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 12月底鲁豫地区生猪调研 

 

内容提要    

2021 年 1 月 8 日，生猪期货将在大连商品交易所挂牌上市，目前的生猪市场的供需

情况怎么样？产业内人士对于明年的生猪价格有怎么样的预期？近期生猪价格连续上涨，

是季节性因素还是有其他的原因？带着这些疑问，我们前往生猪期货的基准交割地山东和

河南两省进行调研，了解最新的生猪资讯和产业逻辑。 

本次调研从青岛出发，途径临沂、泰安、开封、郑州、漯河，最后在驻马店结束，一

共拜访了两家饲料企业，三家养殖企业，两家屠宰企业，一家食品加工企业，其中包括 4

家上市公司，上市的集团公司的业务基本都涉及生猪产业链的上下游。通过调研，我们对

生猪产能的恢复情况、非洲猪瘟疫情的最新发展、产业链人士对 2021年猪价的预期以及

生猪上下游的基本情况都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 

调研行程： 

 

 

地区 企业类型
12月27日 下午 青岛 集团化饲料养殖企业

上午 临沂 集团化饲料养殖企业
下午 泰安 集团化饲料养殖企业
上午 郑州 中型养殖企业
下午 开封 大型屠宰企业
上午 许昌 中型屠宰企业
下午 漯河 食品加工

12月31日 上午 驻马店 大型养殖企业

日期

12月28日

12月29日

12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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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调研小结 

生猪产能：母猪产能逐步在恢复，比较明显的信号是三元母猪在逐步剔除，屠宰场开始

出现后备母猪。但是目前存在二次育肥的现象（养殖场 A 养到 100-120 公斤卖给养殖场 B，

养殖场 B 再养到 150 公斤以上，生猪存栏存在二次计算），这导致生猪存栏可能没有农业农

村部预估的那么高。随着母猪存栏和生产指标的提升，预计明年 5、6 月份后国内的生猪产

能会有一波明显的释放。目前大企业的产能布局已经基本完成，后面的增幅要看中小养殖户

的复养意愿，尤其是引种自繁自养的意愿。 

成本和收益：目前养殖利润还是非常丰厚，自繁自养的养殖利润在 1500 元/头以上，外

购仔猪的养殖利润在 500元/头以上。没有非瘟的情况下，正常的养殖成本大概在 16元/公斤。

现阶段育肥的成本在 20-24 元/公斤不等。7 公斤仔猪价格 1000 元/头左右，50 公斤母猪

3000-4500元/头不等。 

疾病：非洲猪瘟疫情常态化，但是多是轻状、低毒、点状分布，严格执行生物安全防控

和“拔牙”措施的可以有效控制疫情，对产能恢复的影响基本可控，目前大集团在这方面都

做的还可以，风险点一是季节性的（北方冬季、南方雨季），二是中小养殖户如果开始大量

复养能否严格执行生物安全防控和严格处理。另外，由于严格的生物安全防控，人畜之间的

接触减少，这导致仔猪腹泻、蓝耳病等常规疾病的发现不及时，该类疾病有增多的迹象，在

一定程度上，对产能的恢复速度也有影响。 

饲料端：饲料成本占比从往年的 50%上升到 60%，豆粕的用量因为前期料后延、出栏重

增加而增加，但是由于下半年国内饲料开始禁用抗生素，乳猪料中增加了乳清粉、鱼粉等的

添加，导致豆粕的添加比例下调。玉米价格高企，部分企业用小麦和糙米替代，另外今年东

北玉米毒素较高。 

屠宰端：屠宰场和养殖场直接合作的很少，大部分通过猪经纪，因为支付方式谈不拢，

猪经纪在养殖企业和屠宰企业之间起到润滑剂的作用，现阶段养殖企业、猪经纪、屠宰企业

都处于盈利状态。屠宰企业以销定产，中小屠宰场单头利润可能高于大型屠宰企业，大型屠

宰企业往往配置深加工来补充利润。目前国内基本没有冻品库存，冻品库存一般在猪价低价

时建立。 

进口端：进口猪肉利润还是很高，但是短期内由于新冠疫情形势严峻，清关时间延长，

目前需要 3证 1码才能清关。 

价格及未来预期：近期猪价持续上涨和季节性因素有关，不过一定程度上也侧面反映出

目前生猪仍然供不应求的基本面。大部分产业人士认可 2021 年猪价下行的趋势，因为生猪

产能逐渐恢复，一部分产业人士认为 2021年低点在 5、6月份，一部分产业人士认为低点在

9月份，普遍认为 2021年的平均猪价在 25-26元/公斤。 

 

