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掘金养猪业
文 /许 芸

猪肉概念仍然是资本宠儿

农历春节过后的第二个交易日收盘，猪肉板

块整体涨幅达到了 5.24%，33 只猪肉概念股中，31

只股票均上涨，天邦股份、新希望等多只个股涨

停，大北农、温氏股份等上涨超过 7%。

早在 2 月 10 日，兴业证券的研报就指出，自

（2020 年） 入 冬 以 来 部 分 区 域 非 洲 猪 瘟 再 起 波

澜，叠加冬季气温较低，常规疫情高发，母猪死

淘量增加，对后续仔猪供给造成影响。受非洲猪

瘟情影响最早的东北区域近期仔猪价格已经有上

涨迹象。后续需持续跟踪非洲猪瘟疫情发展，2021

年猪价或有上调预期。

此外，研报还指出，此次非洲猪瘟变异毒株

虽毒性减弱，但潜伏期较长，目前常规的技术手

段效率不高。头部企业检测手段丰富，受此次疫

情影响较小，小规模养殖场、散养户风险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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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猪价上涨明显，上市猪企的业绩也

随之水涨船高，并纷纷开启扩产计划。

巨大的财富效应下，近年来，被视作与养殖业

不搭边的网易、京东及阿里等互联网巨头和地产巨

头万达、恒大、碧桂园和万科等都纷纷进军养猪

业，华为也在近日发布了“智慧养猪”解决方案。

在猪企扩产和巨头跨界入局、供给增加后，猪

肉涨价还能不能延续，上市公司的业绩还有上升

空间吗？

猪肉的涨价逻辑

提 到 猪 肉 涨 价 的 原 因， 往 往 离 不 开“ 猪 周

期”，即：供给不足——猪价上涨——养殖规模

扩大——供给过剩——猪价下跌——养殖规模缩

减——供给不足，周而复始地循环。

一言以蔽之，猪价上涨的根源其实是猪肉供

不应求。猪肉是中国人主要的肉类来源，我国是

全球第一大生猪消费大国，近年来，猪肉需求更

是有增无减。

一方面，随着交通改善、储存手段提升，购买

新鲜猪肉变得便利，国民消费水平的提高也让人们

日常不再吝啬于购买猪肉。另一方面，随着城镇化

进程加快和外出务工人员增加，很多农村人口脱离

原本以务农为生的生活方式，农村养猪的人减少，从

自供转向购买，也进一步刺激了猪肉消费。

长期以来，我国生猪养殖产业规模化程度较

低，大多以散户养殖为主，生产效率低下，供给

并不稳定。

非 洲 猪 瘟 更 是 推 波 助 澜。 受 2018 年 8 月

爆 发 的 非 洲 猪 瘟 疫 情 影 响， 我 国 生 猪 出 栏

量 大 幅 下 滑。 据 国 家 统 计 局 数 据，2019 全

年、2020 年上半年，我国猪肉产量分别同比下降

21.26%、19.1%，生猪供应持续下滑，生猪价格持

续处于高位。

媒体报道显示，2017 年 6 月 -2019 年 5 月，我

国生猪价格基本维持在 15 元左右每公斤，此后开

启上涨模式，猪价节节攀升。

在此背景下，2019 年以来，国家密集出台一

系列扶持生猪养殖行业发展的政策，以恢复生猪

生产、保证猪肉供应。截至 2020 年底，全国生猪

存栏量为 40650 万头，恢复到正常年份（2017 年）的

92.1%，能繁母猪存栏量为 4161 万头，比 2019 年

底翻番，生猪生产恢复势头良好。

然而，在强需求刺激下，猪价上涨仍是 2020

年的主旋律。猪价系统网数据显示，2020 年，我

国生猪（“外三元”品种）价格虽曾在 5 月 17 日

跌至年内最低点 26.81 元 / 公斤，但与前几年的价

格仍然存在较大差距。而在 2020 年 2 月、7 月，我

国生猪价格都曾上涨至接近 40 元 / 公斤，且维持

了较长时间。

（猪价系统网）

不过，在政策调控下，2021 年农历春节的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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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得到了有效控制。在国家发改委指导下，2020

年 12 月 17 日，相关部门投放了首批 2 万吨中央

储备冻猪肉，截止 2021 年 2 月 9 日，已组织了 9

批中央储备冻猪肉投放，累计挂牌投放量达 24 万

吨，促进了市场价格平稳回落。

媒体报道显示，2 月 2 日，大中城市精瘦肉价

格平均为 29.96 元 / 斤，比 10 天前下降 1.3%，同

比下降了 12%。据猪价系统网数据，在 1 月 15 日

之后我国生猪价格出现了持续回落。以生猪（外

三 元） 的 价 格 走 势 为 例，1 月 15 日 为 36.67 元 /

公斤，到 2 月 24 日价格已回落至 27.78 元 / 公斤。

不过，要回到几年前的猪肉价格，这仍是一

场持久战。

掘金者跨界而来

强大的需求催生了猪价上涨，进而推动了大

型猪企的业绩暴涨，形成巨大的财富效应。

Wind 数据显示，2020 年前三季度，24 家猪

肉概念股中，12 家公司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同比增长率超过了 200%，其中，天邦股份同比

