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西湖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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颇高，实地调研可以有效了解到养殖、饲

料、屠宰以及猪贸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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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西和湖南作为全国重要的生猪养殖大省，2019 年末，湖南和江西生猪存栏为 1964.5

和 809.5 万头，分别位列全国第三和第九。同时湖南和江西作为受非洲猪瘟影响严重的省

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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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猪

滞销，后续猪价走势如何？

基于此，我的农产品网组织江西、湖南生猪饲料养殖考察活动，邀请当地具 有代表性

的饲料及生猪养殖企业，进行实地调研交流方式，以期为市场各方朋友对于生猪及饲料市场

提供些许参考。

二、调研结论

由于 2019 下半年在江西、湖南大规模爆发的非瘟疫情令当地生猪养殖企业生猪产能

损失较大。但因为去年非瘟后存栏母猪基数低，虽然自去年四季度当地养殖企业对商品猪大

力留种转能繁母猪，然而 2020 年上半年区域内规模重点企业的母猪存栏及生猪存栏仅相

当于非瘟前的 60-70%；而中小养殖户则去化严重， 出现十存一二之局面。另一方面，三

元母猪的生产效率不如二元母猪为各家养殖企业共识，三元母猪产子率为三元母猪

50-80%不等。综合来测算，江西、湖南两省 2020 年上半年生猪产能恢复不到正常时期一

半，约 40%左右。

2019 年 10 月后，江西、湖南两省规模养殖企业及少部分经历非瘟疫情考验后的散养

户，大力推行商品母猪转能繁母猪以积极扩大产能。根据生猪的生长周期规律，前期留种早



的三元母猪已在 2020 年一季度为市场提供仔猪，但规模有限。预计到下半年 8 月份左右

开始，市场仔猪供应将有望出现趋势性增加，对应到 2020 年底，生猪出栏将明显增加。

在此背景下，进入下半年，尤其是四季度，预计猪价将出现趋势性回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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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依旧是生猪自繁自养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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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生物安全防控

等优势，保持快速扩张步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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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占比正逐步增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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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能恢复进程缓慢 重点关注三、四季度

由于江西、湖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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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去年非瘟后存栏母猪基数低，虽然自去年四季度当地养殖企业对商品猪大力留种转能繁母

猪，2020 年上半年区域内规模重点企业的母猪存栏及生猪存栏仍旧仅相当于非瘟前的

60-70%；而中小养殖户则去化严重，出现十存一二之局面。另一方面，三元母猪的生产效

率较二元母猪低，三元母猪产子率为三元母猪 50-80%不等。综合来测算，江西、湖南两

省 2020 年上半年生猪产能恢复不到正常时期一半，约 40%左右。未来三、四季度在母猪

产能逐步恢复，仔猪不断增加，生猪出栏将有望明显好于上半年。预计生猪存栏有望恢复到

非瘟前的 60-80%水平。

2、生猪养殖成本高 养大猪或是最优解

从走访的养殖企业来看，均表示当前生猪养殖成本高，一方面因应对非瘟防控，导致生

物防疫，管理成本推升，大致令生猪养殖成本上升 2 元/斤左右。另一方面，仔猪价格高企

大幅推升养殖成本，调研期间江西、湖南大多区域仔猪价格 1500 元/头，年内高峰期在



2200 元/头。无论是高企的仔猪价格，还是从防疫 角度考虑，增加生猪出栏体重或是最好

选择。当地出栏猪体重大多在 260 斤/头，甚至 300 斤/头。

3、猪料销量稳中向好 小猪料销量开始增加

从对走访的饲料相关企业情况来看，2020 年的猪料销量整体稳中向好，在去年非瘟集

中后饲料企业的猪料销量大多出现过腰斩状况。但进入 2020 年以来， 一季度受到肺炎疫

情影响，生猪出现压栏导致猪料销量稳中向好发展；二季度的 4 月份的备货行情，以及区

域内去年留种三元母猪陆续产仔，小猪料的销量开始出现环比好转，整体增长 10-15%，

预计三季度的小猪料增长将更为明显。

4、屠宰企业效益差 开工率普遍低

从湖南两家代表性生猪屠宰企业情况来看，受产能利用率低，收猪困难以及居民消费疲

软，当前生猪屠宰企业普遍陷入亏损状况，尤其是自宰，因此，当前屠宰企业代宰居多，代

宰费用在 85-90 元/头。以调研的两家情况为例，屠宰产能利用率分别约为 17%和 20%；

生猪屠宰量则相当于非瘟爆发前的 25%和 30-60%。

5、疫情零星发生 但总体可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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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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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表示过高的猪价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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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调研的屠宰