二、 调研纪要 

1、青岛某饲料企业 A 

该饲料企业隶属于某上市集团，集团的主营业务涉及饲料生产、食品加工、种畜禽繁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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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出口贸易、养殖担保等，目前该集团在全国都布置了养殖场，分为东北、华北和华东、西

南和华中、华南六省四个聚落。 

生猪产能方面，目前该企业的能繁母猪整体存栏为 140 万，较之非瘟之前（2017 年样

本数据）恢复至 50%，其中二元母猪与三元母猪的比例是 8:2，已经开始对能繁母猪进行逐

步的种群替换（三元母猪换成二元母猪）。集团今年的生猪出栏量 2500 万头，明年目标是

要达到 3000 万头以上，今年有 60%的仔猪是外采的，只有 40%是自繁自养的。该集团在山

东的存栏量为 560 万头，2019年同期为 140 万头。 

养殖成本和利润方面，目前该企业的养殖利润较大，自繁自养的商品猪出栏利润基本为

售价的 50%，约 2100-2200元/头的利润，外购仔猪的养殖利润最多能达到 500 元/头左右。 

销售方面，该企业的出栏生猪主要在山东省内消化，直接卖给屠宰厂或者猪经纪，不同

的分公司的销售渠道各不相同，有些以屠宰厂为主，有些以猪经纪为主。 

非瘟疫情方面：进入冬季以后，疫情有所反复，该企业严格执行生物安全防控。 

对后市的看法：如果国家不连续放储的话，预计 1 月份仍有小幅上涨空间，2-4 月份将

进入缓慢下滑状态，5-7月份或出现稳中偏强，8-10月将再次进入下跌，11月以后再次走强。

2021年高点可能在 1月份，低点在 10月份，全年均价预计 26元/公斤。 

 

2、临沂某饲料企业 B 

该企业隶属于某上市集团，该集团目前的产业涉及饲料、生猪养殖和食品加工产业。临

沂的工厂目前只做猪料，产量 4000吨/月，其中乳猪料 1500吨/月。 

生猪产能方面：从企业的销售情况来看，生猪的产能在恢复，乳猪料比 2019 年翻了 2

倍，比非瘟前翻了一倍，临沂地区非瘟前饲料厂的开机率大约在 30-35%，现在基本都是满负

荷开工。临沂地区二次育肥的现象也比较普遍，以前一般养到 240-280 斤，现在很多企业再

次采购 240斤的猪，养到 350斤以上，甚至达到 380斤的都有。现在用三元猪做母猪基本已

经过去了，各个企业都在逐步替换掉。现在新建的生猪产能中有 80%是外行业进入。 

养殖成本和利润方面，目前 350斤以上的猪能卖到 35元/公斤以上，二次育肥有 1000元

/头的利润。从目前来看 24元/公斤是临界点，会阻止二次育肥（这个临界点每个月的预期都

不同）。30斤以内的仔猪现在卖到 1200元/头，临沂地区 60%以上是外购仔猪。现在 250-270

斤左右的代养费在 400元/头，300斤以上的代养费达到 450元/头。 

饲料方面：因为抗生素禁用，乳猪料中增加了乳清粉、膨化大豆和鱼粉的使用，从而使

得豆粕的添加比例下降了 3-4%（降幅近 30%）；大猪料中的豆粕添加比例基本不变。豆粕、

膨化大豆、豆油的添加比例根据实际的性价比调整。由于玉米价格大涨，部分企业有用小麦

和糙米替代玉米的现象，替代率基本在 5%左右，该企业往年都是用东北玉米为主，今年基

本上以华北玉米为主，因为今年的东北玉米毒素偏高。240斤之前料肉比一般 2.8左右，240

斤之后料肉比大约 3.2左右。目前企业的豆粕合同库存大概 30天左右，物理库存 8天左右，

玉米的库存 15天左右。 

对后市的看法：对明年的饲料需求非常看好，预计乳猪料和大猪料都会有 100%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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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泰安某养殖企业 C 