增长超 200 倍居首，正邦科技同比增长超过 100

倍，牧原股份、傲农生物两家公司也有超过 10 倍

的增幅。

随着猪价的水涨船高，相关猪企的座次排名

也发生改变。

2020 年上半年，专注生猪养殖的牧原股份取

代从事肉猪和肉鸡养殖的温氏股份，成为新晋“猪

老 大”。2020 年 前 三 季 度 牧 原 股 份 实 现 净 利 润

209.88 亿元，第三季度日赚 1 亿元，远超温氏股

份前三季度共计 82.41 亿元的净利润。

2020 年，猪企也纷纷推进扩产计划。牧原股

份拟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资不超 95.5 亿元

（含 95.5 亿元），其中 70 亿元拟用于生猪养殖、屠

宰项目，目前，该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已获证监

会核准；新希望拟发行可转债募资 81.5 亿元用于

18 个生猪养殖项目和偿还银行贷款；天邦股份则

在 2020 年 7 月宣布拟投资 23.85 亿元建设生猪养

殖项目及配套项目。

当供给增加后，猪价的涨势和猪企的业绩高

增长还能持续吗？

“牧原股份一天一个亿的利润，说明它是享

受到了猪周期消费的红利以及国家战备肉储备的

红利。未来，整个猪周期正常之后，猪肉的整体

价格应该会比去年略有下降，但与前年相比应该

还会高 10% 左右。”中国食品产业分析师朱丹蓬说。

生猪养殖巨大的财富效应有目共睹，然而，要

在养猪业掘金绝非易事。但在猪肉巨大的吸金攻

势下，不断有新的掘金者入场。

网易首开了互联网企业跨界养猪的先河。随

后，京东、阿里等互联网巨头宣布开始养猪，此

外，地产巨头万达、恒大、碧桂园及万科等也入

局分食一杯羹。近日，华为也宣布要养猪。

（灌好的腊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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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头之间也存在差异。网易养猪属于自建自

繁自养的重资产模式，而京东、阿里和华为等则

是 宣 称 要 通 过 科 技 技 术 对 传 统 养 殖 模 式 进 行 改

造，服务更多的猪企。

“更多巨头入局养猪行业，对于整个中国生

猪存栏量增加、行业规范化管理、品牌化运营都

是有好处的，也能促进传统养猪企业进行更加规

范化、专业化、品牌化、规模化的发展，这属于

良性竞争。”朱丹蓬对记者表示。

然而，外界对这些互联网巨头跨界养猪始终

存在争议，有网友担忧巨头用“高科技养猪”的

概念讲故事炒高猪价。

不过，在朱丹蓬看来，这样的担忧并不具备

合理性。“猪价是受饲料成本、供需变化等因素

影响的，巨头入局之后，生猪的存栏量也会相应

增加，所以反而会把猪价拉低。”

“现在的消费者，对于猪肉的要求是品质跟

价格要对等，炒高猪价终归要有一个说服消费者

的理由，而且猪肉是涉及民生的产品，并非一家

独有，不是想炒就能炒起来的。”朱丹蓬进一步

指出。

不只是互联网巨头，一些新入场的养殖者也

已认识到科学养猪、提高猪肉品质的重要性。

2020 年 10 月底，家住贵州省德江县桶井乡的

安云虎放弃在北京年薪百万的工作，在德江复兴

镇俞家桥村启动生态有机猪养殖，并计划未来投

资 2000 多万元。

目前，安云虎的养猪场已经开始动工建设。为

了体现养猪场的生态效应，养猪场的圈舍将全部

采 用 木 材 结 构 进 行 修 建， 接 下 来， 他 的 公 司 还

将开发自己的系统管理平台，通过系统以视频录

制的方式全程记录每头猪的生长、屠宰和运输过

程，通过可视化技术让客户了解所购买的猪肉是

有机、绿色且健康的生态猪肉。

曾经，与猪相关的职业被普遍认为上不了台

面。北大毕业生陆步轩去做屠夫、陈生去养猪都

曾引发外界的大量讨论，他们从事生猪养殖行业

被视作“浪费人才”的反面案例。

2013 年，陆步轩甚至在北京大学的讲台上哽

咽直言：“我给母校丢了脸、抹了黑，我是一个

反 面 教 材。” 但 在 2018 年， 陆 步 轩 和 校 友 共 同

创办的“壹号土猪”已入驻全国近 30 多个主要城

市，当年销售额达 18 亿元。

如今，越来越多的巨头跨界入场，试图用技

术手段改变传统养猪方式，而传统猪企也在进行

自我升级，展开对人才的争夺，牧原股份更曾开

出最高达 200 万元的综合年薪。

养猪业显然已经走到了变革前夕，当大变革带

来生猪养殖效率的提升，最终受益的还是消费者。

（本文选自子弹财经（ID:wwwhygc），经授权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