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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粮安天下。我国既是生猪生产大国，也是猪肉消费大
国，生猪产业事关农民增收和城乡居民生活。多年以来，
猪肉价格周期性大幅波动，特别是进入 2019 年，更是成
为社会关注的热点、分析研判的难点和政府管理的重点。

2019 年 9 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稳定生猪生产促进
转型升级的意见》，明确提出加强生猪产销监测，强化分
析预警，定期发布市场动态信息，引导生产，稳定预期。
刚刚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中央农村工作会议都强
调指出要加快恢复生猪生产，落实扶持生猪生产的各项
政策措施。为此，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研究所农业
产业安全研究团队联合界面新闻 | 界面商学院研究编制了
“生猪产业发展指数”，通过打造我国生猪产业的“晴雨
表”和“风向标”，以期为加快恢复生猪生产、熨平过度
的周期性波动提供数据支撑。

“生猪产业发展指数”是一个探索性的科研成果，其准
确性还在于数据的长期积累，不完善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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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猪肉产量和消费量长期稳居世界第一，2018 年猪肉产量
达到 5404 万吨，占全球总产量的 47.8%，猪肉消费量 5540
万吨，占全球总消费量的 49.3%；从市场运行情况看，我国
猪肉价格呈周期性大幅波动特征明显，自 2004 年以来 16 年
间，经历了五涨四跌，即 2004 年快速上涨、2006 年急速下跌，
2007 年暴涨、2009 年暴跌，2011 年大幅上涨、2012 年连续
下跌，2015 年恢复性持续上涨、2016 年持续下跌。特别是
2019 年，受非洲猪瘟疫情和“猪周期”等诸多因素叠加影响，
我国生猪供给大幅下降，猪肉价格快速成倍上涨，10 月份达
到 55.59 元 / 千克，创历史新高。

生猪产业一端连着生产者，一端连着消费者，可以说是“供给
多不得、少不得、不多不少很难得；价格涨不得、跌不得、不
涨不跌更难得”。因此，编制生猪产业发展指数具有重要的现
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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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指数编制背景

第一篇 指数编制背景



第二篇 指数编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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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 指数编制结果

生猪产业发展指数是综合反映我国生猪产业发展和市场运行状
况的“晴雨表”和“风向标”，作为描述和反映我国生猪产业
发展整体态势的先行指数，用于综合衡量生猪产业运行状况是
否正常。该指数以 90-110 作为标准区间，在此区间内表示产
业运行较为平稳，此区间以外均表示生猪产业运行存在异常。
低于 90 视为产业“过冷”，高于 110 视为产业“过热”。

2019 年 11 月份我国生猪产业发展指数为 130.94，较 10 月份
133.62 的历史高位略有回落，但仍显著高于安全区间范围
（90-110）的上限，表明目前我国生猪市场仍处于供给短缺
所导致的“过热”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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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猪产业发展指数的整体变化趋势与猪肉市场价格波动走向基
本一致，但比猪肉市场价格变化趋势先行 1~3 个月，即每个
拐点都会提前 1~3 个月出现（由于疫病、灾害等极端事件所
引发的价格异动情况除外），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提前预判未来
生猪产业变动情况的作用。

从上一个“猪周期”（2014 年 4 月至 2018 年 5 月）看，我国
生猪产业发展指数低位为 2014 年 1 月份的 90.54，而猪肉市
场价格的波谷出现在 2014 年 4 月份（19.06 元 / 千克），先行
3 个月出现拐点；生猪产业发展指数高位为 2016 年 3 月份的
111.01，猪肉市场价格波峰则出现在 2016 年 5 月份（29.77
元 / 千克），先行 2 个月出现拐点。

2019 年以来，生猪产业发展指数从 1 月份的 91.13 上涨至 10
月份的 133.62，猪肉市场价格则从 2 月份的 21.43 元 / 千克
持续上涨至 10 月份的 55.59 元 / 千克，生猪产业发展指数上
升的拐点较猪肉市场价格先行 1 个月出现。11 月份生猪产业
发展指数止涨转跌为 130.94，猪肉价格也由涨转降至 53.94
元 / 千克，拐点同步属于价格（生猪价格、猪肉价格、仔猪价
格等主要同步指标均出现历史罕见的暴涨）异动所导致的特殊
情况。

第二篇 指数编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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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 指数编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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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猪产业发展指数与猪肉价格走势对比

80

90

100

110

120

130

140

70 0

10

20

30

40

50

60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生猪产业发展指数 猪肉价格 ( 千克 / 元 )

生猪产业发展指数由生猪产业供给指数、生猪产业补栏指
数、生猪产业效益指数和生猪产业发展环境指数四个分类指
数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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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给指数

生猪产业供给指数是用于衡量国内猪肉市场供给是否充分的综
合指标，由生猪存栏量、生猪出栏量和猪肉净进口量构成。该
指数以 90-110 作为标准区间，在此区间内表示市场供给较为
充分，低于 90 视为供给不足，高于 110 视为供给过剩。

从生猪产业供给指数整体变化趋势来看，最高位出现在 2015
年 1 月份，达到 109.78，而 2015 年 3 月份猪肉价格开始触
底反弹，生猪产业供给指数较猪肉市场价格先行 2 个月出现拐
点；2016 年 8 月份供给指数上升至高位 107.11，9 月份开始
下降，2016 年 11 月份猪肉市场价格下降至 26.53 元 / 千克，
12 月份开始上升，供给指数提前 3 个月出现拐点。

