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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告目录及图表目录

生猪养殖与白羽鸡养殖行业最大的区别在于规模化程度的不一样。白羽鸡养殖已经基
本实现了规模化养殖，而生猪养殖的规模化正在快速发展过程中。这也就意味生猪养殖比白
羽鸡养殖，在周期性之外还多了一层成长的属性，即：规模化企业通过产能快速扩张，抢夺
散户退出的巨大市场空间。 

养殖规模化快速发展 推动规模化养殖发展的原动力在于人口结构的变化以及技术
的进步。随着城镇化的发展，农业人口的逐渐减少，人力成本迅速提升，这就意味着养殖户
只能通过扩大养殖规模，才能获取足够的经济效益来抵消放弃对外打工的机会成本，例如，
假设外出打工年收入为 4 万元，按生猪头均 200 元净利计算，需年出栏 200 头以上才能弥
补打工的机会成本。若外出打工年收入达到 8 万元，则低于 400 头的年出栏规模，在经济
上是不划算的。养殖机会成本的上升，是推动养殖规模化的直接动力。 

在描述规模化发展程度之前，我们先对规模化养殖场做一个定义。按一个产业周期 20
0 元 /头的历史盈利在计算，年出栏 100 头以下的养殖户都不是职业养殖户，养殖更多的只
是副业。因此，我们定义年出栏规模不足 100 头的群体为散养户。 

在现有技术水平下，农户夫妻两人的家庭农场，在不使用雇工的情况下，一般最多能
够养殖年 500 头左右的生猪出栏。而 500 头的生猪出栏规模的盈利能力，也基本上可以弥
补外出打工的机会成本。随着设备的更新以及技术水平的提高，预计未来家庭农场养殖规模
有可能达到 1000 头左右。当前阶段，我们定义年出栏 100-499 头的群体为家庭农场式的专
业养殖户。专业养殖户和散养户都是以家庭为基本生产单位。 

年出栏万头以上猪场的投资额均在千万元以上。这种投资规模，一般均属于公司化、
集团化运作。因此，我们定义万头以上猪场为大规模养殖场。 

而夹在专业养殖户及大规模养殖场中间的，年出栏 500-10000 头的养殖场，我们定义
为中小规模养殖场。更细致一点的划分，年出栏 500-2999 头，投资规模 300 多万，属于小
规模养殖场。年出栏 3000-10000 头，属中等规模养殖场。 

由于畜牧业协会统计的只是场户数及其比例，为了更好的反应存栏规模的变迁，我们
在场户数的基础上，根据统计局每年公布的生猪出栏数量，对每个存栏结构中的平均存栏规
模做了相对保守的假设，最后得出一个当前的国内生猪养殖的出栏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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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数据上看，2007-2015 年，生猪出栏结构反应出以下几点变化： 

1、 散养户大量退出市场。年出栏 49 头以下的散养户从 8010.4 万户下降到 4406.59
万户，降幅达 45%。散养户出栏比例从占主导地位的 59%下降到占比只有约 30%。 

2、 规模化养殖场占比迅速提高。以需要雇工的年均 500 头以上生猪出栏为基准，规
模化养殖场的占比快速增加，场户数从 122,788 户增加到 259,931，增长 112%；出栏比例
则从 2007 年的 28%提高到 56.13%。其中，增速最快的是年出栏 5 万头以上的超大型规模
化养殖场，从 2007 年的 50 家增加到了 2015 年的 261 家，增长 422%。 

3、 家庭养殖主体规模扩大。散养户占比的下降，除了退出以外，还有很大一部分是向
专业化养殖户转化。同样是以家庭为基本生产单位，散养户数量快速下降，但专业化养殖户
的数量不仅没有下降，反而有所提升。年出栏 100-499 头养殖户的数量从 2007 年的 54.2
万户增加到 75.8 万户，增长了 40%。 
养殖成本决定了养殖产业结构朝哑铃型方向发展 
既然养殖规模化将进一步深化，未来何种规模的养殖场具备市场竞争力呢？我们认为，由于
猪肉产品的同质性以及养殖行业的高度分散化，目前，单个养殖企业对于生猪价格缺乏定价
能力，只能被动接受市场价格，因此，在猪价的周期波动中，成本管理能力尤为重要。成本
水平决定了未来的产业结构。 

