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产业竞争情报网特别发布 
 

 

2011 年食品饮料行业研究红月刊 

——“飞猪”之殃 

 

（2011-10 期） 

 

 

 

 

 

 

 



 

 

中国产业竞争情报网行业研究系列特刊 

Contents 

一、猪肉“绑架”CPI................................................................................................................................................................................................ 1 

二、“飞猪”之殃 ....................................................................................................................................................................................................... 3 

1. 肉价高位运行影响国家宏观调控力度 ................................................................................................................................................... 3 

2. 猪肉价格上涨对其他食品类产生传导效应 ............................................................................................................................................ 3 

3.肉价上涨抬高人们生活成本 .................................................................................................................................................................... 4 

三、“飞”之原因 ....................................................................................................................................................................................................... 5 

1．年初疫情原因影响市场生猪供应 .......................................................................................................................................................... 5 

2．饲料、人工、运输等养殖成本上升推动生猪价格上涨 ........................................................................................................................ 5 

3．猪肉需求增加拉动猪肉价格上涨 .......................................................................................................................................................... 6 

4．生猪价格周期波动造成猪肉价格上升 .................................................................................................................................................. 7 

四、解剖“飞猪” ......................................................................................................................................................................................................... 8 

1．解剖生猪流通环节关键利润链 .............................................................................................................................................................. 8 

2．谁是肉价上涨的最大赢家 ..................................................................................................................................................................... 9 

五、解决办法及未来趋势 ........................................................................................................................................................................................ 10 

1．解决办法 .............................................................................................................................................................................................. 10 

2．猪肉价格未来趋势................................................................................................................................................................................ 11 



 

 

中国产业竞争情报网行业研究系列特刊 

关于作者................................................................................................................................................................................................................... 12 

联系我们................................................................................................................................................................................................................... 12 

特别声明................................................................................................................................................................................................................... 12 



 

 

中国产业竞争情报网行业研究系列特刊 

致读者 

猪肉这种重要的消费必需品，在中国房价扑朔迷离之际，价格却直线上升，并在九月一举创下 3 年价格新高。 
据国家统计局最新发布数据显示，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CPI）同比上涨 6.1%，涨幅连续 2 个月出现回落，较上月回落 0.1 个

百分点。食品类价格同比上涨 13.4%，影响价格总水平上涨约 4.05 个百分点。其中，肉禽及其制品价格上涨 28.4%，影响价格总水平上

涨约 1.86 个百分点（猪肉价格上涨 43.5%，影响价格总水平上涨约 1.24 个百分点）；前三季度，我国猪牛羊禽肉产量 5453 万吨，同比

增长 0.2%，其中猪肉产量 3568 万吨，下降 0.6%。 

可以看出，猪肉价格水平在食品类价格同比上涨所占百分比最大。猪肉价格的变动将直接影响食品类价格的变动，进而影响 CPI

整体的变动。猪肉价格视乎成为左右 CPI 的“幕后黑手”。 

猪肉价格的大幅上涨引起了国家的关注。除了利用提准、加息等手段来抑制通货膨胀稳定物价外，国家领导对于地方肉价高涨也

高度关注。各地方政府更是动用国家储备肉缓解肉价上涨压力。辽宁省政府曾在 6 月下旬起以低于市价 2 元/公斤的价格每天向全省投

放 150 吨冻猪肉，其后，各也纷纷效仿抛出储备肉。但是，储备肉的“紧急救市”却依旧未能阻挡猪肉价格上涨的步伐，而猪肉价格

终于在 9 月“爬上”了三年以来的最高点。 

重点向读者呈现如下内容： 

 1  猪肉“绑架”CPI 

 2  “飞猪”之殃 

 3  “飞”之原因 

 4  “解剖”飞猪 

 5  解决办法及未来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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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猪肉“绑架”CPI 