企业表示，全国猪肉消费较非洲猪瘟疫情前下降 50%左 右。而另一家企业则表示预计



2020 年 6 月份猪肉终端消费同比下降 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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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学校开学延迟、单位食堂及餐饮消费均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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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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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不断扩大市场占有

率，尤其是当前规模企业掌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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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企业是公司+农户模式，主要以散养为主，集团化养殖占比 20%左右。发展时间较短，

近 2-3 年发展迅速，主要是非瘟期间抓住机遇，开始大力扩张生猪养殖板块。

2、2019 年年出栏近 200 万头，今年计划出栏 500 万头左右，养殖片区分布和温氏较为

相似，南方片区多，北方较少。

3、三元母猪留种占比依旧很高，并没有很快下降，三元母猪产仔较高的情况下大概 10 头

/胎。

4、当前生猪出栏体重在 270 斤左右，4 压拦期间是 280-290 斤，去年同期是 250 斤左

右。同时他们公司善于养大肥 300 斤以上，越大猪越健康。

5、年内 2-3 月份最高峰时，7 公斤仔猪成本最高为 2000 左右/头，现在成本在 1500 元

/头，整体来看，外购仔猪综合成本是在 13.5-14.0 元，但是去年冬天仔猪成活率不高。

6、今年最高时期盈利水平在 2000 多元/头，现在好一点的在 500 元/头左右，



主要原因是 5 月初到 5 月中旬猪价暴跌，散户亏损严重，集团性企业也受影响， 越往南

方养猪，养殖利润越高。

7、该企业以前 80%是抓仔猪补苗，现在逐渐自己培育补苗。未来的养殖模式是：自繁自

养规模化是未来发展趋势。

8、防控成本较非瘟之前增加了 3-4 倍，目前是 2 元/斤左右，且现在没有刻意控制养殖

密度，后续非瘟可能要变成常态化的事件。

9、今年 3 月份全国猪肉消费下降 50%左右，6 月份可能会回归到下降 40%左右，4-5 月

并没有有效恢复，后续消费降幅在缓慢恢复过程中。

10、江西地区生猪部分运往广东和海南等高价区域为主，东北、西北、河北和山东地区生

猪多运往南方，遵循的原则是低价区到高价区。

11、该企业客户群体主要是猪经销商为主，屠宰企业较少。

12、该企业当前是竞价和定价两种模式相结合，定价的主要依据是供需两方面，正常来说

是以省为单位定价，根据猪质量、体重等指标来定价。