从现实情况来看，养殖成本并不是随着养殖规模的扩大而呈线性下降的关系。国内目
前养殖成本按养殖规模划分，呈现“两头低、中间高”的结构，即家庭农场及小规模养殖场及
大型养殖集团的养殖成本低，而中等规模养殖场养殖成本高。
 
        家庭农场相对于中等规模养殖场而言，其成本优势主要体现在： 

1） 固定资产折旧摊销成本低。越是规模化的猪场，越注重建立现代化的养殖设备和厂
房。简单测算，一头母猪的固定资产投资额达到 2 万元，按 10 年摊销，如果一头母猪每年
供给 20 头小猪，则一头肥猪成本中，折旧占到 100 元左右。但家庭农场而言，他们要么并
不考虑折旧问题，要么设备和厂房均是以前建好的老设施，每年摊销的折旧较少。 

2） 养殖效率高。养殖效率的高低是决定生猪养殖成本最重要的因素，甚至超过了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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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家庭农产养殖效率高主要体现在两方面：a）母猪产仔率高。夫妻两人养猪一般是从
事养殖行业多年，经验丰富，并且因为关系到自身的养殖收益，通常比雇工来养更为认真负
责。当前家庭农场一般一头母猪 PSY 能达到 20，而一些中等规模猪场只有 18-19。b）疫
病风险较小，生猪死亡率小。规模猪场由于生猪数量多，得病的几率更大，死亡率更高。 

3）人工成本低。由于养猪是一个又脏又累的活，并且不自由，因此现在很少有年轻人
愿意在家养猪。目前外雇人员的费用约 3 万/年，并且外雇人员技术参差不齐，不一定会 10
0% 认真负责，造成养殖效率的低下。且家庭农场在核算成本时，并不需要考虑自身家庭劳
动力的用工折价问题。 

4）环保设备投入少。规模猪场需要解决猪粪和污水等环保问题。一个万头猪场沼气和
污水处理设施花费超 200 万元是相对普遍的情况。即使国家补贴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设
备投入，但此后每年仍需持续投入以保证环保设备的运营。而家庭农场由于排污较少，环保
设备投资在 20-30 万之间，成本远低于规模化猪场。 

对于中等规模养殖场而言，除了以上成本劣势外，土地等资源条件的硬约束也限制了
其规模的做大。国内人多地少的资源禀赋以及 18 亿亩耕地红线的政策底线，决定了美国式
的大农场不会是国内农业的发展方向。政策的引导方向是发展家庭农场式的规模化养殖场。
而中等规模养殖场，由于其跟政府的议价能力不足，对于新建厂房所需的土地资源获取难度
较大，成为限制其规模进一步扩大的重要瓶颈。尤其是在目前养殖环保压力越来越大的政策
环境下，土地越发成为养殖场的稀缺资源。 

除了小规模养猪场外，另外一个具有成本竞争优势的是大型规模养殖集团，比如温氏
、牧原、正邦等。 

1） 成本控制力强。一方面，大型养殖集团既然能够做大，其管理经验必然较为丰富，
管理相对严格。通过精细化的管理以及先进的设备投入，可以把成本控制在相对较低的水平
。另一方面，大型养殖集团一般都自己配有饲料厂，具有饲料配方研发、饲料加工生产能力
，能有效的降低饲料成本。而饲料是养殖过程中最主要的成本。 

2） 拿地能力强。已经完成资本原始积累的大型规模化养殖集团，其与政府的议价能力
强，凭借相对丰富的政治资源可以获取扩张所需的土地，保证养殖规模的持续扩大。
 

3） 融资能力强。大型养殖集团资金实力相对雄厚，融资能力较强，对于猪价周期的波
动风险，抵抗能力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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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中国报告网整理

