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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猪与饲料，中国实现猪肉自有的两大瓶颈
猪肉越来越便宜了。
自 2021年 4月开始，全国生

猪出栏均价处于下降态势。5月11
日，猪价降到了自 2019年 10月第
五周猪价最高时以来的最低点，
为18.54元/公斤，较最高时已下跌
了 41.31％。对养殖户来说，这个
价格已经快接近成本价了。

4月下旬开始，中国养猪龙头
企业纷纷披露一季度财务报告。
除了牧原股份（002471.SZ）净利
同比上涨之外，其他生猪龙头企
业一季度净利均呈现大幅下降。
兴业证券分析称，受非洲猪瘟、
大量更换种群影响，养猪公司成
本普遍较高，这也是生猪公司净
利润下降的原因。

中国是世界上的养猪、消费
猪大国，全世界有超过一半的猪
肉都进了中国人的肚子。在去年
国内的肉类总消费中，猪肉的占
比也超过了 60％。但是，中国养
猪企业的成本却居高不下。除了
猪瘟的影响，导致成本升高的主
要是种猪性能差、饲料“卡脖
子”两大问题。

种猪和饲料是猪场两项重要
的“原材料”。它们的重要性之于
猪场，就像芯片之于手机。中国
每年都要用飞机从国外进口数万
头种猪，其依赖程度可见一斑。

中国农科院研究员朱增勇告
诉《财经》记者：“中国培育出来
的种猪的商品代生产效率跟国外
相比仍然存在一定差距。直接的
表现就是成本竞争力不强。国外
生猪成本一公斤在 8 元－12 元，
我们国家当前要到 17 元甚至更
高，至少高40％以上。”

目前没有任何政策限制外国
种猪进口，看似并不紧迫。但依
赖进口对中国整个生猪产业的影
响会有很大的不可控性，包括产
业化和猪肉价格的稳定性。

饲料的重要性更不必说。业
内人士普遍认为，饲料“卡脖
子”要比种猪“卡脖子”的问题
更为严重。饲料的原料——玉米
和大豆——80％以上都需要依靠
进口。大豆作为同时拥有经济和
政治敏感性的农作物，价格受政
治和国际市场的影响较大。对于
对抗风险能力较弱的中小猪企来
说，饲料原材料大多依靠进口的
事实给企业经营增加了一重不确
定性。

中国生猪养殖落后的问题得
到了政府的重视。2009年国家就
提出了生猪遗传改良计划。2021
年 5月，《全国生猪遗传改良计划
（2021－2035年）》提出要大力支
持专业化育种和联合育种发展。
到 2035年，建成完善的商业化育
种体系，核心种源自给率保持在
95％以上；保障更高水平的良种
供给；形成“华系”种猪品牌，
培育 3个～5个具有国际竞争力的
种猪企业。

饲料“卡脖子”问题同样也
得到了重视。2021年中央“一号
文件”鼓励加大农作物领域的科
研育种，打好“种业翻身仗”。为
广辟饲料来源、提升饲料利用水
平，中国农业农村部印发《猪鸡
饲料玉米豆粕减量替代技术方
案》，提出了饲料替代方案。菌种
蛋白等新兴产品能够提高饲料吸
收率，减少饲料消耗。

即使现在从政府到企业都意
识到了种猪育种、饲料“卡脖
子”问题的严重性，可解决这两
大问题并非在一朝一夕之间。一
位开养猪场和饲料厂的负责人告
诉《财经》记者，面对市场的不
稳定性和原材料“卡脖子”问

题，他的应对措施就是做好自己
的事情，提高生产效率，减少损
失。除此之外，他能做的事情并
不多。

1. 育种不易
5月 14日，2980头丹麦原种

猪漂洋过海来到福建福州。在经
历了 45 天的隔离后如期获准放
行。半个月前，几千公里之外的
四川眉山也迎来了 1030头来自加
拿大的原种猪。此次从国外引进
种猪旨在丰富中国猪种群基因资
源、推动生猪养殖产业保供增
产，建立高性能的繁育体系。

原种猪是指直接从原产地引
进，或者经过多代提纯、反复培
育，遗传基因相对“纯”的某个
品种的种猪。其主要作用是保留
优质的种源、为生产生猪提供优
良的种猪，包括种公猪和种母猪。

原种猪就像猪的“芯片”。国
外原种猪具有高产仔率、低料肉
比、低繁殖周期、不易生病等特
性，让养猪的生意人难以忽视其
经济优势。自 1994年以来，养猪
企业就开始从国外引入原种猪。
目前在国内，种猪的原种主要来
自美国、加拿大和欧洲国家。其
中，来自美国的原种最多。

中国也有自己的猪，包括四
川的成华猪，云南的滇南小耳
猪，广东的大花白猪等，地方品
种特色明显。上述养猪企业负责
人告诉《财经》记者，业内的共
识是，国产品种猪的质量更好、
口感更好，但是产能特别低，无
法满足国内庞大的市场需求。

