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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的生猪养殖
行业，让所

有从业者深切地理解了什么
叫“玩的就是心跳”，从急速

下跌到行业回暖，从大
赚到大赔，在这一年都
有淋漓尽致的展现。

对 比 2020 年 和
2021年的数据可知，不
少公司2020年全年净利
润在2021年前三季度全

部亏完。
行情震荡幅度之大，

让所有从业者始料未及，在
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
时，有中小养殖企业负责人
坦言，精神紧张到失眠；有从

业者自嘲，行业盼的是一棵
“梧桐树”，结果现实却给

了一棵“柳树”；也有企
业表示，已经积极开拓

新的利润增长点。
综合来看，当前“猪周期”仍处在下行周

期是行业共识，面对供需、消费的变化，从业
者认为，行业进入了“白银时代”，企业要精
耕细作，才能有恒定的利润。“粗放式发展已
经失灵，未来是拼成本、拼管理的时代。”有上

市公司人士对《证券日报》记者说。

价格震荡超出预料

“猪周期”的存在如同一个打不破
的魔咒，2021年的生猪价格走势，则是

典型的大周期中的小周期，全年价格动荡明
显。

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研究
员朱增勇介绍，“猪周期”本身客观存在，合理波
动的“猪周期”是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以往

“猪周期”导致猪价波动的最主要因素是
能繁母猪产能的快速下降或者
显著增加。对产业整体而言，最
关键的是将能繁母猪波动控制

在合理范围内。
上海钢联农产品事业部生猪分析

师郭丹丹对《证券日报》记者介绍，2021年猪
价整体呈现大降后反弹，外三元出栏均价由1月1

日的36.98元/公斤下滑至9月30日的10.40元/公
斤，之后涨至11月底的18.13元/公斤。

对于造成这种表象的原因，接受《证券
日报》记者采访的从业者表示，和出栏量、
供需变化等因素有关。

朱增勇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纵
观以往“猪周期”特点来看，周期平
均约为4年，同时每轮上涨周期和下

跌周期，特别是“猪周期”
上涨的初期以及整个
下行周期都会出现明显

的“小周期”特征。

之所以出现这种特征，主要是有两方面因素影
响。“首先，生产的季节性影响因素，例如每年的二季度
都是出栏环比增加叠加消费季节性下降，四季度是出
栏增加叠加消费季节性增长；其次，消费具有弹性的特
征，例如，一般都是上半年尤其是春节后猪价下行，下
半年猪价季节性反弹的常态小周期走势。在某些时间
段，供给、消费、市场因素都可能导致这种小周期放
大。”朱增勇说。

即使如此，在2021年的“小周期”之下，猪价震荡之
大，还是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

朱增勇介绍，“2020年龙头企业和规模企业快速扩
张，2021年产能集中释放，二季度生猪存栏已经恢复到
常态，三季度生猪出栏量明显增长，导致猪价自36元/公
斤跌至12.5元/公斤上下，跌幅跌速均超出任何“猪周
期”，猪价出现过度恐慌性下跌，10月份中下旬猪价反
弹也是市场的自我修正。同时，由于疫情等因素影响，
三季度猪肉消费出现有效提振，10月份多重因素又带
动消费明显提振。”

另外，农业部数据显示，2021年3月份以来，规模猪
场每月新生仔猪数均在3000万头以上，并持续增长。
10月份能繁母猪数量是正常保有量的106%。

“生猪存栏量和能繁母猪存栏量已恢复甚至略超
过正常年份的水平。所以在这种产能兑现期，今年对
猪价下跌预期是比较一致的，猪价呈长跌短涨的‘V’型
走势，大涨大跌的博弈态势明显减弱。”卓创资讯分析
师李晶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

政策引导产业良性发展

“猪周期”的起起落落，让养殖企业和消费者饱受
折磨。在上行周期中，处在风口上的生猪养殖企业，利
润获取十分丰厚；而至下行周期，则是竞相“比惨”。

面对震荡的价格变化，政策层面上也有积极尝试，
引导产业良性发展。

2021年6月份，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农业
农村部、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联合印发了《完
善政府猪肉储备调节机制 做好猪肉市场保供稳价工
作预案》（以下简称《预案》）。《预案》区分生猪价格过度
下跌和过度上涨两种情形，设立了三级预警区间，为市
场自发调整留有充足空间。此外，《预案》依据政府猪
肉储备的不同功能定位，分设了常规储备和临时储
备。国家层面常规储备主要用于满足市场调控和应急
投放需要。临时储备是结合此轮调控实践、积极借鉴