13、去年该企业猪饲料销售 700 多万吨，降幅比例较少。

14、对于短期猪价反弹的看法：5 月初至 5 月中旬，猪价将要跌破成本，养殖户恐慌性出

栏，致使该阶段生猪清栏差不多了，致使 6 月初猪价开始出现较大反弹。

B 企业

1、企业 2020 年生猪出栏目标 1000 万头，目前来看全年有望实现出栏目前，前 5 个月

生猪出栏量虽然比较低，但预计下半年将有明显的生猪出栏放量行情。

2、对于未来生猪行业的看法，认为未来 top20 有望生猪产能达到 80-90%，top10 达到

50%，将来的生猪养殖将高度集中，集约化程度逐步提高，生产企业将改变现在定价权相



对弱势的局面。而对于未来猪价的看法则认为是将保持一个平稳运行，养殖企业会有一个相

对合理的利润，以后的猪周期可能没有以前那么明显，猪价的上下方运行空间将缩窄。

3、关于饲料，该企业目前 2/3 的饲料自用，剩余的做外销。最近的 5 月份饲料销量同比

增加 20-30%，主要是生猪存栏量增加，自用料量增加。外销商品料保持稳定为主，企业

并没有加大市场开拓力度。对于企业自身的饲料销量增长较有信心，预计企业年饲料销量有

望同比增加 40%，主要因为 2020 年生猪销量将增长明显。

4、关于玉米拍卖：对于玉米价格的看法是中长期行情看好，短期认为玉米价格上涨有限。

认为中长期看好是因为去年开始的扩种大豆导致玉米一年产量减少约 2000 万吨，5 年则

减少 1 亿吨；今年的玉米种植面积依旧是减少的态势。认为上涨有限主要因为小麦的价格

和玉米差不多，正常小麦比玉米高 150-200 元/吨正常。在这个价格范围内，禽料中是可

以大面积将小麦替代玉米的，饲料技术工艺上也相对成熟。据介绍，北方已出现规模企业 5

月份开始将原本采购玉米的用量转向小麦。

5、关于豆粕：豆粕用量在饲料配方中调整是经常有的，主要看性价比。例如去年豆粕消费

不错就是在于饲料中添比提高，一方面因为性价比，最近几年虽然进口菜籽数量明显减少，

但是菜粕价格却不好上涨，主要是被豆粕替代；豆粕用量高另一方面则是受到养殖利润影响，

例如去年下半年开始的高猪价对豆粕用量是积极的，虽然 220 斤以上的大猪料肉比降低，

但是养大猪依旧是好的策略。此外，据介绍，家鱼饲料中的蛋白原料添比高的能达到 60%，

毕竟水产料以蛋白原料为主。菜粕在水产料虽然是刚需，但刚性需求占比不高，约 3%，菜

粕在水产料中的添比空间为 3—30%。

6、关于水产料的看法，今年水产料的行情一般，例如 4 月份的龙虾价格极差，甚至出现 1

元/斤，当时养龙虾的农户都不进行投料了。淡水鱼料今年的行情也不好，今年的鱼价好，



说明陈塘鱼少。并且当前 6 月份南方降雨多，尤其连续的降雨对水产颗粒饲料投喂不利，

膨化料还稍好一些。

7、关于禽料，认为蛋禽料下降无疑，因蛋鸡亏损严重，将慢慢去产能；肉禽料一季度销量

较好是因为肺炎疫情导致被动压栏。对 2020 年全年饲料销量认为能持平 2019 年就不错，

大幅增长很难。

C 企业

1、该生猪养殖合作社在非瘟之前有 9000 多户养殖户，目前只有 4880 多户，现在月出

栏 3000 多头，2019 年出栏 118 万头，今年 9-12 月份可能恢复到 100 万头左右。

2、该企业非瘟之前存栏 90 多万头，目前只有 40 多万头，下降 40%多。浏阳地区是

2019 年 4-5 月发生第一起非瘟，后来为了应对减产抗非瘟，非瘟期间 8-10 月份减产

70%左右。之前部分养殖户翻建新场地但是依旧多次复养失败，复养成功率仅为 10%左右。

