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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与发展】

生猪市场的波动与“供给侧改革”
●张兴华

(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北京 100732)

内容提要: 我国生猪市场具有明显的周期性波动特征。从 1985 年生猪市场放开后所经历的各个周期看，猪价波动总体上呈波

幅越来越大的趋势，即目前生猪市场的波动是一种扩散式的周期波动，这表明我国生猪市场的供给价格弹性较大( 且大于需求价格

弹性) 。因此，要减缓生猪市场的波动，增加市场的稳定性，应主要在“供给侧”做文章，降低供给价格弹性。鉴于目前中国生猪以

分散饲养为主的现状，应采取提高饲养规模和产业集中度的政策措施，具体包括逐步建立市场准入制度，适度扩大饲养规模，提高

养殖户的组织化程度，进行制度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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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我国生猪市场是从 1985 年开始放开的，随着改革

的不断深入，生猪市场的价格机制基本形成，但与之相

随的是非常明显的周期性波动，即所谓的“猪周期”。

这种波动影响了广大群众的生活和生猪产业的健康发

展，也不利于国民经济的平稳发展。为此学界对生猪

市场的波动现象进行了广泛研究。

林智元［1］较早研究了我国生猪生产的波动情况，

指出在 1949—1988 年间中国生猪生产出现 7 次波动周

期。Ｒobin D’Arcy 和 Gary Storey［2］比较深入地分析了

中国的生猪生产周期，认为猪粮 /料比是预测未来生猪

生产的重要指标。2007 年，猪价大涨后国内研究进入

了一个新阶段，毛雪峰、曾寅初［3］使用 1995—2008 年

月度价格资料，采用时间序列分解方法，发现我国生猪

价格周期为 35 ～ 45 个月。至于生猪市场波动的原因，

冯永辉［4］认为主要是供求关系的变化导致的，游击队

式的散养户，高盈利时“一窝蜂上”，深亏损时“一窝蜂

抛”。吕杰、綦颖［5］则从内部传导机制和外部冲击机制

来解释我国生猪价格波动的原因。

为了缓解生猪市场的波动，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政

策措施，尤其是在 2007 年后。不少学者对政策的调控

效果进行了评估，刘小乐、黎东升［6］研究发现，调控政

策在短期内的效果是显著的，但在长期内则无甚效果。

本文拟在借鉴已有研究基础上，从“供给侧”角度探讨

我国生猪市场的波动规律，并据此提出相应的政策调

控思路。

二、生猪市场的波动

1985 年，国务院发布了《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

的十项政策》，宣布取消实行多年的生猪派购政策，放

开生猪市场，实行多渠道经营。此后生猪市场的运行

便不再平稳，而是处于周期性的波动之中。
1984 年，生猪平均价格为 1． 5 元 /千克左右，直到

1987 年才涨至 2 元 /千克左右，3 年间一直维持在较稳

定的状态。1988 年，生猪价格从 2 元 /千克很快上涨到

近 4 元 /千克，1991 年回落到 3 元 /千克，这是生猪市场

放开后所经历的第一次波动。此次波动幅度不小，周

期较长。直到 1993 年，生猪价格一直维持在 3 至 4 元 /

千克之间，1994 年突然涨到 6 元 /千克的高位，在其后

的一年又涨至近 7 元 /千克。1996 年回落到 6． 3 元 /千
克，随后的 1997 年窜上了 8 元 /千克，1998 至 199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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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至 6 元 /千克的相对低位。

从表 1 可以看出，进入新世纪后，生猪价格经历了

一段相对稳定的时期，但 2003 年“非典”过后的 6 月

份，生猪价格从 5． 83 元 /千克回升，进入新 一 轮“牛

市”，且价格一路上涨，到 2003 年 10 月份突破 7 元 /千
克。2004 年继续飙升，到当年 9 月份到达 9． 66 元的历

史新高。此后进入新一轮“熊市”，直到 2006 年 5 月，

生猪价格再次跌破 6 元 /千克，达到 5． 96 元 /千克。
表 1 2000 年以来中国待宰活猪月度价格 元 /千克

月份

年度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2000 6． 02 5． 93 5． 69 5． 64 5． 56 5． 57 5． 71 6． 11 6． 23 6． 22 6． 27 6． 32

2001 6． 55 6． 58 6． 42 6． 17 5． 98 5． 88 6 6． 18 6． 27 6． 25 6． 32 6． 29

2002 6． 26 6． 28 5． 99 5． 73 5． 69 5． 7 5． 75 5． 86 5． 95 6． 05 6． 11 6． 22

2003 6． 2 6． 1 5． 94 5． 84 5． 78 5． 83 6． 15 6． 38 6． 69 7． 02 7． 66 7． 62

2004 7． 62 7． 75 7． 9 8． 38 8． 45 8． 78 9 9． 3 9． 66 9． 54 8． 99 8． 99

2005 8． 96 8． 89 8． 81 8． 49 8． 24 8． 2 8． 12 8． 02 7． 94 7． 21 7． 14 6． 58

2006 7． 56 7． 11 6． 68 6． 21 5． 96 6． 08 6． 47 7． 17 7． 84 7． 93 8． 33 9． 18

2007 9． 55 9． 2 8． 91 9． 02 10． 2 11． 37 13． 12 14． 27 13． 6 13． 21 14． 13 15． 46

