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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猪存栏预计下降 供应压力有所减轻  

 

摘要 

从价格水平来看，生猪价格已经脱离了底部的区域，再度下探创出新

低的可能性较为有限。 从供应端来看，根据能繁母猪到生猪出栏的理论

周期推断，在不考虑压栏的条件下，今年 6-12月的生猪理论出栏量主要

是由 2021 年 8 月至 2022 年 3 月的能繁母猪存栏决定的。从数据来看，

能繁母猪存量是从去年 7月开始下降的，且仅仅在去年 12月有小幅的回

升，换句话说，这一时间段能繁母猪存栏整体是下降趋势，意味着今年 6-

12 月生猪出栏量将是缩减状态。从养殖利润来看，在目前市场信心较好，

养殖户看好后市的背景下，市场有一定的惜售的心态，也限制了未来的出

栏量。从需求方面来看，国储不断收储冻猪肉，提振市场信心，给生猪价

格一定的支撑。消费方面，上半年受疫情的影响，部分一线、二线城市的

餐饮业受到冲击较大，对猪肉消费有所冲击。下半年迎来中秋国庆等较大

的节日，如果疫情没有进一步的扩大的话，消费需求预计能好于上半年，

对猪价有一定的支撑。从替代品消费的情况来看，受猪价仍偏低的影响，

市场对猪肉的需求强于牛羊肉的需求，提振猪肉的消费，支撑猪肉的价格。

后期风险因素主要需要关注疫情可能对消费的影响，以及能繁母猪存栏

量能否持续回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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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022 年上半年生猪市场回顾 

2022年上半年，生猪期货总体走出了一轮先低位震荡，然后逐渐脱离底部有所走强的

走势。1-2 月，虽然有节日需求的支撑，不过后期，随着节日效应的消减，需求支撑减弱。

3月，猪价继续以偏弱走势为主，主要受到供应面的打压，虽然有收储支撑，不过收储量较

为有限，市场反应平淡。4 月份，猪价走出了低位震荡然后快速拉涨的走势。月初至月中

旬，随着收储的加码，猪价下跌的态势得到一定的缓解。而后随着能繁母猪存栏量出现明

显回落，市场看涨热情抬升，猪价走出了一轮快速拉涨的行情。5月份，猪价走出了震荡走

强后有所回落的走势。月初，国内养殖户惜售情绪较浓，压栏惜售情绪下，限制生猪的出

栏量。且南方部分地区遭遇强降雨，限制生猪的运输。不过随着月中，二元能繁母猪存栏

量的发布，存栏量下降低于市场的预期，市场有一定的失望的情绪，加上生猪下游消费不

佳，高位获利平仓的动作明显，导致猪价出现震荡下跌的走势。6月，猪价继续震荡走强，

主要原因是收储仍不断进行，提振市场的心态，加上养殖户惜售心理仍较强，限制生猪的

出栏，虽然有二次育肥的出栏，但是市场对供应的增加的担忧有限，继续支撑猪价回暖。 

 

资料来源：博易大师 

二、生猪基本面分析 

1、猪价跌至低点 后期下跌有限 

从猪价来看，截至 6 月 10 日，22省平均生猪价格为 15.9 元/千克，较年初上涨 0.25

元/千克，环比上涨 1.6%；22 省平均仔猪价格为 41.73 元/千克，较年初上涨了 13.36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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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克，环比上涨了 47.09%；22 省平均猪肉价格为 21.95 元/千克，较年初下跌 2.21 元/千