9 月 CPI 终于“出炉”，仍在“6”以上运作，只是比 8 月数据回调 0.1%，延续了 7 月以来的回落态势。 

据国家统计局 10 月 14 日发布的数据显示，2011 年 9 月份，CPI 同比上涨 6.1%，食品类价格同比上涨 13.4%，影响价格总水平上

涨约 4.05 个百分点。其中，肉禽及其制品价格上涨 28.4%，其中猪肉价

格上涨 43.5%；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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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品 CPI 构成包括以下 16 类：粮食、淀粉、干豆类及豆制品、油脂、肉禽及其制品、蛋、

水产品、蔬菜、调味品、糖、茶及饮料、干鲜瓜果、糕点饼干面包、液体乳及乳制品、在外用膳食

品以及其他类。根据有限信息，推算出的食品 CPI 构成与权重为：肉禽及其制品 21.0%（其中猪肉

占到 8.7%）、粮食 9.3%、蔬菜 8.3%、水产品 7.7%、干鲜瓜果 6.3%、油脂 3.7%、鲜蛋 2.7%、其他 9 

项 40.8%。 

 

 

 

 

 

 

 

华经纵横分析，造成 CPI 上涨的主要因素依然来自于食品

和居住，两者共同拉动总指数上涨 6.1 个百分点，而猪肉上涨

了 43.5%，继续成为物价上涨的重要推动力。 

食品类价格同比十六类中全部上涨，而猪肉无疑是食品涨

价之首。今年年初以来，猪肉价格就进入了加速上升通道。9

月，猪肉价格（后腿肉）更是达到了惊人的 31.68 元/千克。 

 

 

 

品种 比重 

肉禽及其制品 21.00% 

猪肉 8.70% 

粮食 9.30% 

蔬菜 8.30% 

水产品 7.70% 

鲜果 6.30% 

油脂 3.70% 

鲜蛋 2.70% 

其他 41.00% 

合计 100.00% 

数据来源：中金数据、华经纵横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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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飞猪”之殃 

1. 肉价高位运行影响国家宏观调控力度 

国家统计局发布 9月份宏观经济数据， 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同比上涨 6.1%。其中，食品价格上涨 13.4%，影响价格总水平上

涨约 4.05 个百分点。从今年下半年以来，CPI 出现逐月下滑，但从 8 月的

6.2%下降到 9 月的 6.1%降幅并不明显，表明价格上升的压力是持续性的。

虽然 CPI近几个月来稍有回落，但却非实质性的。猪肉价格导致 CPI维持高

位运行，会对目前宏观调控力度下降。所以，宏观调控应小心进行，以防因

猪肉价格上涨造成 CPI居高不下影响宏观调控力度。 

2. 猪肉价格上涨对其他食品类产生传导效应 

猪肉价格是食品市场价格的晴雨表。猪肉价格波动，直接影响食品类价

格的波动。根据华经数据监测显示，前三季度全国牛肉、羊肉、鲜蛋、水产

品价格均有大幅上涨，其中牛肉批发平均价格为同比涨幅达 15%左右，是除

猪肉之外价格上涨幅度最大的食品产品。猪肉价格的上涨视乎为其他食品上

涨开了个“好头”。虽然猪肉价格的上涨对其他食品类的影响不如粮食类那

么直观影响，但猪肉的价格还是在一定程度上拉动牛羊肉的价格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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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肉价上涨抬高人们生活成本 

猪肉是人们日常生活的必须品，猪肉价格的飙升直接影响 

人们生活质量。今年以猪肉为代表的食品价格普遍上涨且幅

度大，对大多数正常收入的城镇居民家庭影响稍小，但是对

低收入家庭、弱势群体的生活造成了一定压力，生活质量难

以得到保障。另外一方面，由于猪肉价格的不断攀升，各类

餐饮店顶不住成本上升的压力，为了不对其营业额造成影响，

纷纷涨价，每道菜涨幅在 1-3 元，这就无形的增加了居民的

生活成本。据统计，随着今年肉价及其它食品价格的上涨，

城镇居民人均月生活成本增加 50 元。不难看出，猪肉价格

的上涨抬高了人们生活成本，并影响了低收入者的生活质量。

要想保证人们的生活质量就必须遏制猪肉价格的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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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飞”之原因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猪肉的价格是由生猪价值决定并受供求关系影响围绕生猪价值上下波动。而今年这次猪肉涨价是由多方面的原