2008 16． 5 16． 7 16． 83 16． 87 15． 77 15． 35 14． 82 14． 47 13． 86 12． 5 11． 9 12． 91

2009 13． 41 12． 7 11． 63 10． 35 9． 24 9． 33 10． 13 11． 38 11． 85 11． 47 11． 4 12． 09

2010 12． 05 11． 1 10． 06 9． 53 9． 62 9． 64 11． 14 12． 19 12． 55 12． 78 13． 55 13． 79

2011 13． 88 14． 35 14． 78 15． 05 15． 53 17． 54 18． 98 19． 33 19． 68 18． 93 17． 35 17． 15

2012 17． 65 17． 1 15． 83 14． 8 14． 25 14． 05 14 14． 28 14． 89 14． 85 14． 83 15． 83

2013 17． 04 16． 09 14． 07 12． 8 12． 82 14． 1 14． 61 15． 7 16． 04 15． 86 15． 77 15． 92

2014 14． 46 13． 11 12． 05 11． 12 12． 79 13． 06 13． 34 14． 56 14． 88 14． 42 14． 09 13． 81

2015 13． 38 12． 71 12． 27 12． 91 13． 92 14． 72 18． 12 17． 94 17． 1

资料来源: 中国畜牧业信息网( http: / /www． caaa． cn /market / zs /article． phpzsid = 2)

经过这轮大“熊市”之后，从 2006 年 6 月开始，生

猪市场进入新一轮“牛市”，而且这次是 1985 年以来最

大的一拨“牛市”。生猪价格从 2006 年 6 月的 6． 08 元 /
千克起步，到 2008 年 4 月见顶时，价格最高达 16． 87
元。这拨“牛市”不仅价格涨幅最大，高达 183． 1%，而

且时间长，长达 23 个月，跨越 3 个年度，其中贯穿 2007
年全年。大涨之后，从 2008 年 5 月开始，又进入新一轮

“熊市”，到 2009 年 5 月，猪价跌破 10 元 /千克，至 9． 24
元 /千克，为本次“熊市”的最低点。

生猪价格从 2009 年 6 月开始反弹，经过短暂的季

节性波动后继续上涨，持续到 2011 年 9 月，最高价达

19． 68 元 /千克，生猪价格再创历史新高。从 2011 年 10
月开始新一轮下跌，期间尽管经历了年度的波动，但下

跌趋势一直持续到 2014 年 4 月，至 11． 12 元 /千克。本

轮周期从 2009 年 6 月到 2014 年 4 月，持续近 5 年。
2014 年 5 月，生猪价格开始回升，尽管期间经历了

年度波动，但总体趋势是上涨的，到 2015 年 8 月达到

18． 12 元 /千克，突破了 2008 年的最高点，接近 2011 年

19． 68 元 /千克的高度。此后依然上涨，且涨势迅猛，到

2016 年很多地方已经突破 2011 年最高猪价，创历史

新高①。
三、波动特征与蛛网模型

( 一) 生猪市场的波动特征

通过以上描述不难发现，我国生猪市场的波动具有

以下特征。
1． 波动具有明显的周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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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2000 年后的情况为例，如果按照“谷—谷”法进