克，环比下跌 8.81%； 

从价格水平来看，今年以来，生猪价格总体表现为先跌后涨的行情，从 4 月份开始，

结束了累计 14周的下跌，开启了连续 11周的上涨。价格从最低点的 12.12元/千克，上涨

至 15.9元/千克，上涨幅度达到 31.19%。目前已经脱离底部区域，接近非洲猪瘟前的价格。

造成生猪价格出现上涨的主要原因一方面还是与去产能有关，3 月农村农业部公布的二元

能繁母猪存栏量回落幅度较大，高于市场的预期，使得市场对生猪去产能的节奏有所预期，

加上二元能繁母猪从去年7月开始高位回落，导致今年 5月开始预计生猪存栏也出现回落，

市场供应偏宽松的格局或有所改变，对市场有一定的信心的支撑。另外一方面国家层面不

断的进行冻猪肉的收储，提振市场的信心，生猪价格低位反弹较为强烈。 

从仔猪价格来看，同样经历了先跌后涨的行情，从年初开始，结束了累积 10周的下跌，

从 4月中下旬开始，连续 8周开始回升，价格也从低位的 24.94元/千克，上涨至 41.73元

/千克，上涨幅度达到 67.32%，涨幅较大。导致仔猪价格上涨较快的主要原因还是在生猪价

格向好，养殖利润有所恢复，尤其是外购仔猪的养殖利润由亏转正，导致仔猪的需求有所

提升，提振仔猪的价格。 

从猪肉的情况来看，也总体表现为先跌后涨的走势，不过反弹的幅度相对有限。从 4月

中旬开始，结束了自年初开始连续 12 周的回落，开始了累计 7 周的回升，价格从最低的

19.32 元/千克，上涨至 22.44 元/千克，涨幅达到 16.15%。之所以猪肉的价格反弹力度有

限，应该与下游需求有较大的关系。一方面，下游对高价猪肉有一定的抵触情绪，屠宰企

业拿货不难的背景下，有一定的压价的行为，另外，今年受疫情的影响，部分地区的猪肉

消费也受到抑制，也限制了猪肉的消费。因此导致猪肉的价格反弹相对较为乏力。 

综合来看，目前生猪、仔猪以及猪肉的价格基本已经脱离了底部的区域，后期在存栏

量不出现明显回升，以及消费需求没有被明显打压的情况下，再次探底的概率偏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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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WIND  瑞达研究院 

 

数据来源：WIND 瑞达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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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WIND 瑞达研究院 

2、供应量或有所缩减 

从生猪的供应方面来看，农村部的信息显示， 2022 年 4 月份全国能繁母猪存栏量

4177.3 万头，环比下降了 0.2%，在 12 月出现环比回升后，连续 4 个月出现下降，自去年

7月起，已经累计下跌 9个月，但是总体较正常保有量仍超出 2%。4月，生猪存栏 4.24亿

头，同比下降 0.2%。从数量上来看，能繁母猪的绝对保有量虽然有所回落，但是仍高于正

常的保有量 4000-4100万头。且 4月的回落幅度明显放缓，对市场的信心有所打击。另外，

4月生猪存栏量是 2020年 6月份之后的首次同比下降，意味着生猪去产能刚刚开启。 

根据能繁母猪到生猪出栏的理论周期推断，在不考虑压栏的条件下，今年 6-12月的生

猪理论出栏量主要是由 2021 年 8 月至 2022 年 3 月的能繁母猪存栏决定的。从数据来看，

能繁母猪存量是从去年 7月开始下降的，且仅仅在去年 12月有小幅的回升，换句话说，这

一时间段能繁母猪存栏整体是下降趋势，意味着今年 6-12月生猪出栏量将是缩减状态。具

体到每个月的变化趋势存在一定差异，如 2021 年 10 月能繁存栏环比降幅 2.49%，将导致

今年 7 月份生猪供应收紧，且正值夏季生猪增重较慢，或助推当月标猪(标准体重生猪)价

格进一步走高。同样今年 3月能繁环比降幅 1.94%，对今年 12月猪价亦有一定利好。 

从政策面来看，中央一号文件提出稳定生猪生产长效性支持政策，稳定基础产能，防

止生产大起大落，河南、四川、广东陆续宣布，对 3000 头以上的规模猪场实施挂牌调控，

对能繁母猪存栏量和规模猪场保有量实施目标管理，四川省已经公布了 2022年度国家级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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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级生猪产能调控基地名单。政策面的调控，可能会延长总体猪周期的时间，平缓生猪产

能的波动幅度。 

 

 

数据来源：WIND 瑞达研究院 

 

数据来源：WIND 瑞达研究院 

从年度数据来看，根据美国农业部公布的数据显示，2021/2022年度，中国生猪的产量

6.55 亿头，较上一年度增长 15.93%，屠宰量 6 亿头，较上一年度增长 30.43%，期末库存

4.49亿头，较上一年度增长 10.51%。总体从数据来看，今年的生猪供应量预计还是呈现增

长的态势，供应逐渐增加。不过对于 2022/2023 年度，产量增幅明显下降，仅仅小幅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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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6.65亿头，库存也小幅增加，预计将增至 4.5亿头，增幅 0.17%。 

