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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说明:

    博思数据研究中心发布的《2011-2012年度中国畜产品产业市场分析与投资前景研究报告》

共七章。介绍了畜产品行业相关概述、中国畜产品产业运行环境、分析了中国畜产品行业的

现状、中国畜产品行业竞争格局、对中国畜产品行业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及中国畜产

品产业发展前景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畜产品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畜产品行业，

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2011年中国养殖业养殖效益明显好转，其中生猪养殖因为供应能力下降而出现高盈利，生猪

价格突破历史最高水平并长时间保持在相对高位；鸡肉对猪肉消费的替代作用增强，全年肉

鸡养殖盈利较高，养殖户补栏积极性高涨，一段时间内肉鸡苗价格同样突破历史最高点；蛋

鸡养殖也由亏损转向高盈利；肉牛肉羊养殖也开始进入缓慢恢复过程。在高盈利背景下，进

口低价禽产品对国内肉鸡行业的冲击也有所减小。 

    由于2011年动物疫病发生形势相对平缓，拉长了养殖业盈利周期；各路资本继续加快在养

殖业的投资步伐，力争在中国养殖业规模化进程中抢占市场制高点。在屠宰环节，双汇瘦肉

精事件促使各地加快淘汰小型屠宰企业和加大对私宰的打击力度，生猪屠宰行业的兼并重组

继续深化，高质高价肉类产品将成为未来屠宰行业的主要发展方向。 

    在政策层面上，国家继续补贴规模化标准化养殖场的投资建设；恢复了对能繁母猪的补贴

；各地方省市多次启动猪肉抛储以平抑猪肉价格。同时，对美国鸡肉继续施行双反贸易政策

，禽肉进口量继续下降。商务部继续展开肉类可追溯流通体系的试点；并继续支持生猪屠宰

行业的兼并重组，扶持大集团的发展。 

    2012年中国养殖和屠宰行业将继续加速变化，在这场历史性变革中，中国畜产品养殖和屠

宰环节将出现众多投资机会。在本年度报告中对2011年中国生猪、肉禽、蛋禽、肉牛、肉羊

市场的供需和消费、价格变化和贸易情况等进行跟踪分析，力求明确中国畜产品市场发展方

向，为相关企业提供决策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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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选 

第三章2011年中国生猪市场 

3.1 2011年全球猪肉产量 



    按照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截至2010年全球猪肉产量已经达到1.087亿吨（注：和美国农业

部数据不一致），主要分布在亚洲、欧洲和美洲，这三大洲的猪肉产量占全球的99%。2011年

，由于中国等主要生猪养殖大国出现产量下降，预计2011年全球猪肉产量约为1.06亿吨。

从2000年到2011年，全球猪肉产量以年均1.51%的年复合增长率进行增长。 

3.2 2011年中国猪肉供给情况 

3.2.1 种猪存栏及进口 

    进入2011年以来，中国能繁母猪存栏量连续4个月下降，尽管同期猪肉价格和仔猪价格一直

上涨，但养殖场（户）对养殖周期较长的母猪行情仍持观望态度，补栏并不积极，这种观望

一直延续到2011年5月，在生猪价格接近历史高位时，养殖场（户）终于开始加大了母猪补栏

，但补栏速度仍然低于仔猪补栏速度，母猪存栏量缓慢恢复。截止2012年12月，中国能繁母

猪存栏已恢复至4,928万头，同比上升3.75%。尽管能繁母猪存栏不断恢复，但2011年度中国生

猪供应紧缺的格局一直没有明显改善。 

    2011年的高盈利将刺激养殖场（户）继续进行能繁母猪补栏，预计2012年底中国能繁母猪存

栏量将继续上升至5,020万头左右。 

受品种退化、疾病流行等因素影响，中国能繁母猪的产仔率和仔猪的成活率均较低，仔猪价

格持续高涨，优良种猪市场缺口较大，因此2011年度中国种猪场项目投资热情较高。如大康

牧业、温氏等企业纷纷收购或加快建设种猪场；唐人神集团与美国威特先有限责任公司在河

南、河北、广东合资成立三家子公司养殖种猪；武汉中粮、广州市畜牧总公司等企业也加大

投资从国外引进种猪等。 

    截至2011年12月，中国进口种猪约7,552头，来自于加拿大、美国、英国、法国和丹麦，进

口量远远超过2009和2010年，但低于2008年。中地集团、北京泽林兴牧进出口有限公司、中国

牧工商(集团)总公司等是种猪的主要进口企业。 

  详细请访问：http://www.bosidata.com/xumuye1207/2680291R57.html

http://www.bosidata.com/xumuye1207/2680291R57.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