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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农业·

我国生猪区域发展研究"

周旭英，罗其友，屈宝香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农业区划研究所，北京$ ,...",）

摘$ 要$ 该文分析了生猪区域布局演变，从生态、技术条件等方面分析影响生猪区域布局的形成，研究长

江中下游、黄淮海、东南沿海、东北 + 个不同区域生猪发展重点，提出相应区域发展战略。并提出加大投

入，完善补贴政策等 + 项发展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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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文系国家社会公益研究专项“中国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安全及其资源保障研究”（ 编号：!..+CDE+7,+!），“ 我国农业面源污染的监测、

评价与预警研究”（编号：!..+CDE#7.F#）和农业部资助项目阶段性成果。

$ $ 一、生猪区域布局演变与现状特征

（一）猪肉产量增加，占肉类比重下降

,F". 年以来，我国猪的存栏量、出栏数和猪肉产量迅速增长。!..G 年我国猪存栏数为 G. ##+( " 万

头，出栏数为 00 .F"( 0 万头，分别比 ,F". 年增长 .( 0 倍、!( # 倍；猪肉产量 G .,.( 0 万 ?，比 ,F". 年增长

#( + 倍。,F". 年猪肉占肉类的份额为 F+( .H ，到 !..G 年下降到 0+( /,H ，下降了 !F( #/ 个百分点，平均

每年下降 ,( ,/ 个百分点。进入 !... 年以后，猪肉占肉类的份额在 0GH 左右徘徊，预计 !.,. 年猪肉占肉

类的份额在 0.H 左右，比重不会下降很大。

（二）猪肉生产由中部地区逐步取代东部地区

,F". I !..G 年的 !G 年间，猪肉生产份额是中部地区增加，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减少，西部地区减少

幅度较大（表 ,）。形成中部地区、东部地区是我国猪肉的主产区，西部地区是猪肉一般产区的格局。这

是由于中部地区是我国粮食主产区，有发展生猪生产的饲料粮，还有丰富的农业劳动力及其养殖技术，以

及拥有一定的资金和区位优势；而东部地区土地产出率、资金回报率和劳动力的工资都比中部地区高，加

上养猪对环境有影响，因而把投资转向回报率更高的行业，逐渐退出养猪业，中部逐步取代东部养猪业。

表 ,$ ,F". I !..+ 年不同地区猪肉结构变化情况$ $ H

$ $ $ 年份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F". +,J ," #,J #! !/J +F
!..G #"J F #/J !" !#J "!
!..G 比 ,F". 年增减 K !J !" GJ F0 K #J 0/

$ $ （三）猪肉生产由大分散向优势区逐渐集中

中国畜牧业生产向优势产区集中，猪肉生产集中

程度增加，专业生产区域形成。目前生产已形成了以

长江中下游和华北地区为中心产区，向南北两侧逐步

扩散的趋势，长江中下游各省市的猪肉产量占到我国

总产量的 +.( ,H ，东北地区由于粮食转化的潜力大，正在成为养猪新区。东北地区由于发展现代化养猪，

决生猪冬季生长慢、饲料转换率低的难点，且是玉米主产区，距离消费市场北京、天津近，因此，养猪业

发展比较快。!..G 年，我国生猪生产的 ,. 个主产省四川、湖南、河南、山东、河北、湖北、广东、云

南、江苏、安徽，猪肉产量 # !"0( F 万 ?，占我国猪肉总量的 0G( 0H 。

出栏生猪超过 ! !.. 万头的有 ,# 个省，分别为四川、湖南、河南、山东、河北、广东、湖北、江苏、

广西、云南、安徽、辽宁、江西，,# 省出栏合计 G( ./ 亿头，占全国的 /0( ,H 。其中四川、湖南、河南 #
个生猪生产大省，出栏猪占全国总量的 !"H 左右。

 



