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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猪产业链导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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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猪繁育体系

种猪

长白公猪

大约克母猪

杜洛克公猪

长大二元母猪

杜长大

我国市场上70%的商品代肉猪都是“杜长大” ——由杜洛克、长白猪、大白猪三大品种杂交而来的外三元肉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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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猪繁育图

GGP

GP

PS

C

GGP
曾祖代，引种长白及大白，扩繁后生产祖
代，留种公猪20%，母猪50%配种成功
GP
祖代，大白+长白，配种繁育后生产二元母
猪，公猪全部卖掉，留80%母猪配种成功
父母代
二元母猪配种后再进行繁育
商品代
育肥后出售，非洲猪瘟后母猪进行三元留
种（杜长大）元母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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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猪育种、扩繁、育肥流程图

配种
（曾祖代种猪）

配种
（祖代种猪）

配种
（二元种猪）

妊娠及分娩

妊娠及分娩

妊娠及分娩

保育

保育

保育

育肥

育肥

育肥

祖代种猪

二元种猪

三元商品猪

祖代种猪扩繁流程（祖代种猪约14个月）

二代种猪扩繁流程（祖代种猪约14个月）

三元商品猪扩繁流程（外销商品猪约12个月）

114天 70天 230-240天

114天

114天

70天

70天 110kg商品猪：180天
（20kg仔猪：40-80天）

外销种猪：90-200天
自用种猪：230-240天

妊娠及分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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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猪不同饲养阶段

哺乳期 母乳

保育期

教槽料

乳猪料

育肥期

小猪料

中猪料

大猪料

仔猪到商品猪出栏大约需要6个月，相继经历了保育猪、仔猪、中猪、大猪四个阶段，每
个阶段的饲料配方各不相同，其对于料肉比影响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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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肉比

料肉比：消耗饲料总量（kg)/增重总量（kg）

不同体重阶段的料肉比有所不同，如下表所示：                     

饲养阶段 体重 料肉比 饲料消耗量

断奶仔猪 15-30kg 1.3：1 20

育成前期 30-60kg 1.8：1 55

育成后期
60-85kg 2.8-3：1 70-75

85-100kg 3-3.5：1 45-53

一般预混料3:1，浓缩2.8:1，全价2.6:1。就拿一头20斤入栏的猪，长到220斤，共长了200斤肉，按浓缩料2.8

的料肉比计算，需要560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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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殖模式

养殖模式

自繁自养

公司+农户

自繁自养

外购仔猪
育肥

二次育肥

当前集团化企业主要以自繁自养和公司+农户为主，其中自繁自养代表企业为牧原，公司+农

户代表企业有温氏、正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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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养殖成本构成

玉米

豆粕

麸皮

小料

其他

60%-70%

15%-20%

5%-10%

3%

5%

饲料主要成本

当前生猪养殖的主要成本在于饲料和外购仔猪成本，其中饲料成本

占据60%，仔猪成本占据15%-20%，其他则是人工、水电、防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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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猪饲养各阶段易染疾病一览表

蓝耳病、伪狂犬、细小病毒、猪瘟、乙脑和口蹄疫                                

猪群 蓝耳病 大肠杆菌 链球菌 伪狂犬 副嗜血 支原体 流行性腹泻 二联苗 细小病毒 猪瘟 乙脑 口蹄疫 放线杆菌 传染性肠胃炎

后备猪 √ √ √ √ √ √ √ √

经产母猪 √ √ √ √ √ √ √

空怀母猪 √ √ √ √ √

哺乳仔猪 √ √ √ √ √ √ √ √

断奶仔猪 √ √ √ √ √ √ √

公猪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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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32759-2016 瘦肉型猪活体质量评定