因造成的。 

华经纵横认为，本次猪肉价格上涨有四点主因： 

1．年初疫情原因影响市场生猪供应 

2010 年底至 2011 年初，一些养猪场受当时流行的猪胃肠炎

疾病的侵扰，母猪死亡率较高，仔猪的存活率下降，育成猪、育

肥猪都有部分死亡，特别是当时出生的幼猪存活率下降，导致市

场生猪供应量下降，今儿影响到猪肉价格。 

 

2．饲料、人工、运输等养殖成本上升推动生猪价格

上涨 

猪饲料 70%的原料是玉米，玉米平均价格由去年 0 .95 元/公斤，

月份 生猪存栏（万头） 环比 能繁母猪存栏(万头) 环比 

1月 44510 -1.92% 4740 -0.17% 

2月 44410 -0.22% 4730 -0.21% 

3月 44750 0.77% 4710 -0.42% 

4月 44920 0.38% 4695 -0.32% 

5月 45280 0.80% 4710 0.21% 

6月 45640 0.80% 4720 0.21% 

7月 46142 1.10% 4786 1.40% 

8月 46557 0.90% 4815 0.60% 

9月 47158 1.29% 4845 0.62% 

数据来源：中金数据、华经纵横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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涨到今年 2 .2 元/公斤，上涨了一倍多，“猪粮比价”不断攀升，玉米价格上涨 10%计算，每头生猪需增加成本 75 元；另外，人工成本

上升及运输成本上升都提升了从饲养到销售等环节的费用，从而加剧了肉价的上涨。 

3．猪肉需求增加拉动猪肉价格上涨 

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城乡居民收入快速增长，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们的饮食结构不断优化，对猪肉的需求呈逐年增长态

势，加剧了猪肉供需矛盾，导致猪肉价格上涨。2010 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19109 元，实际增长 7.8%，城镇居民家庭食品

消费支出占消费总支出的比重为 35.7%。农民人均纯收入为 5919 元，实际增长 10.9%，农村居民家庭食品消费支出占消费总支出的比

重为 41.1%。在中国肉类食品消费结构中，近几年猪肉一直占 65%左右。 

猪肉，作为大众需求型食品，刚性需求较大，由此造成的供需不平衡导致猪肉价格大幅上涨。 

 

 

 

 

 

 

2001-2010年我国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

单位：元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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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生猪价格周期波动造成猪肉价格上升 

从以往来看，生猪价格和猪肉价格运行具有明显的周期性，一般生猪价格周期为 2—3 年。2007 年以来猪肉价格持续走低，2008

年时猪肉创下了历史最高价 17.16 元/公斤。2009 年 9 月开始，生猪市场价格持续低迷，2010 年 6 月全国生猪平均收购价格跌入低谷为

9.92 元/公斤，生猪养殖处于亏损状态。2010 年下半年，

生猪价格逐步回升，生产开始恢复，但是，国家不断向市

场投放储备冻肉和大面积的瘟疫，养殖企业期对市场持观

望态度，补栏积极性不高。到今年春节后价格猪肉价格开

始上扬，随后价格一路飙升。养殖户才开始补栏，但由于

市场行情不稳导致饲养企业补栏积极性不高。而生猪市场

走出亏损进入盈利起码需要 3-5 个月母猪存栏期，因此造

成上半年生猪供不应求的局面，才导致猪肉价格的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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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解剖“飞猪” 

1．解剖生猪流通环节关键利润链 

 

 

 

 

 

 

 

 

 

 

 

 

 

