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川地区生猪养殖及饲料调研报告
一、调研背景

生猪期货即将上市，大家对于生猪上市的期待值颇高，实地调研可以有效了解到养殖、

饲料、屠宰以及食品公司等各个环节饲料养殖企业现状，同时了解他们对于生猪期货的理解

和看法，以及可能给他们带来的影响。

四川作为全国重要的生猪养殖大省，2019 年四川生猪出栏 4852.6 万头，全国排名第

一。自 2018 年非洲猪瘟肆虐以来，2019 年四川出栏同比下跌幅度达到了 26.9%。今年

四川要力争实现生猪出栏 6000 万头，其省内复产和补栏情况颇受市场关注。近期供需博

弈异常激烈，猪价大幅回落，养殖企业是否调整出栏计划？后续猪价如何走势？

我的农产品网将邀请四川地区重点的具有代表性的饲料及生猪养殖企业，通过实地调研

交流方式，为市场解答疑难。

二、调研结论

2019 年 6 月份正值四川地区非洲猪瘟集中爆发时刻，当地生猪养殖企业生猪产能损

失较为严重。非洲猪瘟之前，四川地区生猪养殖以散户为主，散户占 60%，规模场比例仅

为 20%。非洲猪瘟肆虐之时，散户首当其冲。整体来看四川地区生猪产能平均减少 40%。

随着各市复养政策如火如荼进行，规模场具有资金及技术优势，同时生物安全防控到位， 积

极开展大型养殖项目。但与此同时，散户由于硬件设备、饲料检测、高价仔猪等三个主要 因

素，导致复养比例不多，或面临退市问题。综合来测算，四川地区目前生猪产能大概恢复 至

70%，但也面临着母猪疫苗隐患。

2019 年 7 月份四川地区集中引种，根据生猪生长周期规律，预计 2020 年 9 月份

育肥集中出栏，猪价将出现合理回落。但受生猪产能限制，猪价很难跌破非洲猪瘟疫情发生

前水平，总的来看 2020 年依然是生猪自繁自养高利润的一年。此外，由于非瘟疫情的长



期存在，规模养殖企业因具有资金、技术以及生物安全防控等优势，扩张速度加快；而散户

复养成功比例较低，且前期大多损失惨重。基于此，我国生猪行业规模企业养殖占比正逐步

增加，未来这一趋势将明显强化。

三、生猪行业上中下游企业调研小结

1、生猪产能逐渐恢复 重点关注母猪疫苗

四川地区大规模集中爆发非瘟疫情的时间晚，大多集中在 2019 年 6-7 月份。因非洲

猪瘟之前，生猪养殖主要在散户；规模化比例不高，仅为 20%。非洲猪瘟之后，散户损失

惨重且因为硬件设备、饲料检测、高价仔猪等，散户复养比例不高。另一方面，四川地区

10%-20%母猪注射疫苗，下半年需要找没有注射疫苗猪源更替，不然繁殖性能将会大幅下

降。规模场积极开展复养活动，部分企业复养成功率在 98%以上。综合来测算，四川地区

目前生猪产能大概恢复至 70%，但母猪疫苗存在隐患。

2、生猪养殖成本高 出栏体重随之增加

当前生猪养殖成本高，主要是高价仔猪。一方面仔猪价格高企大幅推升养殖成本，调研

期间 7 公斤仔猪价格 1800 元/头，年内高峰期在 2300 元/头。另一方面，防疫成本增

加 80-100 元/头。无论是高企的仔猪价格，还是从防疫角度考虑，出栏大猪都是最佳选择。

当地出栏猪体重大多在 140 公斤/头，甚至 250 公斤/头。

3、屠宰企业效益差 开工率普遍低

从两家代表性生猪屠宰企业情况来看，受产能利用率低，猪价高位，收猪困难（四川生

猪不可跨省调运）以及居民消费疲软，当前生猪屠宰企业普遍陷入亏损状况，尤其是自宰。

生猪屠宰量则相当于非瘟爆发前的 20%-38%和 11%。规模场设备折旧、人员费高，屠宰