当前，我国好良杂猪未有施行的国家标准，市场上施行的是 GB/T 32759-2016 瘦肉型

猪活体质量评定。                                

项目
分级

优级 良级 合格

活体重/kg 110.0-120.0 100.0-109.9 110.0-120.0 90.0-99.9

背膘厚/mm 9.0-16.0 9.0-16.0 16.1-25.0 9.0-25.0

外观 应具有瘦肉型猪的体型外貌，体表无脓包或肿块，行走自然。                           
个体分级规则                           

群体评级 
样本个体分级后，各个等级头数占样本量的百分数对猪群进行评级，计算公式见式
(1)、式(2)和式(3)，计算结果保留 3 位有效数字     
R=(a1/N)X100% …………………………………（1）
I=(a2/N)X100% …………………………………（2）
N=(a3/N)X100% …………………………………（3）
式中: R—优级率； I—良级率； N—合格率； a1—抽检样本中优级头数； a2—抽俭样本中
良级头数； a3—抽俭样本中合格头数； N—样本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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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猪分类质量标准

   生猪分类质量标准

等级 毛重/斤 肥膘 臀部、前甲 脊中线 外伤、疤痕

优等猪（头猪） 220-280 1.2 大而圆 明显 无

良等猪（中猪） 200-290 1.3 适中 不太明显 无

普通猪（尾猪） - 1.3 适中 无 略有

长条猪偏瘦、肚子大的猪偏肥

瘦肉猪：一般是公司猪-集团猪-固定时间吃全价饲料

肥猪：农户猪-社会猪-自己做的配合饲料

每年11-12月市场上开始需求偏肥猪，到了3-4月份偏瘦猪开始热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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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群抽样标准

猪群抽样检测标准：                                

抽样量：当猪群<100头，抽样量不少于5%

        当猪群100-300头，抽样量不少于4%

        当猪群>300头，抽样量不少于3%

        当猪群<5头，抽样量一律按5头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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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猪交易流程

交易流程：养殖场→收猪老板→派车拉到屠宰场（排队）→第二天早上进场→第一次检疫+第二次检疫→

过磅→牵猪广场卸猪→第三次检疫（验尿，检查瘦肉精、酮体）→赶上档棚批发（分头、中、尾三个品质）

→当晚10:00上屠宰线屠宰→第二天凌晨档口客户拉白条→白条零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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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间贸易环节

养殖企业 猪贩子 屠宰企业

1、出栏环节是生猪质量控制的主要节点；

屠宰厂收猪环节，猪来源多，质量难以控

制；

2、猪贩子是贸易主体，保障了猪的自由

流转；

80%以上的贸易通过猪贩子；

3、活猪中转贸易极少；

仅在村镇集贸市场和广东等极少数地区                            

结论：养猪场与猪贩子直接的出栏环节是重点，

猪贩子根据屠宰厂的计划和收购价对养殖户进

行收猪，其环节很重要，但是议价权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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屠宰过程

生猪运输 生猪进场
检验

待宰栏静养 淋浴 击晕 放血

清洗烫毛脱毛清洗开膛去除内脏

胴体

内脏

劈半 去头、蹄、
尾

冲洗

鲜猪肉

加工、检验 清洗 内脏

冷却排酸 预冷分割

冷鲜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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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瘟之前生猪贸易流向

   

                                                           

          

内蒙

黑龙江

吉林

辽宁

河北
山东

山西

陕西 河南 江苏
安徽

浙江

福建

广东广西
云南

贵州

四川 重庆

湖南

湖北

江西

青海

西藏

新疆

甘肃

宁
夏

注：

橙色代表流入

蓝色代表流出

颜色越深代表量越大                      

非瘟之前：流出地：河南、山东、湖北、湖

南、江西、安徽、广西、东北

流入地：广东、四川、江苏、浙江、福建、

内蒙

湖南调出地：浙江、广东、云南、贵州

湖北调出地：重庆、贵州、浙江

江西调出地：广东

广东调入地：湖南、广西、江西

非瘟后调运流向主要是东北、华北地区为流

出地，南方为流入地

                    

全国生猪调运流向

（非瘟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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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猪贸易流向

生猪及产品调出区：东北、黄淮海、中南地区（辽宁、吉林、黑龙江、河北、安徽、河南、山东、江西、湖南、

湖北、广西），要为全国稳产保供大局作出贡献，实现稳产增产；

调入区：东南沿海地区（天津、江苏、浙江、广东、福建）为主销区，自给率要达到并保持在70%左右。

 