在饲养企业，一头猪从仔猪到屠宰，大概需要 7 个月的时间，算上

饲料、人工、防疫等费用，每头猪养殖成本费用在 1700 块左右，对屠宰

企业批发价为 2400 元左右，一头猪可以赚 700 多元，利润率约 29%。 

屠宰企业目前收购毛猪价格 20 元/公斤，对市场批发价格为 27 元/公斤，去除 1/10 损耗及 2/10 猪蹄、猪头、猪肝等猪副产品，平

均猪肉利润 5 元公斤左右，每头利润近 500 元，利润率约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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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面两个重要环节可以看出，一头生猪从出栏到屠宰经过零售商到消费者手中经过饲养、屠宰、销售三个环节，利润率已经超

过了 50%以上。 

2．谁是肉价上涨的最大赢家 

毫无疑问，此次猪肉价格上涨，养殖户肯定是最大

的受益者。不过，同样是受益，差距却很大。 

在国内生猪养殖户中，大致可以分为国内散养户、

中小型集中养殖户和外资控股或参股的大型集中养殖

户等三类养殖户。其中，散养户占比最大，比重近一半，

然而分散养殖模式成本低，但抵御风险能力较差，市场

议价能力很弱，养殖户经常在大规模亏损和小范围受益

的“猪周期”中徘徊。 

而高盛等大型知名投银，从 2006 年就已经开始布

局中国生猪产业，正如四大粮商集团进入并垄断我国大

豆市场一样，他们仍采用了操纵市场，低价进入等惯用伎俩。目前，他们已经在生猪养殖、加工、销售等三大关键盈利环节利用巨额

投资布局，拥有较强的话语权。某种程度上来说，布局者已经形成了对生猪产业链关键环节的控制。因此，此次猪肉价格上涨，他们

才是大赢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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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解决办法及未来趋势 

1．解决办法 

（1）创建权威网络信息平台 

创建生猪生产和流通网络信息平台，定期发布系统内各地

生猪生产水平、存栏储备情况、生产标准化情况，检疫通报、

饲料安全检验、生猪流通去向等相关信息，改善生猪沟球信息

不对称的现状。 

（2）建立完善的补贴机制 

建立“涨价贴民、跌价贴农”的补贴机制。也就是说当市

场上猪肉价格上涨，当猪粮价格比大于 9:1 时，政府将补贴

重点应放在城市最低保障对象、低收入家庭等低收入群体上，

从而达到维持生活成本、保证低收入群体的生活质量的目的。

当市场上猪肉价格下跌，当猪粮价格比小于 5:1 时，政府将补贴重点放在生猪养殖户上，保证饲养户的补栏积极性、保护生猪养殖者

利益，从源头上遏制猪肉上涨的原动力；  

（3）建立省级猪肉储备机制 

围绕政府建立地方猪肉储备机制，通过平台了解生猪生产消费、市场供求、市场价格等基本信息，及时采取相关的猪肉存放政策，

从而达到引导产业发展和保持生猪市场价格稳定的作用。 

（4）逐步形成养殖规模化 

散养户要积极借助“公司+散户”的模式，来提升综合实力。增强散养户对于“猪周期”风险的抵御能力，提高市场议价能力，提

升市场赢利能力，逐步形成生猪养殖规模化的目的。同时，对稳定区域物价水平，亦能发挥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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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猪肉价格未来趋势 

    华经纵横认为，随着“中秋”、“十一”双节日已过，生猪存

栏和能繁母猪存栏环比双双上升，十月底、十一月，猪肉价格将

下降。但考虑到今年的粮食产量不如预期，9 月猪粮价格比又高达

8:1，因此，华经纵横判断猪肉价格大幅下降的可能性不是很大，

十一月，猪肉价格将略降，但随着“元旦”“春节”的来临，猪肉

需求将进一步扩大，华经纵横预测，十二月中旬猪肉价格将迎来

新的拐点。另外，由于粮食价格的上升和生猪存栏的上升，饲料

价格进一步上调的可能性非常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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