量难于覆盖成本，处于亏损状态。

4、生猪跨省禁运 调肉满足市场需求



活猪调运是非洲猪瘟病毒传播的主要途径之一，加强活猪跨区域调运监管，是防范非洲

猪瘟病毒传播的必要措施。自 2018 年 8 月以来，我国受非洲猪瘟疫情的影响，多地启动

I 级防控预警。四川省也出台了关于生猪调运的规定，为控制疫情爆发流行起到了重要作用。

为一手抓疫病防控，一手抓市场供应，引导从“调猪”向“调肉”转变。推行猪肉产品冷链

调运，加快建立冷鲜肉品流通和配送体系，实现“集中屠宰、品牌经营、冷链流通、冷鲜上

市”。白条主要从甘肃、云南调运，部分大型企业从其他分公司调运，满足市场需求。

5、疫情时有爆发 但总体可控

从调研走访的地区及附近来看，未见有大范围的非洲猪瘟疫情发生，大多以点状零星发

生，集中在泸州和宜宾地区。受养殖企业生物安全防控意识的提高，以及应对非瘟疫情的经

验不断丰富，例如拔牙保健类。此外，尤其的大型养殖企业，针对猪场进出人员和物资严格

管控，取得较为有效的成果。据企业表示，非瘟防控或将常态化发展，技术及手段或将越来

越有效。

6、高猪价与新冠疫情双重抑制猪肉终端消费

无论是从普遍陷入亏损的屠宰企业来看，还是生猪养殖企业来看，高价对猪肉消费形成

明显的抑制作用。居民大多选择少吃猪肉或转向消费其它肉类。以调研的企业表示，养殖企

业表示肉终端消费下降 30%。更为接近市场屠宰企业表示全国猪肉消费较非洲猪瘟疫情前

下降 70%左右。 另一方面，2020 年的新冠疫情同样对老百姓的猪肉消费形成抑制，此外，

老百姓的收入同样影响着猪肉消费。

7、生猪市场格局生变 规模企业迎来黄金发展期

受 2018 年低猪价和环保政策已令中小养殖户倍感压力，叠加 2018 年下半年以来的非

瘟疫情则是令中小养殖户进一步损失惨重，特别是散户集中的四川地区。当然，大型养殖集

团同样压力不小以及受到非瘟波及。但由于规模养殖企业具有资金、技术以及生物安全防控



等优势；而中小养殖户抗风险能力弱，以及散户复养成功比例较低。受此影响，我国专业化

生猪养殖企业比重不断上升，尤其是当前规模企业的母猪产能占比已明显高于非瘟前。

四、附录本次调研会议纪要

A 企业

1、集团生猪养殖板块近年发展迅速，目前母猪存栏约 30 万头（能繁+后备），2019 年

底母猪存栏约 19 万头，预计 2020 年底有望达到 50 万头母猪存栏规模。该企业是公司

+农户模式，集团养猪板块有核心育种场 7 个，目前在建 71 个工厂工程项目。

2、集团首创 AI 养殖，经过 2 年多的系统研发，该系统已在重庆合川、自贡等地实现落

地转化。AI 养殖有助于 PSY 平均提升 3 头，企业 PSY30；饲养效率提升 1.5 倍。生猪

存栏 85 万，生猪出栏体重主要与行情变化和消费需求有关系，比如贵州喜食 140 公斤大

猪，四川喜欢 120 公斤。主要采取批次化生产管理，很少压栏。

3、据介绍，四川去年底 12 月份大概是生猪存栏量最低迷时期，预估 2019 年 12 月生

猪存栏量同比下降 40%，但区域有分化，例如川南下降幅度高的有 50%。总体呈现的特

点是平原地区降幅达，山区下降小。今年生猪产能恢复的情况，因市场上缺少二元母猪，很

多大企业不愿意出栏二元母猪，市场上有用三元母猪，但三元母猪生产效率相对差一些。该

企业表示自家没有使用三元母猪，因注重质量发展。四川当地生猪产能扩产以大型集团为主，

中小散养户受到非瘟打击程度大，预计目前中小散养户生猪存栏量不足 20%。因此，未来

生猪产能的进一步恢复重点关注大企业的工程项目落地，开工建设，母猪存栏情况。