此外，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要通过跨区合作建立养殖基地等方式保证掌控猪源达到消费需求的70%；西南、

西北等地区（内蒙古、山西、海南、四川、重庆、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为产

销平衡区，要确保做到基本自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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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产能分布介绍

中国
42.68%

欧盟
25.42%

美国
13.44%

俄罗斯
4.97%

巴西
4.2%

加拿大
2.67%

墨西哥
1.92%

其他
4.69%

2019年主产国生猪产量占比

中国
36.04%

欧盟
25.6%

美国
13.92%

俄罗斯
3.64%

巴西
4.38%

加拿大
2.12%

墨西哥
1.55%越南

2%

菲律宾
1.54%

韩国
1%
日本

0.69%

2019年主产国肉类占比

中国
44.46%

欧盟
20.22%

美国
9.97%

俄罗斯
3.33%

巴西
3.09%

加拿大
0.96%

墨西哥
2.13%

越…

菲律宾
1.79% 韩国

1.99%
日本

2.69%
其他

6.96%

2019年主要国家猪肉消费量占比 全球生猪生产比较集中，中国为最大生猪生产国，2019年，

生猪和猪肉产量占比来看，前三是中国、欧盟、美国为主要

生产国。

主要国家消费量前三也依旧是中国、欧盟和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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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产能分布情况

2019年各省生猪存栏情况可以看出，我国重点发展

区为四川、河南、山东、河北、广西、重庆和海南，

其占全国的39.69%；潜力增长区为云南、辽宁、黑

龙江、贵州、吉林、内蒙古，占全国22.44%；适度

发展区为陕西、山西、甘肃、新疆、宁夏、青海、

西藏，占全国6.11%；约束发展区为湖南、湖北、

广东、江西、安徽、江苏、福建、浙江、天津、北

京、上海，占全国30.87%。                                       

黄色：终端发展区

黄色：潜力增长区

橙色：适度发展区

粉色：约束发展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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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游-全国各片区种猪情况

全国种猪企业有4798家，其中前十省份是四川、

广东、湖北、湖南、安徽、福建、云南、陕西、

辽宁、山东

种猪出栏量前十是广东、四川、河南、山东、湖

南、湖北、辽宁、陕西、海南                                             

地区 省份 企业数 出栏量(万头）
企业数总

计
出栏量总计

华北

北京 71.0 15.1 

422.0 173.3 

天津 18.0 8.7 

河北 138.0 60.1 

山西 121.0 49.9 

内蒙古 74.0 39.5 

东北

辽宁 232.0 88.3 

577.0 154.8 吉林 169.0 40.3 

黑龙江 176.0 26.2 

华东

上海 15.0 5.0 

1040.0 407.7 

江苏 75.0 47.7 

浙江 36.0 7.0 

山东 196.0 128.4 

安徽 268.0 65.0 

江西 195.0 77.3 

福建 255.0 77.3 

华中

河南 146.0 147.2 

694.0 362.8 湖北 275.0 91.7 

湖南 273.0 123.9 

华南

广东 425.0 160.7 

773.0 290.2 广西 157.0 51.2 

海南 191.0 78.3 

西南

重庆 102.0 32.0 

852.0 249.3 

四川 440.0 158.1 

贵州 62.0 22.8 

云南 240.0 36.4 

西藏 8.0 0.0 

西北

陕西 234.0 79.6 

440.0 117.0 

甘肃 151.0 23.5 

青海 7.0 1.4 

宁夏 11.0 2.1 

新疆 37.0 10.4 

总计 4798.0 17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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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游-全国各片区种公猪情况

全国种公猪企业有2067家，其中前十省份是云南、四

川、湖南、湖北、辽宁、河南、黑龙江、重庆、山东、

吉林。

年生产精液前十排名有：河南、云南、四川、湖南、

山东、江苏、安徽、河北、辽宁、黑龙江。

                               