其他有关重要商品储备建设经验提出的，主要是在生
猪价格过度下跌、产能大幅下降时进行收储，以稳定生
产预期，实现有效“托市”稳产能。

业界认为，《预案》充分发挥了政府对猪肉储备调
节作为关键抓手的重要作用，对生猪及猪肉价格坚持

“调高”与“调低”并重，以供应稳保障价格稳，以价格稳
促进供应稳。价格过高时，将投放储备以保障居民消
费需要，推动价格向合理区间回落，避免生猪产能过度
扩张；价格过低时，将启动收储以托住市场，为养殖场
户吃下“定心丸”，避免生猪产能过度淘汰。

需要注意的是，对于当前的行业状态，有从业人士
的观点认为，新一轮“猪周期”即将来临。

对此，朱增勇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当前猪价是
超跌后多重因素带动的反弹，与超跌一样，猪价也超预
期反弹。供给充裕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同时能繁母猪
产能尽管连续调减，但依然处于较高水平，意味着未来
半年左右生猪供给依然充裕，猪价拐点并未来到，依然
处于下行周期。

需要注意的是，此轮“猪周期”为养殖行业注入了
诸多的新发展因素，养殖企业能否在未来的市场中站
稳脚跟获得一席之地，充满不确定性。

中小养殖企业“压力山大”

对于未来可能出现的变化，更多的中小养殖企业
无暇顾及，如何扛过眼前难关才是当务之急。

即使有了政策的引导，但市场的变化还是让从业
者“措手不及”。李晶对《证券日报》记者介绍，从去年
开始行业就对今年生猪处于下行周期有比较一致的看
法，所以无论是养殖方还是屠宰方，为应对生猪下行周
期，前期都做了各方面的尝试。比如，前期养殖方有降
低成本的操作、屠宰企业也是逢低进行冻品入库，比较
看涨远期的收益增加，但猪价的跌速和跌幅，明显超过
多方预期，导致亏损期提前到来。

亏损期的提前到来，让一些在2020年才进入这个
领域的中小养殖企业无奈“踩雷”。对于四川汶川的80
后养殖户胡女士来说，2021年“令人焦躁”。

胡女士在2020年底与朋友合伙开始从事养猪生
意，但由于进入生猪养殖业时已处本轮“猪周期”高位
的末端，成本较高，随后遭遇猪价大幅波动，胡女士一
家在2021年养猪不仅没有实现盈利，反而赔了数十万
元。尽管年底猪价回暖，但其养猪业务依然挣扎在盈
利线以下，同时，养殖场还需要不停地投入成本，这让
她感到“压力山大”。

“养殖场现在大致有500头的生猪规模。我们不会
盲目扩张，计划就保持目前的规模。今年养猪业务几
乎吸收走了我们手上全部的流动资金，有段时间压力
太大导致我晚上都睡不着觉。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坚
持，希望早点熬过这段艰难的日子。”胡女士感叹。

除了猪价下跌，养猪企业在2021年还遭受了成本
上升的压力，但是，“也没办法，饲料的原料成本也在上
涨，玉米价格一度从2000元/吨涨到3000/吨，上游饲料
企业提价，原料成本压力也传导至养殖端。”有从业者
对《证券日报》记者说。

成本增加而猪价震荡的双重压力让养殖企业苦不
堪言的同时，屠宰端企业则“松了口气”。

得利斯董秘刘鹏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
示，对于屠宰端最重要的，也是最核心的影响因素其实
是规模，只要屠宰端的业务有规模，尽管屠宰业务整体

的毛利水平比较低，也会产生比较好的盈利效果。

拼成本、拼管理时代来临

“生猪养殖市场2021年产能恢复量很大，超出了
大家预期，导致供大于求，由于前期猪价波动太大，规
模化养殖企业的个体养殖户都遭受到了猪价‘过山
车’式波动带来的冲击。”一位不愿署名的上市公司人
士对《证券日报》记者感叹。

上述人士对《证券日报》记者分析，2021年，在猪价
行情最糟糕的时候，规模化猪企自繁自养一头猪最高
可能要亏损上千元。近期猪价回升，大家盈利情况有
所好转，但也就只是在成本线上下一点——从目前的
猪价行情来看，部分中小型企业可以盈利，但是对那些
规模较大的寡头企业来说，应该还会承受一些亏损，因
为他们前期扩张得太快了。