! ! 二、影响生猪区域布局的主要条件

（一）生态条件

"# 温度。猪自身调节体温的能力差，只有极少的汗腺可以在热天进行调节，也只有极少的汗毛抵御

冬季的寒冷。温度过高或过低都会使猪产生应急反应，导致不良后果。肉猪生长最适宜的气温是：体重

$%&’ 之前，为 "$ ( ))*，最低 "+*；体重 $% ( ,%&’ 时，为 "+ ( )%*，最低 +*；体重 ,%&’ 以上，为 ")
( "$*，最低 "%*。

)# 湿度。湿度对猪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影响机体的体热调节来影响猪的生产力和健康，它是与温度、

气流、辐射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猪生长的相对湿度以 -%. 左右为宜。空气湿度过高，猪容易患疥癣、

湿疹等疾患，另外高湿常使饲料发霉、垫草发霉，造成损失。空气湿度过低，易引起皮肤和外露粘膜干

裂，降低其防卫能力，使呼吸道及皮肤病发病率高。

/# 饲料资源。养猪业为耗粮型畜牧业，需要消耗大量的玉米、大豆等粮食作物，如玉米作为饲料，

一般占其饲料成分的 $%. 以上。因此，从产业链的角度看，发展养猪生产最重要的一个限制因素即在于

饲料原料的供应。为降低成本，将粮食就地转化为畜产品，提高农作物附加值，养猪主产区以分布在玉

米、大豆、小麦等粮食主产区为比较合理。

（二）技术条件

"# 规模化与规范化养殖。经济发达地区的养猪业其规模化程度较高，但同时也占用了大量的土地，

水、电等资源消耗量大，而且若无完善的排污除污设施，还将对生态环境造成相当程度的污染。因此，随

着区域经济的不断扩大和东部向内陆延伸，以及内陆大中城市的不断向周边发展，这些经济发达地区的生

猪养殖将逐渐向山区、周边地区转移。如，上海市将本市养猪场逐渐向江苏北部、安徽、浙江等地转移；

广东珠三角地区养猪场逐渐向广东北部山区转移；北京市将五环内养殖企业向周边郊县转移等。

)# 区域比较优势。从《)%%- 年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的数据分析［/］，)%%+ 年全国规模养猪的成

本纯收益率，全国平均水平 ",# 00. ，大于全国平均水平以上的是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辽宁、黑

龙江、浙江、安徽、山东、湖南、海南、云南、陕西、青海、宁夏、新疆 "$ 个省区；而传统的养猪大省

四川为负收益，收益率最高的为新疆和内蒙古。由于 )%%+ 年四川省出栏猪价格全国最低，仅为 1# /+ 元 2
&’，比全国平均价格低 "# - 元 2 &’，造成每出栏 " 头猪亏本 0$# "/ 元。

每 -%&’ 猪肉的耗粮数量，小于全国平均水平 ,)# 1+&’ 的有 ") 个省（ 市、区），主要是四川、海南、

浙江、广东、青海、江苏、广西、河北、天津、湖南、河南、山东；而耗粮数量最高的黑龙江、云南、新

疆、陕西、辽宁、贵州等 $ 个省都在 "%%&’ 以上。

/# 加工企业。龙头企业的壮大和发展也是影响猪肉向优势区集中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河南省有双汇