当前来看，南乡和东乡恢复进度较快，东乡和西乡恢复缓慢。

3、2019 年 9-10 月份开始肥转母，11 月份集中补栏，今年 6-7 月份存栏最少。

4、部分养殖户鼎盛时期 49 头母猪，现在不到 23 头，减少 50%左右，现在包括三元母

猪提升到 89 头。

5、三元母猪和二元母猪相比效率较低，二元母猪 10-15 头/胎，三元母猪 7-8 头/胎，使

用胎数为 5-6 胎，其中 200 斤以上可以做二元母猪，300 斤以上做三元母猪。

6、今年 9 月份之后，三元母猪开始出栏，现在恢复到非瘟前 70%左右。部分饲

料企业以建楼房形式来养猪，某企业 7 层 7200 头母猪，90%卖给农户。

7、当前 7 公斤仔猪 1500-1600 元/头，较年前下降 20-30%，成本在 400-450 元/头；

仔猪最高时 2200 元/头，目前整体来看，肥猪综合成本 10.0-12.0 元/斤，预计 8 月份

仔猪大降价，在 1000 元/头左右，由于当前猪价较高，利润相对较好，农户散养居多，但



是在 8 月份以后开始大量增加公司—+农户性质公司，主要在于后市猪价走弱，散户为了

降低风险。

8、公司+农户性质中，存活率在 90%，现在散户代养费为 300/头，最低的时候有 80 元

/头；存活率在 95%，公司和农户利益平衡；存活率在 98%，给散户奖励 200 头，公司 1

头，基本是以 10 公斤以上仔猪为养殖户，然后在 110-150 公斤左右收回育肥猪。

9、对于非瘟来说，正常来看，5-7 月雨季非瘟基本不发生，但是并不是，还是存在，非瘟

的引发主要还是在于生猪运输过程中交叉感染严重，现在大家对于人员进出隔绝以及里外三

层消毒，部分养殖户利用靠水路的天然地理优势，采用水运运输，比较安全。当前的疫苗作

用性不大，非瘟或将成为常态化存在。

10、湖南地区生猪价格在 15 元/斤以上时，出栏体重均会有所增加，养的越重，利润越高；

在 15 元/斤以下时则依据市场需求体重来出栏。

D 企业

1、该企业是长沙当地大型屠宰企业，是一家以屠宰+冷链+生猪交易市场的综合

性企业。年屠宰产能在 100 万头，去年屠宰量为 54 万头。疫情前屠宰量为 1700-1800

头/日，其中 900-1000 头供本地，700-800 头供华中和华南地区也就是珠三角和长三角

地区；目前屠宰量为 450 头/日，其中日自宰为 150 头，代宰 300 头左右，代宰费为 90

元/头。

2、非瘟之前采购的生猪主要以本地为主，其中集团猪新五丰占比 46%左右。

3、目前收购的生猪体重标准是 120 公斤，但是到厂的基本超过 125 公斤，肥猪超过

35%。

4、其客户群体主要是商超，以城销为主，4-5 级白条占 10%左右，毛猪批发价和白条批

发价之间相差 5 元/斤，相差在 15%-20%左右。



5、湖南地区现在生猪存栏和同期相比下降 60%，散户 90%没有了，新冠疫情影响 30%

以上消费。

6、长沙市正常消费在 5500 头/日，新冠疫情期间是 1500/头，维持了 2-3 月低迷期，

现在是不到 2000 头/日。终端消费较年前下降 30%-40%，最高时下降 60%，对于后市

消费情况并不看好，短期 1-2 月将维持猪价博弈。

7、今年整体还是以缺猪为主，其集团企业年产能 500 万头，今年计划冲击 800

万头。

8、该企业冷库库存为 4 万吨，其中鲜销为几千吨，当前基本对外出租，猪肉库存在 1.2 万

吨。目前进口冻猪肉六分体成本在 2.5 万-2.6 万元/吨，今年冻品消费看好。