衡量养猪效率有两个重要指
标，一个是 PSY，指的是每头母
猪每年所能提供的断奶仔猪数。
养猪发达国家的 PSY 可以达到
22～28之间，中国的平均数字是
16。

除了产仔量之外，料肉比也
是重要的衡量养猪效率的标准。
料肉比指的是每公斤猪肉所需消
耗饲料的公斤数。在美国，料肉
比约为 3.97，中国平均约为 7.82，
差距明显。

一位正在投资养猪场的投资
人向《财经》记者表示，综合出
栏时间、繁殖周期等经济指标来
看，养国产猪的成本要比养进口
猪的成本高 30％。生意人养猪为
了赚钱，自然会选择经济效率更
高的外国猪。

可引进外国原种猪并不是一
本万利的生意。一头原种母猪在
市面上可以卖到 2 万～3 万元一
头，在繁衍 3年～5年之后就会开
始出现品种的退化。一位做有机
农场的负责人告诉 《财经》 记
者，欧美国家的种猪场出售的原
种猪杂交几代之后就会丧失生育
能力，进而就要被新的原种猪取

代。养猪场由此陷入国外引种、
退化、再引种这样的“恶性循
环”。

该有机农场负责人表示，中
国国内的种猪品系比较杂乱，在
杂交过程中容易有近亲繁殖问
题，会提高猪生病的可能性、影
响经济效益。欧美国家的种猪场
的生物优生学、基因追踪和回溯
的技术比较成熟和完善，能够配
出优质的、不易生病的原种猪。

很多企业会在猪价高的时候
大量从国外引进种猪，为的是

“吃”市场的红利。可是这些企业
只是单纯地引进、扩繁，而没有
对引进的种猪性能进行维护。这
对于种猪的育种来说是没有好处
的。

许多猪场也意识到“猪芯片
卡脖子”的问题，都在投资培育
种猪，可是优质的种猪却不是那
么容易培育出来的。

朱增勇告诉 《财经》 记者：
“种猪育种是一个长期、艰苦而复
杂的过程。”

培育种猪需要较长的时间和
较大的资金成本。培育出一头合
格的种猪需要几十代、好几十年
才能完成，才能保证不退化。这
对中小型猪场的经营者、投资者
来说是个挑战。

现在的融资环境并不利好这
个产业。生猪属于生物资产，猪
场建设在农村集体农用地上，不
算有效抵押品，在银行、机构很
难贷到款。上述投资人到现在为
止都是自己掏腰包投资。他告诉
《财经》记者，他已经投资养猪超
过十年了，到现在还没有收回本
钱。

育种环境受限也是推动生猪
育种的一个阻力。生猪养殖企业
温氏股份副总裁兼种猪事业部总
裁吴珍芳在接受瞭望智库采访时
说：“猪的疾病比较复杂，控制较
难，对育种场的周边环境要求较
高。”许多育种场选址偏僻，但开
发、周边环境变化较大，给育种
场的生物安全造成较大干扰。一
些育种基地很难升级改造，甚至
维持也不易。

除此之外，育种人才匮乏、
生物育种知识产权制度尚不完善
都给推动种猪育种带来困难。

当国家意识到种猪“卡脖
子”问题的严重性之后，在 2009
年启动了种猪遗传改良计划。该
计划的目的在于保护中国种猪资
源与建立核心的繁育体系。

朱增勇告诉 《财经》 记者：
“种猪环节对于整个生猪成本经费
的贡献率在 40％以上。我们国家
要提升生猪产业在国际市场上的
竞争力的话，最重要的部分就是
种猪环节。”

目前中国在做种猪繁育的有
科研机构和企业。科研机构包括
中国农科院、中国农大、华中农
大等。企业包括牧原、温氏等这
样的大企业，还有小的种猪繁育
公司，包括湖南天心种业股份有
限公司、上海祥欣畜禽有限公司
等。企业和科研机构之间多有合
作。

生猪繁育、选育环节是整个
生猪产业里技术含量最高的一个
环节，需要多个学科的基础研究
和应用成果的配合和支持。企业
跟科研机构合作的益处多多。科
研机构可以给企业基础研究支
撑，企业能够更好地推广品种。

繁育成果主要体现在商品代
上。衡量商品代的指标主要有
PSY和MSY （每头母猪能够提供
的能够上市的育肥猪的数量）。在
2007年，全国平均的MSY水平只
有 14左右，现在全国平均在 17～
18之间，龙头企业可以达到25。

另外，种猪的养殖周期和出
栏的效率也有显著提高。以地方
猪品种为主的养殖周期比较长，
以前大概在 250天到 300天左右。
现在只需要 180天左右就可以了。
出栏率也从原来的131％上升到了
150％～160％。