该企业隶属于某上市集团，该集团目前的产业涉及饲料、种猪培育和生猪养殖。该集团

在山东的养殖场目前母猪存栏在16-17万头，肥猪存栏18-20万头。母猪中三元占比在40-50%，

近期开始补充二元母猪，逐步淘汰三元母猪。仔猪需要外采一部分，通常来说，老的区域需

要外采 10-20%，新的区域需要外采 50%左右。 

生猪产能方面：该集团的二元母猪存栏已经恢复到非瘟前的水平，还在扩产能。该企业

的出栏均重在 280斤以上。现在山东的母猪基本上都是新上产能，没生几胎。三元母猪现在

一胎 8-9头，二元母猪一胎 11头以上，一年 2.2胎。现在 PSY大概 23-24，MSY在 20左右，

PSY和MSY之间的偏差比非瘟前大。 

养殖成本和利润方面，目前 6-7 公斤的仔猪售价在 950-1000 元/头。自繁自养的利润在

2000 元/头以上，外购仔猪育肥的利润在 1500 元/头。50 公斤后备母猪价格在 3200-3500 元/

头。目前育肥的成本大约在 20 元/公斤。代养费现在大概 300 元/头，企业对存活率有要求，

该企业一般要求在 95%左右的存活率，现在的代养户养 1500-2000头的占大多数。 

销售方面：该企业除了双汇和雨润以外，和其他的屠宰厂都有合作，因为双汇和雨润不

打预付款。 

非瘟疫情方面：今年仔猪腹泻和蓝耳病比往年多，仔猪存活率较低。进入冬季后，东北

的疫情比山东严重。 

对后市的看法：预计 2021年的 5、6月份将有一波集中出栏，猪价每年的 5月份是低谷

期。预计明年均价在 26 元/公斤左右。农历年前预计价格大涨很难，因为白条的价格现在有

点提不上去，已经涨过一次价了。 

 

4、郑州某农牧企业 D 

该企业成立于 1998 年，总部位于河南省郑州市，企业成立初期以种猪养殖为主，现在

也从事生猪养殖业务。非瘟前种猪存栏 2.8万头，目前存栏 5万头，现在三元母猪占比 20%

左右，2021 年上半年将剔除三元母猪。2021 年计划母猪产能达到 12-15 万头，商品猪达到

40-50万头，仔猪销售达到 30-40万头。目前扎根河南，未来会向山西扩一些。预计明年公司

的 PSY能达到 24.8，企业通过分摊成本和提高人效，预计明年的养殖成本将下降 30%。 

生猪产能方面：认为国内大集团公司的布局已经基本完成，三元母猪开始淘汰说明二元

母猪的补栏开始跟上了，2020年上半年种猪短缺，下半年重二元、回交二元使得种猪供应变

得充足。河南现在很多公司养猪到 140公斤以上，甚至 180公斤以上，商品猪出栏均重 140-160

公斤，大部分是外调到云贵川，当地有吃肥肉的习惯。 

养殖成本和利润方面：目前 7公斤的仔猪售价在 1100元/头。仔猪成本目前是在 370-450

元/头 之间，非瘟之前仔猪成本在 280-320 元/头之间。50公斤重二元现在卖 4000元/头。 

销售方面：企业会制定年度、季度和月度销售计划，以产定销。会建立模型去评估成本

和收益。外调主要通过猪经纪。 

非瘟疫情方面：这个季节相对比较严重些。对于非瘟现在不缺方案不缺思路，目前主要

问题是如何执行，非瘟目前有成为常态化的一种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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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后市的看法：大企业都在扩规模，但是产能释放还没有看到，随着管理和成本控制的