因此，我们认为，未来生猪养殖产业竞争格局将呈现出哑铃式结构，一端是大型养殖
集团，比如温氏、牧原、正邦等，他们拥有先进的养殖技术和养殖设备，另外还有资金优势
；另一端是家庭农户，他们成本控制能力强，不需要雇人，养殖责任心强，具有一定竞争优
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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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肉类冷链的相关配套措施不完善
3.4.3肉类冷链物流发展规划解读
3.4.4肉类冷链物流前景及市场预测
3.4.5国外肉类产品冷链物流发展状况
（1）冷链物流设备设施情况
（2）肉类冷却保鲜技术状况
（3）冷链信息系统运作状况
（4）冷链物流专业人才状况
（5）相关法律法规体系状况
3.5生猪养殖行业销售环节分析
3.5.1热鲜肉及切割肉销售市场
3.5.2冷冻肉及冷却肉销售市场
3.5.3加工肉制品销售市场

第四章：中国生猪养殖行业商业模式分析
4.1生猪养殖模式发展分析
4.1.1生猪养殖模式介绍
4.1.2生猪养殖模式优缺点
4.2生猪养殖企业典型模式分析
4.2.1广东温氏模式分析
（1）温氏模式的特点
（2）温氏模式产业布局
（3）温氏模式产业链闭环
（4）温氏模式成功因素
（5）温氏模式运营效果
4.2.2河南牧原模式分析
（1）牧原模式的特点
（2）牧原模式运作方法
（3）牧原模式成功关键
（4）牧原模式运营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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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雏鹰养殖模式分析
（1）雏鹰模式的特点
（2）雏鹰模式运作方法
（3）雏鹰模式成功关键
（4）雏鹰模式运营效果
4.3新兴生猪养殖模式深度解析
4.3.1国内猪肉消费趋势深度解析
4.3.2新兴技术在生猪养殖中的应用分析
4.3.3“壹号土猪”养殖模式深度解析
4.3.4网易物联网养猪模式的探索解析
4.3.5高金优质生猪养殖模式深度解析
4.4生猪规模化养殖发展分析
4.4.1生猪养殖规模划分标准
4.4.2生猪规模化养殖发展分析
4.4.3生猪规模化养殖优势分析
（1）抵御行业周期性风险方面
（2）抵御行业疫病风险方面
4.4.4生猪散养机会成本分析
4.4.5规模化养殖与散养对比分析
4.5生猪养殖企业产业整合分析
4.5.1生猪养殖产业构造分析
4.5.2生猪养殖产业链整合分析
（1）生猪养殖产业链整合动向
（2）生猪养殖产业链整合方式
（3）生猪养殖产业链整合影响
4.5.3生猪养殖产业链整合案例
（1）公司发展简介
（2）公司产业链的形成
（3）公司产业链构造过程
（4）公司构建产业链实施的策略

第五章：中国生猪生态养殖模式发展分析
5.1生猪生态养殖模式发展概况
5.1.1生猪生态养殖模式的含义
5.1.2生猪生态养殖模式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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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发展生猪生态养殖业意义
5.1.4生猪生态养殖的模式划分
（1）初级模式及特点
（2）中级模式及特点
（3）高级模式及特点
5.2生猪生态养殖基本模式分析
5.2.1散养、放养与种养结合模式
（1）主要特征分析
（2）应用实践分析
5.2.2立体养殖模式
（1）主要特征分析
（2）应用实践分析
5.2.3以沼气为纽带的种养模式
（1）主要特征分析
（2）应用实践分析
5.2.4以微生物、蝇蛆和蚯蚓为核心的种养模式
（1）主要特征分析
（2）应用实践分析
5.3生猪生态养殖典型模式分析
5.3.1猪-沼-果生态型养猪模式
（1）模式流程图
（2）模式工艺要求
（3）模式特点分析
（4）模式适用范围
5.3.2达标排放环保型养猪模式
（1）模式流程图
（2）模式工艺要求
（3）模式特点分析
（4）模式适用范围
5.3.3漏缝地面-免冲洗-减排放环保型养猪模式
（1）模式流程图
（2）模式工艺要求
（3）模式特点分析
（4）模式适用范围
5.3.4生物发酵垫料床零排放环保型养猪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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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模式流程图
（2）模式工艺要求
（3）模式特点分析
（4）模式适用范围
5.4生猪生态养殖技术要点分析
5.4.1生猪生态养殖关键要素
5.4.2生猪生态养殖技术分析
（1）资源转化利用技术
（2）废物综合利用技术
5.4.3生猪生态养殖发展建议