等大型龙头加工企业，生猪生产发展速度比较快，猪肉产量由 ",0% 年的第 , 位上升到 )%%- 年的 ) 位，高

于传统养猪大省湖南省。

! ! 三、不同区域生猪发展重点［+ 3 -］

（一）长江中下游生猪优势区

该区域包括长 江 中 下 游 地 区 的 四 川、重 庆、湖 北、湖 南、江 西、安 徽、上 海、江 苏 和 浙 江 , 省

（市）。)%%- 年这 , 个省区生猪出栏 )# 01 亿头，存栏 )# "" 亿头，猪肉产量 " 1++# -- 万 4，分别占全国总量

的 +/# +". 、+)# %1. 和 /+# 0). 。生猪出栏率为 "/-# -". ，生猪胴体重比较小，仅为 $%# 0&’。该区域为我

国传统生猪主产区，主要特点是生猪生产总量大，调出量大。不但区内人口众多，消费市场潜力大，而且

邻近长三角、珠三角等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市场容量大。

发展思路：进一步转变传统养殖方式，提高规模化、标准化水平，扩大屠宰加工能力。完善良种繁育

体 系，开发利用优良的地方品种资源，培育特色优势，立足于扩大本地市场，确保大中城市销区市场份额。

)%"% 年，区域内生猪出栏数在 /# " 亿头以上，猪肉产量在 " ,%% 万 4 以上；规模养殖的比重达到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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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 ，生 猪 出 栏 率 达 到!"#$ 以 上（ 表%）。%#%# 年 ，区 域 内 生 猪 出 栏 数 在& ’ & 亿 头 以 上 ，猪 肉 产 量 在

% !## 万 ( 以上。

表 %) %#!# 年、%#!# 年不同区域生猪生产情况预测表

区域

%##*

猪肉产量

（万 (）

生猪出栏

（万头）

%#!#

猪肉产量

（万 (）

生猪出栏

（万头）

%#%#

猪肉产量

（万 (）

生猪出栏

（万头）

长江中下游区 ! +"", ** %- ./%, &% ! /## &! ### % !## && ###
黄淮海区 ! !/&, !& !* %/!, &/ ! &## !. ### ! "## !+ "&-

东南沿海区 .!%, +! - +**, #/ +## / "## +"# !# ###
东北区 "-+, "& * /%", %# *&# . &*# */# . +##

) ) （二）黄淮海生猪优势区

该区域包括山东、河南、河北、

山西 " 省。%##* 年这 " 个省生猪出

栏 !’ *& 亿头，存栏 !’ !% 亿头，猪肉

产量 ! !/& 万 (，分别占全国总量的

%&’ !&$ 、%%’ %.$ 和 %&’ -!$ 。生猪

出栏率为 !&.’ ".$ ，生猪胴体重为

+-’ #&01，比全国平均水平高。该区

域是我国玉米、小麦主产区，饲料资源丰富，生产成本低，生猪生产的规模化、组织化程度较高，生猪加

工业相对发达，聚集了双汇、得利斯、金锣等多家国内知名肉类加工企业。

发展思路：发挥成本比较优势，建设一批高标准的出口基地，做大做强龙头企业，进行精深加工，确

保京、津等大中城市的供应，努力扩大出口。

%#!# 年，区域内生猪出栏数在 !’ . 亿头以上，猪肉产量在 ! &## 万 ( 以上；规模养殖的比重达到 +#$
以上，生猪出栏率达到 !"#$ 以上。%#%# 年，生猪出栏数在 !’ + 亿头以上，猪肉产量在 ! "## 万 ( 以上。

（三）东南沿海优势区

该区域包括广东、广西、福建、海南 " 省。%##* 年这 " 个省生猪出栏 - +** 万头，存栏 . --% 万头，

猪肉产量 .!%’ +! 万 (，分别占全国总量的 !&’ %*$ 、!&’ .+$ 和 !%’ %&$ 。生猪出栏率为 !%+’ %!$ ；生猪胴

体重为 ./’ /-01，比全国平均水平低。该区域的主要特点是靠近港澳、东南亚等传统猪肉贸易地区，是我

国主要的活猪出口基地。特别是广东经济较发达、种猪产业基础好、生猪生产的集约化水平高，商品猪在

港澳市场有较强的竞争优势。

发展思路：发挥种猪生产优势，建立出口猪基地，进一步增加出口，同时确保珠江三角洲等大中城市

的猪肉供应。

%#!# 年，区域内生猪出栏数在 / "## 万头以上，猪肉产量在 +## 万 ( 以上；规模养殖的比重达到 +*$
以上，生猪出栏率达到 !&*$ 以上。%#%# 年，生猪出栏数在 !’ # 亿头以上，猪肉产量在 +"# 万 ( 以上。

（四）东北生猪优势区

该 区 域 包 括 黑 龙 江 、吉 林 、辽 宁 、内 蒙 古" 省 区 。% # # * 年 这" 个 省 生 猪 出 栏* / % " ’ % 万 头 ，存 栏