9、当前屠宰企业亏损较为严重，长沙市 50-60%屠宰企业已经关闭了。

E 企业

1、工厂 2010 年建成，总共分三期，一期生产全价料，二期教槽料，三期在建。饲料产品

以生产猪饲料为主，其中全价料占比 50-60%，教槽料占比 30%，预混料及其它占比约

10%。目前工厂饲料月销量 1.2-1.5 万吨。非洲猪瘟爆发前正常饲料月销量 2.7 万吨左右。

5 月份大猪料环比下降约 20%，小猪料增加 10-15%，小猪料的生产出现过加班加点状态。

2、关于饲料内外销：饲料 60%外销，40%自用。以前 80%饲料外销，自用料去年开始增

加明显，占比在不断扩大。但工厂的饲料销量在本市占比依旧高，约 50%。

3、企业也有布局生猪养殖板块，在湘西有 100 万头产能的生猪项目。目前生猪存栏 20 万

头左右，和去年同期相差不大。

4、猪料中有用油脂，其中豆油一个月的用量在 30 吨，占比约 0.2%。



5、关于原料库存：目前豆粕物理库存 4-5 天，加上合同头寸约 20 天。公司 做基差的量

不大，大概占比在 10-20%用量。玉米库存目前比较高，2-3 月的用量，有玉米配额大概 1.2

万吨。进口鱼粉的用量一个月不到 100 吨，主要是用秘鲁超级鱼粉。

3、关于豆粕运输成本：岳阳码头到工厂的运费在 70 元/吨，长沙码头在 40 元/吨。

4、据介绍，从 2019 年 9-10 月份开始，当地能转成三元母猪的都转了，导致目前三元

母猪留养占比不小。

F 企业

1、该企业主要以种猪销售为主，原种、二元、三元种猪均有，现生猪存栏 20 万头，能繁

母猪存栏 1.8 万头，比非瘟前增加 30%，其中三元母猪占比 15%， 预计今年年底能繁母

猪存栏达到 5 万头。

2、当前订单情况来看：自 2019 年初养殖企业采购二元母猪积极性开始增加，目前养殖行

情补栏积极，种猪销售火热，种猪销售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现在一单最少 1000 头起，

二元母猪销售需要提前 3 个月预定，且是全款预定。

3、目前 7 公斤的二元母猪售价在 5000 元/头，二元母猪基本在 7 公斤左右就被养殖户

提前买了，非瘟前是 50 公斤左右。同时正常来说是 21 天断奶，现在缩减至 14 天左右。

4、对于扩产来说，2018 年企业扩建了 5-6 个猪场，基本都是种猪场。

5、自从非瘟之后，该企业至今都没有引进进口原种猪。现阶段复养难度较大，发现阳性的

养殖户基本不会复养，复养成功率不高，该企业也处于缓慢复养的过程中。

6、行业内普遍觉得对于非瘟在正规的疫苗没出来之前，现在的民间疫苗效果不大。养殖企

业多认为在 65 度以上环境内可以几分钟就杀死病毒，目前主要采取物理和化学手段来毒。

G 企业



1、工厂去年猪料销量 18 万吨，水产料 3 万吨。工厂高峰期饲料销量 1.5 万吨，常规 1.2

万吨。2019 年 6-7 月当地猪瘟疫情爆发严重时期猪料下降严重，约 60%，最低 5-6 千

吨/月；现在 8-9 千吨/月销量。今年 5 月份饲料销量环比下滑 4%，6 月份预计平稳或

小有增长。目前猪料中的母猪料增长很猛，3-4 月母猪料相比非洲猪瘟爆发后增长了 50%；

但小猪料的增长还不明显，预计 7 月份开始小猪料增加会较为明显。

2、工厂生产的水产料全部外销；猪料 70-80%外销，20-30%自用。猪料中的母猪料和小

猪料的占比基本上差不多，整体各占猪料的 50%.