2019 年以来，生猪产业供给指数大幅下降，9 月降至历史低位
80.22。值得注意的是，10 月供给指数止跌转涨，而猪肉价格
在 11 月出现回落，供给指数先行 1 个月出现拐点。11 月供给
指数继续上涨，预计后期猪肉价格继续回落的可能性较大。

一. 生猪产业供给指数第二篇 指数编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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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生猪产业供给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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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生猪产业补栏指数

二. 生猪产业补栏指数第二篇 指数编制结果

生猪产业补栏指数是用于衡量国内生猪产能的综合指标，由能
繁母猪存栏量、能繁母猪存栏同比增速和畜牧业固定资产投资
完成额累计同比增速构成。该指数以 90-110 作为标准区间，
在此区间内表示产能正常，低于 90 视为产能不足，高于 110
视为产能过剩。

从生猪产业补栏指数整体变化趋势来看，2016 年 3 月份之前，
补栏指数基本保持在 105 上下小幅波动，其中最高位出现在
2014 年 2 月份，达到 109.19。2016 年 3 月份至今，补栏指
数呈大幅下跌的趋势，其中 2018 年 2 月份降至 88.03，2019
年 9 月份进一步降至历史最低位 86.81。

2019 年 10 月份开始，生猪产业补栏指数止跌回升，达到
86.91，11 月份继续回升至 87.06，表明生猪产能逐步恢复。

补栏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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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生猪产业效益指数第二篇 指数编制结果

生猪产业效益指数是用于衡量生猪经营利润的综合指标，由生
猪价格、猪肉价格同比增速、仔猪价格、饲料成本和每头生猪
出栏平均利润构成。该指数以 90-110 作为标准区间，在此区
间内表示盈亏基本均衡，其中 100 为盈亏均衡点，低于 90 视
为盈利水平较差，高于 110 视为盈利水平较高。

从生猪产业效益指数整体变化趋势来看，2019 年之前，效益
指数基本围绕 100 上下小幅波动，其中最低位出现在 2014 年
4 月份，跌至 91.72；历史高位出现在 2016 年 5 月份，达到
111.13。

2019 年 以 来，效 益 指 数 总 体 呈 现 暴 涨 态 势，从 1 月 份 的
95.49 拉升至 10 月份的 137.48，11 月份继续攀至 137.90，
但增速明显放缓，出现回落的端倪。 

三 . 生猪产业效益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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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生猪产业发展环境指数第二篇 指数编制结果

生猪产业发展环境指数是用于衡量生猪外部环境的综合指标，
由农副食品加工业增加值与粮油、食品类商品零售额和美国瘦
肉猪期货市场价格构成。该指数以 90-110 作为标准区间，在
此区间内表示外部环境基本正常，低于 90 视为外部环境恶化，
高于 110 视为外部环境优良。

从生猪产业发展环境指数整体变化趋势来看，呈现震荡整理的
态势，其中历史高位为 2014 年 7 月份的 110.71，历史低位
为 2015 年 4 月份的 88.16。

2019 年以来，发展环境指数呈现低位震荡整理的态势，11 月
份达到 95.14。

四 . 生猪产业发展环境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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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猪产业发展环境指数



A  一级

生
猪
产
业
发
展
指
数

A1 供给指数

A2 补栏指数

A3 效益指数

A4 发展环境指数

B1 生猪出栏量

B2 生猪存栏量

B3 猪肉净进口量

B4 能繁母猪存栏量

B5 能繁母猪存栏同比增速

B6 畜牧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同比增速

B7 生猪价格

B8 猪肉价格同比增速

B9 仔猪价格

B10 饲料成本

B11 生猪养殖平均利润

B12 农副食品加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速

B13 粮油、食品类商品零售额

B14 美国瘦肉猪期货市场价格

B  二级

生猪产业发展指数以生产（养殖）效益为核心，以每头生猪养
殖平均利润作为基准指标来编制。首先遴选出与生猪产业密切
相关的多个备用指标；然后通过计量经济学软件分析各指标与
基准指标的最大交叉相关系数，以判断指标的先行期和滞后
期；为了能够更好地体现总指数的先行性，本研究进而剔除滞
后指标，全部采用先行和同步指标（见下表）。

一 . 指标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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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指标构成第三篇 指数编制方法

第三篇 指数编制方法



生猪产业发展指数计算公式如下：

生猪产业发展指数 = 生猪产业供给指数 × 权重 + 生猪产业补
栏指数 × 权重 + 生猪产业效益指数 × 权重 + 生猪产业发展
环境指数 × 权重

一级分类指数计算公式如下：

生猪产业供给指数 = 生猪存栏量指数 × 权重 + 生猪出栏量指
数 × 权重 + 猪肉净进口量指数 × 权重

生猪产业补栏指数 = 能繁母猪存栏量指数 × 权重 + 能繁母猪
存栏同比增速指数 × 权重 + 畜牧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累计
同比增速 × 权重

生猪产业效益指数 = 生猪价格指数 × 权重 + 猪肉价格同比增
速指数 × 权重 + 仔猪价格指数 × 权重 + 饲料成本 × 权重 +
生猪养殖平均利润指数 × 权重

生猪产业发展环境指数 = 农副食品加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速指数
× 权重 + 粮油、食品类商品零售额 × 权重 + 美国瘦肉猪期货
价格 × 权重

二级指数计算公式如下：

某单个指标指数 =∑样本值 / 定基值 ×100

权重的确定方法：根据专家判断和计算机模拟效果予以确定

二 . 计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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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计算方法第三篇 指数编制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