4、关于疫情，对于疫情防控的投入是巨大的，企业投入约 1.5 亿建设生物安全配套设施。

对于非瘟，企业人员表示市场上大公司防控是比较成功的，尤其是严格管控人员进出。但散

养户复养难度高，难在资金投入，以及行为管控，因大多散养户自己身兼老板和员工一体，

很难长时间避免和外界接触，容易造成疫情传染。



5、集团黄羽鸡养殖量约在 1 亿羽，2018 年 8000 万羽，2019 年约 1 亿羽，集团目前

在家禽方面规模保持相对稳定，不像生猪大幅扩张。

6、4 月份饲料销量环比下降，5 月份环比稳定，同比去年小幅下降。最近母猪料和仔猪料

的销量稳中有增，但增幅有限，环比整体增长 2-3%。

7、猪料配方相对稳定，豆粕价格虽然较低，但添比依旧稳定为主。

8、关于饲料原料库存，豆粕物理库存在 10-20 天，看旗下各饲料厂的位置，距离油厂的

工厂物理库存低一些；从沿江发船接货的饲料厂豆粕物理库存相对高一些。

B 企业

1、该企业是四川最大种猪企业，客户有温氏、正邦、铁骑等。仔猪、育肥猪也有。其大本

营是四川，贵州的养殖场在建，尚未投产。生猪养殖是公司+农户模式，农户有 12-13 万

头。目前有申请交割库。

2、原种从美国进口 1000 头，加拿大进口 1000 头。2018 年能繁母猪 2 万头，现在能

繁母猪 3 万 5 千头，预计 2020 年底达到 5 万头。

3、种猪市场低迷时期，该企业采取猪料联动模式，买饲料送种猪。种猪行业进入有门槛，

首先要能买到土地，100 头以上要办理相关证明，环保也要过关。5 月份，温氏订购 3 万

头二元母猪，该企业陆续供应。20 公斤母猪，4700 元/头。

4、发生非洲猪瘟之后，四川不允许活猪入川，本市调运也需要开检疫票。

5、仔猪提前一个月订购，现在仔猪订单在 6 月份。仔猪销售模式主要分为两种：个体预

付 80%货款；规模企业预付 20%总货款，发货前 2 天，预付基础款。比如 7 公斤 2000

元是基础款，仔猪体重可能有浮动，到时候再实际结算。

6、受非洲猪瘟影响，生猪出栏体重和仔猪出栏体重均有变化。生猪出栏体重由 115-120

公斤增加为 130-140 公斤；仔猪由 15 公斤减少为 5 公斤、7 公斤。



7、种猪成本 15 公斤从美国空运是 1 万 5 千。仔猪成本为 400-500 元/头，非瘟之后，

防疫成本增加 80-100 元/头。18 年之前和今年 4 月份之后，开始对外销售仔猪，现在对

外销售仔猪比约为 1/3，其余自己育肥。现在 7 公斤仔猪报价在 1800 元/头，受非瘟影

响，预计仔猪 2021 年底供应比较充足。

8、非洲猪瘟之前，四川地区生猪散户占 60%，规模场占 20%；非洲猪瘟之后，四川地区

生猪平均减少 40%，主要是散户减少。该企业在泸州、眉山育肥猪，受到一定影响。现在

大型企业生猪产能逐步恢复，四川地区大致有非洲猪瘟前 72%左右的母猪存栏。

9、一元种猪一年能提供 28 头二元母猪。二元母猪 PSY 为 25-28。

10、2019 年 6 月非洲猪瘟发生，9 月份生猪存栏最低。关于补猪苗，散户春天补苗比较

多， 规模场基本没有季节性变化。

11、复养计划如火如荼进行，但大型养殖项目进猪不到一半。现在非洲猪瘟在宜宾和泸州

有爆发。

C 企业

1、该企业为四川本土大型农牧集团在绵阳的分公司，主要以生产销售猪料为主，占比约

90%。饲料新工厂猪料月销量正常在 2 万吨左右。其中 3-5 月份饲料销量分别约为 1.95