地区 省份 企业数
年生产精液
(万份）

企业数总计
年生产精液

总计

华北

北京 3.0 40.8 

64.0 396.8 

天津 11.0 84.1 

河北 31.0 255.8 

山西 12.0 1.2 

内蒙古 7.0 14.9 

东北

辽宁 99.0 209.1 

255.0 552.7 吉林 66.0 158.0 

黑龙江 90.0 185.6 

华东

上海 2.0 6.0 

230.0 1161.2 

江苏 64.0 257.7 

浙江 35.0 71.3 

山东 68.0 457.3 

安徽 32.0 254.9 

江西 20.0 107.2 

福建 9.0 6.8 

华中

河南 94.0 587.9 

368.0 1211.1 湖北 109.0 157.2 

湖南 165.0 466.0 

华南

广东 10.0 121.4 

44.0 228.3 广西 4.0 51.3 

海南 30.0 55.6 

西南

重庆 81.0 171.0 

1068.0 1151.0 

四川 404.0 477.4 

贵州 3.0 23.6 

云南 580.0 479.0 

西藏 0.0 0.0 

西北

陕西 22.0 111.1 

28.0 145.2 

甘肃 4.0 25.9 

青海 0.0 0.0 

宁夏 2.0 8.2 

新疆 0.0 0.0 

总计 2067.0 484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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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各片区养殖户数量

华北
6% 东北

3% 华东
6%

华中
18%

华南
8%

西南
52%

西北
7%

2017年各片区生猪出栏养殖户数量占比2017年出栏养殖户数量

地区 农户散养 小型 中型 大型 集团化

1-500头 500-5000头 5000-10000头 10000-50000头 50000头以上

华北 2101139 19967 620 380 32

东北 1322671 16278 434 213 25

华东 2378584 39735 1249 739 90

华中 6778551 68561 2389 1490 185

华南 3024065 26530 1128 697 39

西南 19438005 25239 659 384 18

西北 2488107 7758 414 231 18

总计 37531122 204068 6893 4134 407

全国生猪养殖户总计3753万，其中99%为农户散养（散户），其中小型为20万左右，年出栏5万头以

上集团化企业全国有407家。养殖户集中在西南占比最大，为52%，其次是华中18%，华南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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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片区存出栏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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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头 2016-2019年国内生猪年底存栏量走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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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头 2016-2019年国内生猪出栏量走势图

从存出栏情况来看，华东、华中以及西南片区遥遥领先，位居前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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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瘟爆发情况

上述为农业农村部公布的非瘟爆发次数，主要集中在2018年8-12月为高峰期，同时，2019年1-

4月为南方爆发高峰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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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次数 2018-至今非瘟爆发次数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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冻品猪肉出事频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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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万吨
2020年储备冻猪肉出售进度

次数 数量

类别 时间 出售量（吨） 总计成交数量（吨） 成交率

冻猪肉

2020年9月4日 20051 14711 73.37%

2020年9月11日 10002 5662 56.61%

2020年9月18日 20004 16599 82.98%

2020年9月25日 20012 15756 78.73%

2020年9月29日 10041 8020 79.87%

2020年我国储备冻猪肉投放35次，总计60万吨，除去5-6月低猪价时期投放次数较低，其余月份均在4-5

次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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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上市企业出栏统计

2020年1-11月生猪行业上市公司月度出栏量统计（单位：万头）

上市公司 计划出栏 11月 1-11月 完成占比 完成预测

牧原 1800-2000 207.6 1547.3 88.42% 可能

温氏 2000 83.8 865.61 43.28% 不能

正邦 900-1000 105.52 821.74 91.30% 可能

新希望 800 138.52 662.43 82.80% 可能

天邦 300 43.91 281.12 93.71% 可能

傲农 125 19.92 115.3 92.24% 可能

天康 200 18.04 110.06 55.03% 不能

唐人神 130 14.83 86.37 66.44% 不能

金新农 80 12.53 61.51 76.89% 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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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约概况（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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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框架贴近现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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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割总体设计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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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割标的物-生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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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置管理设计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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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置管理要求（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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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割质量标准设计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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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猪期货质量标准（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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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割库体系（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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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割区域设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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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割制度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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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化交割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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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控制度（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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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割推荐机构制度

注：以上生猪期货交割合约及规则设计思路来源于大商所， 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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