经历了这些，更多的从业者开始反思，如何避免新
一轮“猪周期”的洗劫。

新希望在深交所互动易平台上与投资者交流时
表示，现阶段养猪完全成本为20元/公斤左右，和目前
猪价相比仍承担一定压力，但近期公司养猪各项生产
指标都在逐步改善。

天邦股份表示，公司正通过提高养殖效率、降低断
奶仔猪成本、死淘率、代养成本以及自育肥成本等不断
降低成本。

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生猪养殖企业也在积极拓
展下游板块，开拓肉制品深加工、发力食品终端。

刘鹏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目前得利斯的发展方
向已经做了战略调整，即从单纯做传统的低温的火腿肉制
品向毛利率更高的速冻米面类产品调整，今后公司的预制
菜系列产品占比越来越高，进而也会推进公司整体的市盈
率、净利率水平等得到改善和提升。“当然一下子就有特别
明显的增长也不现实，因为还有一个产能的消化和爬坡的
阶段，但我觉得明年会有一个特别好的效果出来”。

不过，上述不愿具名的上市公司人士表示，“事实
上，几家A股的养猪龙头企业，成本控制其实都做得不
是很好，2021年以来的业绩也都不怎么理想。长期来
看，生猪养殖的产能扩张会更加趋于理性，未来会进入
各家拼成本、拼管理的时代。”

“猪周期”仍处在下行周期是行业共识，未来是拼成本、拼管理的时代——

粗放式利润获取模式失灵
生猪养殖产业进入白银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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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周期”并不是新生事物，“肉价上涨-存栏量大
增-肉价下跌-存栏下降-肉价上涨”，这样的周期差不

多每隔4年就要上演一场。从2018年开始的此轮猪
周期，在饲料价格、疫情、非洲猪瘟等因素影响下，
价格震荡惊心，也被称为“超级猪周期”。伴随着猪

周期的起起落落，价高伤民，价贱伤农的现象不
时穿插其中，每一个从业者都推动了它
的出现，也成了它的受害者。

应对“猪周期”，从业者要下“绣花”
功夫。

一是要加强数据信息的应用。“猪
周期”频繁出现是整个产业生产

模式粗放，信

息化、技术化不足的结果。由于养殖的分散，生物防
疫、抽检、监测等诸多环节存在着数据监测、统计不准
确的问题，而这些不起眼的环节，又进一步拉升了养殖
的成本，在“猪周期”的上行周期中，这些问题被可观的
利润掩盖，而下行周期中，成本就成了企业能否支撑到
下一个上行周期的关键。在养殖过程中，绝大多数中
小养殖户对行业数据后知后觉，凭借本能进行生产经
营。改变这种状况需要龙头企业、中小养殖户共同努
力，使“散”“碎”的数据能够变得准确，发挥出指导生产
的作用。

二是要提升规模化养殖占比。众所周知，我国生
猪养殖行业目前仍旧以中小养殖户为主，龙头企业的
市场占有率虽然经过多年的发展有所提升，但从全行
业来看，份额并不大，这种现状决定了“散户”成为决定

供应量的关键多数，而供应
量又决定着价格，二者互

相制约，

最终使得“猪周期”不断袭扰市场。中小养殖企业的抗
风险能力较弱，也使得他们的生产经营随机性更大，长
期来看，并不利于行业的健康发展，要使养殖行业有较
好的对抗市场风险能力，就要提升规模化养殖在市场
中的份额。

三是要加强生物技术在中小养殖企业的应用。在
过往的“猪周期”经历中，突发大范围的疫病是造成“猪
周期”变化的原因之一；而育种等技术的运用可以使经
营成本得到改善。因此，在生物技术领域，要加强产学
研的结合，使领先的技术能率先应用于产业，使产业需
求在科研端能找到更多解决方案，这也是减缓“猪周
期”对行业伤害的重要方法。

综合来看，熨平猪周期，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需
要从业者拿出“绣花”的耐心和恒心，改变过往生产经
营的粗放模式，向优秀的制造业企业学习，抛弃“暴富”
心态，学会向管理、供应链中要利润。在养殖、屠宰、销
售各端加强联动，加强精细化运营。

熨平“猪周期”从业者要下绣花功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