万吨、1.9 万吨、1.8 万吨，据介绍，自去年四川集中爆发非瘟疫情后，该饲料厂猪料销量

并

没有什么下降，而且一度出过饲料销量同比增长情况。主要原因在于集团生猪养殖不断扩展，

饲料生产以自用为主，该厂饲料自用与外销比例在 7：3。疫情对猪料以外销为主的饲料企

业影响较大，例如本地的一家知名猪料企业的工厂去年掉量严重的月份同比下降 60-70%。

2、企业介绍，目前大企业的生猪复养较为成功，例如他们自家在经历去年非瘟考验后，现

在防疫措施严格，取得的效果也较好。此外，当地政府鼓励规模化企业养殖，但中小散养户



复养难，主要体现在资金，防疫等方面。

3、企业介绍，猪料中对油脂的添加比例在 1%左右，会用到猪油、米糠油、豆油。

4、关于饲料原料，猪料中豆粕的添加比例在 15-20%；由于近期豆粕价格便宜，在鸭料中

也有使用豆粕。此外，对于小麦和玉米的价格关系，企业人员介绍，目前湖北小麦 2380 元

/吨，价格上相比玉米有优势，但是目前猪料中并没有用小麦替代玉米的现象。

5、关于库存，当前豆粕物理库存维持 1500-2000 吨，3-4 天的用量，加上合同头寸总计

在 10-20 天，如果是看好豆粕价格的话会提高到 25-30 天。对于下半年的饲料销量，他

认为 9-10 月份猪料或将上量明显。

D 企业

1、该企业一家驰名食品加工企业，核心业务主要有生猪屠宰、肉类加工。整个公司生猪屠

宰产能日均 1 万头，大部分是 6 千头。现在高猪价制约消费，需求量不大，制约屠宰量。

2、生猪采购的主要客户有新希望、正大、温氏、双胞胎等大型企业，比重约为 60%，小

规模企业（年出栏 500 头以上）占比约为 40%，非洲猪瘟之后，几乎没有从散户采购的

习惯。

3、正常情况下，日屠宰生猪 2500 头；行情低迷时期，最低屠宰量在 300 头。去年同期

屠宰 2500-3000 头，最大是 19 年 7 月份，日均 3500 头，全月生产 10 万头以上；

非洲猪瘟 之后屠宰大幅下滑，今年最大是 2 月份，2020 年 2 月份屠宰日平均 1000 头；

现在猪价比较高，采购价上涨，屠宰量不大，日屠宰 600-700 头。南北有价差，会调运其

他兄弟工厂四级、五级白条，满足市场需求。

4、规模场设备折旧、人员费高，生产日均屠宰 600-700 头，屠宰成本在 350 元/头，毛

利 200 元/头，现在比较难达到，今天是毛利是 100 元/头，屠宰一头猪亏损 250 元/头。

其他大型屠宰也是亏损。成本覆盖要达到 2000 头，成本 200 元/头。



5、非洲猪瘟之后，小散和小养殖户有留后备母猪的现象，生猪收购公母比也发生明显变化，

由原来的一半一半比列，变为 90%是公猪，母猪占比仅为 10%。生猪收购按“六不”采

购标准处理，淘汰母猪有其他专门屠宰收购。

6、四川地区销售冷、热鲜比例各占一半。猪肉鲜销为主，入库较少。目前冻品库存在 2 千

吨，最高 1 万吨。冻品库存结构发生变化，现在膘肉比较多，骨类比较多。猪肉需求标准

不同，销往商超价格偏高，农贸市场价格偏低，学校和建筑工地是价格更低。

7、非洲猪瘟之后，生猪采购体重也发生明显变化，猪瘟之前均重少的时候为 101.2 公斤，

100 公斤都采购。近三个月来，采购均重为 130 公斤，大猪市场需求减少，150 公斤以

上的会有罚扣。新冠疫情对消费有影响，就业形式严峻，工资不高，猪价高等因素制约消费。

E 企业

1、该饲料厂 2015 年建成，2016 年 4 月份投产，设计饲料产能 12 万吨/吨，经过升级