3、关于原料库存，豆粕物理库存 7 天左右，合同在 10 天左右。之前 3 月份豆粕合同量

高的时候有一个半月的库存。玉米的物理库存在 30 天左右滚动，常备物理库存 20 天左

右。目前玉米库存车相对高的原因在与认为年后贸易商整体挺价，玉米价格不好下跌；其次

玉米拍卖溢价较高。公司有参与湖南第一波和第二波的中储粮玉米拍卖。

4、水产料中菜粕添加比例在 15-20%，水产料中有使用小麦，但目前猪料中还没有使用小

麦去替代部分玉米的情况。猪料中豆粕的添加比例在 17-18%，猪料配方偏稳定，近期豆

粕价格低替代了部分葵花粕，但是并没有大规模替代菜粕，因菜粕货源前期早已锁定。

5、关于生猪复养，据介绍，现在中小猪场复养的不多；复养的主要是没有遇到爆发的猪瘟

的中小户和新扩产的大公司为主。

6、当地小猪的断奶期由以前的 21 天缩短至现在的 14 天左右。

H 企业

1、该屠宰企业是当地大型屠宰企业，主要以定点屠宰、冷链物流、生猪屠宰销售、深加工

以及进出口贸易经营项目一体化的综合性屠宰企业，近期已开建一个年出栏 30 万头/年的

养殖场。



2、该企业总共有两条生产线，产能分别是一条 1500 头/日，另一条 1000 头/日，目前

只开了一条，没有自宰，都是代宰，日均代宰 500-600 头（其中 100 头供应长沙，其余

供应湘潭），非瘟前是 700-800 头/日（自宰+代宰），最高时 1500 头/日；代宰费是 86

元/头，基本与 2019 年持平，2017 和 2018 年差不多在 60-70 元/头，其实代宰费基本

没太大变化，因为加了 1 个检测费 15 元/头。

3、现阶段屠宰的生猪基本是 280-300 公斤左右的二元和三元公猪为主，三元母猪稀少。

毛边出肉率在 80%，精修白条在 73%—74%。

4、该企业有 A 和 B 两个冷库，冷库库容为 30 万吨冻猪肉，其中 A 冷库全部出租，库

存 15 万吨冻猪肉，B 库主要用于放槟榔。冻猪肉冷库储制费为 80 元/吨，冷藏费为 2 元

/吨/天，不足 3 个月按 3 个月收取费用。

5、当前进口冻猪肉六分体成本在 2.2 元/吨，其具有进出口资质，主要是进出口贸易为主，

基本在几百个柜/月，一个柜在几十吨左右。

6、该企业具有中粮和双汇竞价资质，帮其他客户竞价收取的竞标费用在 200-300 元/吨。

7、目前湘潭市日需求量在 300-400 头/日，非瘟前是 500 头/日，当前仔猪售价在

1800-2000 元/头，母猪 6000 元/头，湖南省存栏较非瘟前减少 60-70%，预计今年猪价

在 15-18 元/斤。

8、常见计算公式：毛猪成本=体重*收购价+代宰费，白条体重=毛猪体重*出肉率，白条成

本=（毛猪成本-内脏成本）/白条体重，白条批发价一般在白条成本上增加 2 元/公斤。

I 企业

1、该企业是集团公司+生态农场+生态小农庄的综合性养殖公司，主要以种猪销售为主，

旗下有 100 多家分子公司，遍布 13 个省份。其中生态农场主要是母猪场，生态小农庄主

要育肥和少量母猪，1 亩地养 10 头肥猪。



2、市场上美系猪较多，从 2015 年开始，丹系猪也开始逐渐增加，该企业种猪主要以丹系

猪为主，一头丹系母猪年产仔 30 头左右，最高在 32-33 头；丹麦本国养殖企业年产仔数

为 40 头左右。现在能繁母猪存栏 10 万头左右，生猪存栏 20-39 万头。能繁母猪到年底

可达 12 万头（包括后备母猪），2018 年底为 8 万头，2018 年能繁母猪存栏 7 万头，

含后备 8 万头左右。同时 2019 年总计出栏 120 多万头，2020 年预计出栏 200 万头。

4、2019 年主要是二元母猪为主，三元母猪留种不到 20%。丹系三元母猪在 10-12 头/

胎，一年 2.4-2.5 胎，与二元母猪相差 2 头左右。非瘟期间受损较少，该企业一直在扩产，

所以总量变化不大，主要是农户受损一点。

5、当前二元母猪 6000 元/头，后备母猪出售最小体重在 30 公斤左右，今年二元母猪基

本自用，少量对外卖，其养殖综合成本在 1000 元/头。

6、今年仔猪高价时在 2400-2600 元/头，今年上半年猪苗对外卖了 50%左右，近两个月

基本自用，现在猪苗价格微涨，报价 1600-1700 元/头。非瘟前 10 公斤断奶仔猪综合成

本在 260 元/头，目前断奶仔猪在 300 多元/天。

7、其客户群体主要是大集团养殖场，目前散户开始有一点购买动向。湖南地区生猪恢复进

度较为缓慢，现在母猪存栏恢复到 30%-40%左右。

8、该企业目前设立三个交割仓库，分别在湖北、安徽、浙江各设立一个。

9、该企业母猪料从去年 10 月底开始反弹，增长，后期逐月稳步增加。仔猪料相对晚 2 个

月左右开始增长。

10、企业目前自有一个饲料厂，2019 年饲料产量 30 万吨，相比 2018 年小幅下降 10%。

11、豆粕库存，最近因为豆粕价格疲软，库存天数不高，物理库存 10 天， 加上合同，在

途约 20 天。一般豆粕库存 15 天，如果看好行情则在 30 天。豆粕采购主要以贸易商为

主，工厂直采很少。豆粕货源以长沙码头江苏工厂豆粕为主，采购华南豆粕量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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