第六章：国外生猪养殖行业发展经验借鉴
6.1全球生猪养殖发展情况概述
6.1.1全球生猪养殖发展特点
6.1.2全球生猪养殖发展规模
6.1.3全球生猪养殖发展趋势
6.2美国生猪养殖发展经验借鉴
6.2.1美国生猪养殖发展阶段
（1）美国生猪养殖发展第一阶段
（2）美国生猪养殖发展第二阶段
（3）美国生猪养殖发展第三阶段
6.2.2美国生猪养殖行业发展特点
（1）专业化养殖为行业主流模式
（2）生猪养殖区和饲料种植区结合
（3）产业链垂直整合支撑规模化养殖
（4）先进的生产和管理技术应用广泛
（5）生猪养殖专业化程度高
6.2.3美国生猪养殖发展趋势分析
（1）规模化养殖趋势进一步加强
（2）生猪养殖业国际化程度进一步增强
（3）大型肉类企业占主导的纵向一体化生产模式进一步增强
6.2.4美国生猪养殖发展经验借鉴
（1）美国生猪养殖产业支持情况
（2）美国生猪养殖发展经验借鉴
6.3日本生猪养殖发展经验借鉴



观研报告网 www.chinabaogao.com

6.3.1日本生猪养殖行业发展历程
6.3.2日本生猪养殖行业发展现状
6.3.3日本生猪养殖行业发展特点
6.3.4日本生猪养殖发展趋势分析
6.3.5日本生猪养殖发展经验借鉴