改造后饲料年产能最高可以到达 18 万吨。2019 年饲料销量 10 万吨。该工厂主要生产

教槽料、 保育料和母猪料，工厂饲料以外销为主。

2、据介绍，工厂母猪料销量从 3 月份开始增长明显，从 3 月份 1000 吨左右母猪料销

量增长至 5 月份的 1700 吨。当前猪料客户主要是大企业为主，散户很少。从目前的饲料

销售情况来看，6 月份的饲料销量环比 5 月份变化不大。

3、关于无抗，据介绍，饲料无抗比有抗 成本增加，核心料一顿你成本增加几十到一百元

不等。

4、关于饲料原料库存，目前工厂豆粕物理库存满库，主要是移库，从上个月 5 月份开始

在油厂做移库，当前满库状况下豆粕可以用 20 天。预计移库将持续到 6 月低。

5、据介绍，运输豆粕从广西到成都汽运约 360-370 元/吨，火车 300-320 元/吨。而从

华东江苏船运豆粕到重庆 90 元/吨，转运成都 110 元/吨，总计 200 元/吨的运输成本。



6、据介绍，猪料中对油脂的平均添比在 0.8%。此外，猪料中的豆粕添比处于稳定状态。

7、2019 年四川非瘟对工厂猪料销售影响不小，在 2019 年 5 约工厂猪料销量 7 千吨，

6 月份维持在 7 千吨左右，到 7 月份猪料销量直接腰斩。

8、玉米看法，认为玉米价格不好大跌，现在玉米到厂价 2400 元/吨。但如果饲料企业替

代玉米的用量多，玉米价格也不好上周，替代少，还能涨。而且今年玉米新粮上市的时间较

去年晚半个月左右。此外，关注进口替代品原料的到港节奏。

F 企业

1、该集团 1992 年成立，2000 年之前做饲料，2000 年之后做蛋鸡养殖。2003 年-2014

年主要做种猪，有 2 个国家级核心育种场。种猪一年 10 万头。2014 年之后做全产业链，

是公司+农户代养模式。天府肉猪和川香黑猪是特色品牌，20%做高端白猪。绵阳有 700

多头核心川香黑猪育种场，打造川香黑猪年出栏 30 万头。屠宰有 5 个基地，年屠宰 150

万头左右，9 月份投产 60 万。

2、经产母猪 7-8 万头，其中四川经产母猪 4 万头，贵州 2 万 5 千头，黑龙江 1 万 5

千头，江西 1 万头。18 年经产母猪 3 万多，不到 4 万头。年底预计 10 万头。

3、生猪出栏没有二次育肥，2020 年生猪出栏 80-100 万头，今年投产项目比较多，每个

月都有，预计 2022 年出栏 300 万头，2025 年出栏 1000 万头。

4、非洲猪瘟，育肥猪损失 20-30%，种猪损失 8%。四川地区川南损失比较多，比如宜宾、

乐山、泸州，绵阳损失比较少。

5、四川生猪调运一车拉 70-80 头，大猪拉 60 多头。生猪调运一般在 1000 多公里，1000

公里掉秤是 5 公斤。黑龙江、哈尔滨到四川大概是 2 天多。小猪运输 2000 公里也在合

理值内。

6、原种猪四川是加系，贵州是美系，大概 5 千多头。原种 PSY 一元 28-30 头。



7、四川地区生猪产能可能在明年恢复，关键在于今年 6、7、8 月份非洲猪瘟疫情是否爆

发。

8、外购高价位 2400 元/头仔猪育肥之后，成本价在 15-16 元/斤。

9、黑猪养殖时间周期长商品猪一个月左右，出栏体重不超过 230 斤。

10、生猪期货上市时间可能是 10-11 月。没明确说是外三元；体重要求不清楚，可能升贴

水，四川是第二阶段。该企业申请了交割厂库。

11、外行进入生猪行业投资建产时间周期是 1.5-2 年。包括跑手续、建厂、引种、配种、

育肥等。

G 企业