 

数据来源：USDA 瑞达研究院 

3、养殖利润好 市场有惜售心态 

随着生猪存栏量的下降，生猪价格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回升，养殖利润不断恢复，补

栏热情也有所抬升。目前，根据 wind 公布的数据来看，截止 6 月 17 日，自繁自养生猪养

殖利润在-119.45 元/头，外购仔猪的养殖利润为盈利 85.35 元/头，养殖利润由亏转盈。

对比于去年下半年的情况来看，自繁自养养殖利润最大亏损在 700元/头，外购仔猪的养殖

利润最大亏损在 1200 元/头的情况来看，今年的情况已经有明显的好转。一般来说，养殖

利润不好的情况下，养殖户为了尽快回本，有断尾求生的动作，使得短期生猪的出栏量较

多。在目前市场信心较好，养殖户看好后市的背景下，市场有一定的惜售的心态，也限制

了未来的出栏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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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WIND 瑞达研究院 

4、大体重猪供给增加 

生猪价格上涨主要受供应量的影响。今年上半年生猪出栏量出现缩减，而这种缩减并

非实际意义上的产能减少，属于人为延长养殖周期，导致生猪的有效供应减少，进而通过

时间置换猪价上涨空间。背后的主要原因是猪价长期低迷，养殖环节亏损幅度加深且持续

近半年时间，养殖端出现低价惜售情绪。这种情绪又直接反映到出栏体重这个数据指标上。

2-5月生猪平均出栏体重缓慢提升，由 118公斤增至 121公斤，最大增重 3公斤。3-4月部

分市场散户的生猪出栏体重超过150公斤，规模养殖企业的出栏体重亦增至 130-135公斤。

压栏惜售成为行业的普遍行为，且持续近 3 个月，导致生猪的上市流通量收紧，助推生猪

价格上涨。反映到猪肉供应量来看，在不考虑冻品库存的前提下，生猪出栏体重的小幅提

升平抑了存栏量增加对终端市场带来的压力，生猪价格得以顺畅地向下传导。 

5、进口需求或放缓  

从猪肉的进口情况来看，总体进口仍保持下降的态势，不过随着猪价有所回升，进口

冻肉的回落速度有所放缓。据海关数据最新的数据 显示：20212年 5 月猪肉进口量 13万

吨，同比下降 77.48%，已经连续十三个月有所回落。进口金额 15.5421 亿元人民币，较去

年同比下降 76%。1-5 月累计猪肉进口量 68 万吨，较去年同比下降 65.2%。进口累计同比

连续 9 个月下降，显示进口需求有所下降。累计进口金额 87.0476 亿元人民币，较去年同

比下降 75.9%。我国居民的消费习惯更多以食用鲜肉为主，而进口肉主要以冷冻肉为主。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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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鲜猪肉价格仍处在相对低位，进口肉的价格优势也有所下降，在消费习惯的驱使下，预

计后期对进口肉的需求仍较为有限。另外，我国的生猪供应仍处在高位，对进口肉补充国

内肉供应不足的需求也有限。因此预计后期的进口量仍以偏弱为主。 

 

数据来源：中国海关 瑞达研究院 

 

数据来源：中国海关 瑞达研究院 

6、收储持续进行支撑价格 

2 月 28 日，第一批第一批次收储 1.94万吨，第二次收储 2.06 万吨。3月 7 日，第

二批收储 3.8 万吨。4 月 2 日，第三批次收储 4 万吨，4月 14日，第四批次收储 4万吨，

4 月 22 日，第五批次收储 4 万吨，4 月 29 日，第六批次收储 4 万吨。5 月 13 日，第七批

收储 4万吨。5月 20日，第八批收储 4 万吨。5月 26日，第九批第一次收储 0.5万吨，第

二批收储 3.5万吨。6 月 2 日，第十批收储，收储 4 万吨。6 月 10日，第十一批收储，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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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 4 万吨。6 月 17 日，第十二次收储，收储 4 万吨。已完成的 12 个批次收储，除第一批