提升，生产指标会有效提高，预计 2021 年 6 月份产能将得到一次明显的释放。另外，还要

看高利润下中小养殖户敢不敢复养，如果中小养殖户不引种，预计明年的生猪行情都不会太

差，因为中小养殖户至少影响到 40%的产能。 

     

5、开封某大型屠宰企业 E 

该企业成立至今 2 年 2 个月，隶属的集团的屠宰产能达到 2.7-2.8 万头/天，目前该集团

在河南有 2个厂，该厂的屠宰量可以达到 6000-7000头/天，驻马店还有一个厂的产能在 3000

头/天。 

屠宰情况：屠宰有明显的季节性，春节前是旺季。该企业 12月屠宰量 18-20万头，上个

月 16万头，去年 12月 9万头。整个河南 12月的屠宰量在 3.5-4万头/天，去年同期在 3.2-3.3

万头/天。今年屠宰的母猪数量上升。出肉率一般在 72-73%。 

出栏重：这个季节，以养大猪居多，一方面料肉比划算，另一方面目前是腊肠、腌肉等

的制作旺季，大猪需求好，牧原的瘦肉猪、标猪的价格反而便宜。过完年，需求淡季的时候，

市场又会养标猪为主。 

采购销售方面：河南 80-90%通过猪经纪采购，山东自采的比例高。每天 7点开宰，9点

猪经纪开始竞标，一般有 40-50 个猪经纪，每天尽量使订单和屠宰量匹配。大的猪经纪，一

天可以拿到 4000-5000头猪，然后分销给不同的屠宰厂。销售主要以批发市场为主，约有 30%

的屠宰量流入批发市场，剩余部分有供应商超的，也有自己加工的，也有冷链运往外地的。 

成本和利润方面：猪经纪的成本在 0.6-1元/头，主要看距离。一头猪的屠宰利润在 20-30

元。 

非瘟疫情方面：总体感觉非瘟疫情现在是一段一段的。企业在防疫方面同时对生猪和肉

都做检疫。 

其他相关情况，及对后市的看法：国产冻品现在都比较少，因为价格太高，冻品很难赚

钱。今年大量进口猪肉，现在还是有大量的进口猪肉到港，但是清关很慢，以前 5天左右清

关，现在基本要半个月到 1个月的时间。预计明年 5、6月份可能是生猪价格的低点。 

 

6、长葛某中型屠宰企业 F 

该企业是当地畜牧局下属企业，工人 62人，占地 20亩。屠宰产能 1000头/日，现阶段

每天屠宰量为 200头，2020年共屠宰 7万头，其中上半年屠宰 3.4万头，2019年屠宰 12万

头。今年全年没有屠宰母猪。今年屠宰量下降的主要原因是猪价太贵，消费下降，另外猪源

短缺，但是今年的屠宰量还是比非瘟前增长了 40%，主要是企业产能提升和生产经营模式改

变的结果。目前企业没有参与进出口业务，屠宰产能现排在河南省前 30，全河南省的定点屠

宰企业数量在 140家左右。 

屠宰情况：大集团出肉率在 72%左右，一般猪场出肉率在 67-68%，平均出肉率 70%。

国家在推广定点屠宰，取缔非法屠宰。 

采购销售方面：该企业的猪源 60%来自于集团，40%来自于一般猪场，没有散户。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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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河南中南部的农贸市场为主，15%冷链外送到省外，目前没有食品加工。中小散户占屠宰

厂供货的 50-60%。大集团和屠宰企业直接合作很困难，因为预付款等问题，所以需要猪经纪。 

成本和利润方面：一头猪的屠宰利润在 100元。大集团的单头利润更低些。 

非瘟疫情方面：非洲猪瘟在冬天呈点状分布，以后会以常态化的形势出现。 

其他相关情况，及对后市的看法：大集团的养殖产能扩张快，但是中小养殖户的复养并

不好，预计产能恢复到非瘟前还要半年到一年，目前恢复到 80%。预计猪价未来半年还将在

高位运行，未来半年的进口利润还是会非常好；预计 2021 年猪价一季度维持高位，三季度

出低点。从东北调猪，价差 2元/斤以上才有调猪的动力。 

 