1、该企业生猪存栏 800 多头，其中 30 多头是母猪。生猪存栏最多是 2000 头。

2、今年补栏时间分别在 3、5 月份，补栏仔猪体重为 10 公斤，价位在 1400-1600 元/

头。

3、南充顺庆区商品猪存栏 1 万多头，政府采取相关政策支持产业发展，比如贷款和外购

仔猪补贴 150 元/头等，计划出栏 23 万头。非洲猪瘟肆虐之后，只有 30%在养猪。

4、南充地区喜食大猪，生猪出栏体重 320 斤，有时出栏体重高达 500 斤；二次育肥采

购体重为 230-250 斤。生猪畅销季节在 12 月份、冬至时期。

5、外购仔猪成本在 3300 元/头，1600+1500 以及 200 元/头的人工和疫苗等。

H 企业

1、该企业集饲料生产、生猪养殖于一体的大型企业，明年预计增加屠宰链条。生猪年出栏

60-70 万头。一元 PSY26，二元 PSY28。南充地区 2 年之内，预计有 3 万头能繁母猪，

都是祖代。

2、生猪育肥主要有两种模式：一是公司+农户；二是与政府合作，公司支付租金，修建 32



栋厂房，30 栋已经使用，一栋大概 1500 头-2000 头。3、南充月均存栏 6.5 万头，母

猪 3 万头左右，其中二元占比 60%；3 万 5 是商品仔猪。

4、二元母猪对外销售，体重 25 公斤，报价 5500 元/头，实际成交在 5000 元/头。母

猪去年主要销售正邦、温氏，今年是特驱、温氏、雏鹰。散户因为价格高，风险大，采购不

多。

5、18 年南充母猪存栏 3500 头，现在母猪接近 1 万头；该集团母猪存栏 20 万头，2/3

是

一元。18 年生猪存栏 4 万头，几乎没有对外销售，现在存栏 6 万。

6、非洲猪瘟该企业四川损失 1000 头种猪，该集团损失 10%-15%的能繁母猪。

7、据了解，四川地区绵阳、宜宾、巴州地区发生非洲猪瘟，主要在能繁母猪 300-500 头

养殖户和部分公司+农户模式的养殖场。目前该企业多地养殖，生物安全水平大幅提高。

8、四川地区一元是加系，东北地区引进法系，定期引进冻精。

9、非洲猪瘟之后，生猪出栏体重变化明显，由 115-120 公斤，多喂一月，重 130 公斤。

10、生猪调运不出省，保证当地供应之后，可以各市调运。种猪可以调运出省。去年种猪

80%销往川内，20%运往省外。今年出栏 4 万头，省内与省外比例各占一半。

11、四川地区 2019 年 7 月份引种，2 个月备孕，10 月份配种，2 月份产仔，育肥 6-7

个月，预计 2020 年 9 月份育肥猪出栏增加 30%；因为非洲猪瘟，南充地区恢复慢，预

计下半年出栏会下降。正常集中出栏时间是 11 月份。

12、四川生猪大概恢复至 70%，但是也有母猪疫苗隐患，10%-20%打疫苗会携带病毒，

更替需要寻找新的猪源。

13、7 公斤仔猪 3、4 月高价为 2300 元/头，最低价格 1400 元/头。

14、三元母猪比二元母猪性能差，活产仔减少 2-3 头。价格上三元母猪较二元母猪便宜 1/3。



15、每天饲料用量：断奶 0.2 公斤饲料；15 公斤需 1 公斤饲料涨 0.6-0.8；50 公斤需 2

公斤饲料；100 公斤需 3.5 公斤饲料；100-130 公斤需 3-4 公斤涨 1 公斤肉；130-150

公斤需 5 公斤饲料涨 0.8 公斤肉，猪越大料肉比越高。16、没有疫苗的隐患，预计四川

地区明年 6 月份左右母猪恢复正常水平，否则还要 2 年时间才能恢复。

17、四川地区吃鲜肉为主，后市猪价四川地区今年最高 37-38 元公斤，不会低于 28 元/