" !%"’ %% 万头，猪肉产量 "-+’ "& 万 (，分别占全国总量的 -’ /.$ 、-’ !/$ 和 /’ +&$ 。生猪出栏率最高，

为 !"&’ ."$ ；生猪胴体重为 -%’ %-01，比全国平均水平高。本区域是我国玉米主产区，饲料资源丰富，生

猪生产的规模化、组织化程度较高，生猪加工业相对发达。

发展思路：发挥成本比较优势，建设一批高标准的出口基地，做大做强龙头企业，进行精深加工，确

保北京、津以及东北地区的大中城市的供应。

%#!# 年，区域内生猪出栏数在 . &*# 万头以上，猪肉产量在 *&# 万 ( 以上；规模养殖的比重达到 +*$
以上，生猪出栏率达到 !"*$ 以上。%#%# 年，生猪出栏数在 . +## 万头以上，猪肉产量在 */# 万 ( 以上。

) ) 四、优势区生猪发展战略措施

（一）加大投入，完善补贴政策

在优势肉猪产业区内加大资金投入，积极争取各有关部门对肉猪优势区域建设的支持；搞好各部门、

各行业和各建设项目的整合，集中动物保护、安全优质等专项资金。扶持优势肉猪的产业发展；对优势肉

猪实施免费检疫、免疫的制度，将出口、鲜活肉猪费用降低，用于补贴肉猪的育种、培育等。加大对优势

区域内肉猪的财政补贴，对养殖大户实行鼓励支持减免利息等优惠政策；对优势肉猪品种、胚胎实施补

贴；在屠宰地实行减免屠宰税等；对优势区域内的肉猪实施耳标免费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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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改革和完善流通体制

在优势产业区内实施农村税费改革政策，加强对优势肉猪地带的行业协会及中介组织的扶持；推进农

业管理体制改革，建立产供销、内外一体化的体制；在优势肉猪产业区，建立拍卖、联销等经营体制，对

优势产业区生产的肉猪实施优质优价，培育市场经营主体。充分发挥各类中介组织在优质安全肉产品经营

中的作用，鼓励和支持农民组织起来进入流通领域，培育经纪人队伍，倡导农民建立互惠互利的各种专业

合作组织。建设和完善优势区域的批发市场，在大中城市设立连锁经营配送服务中心

（三）强化龙头，推进产业化进程

选择一批规模大、起点高、带动力强的龙头企业，在技术改造、资金投入、设备引进、原料供应、产

品出口等方面给予重点扶持，尽快形成一批拥有知名品牌、具有国际竞争能力的大型龙头企业和集团。对

养殖大户、养殖小区和大型工厂化育肥场在用地、用电和用水方面实行收费和价格优惠政策。把大型畜产

品加工企业的技术改造纳入大型国有企业技改优惠政策范围之中，并适当降低加工企业的增值税税率。

（四）技术措施

!" 加快标准制定和资格认证步伐，实施品牌战略。在优势肉猪产业区应加强标准制定与实施的力度。

制定我国肉猪饲养管理技术规程、品种标准、种畜场建设标准、屠宰场建设标准、猪肉质量分级标准；在

优势区内率先开展猪肉质量认证和从业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认证工作，对猪肉加工产品、猪肉专用饲料开展

质量认证；开展猪肉加工企业屠宰分级人员、产品检疫人员、产品卫生检验人员和养殖企业执业兽医资格

认证。在大型养殖场和屠宰加工企业实施有毒、有害物质与兽药残留监控计划，推行危害分析与关键控制

点（#$%%&）质量安全控制制度。

’" 加强标准化养殖示范区建设。优势区养殖向规模化、标准化生产，规范化管理方向发展。对标准

化养殖示范区进行总体规划，统一标准、分步实施。标准化养殖示范区建设严格执行“ 五区一个流向”

的要求，即：生活区、生产区、饲料加工区、粪污处理区、病畜隔离区，一个流向，净道、污道分开。并

注重养殖区环境的绿化美化。标准化养殖示范区管理做到“六个统一”，即：统一管理、统一防疫、统一

销售产品、统一饲料供应、统一销售、统一配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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