虽然还需要从国外引进种
猪，但是数量并没有消费者理解
的那么庞大。2020年一共从国外
引进了3万头种猪。引进的理由有
二：一是因为非洲猪瘟之后猪价
上涨，企业会选择直接从国外引
进品种，这样会加快整个生猪产
业的生产和产能的扩张。其次是
之前引进的品种出现了退化，需
要继续从国外引进进行补充。在

“十三五”期间，从国外引进种猪
的平均水平是1万～1.5万头左右。

2. 饲料替代方案或能减少进
口依赖

业内人士普遍认为，与种猪
相比，饲料所面临的问题更为严
重、受到更多牵制。

当前，中国粮食结构性短缺
问题严峻。养殖业特别是养猪业
扩产提速，带动了玉米和大豆需
求大幅增长。目前，中国 80％的
大豆依靠进口。中国玉米自给率
虽然达到 95％以上，但由于自非
洲猪瘟以来中国生猪行业复苏，
导致对玉米的采购需求持续高
涨，同时也推高了玉米价格。

上述猪场和饲料厂的负责人
告诉 《财经》 记者，就饲料而
言，国内养猪的成本至少比国外
高 40％，而且受国际市场不稳定
性影响大。中美贸易战时期美国
向中国出口的大豆关税增加、以
及最近全球大宗商品价格上涨，
都增加了他养猪的成本。

大豆生产成本主要包括物质

成本和人力成本。农业机械化以
来，人力费用比例大大降低。机
械化程度越高，大豆生产成本就
越低。这对农业生产高度机械化
的美国是一大利好。

除了农业高度机械化带来的
优势，美国大豆的转基因优势巩
固了其在国际贸易市场上的霸主
地位。转基因大豆的主要优势在
于抗草甘膦。草甘膦作为一种高
效除草剂，除了能够抑制杂草生
长之外，也可以杀死大豆豆苗。
而转基因大豆种子即使向其喷洒
草甘膦也不必担心豆苗生长，从
而大大节省了资本投入。国内种
植的大豆都是非转基因大豆，种
植成本高，较美国大豆经济性较
差。

中国的大豆进口来源高度集
中，90％以上是从美国、阿根廷
和巴西进口的。一旦发生国际经
贸摩擦就将影响中国粮食进口的
稳定性。2018年，美国对中国大
豆的出口量下跌约 70％。在如此
大的市场缺口之下，粮食厂家只
能转向其他国家购买大豆，许多
商人瞄准了巴西这个市场。可巴
西当年的大豆供应链并没有计划
向中国出口那么大份额的大豆，
而且粮食的种植需要时间，不是
有钱就可以买到的。

前述猪场负责人表示，粮食
价格的高低与猪肉价格的高低并
不挂钩。粮食的价格主要由国际
市场价格决定，猪肉价格主要由
市场供需决定。粮食涨价的影响
并不一定能够传达到消费终端。

养猪企业最直接的对抗粮食
涨价的方式就是降低生产成本、
提高生产效率，让猪长得更快，
尽可能少地消耗饲料。该猪场负
责人表示，改善猪的生活环境是
一个重要因素。比如，让猪的生
活空间保持一个空气清新、冬暖
夏凉的状态。温度合适了，猪就
不用额外消耗饲料去抵御外界能
量流失。在饲料厂端，粮食涨价
只有依靠提升饲料价格来纾解压
力。

未来技术改革可以改善饲料
依靠进口的问题。北大中国农业
政策研究中心黄季焜告诉 《财
经》 记者，通过生物育种等技
术，玉米单产可以增加 10％以
上，中国玉米的自给率可以达到
95％，技术创新可显著缓解进口
压力。

可技术提升对改善大豆进口
现状能起到的作用并不大。黄季
焜表示：“中国大豆缺口太大，且
大豆与玉米生产是竞争关系，生
物育种等现代先进技术能够提高
单产，但无法改变国内大豆需求
主要依赖进口的局面。”

为了减少粮食依赖进口的风
险，《猪鸡饲料玉米豆粕减量替代
技术方案》提出可以用小麦、大
麦、米糠、木薯等替代部分饲料
中的玉米；用菜籽饼粕、棉籽饼
粕、花生饼粕等来替代豆粕。并
提出在中国不同地区玉米豆粕减
量的具体替代方案。

一些新型产品的推出能够提
升饲料利用率，从而有效减少饲
料依赖进口的风险。上述有机农
场负责人告诉《财经》记者，他
们在使用一种菌体蛋白，添加到
饲料里能够提高猪 10％～15％的
玉米吸收，有效减少玉米消耗。

上述投资人向《财经》记者
表示，这两项原料“卡脖子”问
题看似并不急迫，但受制于人总
是不好的。哪天真的出现了危
机，到时再应对一切都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