公斤；明年在 22 元/公斤。消费减少 20-30%，供应恢复 70%，生猪市场供应将会饱和。

18、四川地区猪经济主要是个人为主。因为车辆、物流等携带病毒风险，育肥猪主要销售

猪经济。

19、今年四川地区环保开始严查，一般耕地没有了，主要划林地建猪场。

I 企业

1、该企业是中国农业产业化国家级重点龙头企业，中国最大的饲料生产企业，中国最大的

农牧企业之一。

2、四川地区能繁母猪存栏 3.5 万头，生猪出栏 70-80 万头。集团能繁母猪 50 万头左右，

2020 出栏 700 万头，明年计划出栏 3000 万。新好农牧在山东、内蒙母猪 20 万头，

存栏 500 万。

3、生猪销售是定价模式，四川地区有 1000 多家屠宰场，70%以上销往各乡镇定点屠宰场。

4、生猪自繁自养成本在 14 元/斤。仔猪 640 万自用，55 万外购。

5、母猪自繁自育为主，外购也有，三元母猪不到 20%。母猪一年 2.3-2.4 胎。二元产活

仔数 12 头；三元产活仔数 9-11 头。

6、受非洲猪瘟影响，生猪出栏体重有明显变化，由 110-120 公斤增加为 130-150 公斤。

7、四川 2020 年 6 月出栏 3 万头，7 月出栏 7 万头，出栏最高峰为 11 月。



8、代养费问题：猪瘟之前大概 200 多元/头；现在有行情分红，最高代养费有 800 元/

头。

9、因为硬件设备、饲料检测、高价仔猪等三个因素，导致散户复养比例不多。该企业四川

地区复养成功率在 98%以上。10、生猪出栏体重主要有三个影响因素：一是企业盈利、二

是疫情风险、三是季节性消费。

11、随着国家政府支持，新建猪场项目众多，投资建厂 2-3 年回本，但是关猪比例不到 30%。

12、从去年到现在非洲猪瘟以来，基本都是北方先爆发，北方更为严重。现在川内地区人、

车、物都有抽检，生物安全意识更强。

J 企业

1、该企业是集生猪养殖、屠宰、食品加工于一体的大型企业。全国拥有 14 家屠宰场，四

川地区则有 4 家，主要分布在成都、广元等地。

2、该企业生猪屠宰产能 3000 头，正常生猪屠宰 1300-1400 头，旺季屠宰 2000 头左

右。

非洲猪瘟之后，猪价高位运行叠加新冠疫情，消费下降 70%，屠宰量急剧下降，日均屠宰

150 头。

3、屠宰固定费用在 5 万左右，日屠宰 400 头才能覆盖成本，今年以来亏损 60 多万。

4、非洲猪瘟之后，屠宰收购均重变化明显，由 120-135 公斤增加到 140-150 公斤。140

公斤出 120 公斤毛边，110 公斤精边。

5、屠宰结算价在于生猪品种，采购需各项手续合格，川内 B 票。采购主要有三个群体：

大型养殖企业、猪经济、当地养殖户。现在 80%猪源为大型养殖场提供，散户基本没有；

非洲猪瘟之前，1/5-2/5 猪源来自散户。

6、非洲猪瘟前后屠宰结算价最高在 24 元/斤，最低在 14 元/斤，今天是 18.4 元/斤。



7、该企业与其他合作的生猪养殖场遭遇非洲猪瘟，损失 2000 多头母猪，暂时还没复养。

8、重庆地区生猪采购基本没有限制猪源地，四川地区外省活猪不允许入川，放开限制之后，

生猪屠宰量或有大幅上升。

9、冷鲜保质期为 72 小时，冻白条是 2 年。白条主要从甘肃、云南调运。白条损耗为

1/1000，主要是运输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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