第七章：中国生猪养殖重点区域发展潜力分析
7.1生猪养殖行业布局与发展重点
7.1.1主要养殖资源及环境指标
7.1.2生猪养殖行业区域优劣势分析
（1）沿海生猪产区发展优劣势
（2）东北生猪产区发展优劣势
（3）中部生猪产区发展优劣势
（4）西南生猪产区发展优劣势
7.1.3生猪出栏区域分布情况分析
7.2沿海生猪产区发展潜力分析
7.2.1江苏省生猪产区发展潜力
（1）江苏省经济运行环境分析
（2）江苏省生猪饲料总体分析
（3）江苏省生猪养殖规模分析
（4）江苏省生猪养殖行业扶持政策
（5）江苏省生猪养殖行业价格分析
7.2.2浙江省生猪产区发展潜力
（1）浙江省经济运行环境分析
（2）浙江省生猪饲料成本分析
（3）浙江省生猪养殖规模分析
（4）浙江省生猪养殖行业扶持政策
（5）浙江省生猪养殖行业价格分析
7.2.3福建省生猪产区发展潜力
（1）福建省经济运行环境分析
（2）福建省生猪饲料成本分析
（3）福建省生猪养殖规模分析
（4）福建省生猪养殖行业扶持政策
（5）福建省生猪养殖行业价格分析
7.2.4广东省生猪产区发展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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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广东省经济运行环境分析
（2）广东省生猪饲料成本分析
（3）广东省生猪养殖规模分析
（4）广东省生猪养殖行业扶持政策
（5）广东省生猪养殖行业价格分析
7.3东北生猪产区发展潜力分析
7.3.1吉林省生猪产区发展潜力
（1）吉林省经济运行环境分析
（2）吉林省生猪饲料成本分析
（3）吉林省生猪养殖规模分析
（4）吉林省生猪养殖行业扶持政策
（5）吉林省生猪养殖行业价格分析
7.3.2辽宁省生猪产区发展潜力
（1）辽宁省经济运行环境分析
（2）辽宁省生猪饲料成本分析
（3）辽宁省生猪养殖规模分析
（4）辽宁省生猪养殖行业扶持政策
（5）辽宁省生猪养殖行业价格分析
7.3.3黑龙江省生猪产区发展潜力
（1）黑龙江省经济运行环境分析
（2）黑龙江省生猪饲料成本分析
（3）黑龙江省生猪养殖规模分析
（4）黑龙江省生猪养殖行业扶持政策
（5）黑龙江省生猪养殖行业价格分析
7.4中部生猪产区发展潜力分析
7.4.1河南省生猪产区发展潜力
（1）河南省经济运行环境分析
（2）河南省生猪饲料成本分析
（3）河南省生猪养殖规模分析
（4）河南省生猪养殖行业扶持政策
（5）河南省生猪养殖行业价格分析
7.4.2山东省生猪产区发展潜力
（1）山东省经济运行环境分析
（2）山东省生猪养殖成本分析
（3）山东省生猪养殖规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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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山东省生猪养殖行业扶持政策
（5）山东省生猪养殖行业价格分析
7.4.3河北省生猪产区发展潜力
（1）河北省经济运行环境分析
（2）河北省生猪养殖成本分析
（3）河北省生猪养殖规模分析
（4）河北省生猪养殖行业扶持政策
（5）河北省生猪养殖行业价格分析
7.4.4湖南省生猪产区发展潜力
（1）湖南省经济运行环境分析
（2）湖南省生猪饲料成本分析
（3）湖南省生猪养殖规模分析
（4）湖南省生猪养殖行业扶持政策
（5）湖南省生猪养殖行业价格分析
7.4.5湖北省生猪产区发展潜力
（1）湖北省经济运行环境分析
（2）湖北省生猪饲料成本分析
（3）湖北省生猪养殖规模分析
（4）湖北省生猪养殖行业扶持政策
（5）湖北省生猪养殖行业价格分析
7.4.6安徽省生猪产区发展潜力
（1）安徽省经济运行环境分析
（2）安徽省生猪养殖成本分析
（3）安徽省生猪养殖规模分析
（4）安徽省生猪养殖行业扶持政策
（5）安徽省生猪养殖行业价格分析
7.5西南生猪产区发展潜力分析
7.5.1四川省生猪产区发展潜力
（1）四川省经济运行环境分析
（2）四川省生猪饲料成本分析
（3）四川省生猪养殖规模分析
（4）四川省生猪养殖行业扶持政策
（5）四川省生猪养殖行业价格分析
7.5.2广西生猪产区发展潜力
（1）广西壮族自治区经济运行环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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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广西壮族自治区生猪饲料成本分析
（3）广西壮族自治区生猪养殖规模分析
（4）广西壮族自治区生猪养殖行业扶持政策
（5）广西壮族自治区生猪养殖行业价格分析
7.5.3云南省生猪产区发展潜力
（1）云南省经济运行环境分析
（2）云南省生猪饲料成本分析
（3）云南省生猪养殖规模分析
（4）云南省生猪养殖行业扶持政策
（5）云南省生猪养殖行业价格分析

