高达

82%

。

2012/13

年度我国豆粕产量为

4819

万吨

，

国产

大豆

2012

年产量约为

1300

万吨

，

创下

近

20

年新低

，

且国产豆主要用于食用

豆

，

对豆粕贡献度较低

。

显然

，

占据饲

料企业成本

80%

和养殖企业成本

60%

的进口大豆与中国相关企业的效益

息息相关

，

而国际大豆控制权掌握在

华尔街金融资本手中

。

国内饲料和养殖企业的集中度

快速上升

，

正是市场博弈的结果

。

国

际大豆集中在四大跨国粮商手中

，

而

压榨环节集中在中粮系和益海系

，

下

游饲料企业和养殖企业没有讨价还

价的余地

，

零散小型养殖饲料企业生

存空间会进一步被压缩

。

“

国内前

30

强的饲料企业都在积

极参与期货市场

，

都在学习怎么把现

货采购和期货市场联系起来规避风

险

。

经销商能生存到现在的

，

没有一

个能离开期货市场

。

纯粹做现货的时

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 ”

路易达孚北

京贸易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陈涛说

。

路易达孚公司是国际四大粮商巨头

之一

，

已有

160

余年的历史

。

新希望集团采购总监吴祥生认

为

，

对于养殖场和饲料厂而言

，

企业经

营的最大成本是豆粕和玉米等原料

，

保持这些原料的最优化是重中之重

。

除了大型养殖饲料集团

，

小型养

殖户和饲料加工厂也开始关心大豆和

玉米的期货行情了

。

安粮期货总经理

朱中文说

，

这两年安徽省内一些小养

殖户也开始关心期货

，

家里有电脑

，

也

会看

，

虽然参与程度还十分有限

，

但关

注期货行情的意识明显增强

。

国内饲料养殖行业对于期货的兴

趣日渐浓烈

，

但期货市场中禽畜产品

期货品种匮乏

，

这让大型饲料和养殖

企业对参与期货市场有所顾虑

。

在浙

江某大型饲料企业采购负责人看来

，

目

前油厂因为有大豆

、

豆粕和豆油期货交

易

，

风险可以两头锁定

。

饲料企业目前

还是单向套保

，

锁定了原料风险

，

但下

游风险没办法锁定

，

还需要上市下游的

禽畜产品

，

这样才能完善风险管理

。

冷库热了：容量有限一库难求 商家囤鸡待价而沽

证券时报记者 魏书光

“今年冰棒可能都要涨价，因为冷

库被鸡鸭给占满了。”安徽省长兴县一

家冷库负责人张明（化名）悠然地吐了

一个烟圈，笑了笑，慢慢地说，“现在不

急着卖，冰鲜鸡的价格还没有起来，再

等等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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禽流感一来，因为亏损得厉

害， 很多养殖户只好把家禽低价卖给

屠宰厂，屠宰厂把活禽杀掉，放入冷库

储存。现在，安徽省和浙江省内的大大

小小冷库已经全部被冷冻鸡肉堆满。

“在大的家禽养殖地，冷库爆满确

实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中国畜牧

业协会禽业分会副秘书长仇宝琴表

示，“我们当时也建议过， 是不是可以

指定几个定点的家禽收购厂或定点屠

宰厂，屠宰完了放在冷库里面，等到市

场回暖以后，再继续销售。 ”

养鸡专业户张全德说，“我们的养

鸡成本价是五块四一斤， 卖给屠宰厂

只有两块钱一斤”，“有资金实力的养

殖户就会找冷冻仓库储备鸡肉。目前，

冷库出租价格已经涨到

80

元

/

吨

/

月，

而禽流感之前是

40~50

元

/

吨

/

月，加上

包装费和运输费用， 每斤鸡肉的成本

已经上升到

6

块。 冷冻不冷冻，是亏多

亏少的问题。 ”

对于冷库来说， 冷冻鸡肉的价格

成本就要低很多了。

4

月份，冷库收购屠

宰好的鸡肉一般在

2

元

/

斤，加上包装费、

冷冻费以及运输成本，每斤成本为

2.5

元

左右，如果刨除政府一吨

50

元的补贴，成

本可再低一些。

“如果鸡肉价格恢复到正常水平，冷

库就要赚不止一倍啊。 这赚的都是我们

的钱啊！ ”张全德说出这话的时候，满脸

都是羡慕嫉妒恨。

不过， 由于安徽省主要以活禽交易

为主，冷库建设规模较小，全省仅有

10

家

左右，规模在

100

吨到

1000

吨之间，总容

量十分有限。 加上冷库建设周期长，

3~5

个月才能建设完工，投资规模巨大，资金

回收困难， 一般养殖户根本无力涉足这

个领域。

有别于安徽省的情况， 浙江省的冷

库总容量要大一点， 因为浙江省水产养

殖发达， 用冷库储备鱼虾等水产品已经

有相当规模， 加上今年水产品销售情况

一般， 一向精明过人的浙江商人看到了

冷冻鸡肉的巨大商机， 纷纷将冷库辗转

腾挪，从储备水产品转向储备鸡肉。

实际上，即便没有这波禽流感，国内

冷库也已经不能满足市场的需求。 经济

增速下滑造成了市场的疲软， 很多东西

销售不出去就放在冷库了。 目前冷库还

缺多少， 中国仓储协会冷藏库分会没有

统计。 国家发改委此前曾提出， 到

2015

年，还要改建、新建、扩建冷库

1000

万吨。

“禽流感会不会推动冷库迎来大规模

建设？ 这要看华东和华南地区消费者的习

惯能否在禽流感之后得到改变。”浙江省一

家养殖企业负责人说，禽类产品在冷库中

占据的比例远远不如肉制品和水产品，“我

去过英国、法国，它们的城市里基本没有活

禽交易，超市出售的都是分拣好的冷冻的

鸡肉、鸭肉。 也许用不了几年，我国城市也

会逐渐禁止活禽交易的。 ”

绍兴一位养鸡大户却对此并不看

好，在他看来，欧美国家超市里出售冷冻

鸡鸭，是因为那里习惯于烤制，对是否鲜

活并不在意。 而对中国消费者来说，习惯

于煲汤和烹炒， 如果冷冻就很难保持原

有口味。

合肥市长丰县的养鸡专业户张全德（左图）和他的养鸡场外景（上图） 本版摄影：魏书光

空荡荡的养鸡场内景

补栏的鸡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