7、漯河某大型屠宰企业 G 

该企业隶属于知名上市肉制品加工集团。集团年屠宰产能在 2000万头，今年屠宰量 700

万头，正常年份屠宰量在 1300-1600万头，集团年产肉制品 150-160万吨，占市场 50-60%的

份额。企业 87%以上的猪源来自于 500 头以上的规模猪场，其中全国前 20 的养殖企业的猪

源占到 20-35%。今年该集团的产能利用率不到 50%，因为毛猪 20元/公斤以上开始抑制消费。

集团全年进口猪肉 70万吨，2020年进口猪肉利润在 2000-3000元/吨，目前海关对进口猪肉

开始放行，但是需要 3证 1码。 

屠宰情况：预计 2021年 5、6月以后屠宰量会恢复，预计目前生猪存栏恢复到非瘟前的

60%，猪肉产量恢复到非瘟前的 70%。今年屠宰的母猪开始增加，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不

看好后市，二是三元母猪淘汰。出肉率在 74-75%。不同品级的猪的价格可以差到 5元/公斤。

河南正常年份出栏 6000-6500万头，今年出栏 5000万头，出栏均重在 120-140公斤。 

采购销售方面：该企业的猪源 80%来自猪经纪，宰后结算。每天下午 4、5 点采购部公

布毛猪收购价。 

成本和利润方面：如果按照 3.5-4万头/天的屠宰量算，一头猪的屠宰成本在 180元。 

非瘟疫情方面：非洲猪瘟常态化，但是不影响产能的恢复。 

其他相关情况，及对后市的看法：每年 5、6 月份是价格相对较低的时候。正常来说养

猪企业年前要全部出栏，如果 12月份出栏少，1月份就要集中出栏。认为 2021 年猪价是下

行趋势，预计三、四季度降幅明显，到 2021年底价格回到 20元/公斤左右。 

8、驻马店某大型养殖企业 H 

该企业成立于 2010 年，目前该企业有四个养殖基地，母猪存栏在 2 万头左右（非瘟前

存栏 4 万头），品系主要以法系为主，二元母猪比三元母猪略多，商品猪目前存栏 5 万头，

2020和 2019年出栏量均在 15 万头，非瘟前出栏可达 40 万头，目前产能仍在恢复中，2021 

年可恢复至非瘟前 70%、80%左右。2020年该企业 PSY 22不到，2019 年为 20.5,2018 年是 

22。出栏重在 120-130公斤。 

生猪产能方面：全国 100-10000 头的养殖企业占比还是最大，这部分的产能恢复大概只

有 5-6 成。通过屠宰量来看全国的产能恢复情况可能比较准确。目前西北、东北、云南的产

能恢复情况较好。 

养殖成本和利润方面，7 公斤仔猪现在价格 1200 元/头。饲料成本占到生猪养殖成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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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以前大概占 50%。公司的料肉比大概在 2.6 左右。今年由于利润丰厚，前期料有用到

50-100 公斤的，以前一般只用到 30 公斤。行业的养殖成本最低在 12-13 元/公斤，没有非瘟

的情况下，16元/公斤比较正常。 

销售方面：商品猪采用竞价方式销售，仔猪采用询价方式销售。非瘟前和大的屠宰厂合

作过，但是由于预付款等问题，现在基本都和猪经纪合作。 

非瘟疫情方面：北方冬天，南方雨季非瘟会加剧。大中小企业都存在非瘟发生的可能。

早期发现是决定“拔牙”的基础。 

对后市的看法：今年最低点 26元/公斤，预计 2021年均价 25-26元/公斤，最高的可能在

7、8月份。 

 

 

 

三、 调研图片 

  

  

增城某油脂贸易商调研和交流 临沂某饲料企业调研和交流 

  

  

郑州某农牧企业调研和交流 长葛某屠宰企业调研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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漯河某食品加工企业调研和交流 驻马店某养殖企业调研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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