第八章：中国生猪养殖企业竞争对手分析
8.1生猪养殖企业总体经营情况分析
8.1.1生猪养殖加工行业企业规模
8.1.2生猪养殖加工行业经营情况
8.2生猪养殖企业个案经营情况分析
8.2.1河南双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1）企业概况
（2）主营业务情况分析
（3）公司运营情况分析
（4）公司优劣势分析
8.2.2湖南大康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1）企业概况
（2）主营业务情况分析
（3）公司运营情况分析
（4）公司优劣势分析
8.2.3雏鹰农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企业概况
（2）主营业务情况分析
（3）公司运营情况分析
（4）公司优劣势分析
8.2.4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企业概况
（2）主营业务情况分析
（3）公司运营情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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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公司优劣势分析
8.2.5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企业概况
（2）主营业务情况分析
（3）公司运营情况分析
（4）公司优劣势分析
8.2.6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公司
（1）企业概况
（2）主营业务情况分析
（3）公司运营情况分析
（4）公司优劣势分析
8.2.7罗牛山股份有限公司
（1）企业概况
（2）主营业务情况分析
（3）公司运营情况分析
（4）公司优劣势分析
8.2.8北京顺鑫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1）企业概况
（2）主营业务情况分析
（3）公司运营情况分析
（4）公司优劣势分析
8.2.9四川高金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1）企业概况
（2）主营业务情况分析
（3）公司运营情况分析
（4）公司优劣势分析
8.2.10山东得利斯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1）企业概况
（2）主营业务情况分析
（3）公司运营情况分析
（4）公司优劣势分析
8.2.11河北衡水老白干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1）企业概况
（2）主营业务情况分析
（3）公司运营情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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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公司优劣势分析
8.2.12临沂新程金锣肉制品集团有限公司
（1）企业概况
（2）主营业务情况分析
（3）公司运营情况分析
（4）公司优劣势分析
8.2.13北京大发正大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概况
（2）主营业务情况分析
（3）公司运营情况分析
（4）公司优劣势分析
8.2.14重庆今普食品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概况
（2）主营业务情况分析
（3）公司运营情况分析
（4）公司优劣势分析
8.2.15河北明慧养猪集团有限公司
（1）企业概况
（2）主营业务情况分析
（3）公司运营情况分析
（4）公司优劣势分析
8.2.16深圳市农牧实业有限公司
（1）企业概况
（2）主营业务情况分析
（3）公司运营情况分析
（4）公司优劣势分析
8.2.17上海东方种畜场有限公司
（1）企业概况
（2）主营业务情况分析
（3）公司运营情况分析
（4）公司优劣势分析
8.2.18河南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1）企业概况
（2）主营业务情况分析
（3）公司运营情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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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公司优劣势分析
8.2.19广东温氏食品集团有限公司
（1）企业概况
（2）主营业务情况分析
（3）公司运营情况分析
（4）公司优劣势分析
8.2.20广东长江食品集团有限公司
（1）企业概况
（2）主营业务情况分析
（3）公司运营情况分析
（4）公司优劣势分析
8.2.21大连础明集团有限公司
（1）企业概况
（2）主营业务情况分析
（3）公司运营情况分析
（4）公司优劣势分析
8.2.22石家庄双鸽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1）企业概况
（2）主营业务情况分析
（3）公司运营情况分析
（4）公司优劣势分析
8.2.23武汉天种畜牧股份有限公司
（1）企业概况
（2）主营业务情况分析
（3）公司运营情况分析
（4）公司优劣势分析
8.2.24厦门夏商黄金香食品有限公司
（1）企业概况
（2）主营业务情况分析
（3）公司运营情况分析
（4）公司优劣势分析
8.2.25江西绿环牧业有限公司
（1）企业概况
（2）主营业务情况分析
（3）公司运营情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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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公司优劣势分析

第九章：中国生猪养殖行业投资与发展前景分析
9.1生猪养殖行业风险分析
9.1.1饲料价格波动风险
9.1.2疫情风险
9.1.3产品销售季节性风险
9.1.4生猪生产的周期性风险
9.1.5产业政策变化风险
9.2生猪养殖行业进入壁垒分析
9.2.1技术壁垒
9.2.2饲养环境壁垒
9.2.3资金壁垒
9.2.4销售渠道壁垒
9.2.5人才壁垒
9.2.6产品质量与食品安全壁垒
9.3生猪养殖行业发展前景分析
9.3.1生猪养殖行业发展驱动因素
9.3.2生猪养殖行业市场容量预测
9.3.3生猪养殖行业价格变化预测
9.4生猪养殖行业机会及投资建议
9.4.1生猪养殖行业投资机会
9.4.2行业细分市场发展建议
9.4.3生猪养殖行业投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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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11：中国肉类产量前十地区情况（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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