和 4月 2日第三批第一次收储无流拍外，其余批次均有不同程度的流拍，4月 22日的第五

批收储以及 6月 17日的第十二批收储更是全部流拍。从 4月份的第四批收储，就已经开始

大量流拍。在多次大量流拍的情况下还频繁收储，主要是出于提振和维护市场信心的考虑，

收储挂牌价成为市场预期的保底价格。为何流拍反而体现出市场对远期价格的看好呢。主

要由于近期收储都是社会库代储，需要企业前期垫付资金，进行仓储，而社会库资金实力

相对较薄弱，不太愿意承担垫付资金和库存压力。在预期后期猪价会上涨的背景下，社会

库代储的意愿不强。 

7、生猪消费回暖仍需等待 

从生猪的季节性需求来看，每年进入冬季，生猪的需求量有明显的增加，而夏季的

猪肉消费量较为疲弱。另外，节日对生猪需求的拉动量也较为明显，每年的中秋国庆以及

元旦春节对猪肉的消费量提振较为明显。从每年的屠宰量来看，三季度的屠宰量相对稳定，

进入四季度生猪的屠宰量有回升的趋势。从价格数据分析，每年 12 月-1 月以及 6-8 月上

涨概率较大，上涨概率达到 54%-77%，主要受元旦春节以及国庆中秋的需求提振。而 10月

的下跌概率达到 85%。 

从餐饮消费来看，2022年 5月，全国餐饮收入 3012亿元，同比下降 21.1%；限额以

上单位餐饮收入 786 亿元，同比下降 20.8%。2022年 1-5 月，全国餐饮收入 16274 亿元，

同比下降 8.5%；限额以上单位餐饮收入 3906 亿元，同比下降 9.1%。餐饮消费回落，主要

还是受到受本轮疫情影响，多个一、二线城市餐饮堂食乃至外卖阶段性停摆，品牌餐饮企

业由于在一、二线城市开店较多，收入降幅更大。中国烹饪协会认为，1-5月，疫情对餐饮

市场造成较大冲击，餐饮业面临巨大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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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瑞达研究院 

8、替代品消费下降 

目前我国肉类中，猪肉仍是居民消费的主体，在全国肉类生产中占比超高 60%。根据国

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2年一季度，全国猪牛羊禽肉产量 2395万吨，比上年同期增长 195

万吨，增幅 8.8%。其中，猪肉产量 1561万吨，增长 14%。从产量数据来看，由于年初猪价

偏低，对猪肉的消费需求要强于其它肉的种类，带动猪肉生产占比也由去年同期的 62.2%，

回升至 65.2%。从消费需求来看，根据美国农业部的数据显示，预计 2022/2023年度，中国

猪肉消费预计达到 5440万吨，增长 5.17%，牛肉消费达到 1022.9万吨，增长 2.42%。 

 

数据来源：WIND 瑞达研究院 

三、价格季节性走势 

秋冬为需求旺季，除显著周期年外（如 2016、2019、2020年），生猪价格均在 4-5月

见底，从 6月开始猪价回温，这是由于 12,1,2月仔猪成活率低，从而导致供应量少（供应

决定涨跌，需求决定变化幅度），猪肉价格上涨至 9月，国庆之后，由于短期内消费的下降，

生猪价格有下滑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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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WIND 瑞达研究院 

四、下半年生猪市场展望 

综合来看，从价格水平来看，生猪价格已经脱离了底部的区域，再度下探创出新低的

可能性较为有限。 从供应端来看，根据能繁母猪到生猪出栏的理论周期推断，在不考虑压

栏的条件下，今年 6-12月的生猪理论出栏量主要是由 2021年 8月至 2022年 3月的能繁母

猪存栏决定的。从数据来看，能繁母猪存量是从去年 7月开始下降的，且仅仅在去年 12月

有小幅的回升，换句话说，这一时间段能繁母猪存栏整体是下降趋势，意味着今年 6-12月

生猪出栏量将是缩减状态。从养殖利润来看，在目前市场信心较好，养殖户看好后市的背

景下，市场有一定的惜售的心态，也限制了未来的出栏量。从需求方面来看，国储不断收

储冻猪肉，提振市场信心，给生猪价格一定的支撑。消费方面，上半年受疫情的影响，部

分一线、二线城市的餐饮业受到冲击较大，对猪肉消费有所冲击。下半年迎来中秋国庆等

较大的节日，如果疫情没有进一步的扩大的话，消费需求预计能好于上半年，对猪价有一

定的支撑。从替代品消费的情况来看，受猪价仍偏低的影响，市场对猪肉的需求强于牛羊

肉的需求，提振猪肉的消费，支撑猪肉的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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