行划分，目前大致经历了下面几个周期: 第一个周期为

2000 年 6 月至 2001 年 6 月，12 个月; 第二个周期为

2001 年 7 月至 2002 年 5 月，10 个月; 第三个周期为

2002 年 6 月至 2003 年 5 月，11 个月; 第四个周期为

2003 年 6 月至 2006 年 5 月，35 个月; 第五个周期为

2006 年 6 月至 2009 年 4 月，34 个月; 第六个周期为

2009 年 5 月至 2014 年 4 月，59 个月; 第七个周期为从

2014 年 5 月开始，已经持续了近 2 年，目前正在上涨

之中。
2． 波动幅度越来越大

第一个周期的价格在 5． 57 ～ 6． 58 元 /千克之间，变

化幅度为 18． 13% ; 第二个周期的价格在 5． 69 ～ 6． 32

元 /千克之间，变化幅度为 11． 07% ; 第三个周期的价格

在 5． 7 ～ 6． 22 元 /千克之间，变化幅度为 9． 12% ; 第四

个周期的价格在 5． 83 ～ 9． 66 元 /千克之间，变化幅度为

65． 69% ; 第五个周期的价格在 6． 08 ～ 16． 87 元 /千克之

间，变化幅度为 177． 47% ; 第六个周期的价格在 9． 24 ～
19． 68 元 /千克，变化幅度为 113%。总的趋势是波动幅

度越来越大。
3． 周期越来越长

14 年经历了 6 个周期，平均 2 年多一次，但周期长

度不一。头三次周期程度不到 1 年，第四、五次周期长

达近 3 年，而第六次更是长达近 5 年。
4． 波动具有明显的季节性

一般生猪价格低谷在第二季度，第三季度价格回

升，经过短暂的回调后，第四季度开始上涨至第二年第

一季度。
( 二) 生猪市场的蛛网模型

众所周知，目前生猪属于一个完全竞争的市场，基

本符合蛛网模型的条件。

设生猪市场的需求函数为

Qdt = a0 － a1Pt。

Qdt为第 t 周期的生猪需求数量，Pt 为第 t 周期的生

猪市场价格，a0，a1 为参数，且 a1 ＞ 0。

设生猪市场的供给函数为

Qst = b0 + b1Pt － 1。

Qst为第 t 周期的生猪供给数量，Pt － 1 为第 t 周期前

一周期的生猪市场价格，b0，b1 为参数，且 b1 ＞ 0。

设 Pe 为均衡价格，P0 为第一周期前一周期的市场

价格，根据均衡条件，并通过解方程，可得下列等式

Pt = ( P0 － Pe ) ( － b1 /a1 ) t + Pe。

其中，( － b1 /a1 ) t 可以为正，也可以为负，Pt 将围绕

Pe 上下摆动，其摆动形态取决于参数的关系。根据 b1 与

a1 之间关系的不同，这种摆动可分为三种类型: 一是收敛

型。当 | － b1 /a1 | ＜1( | b1 | ＜ | a1 |，| 1 /b1 | ＞ | 1 /a1 | ) 时，

需求曲线的斜率小于供给曲线的斜率，即需求价格弹性

大于供给价格弹性，蛛网模型为收敛式摆动。这是一种

稳定的均衡状态。二是发散型。当 | － b1 /a1 | ＞1( | b1 | ＞

| a1 |，|1 /b1 | ＜ |1 /a1 | ) 时，需求曲线的斜率大于供给曲线

的斜率，即需求价格弹性小于供给价格弹性，蛛网模型为

发散式摆动。这是一种不稳定的均衡状态。三是封闭

型。当 | － b1 /a1 | = 1( | b1 | = | a1 |，| 1 /b1 | = | 1 /a1 | ) 时，

需求曲线的斜率等于供给曲线的斜率，即需求价格弹性

等于供给价格弹性，蛛网模型为封闭式摆动。这也是一

种不稳定的均衡状态。

总之，只有供给价格弹性小于需求价格弹性，生猪

市场波动才为稳定状态，供给弹性越小，越容易达到稳

定状态。换言之，只要供给价格弹性大于或等于需求价

格弹性，波动即为不稳定状态，供给弹性越大，越容易导

致不稳定状态。因此，在目前的市场情况下，要使生猪

价格尽可能稳定，供给的价格弹性应尽可能相对小。

四、生猪市场的调控思路

我国生猪市场总体上呈扩散式周期波动的现状，说

明生猪市场的供给价格弹性较大，且大于需求价格弹

性。对一个国家而言，需求价格弹性是相对稳定的，即

使有变化也是非常缓慢的。因此，若要减缓生猪市场的

波动，增加生猪市场的稳定性，应主要在“供给侧”做文

章，降低供给价格弹性。

那么，怎样才能提高供给的价格弹性呢? 众所周

知，目前中国的生猪以农户分散饲养为主，规模普遍过

小，产业集中度低②。饲养规模小，船小好调头，当养猪

效益高时，会蜂拥而上; 而效益不好时，又会一哄而散，

甚至空栏，造成生猪存出栏量急剧下降，导致价格大起

大落。而规模养殖不仅抗风险能力强，也不像散户那样

轻易调整饲养规模，更不会轻易退出市场。因此，只有

提高饲养规模和产业集中度，才能降低供给价格弹性，

甚至降到小于需求价格弹性，使生猪市场波动达到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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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

那么如何扩大生猪饲养规模，提高产业集中度呢?

( 一) 逐步建立市场准入制度

发达国家一般对生猪生产有较为严格的市场准入

制度。中国的养猪业也应当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对行

业进行宏观调控，根据市场的供求状况及环境的承载能

力进行调节。养殖场的饲养规模需要政府或行业协会

进行调节，饲养多少有指标，不能想养多少头就养多少

头。对于粪污处理不达标，环境污染严重的养殖场要淘

汰出局。

首先是对能繁母猪在总量上进行限制。这样全国

生猪养殖的规模在宏观上就不会出现较大的波动，进而

价格上的波动也相对较小。其次是对动物防疫条件的

审批。尤其是对新建的猪场政府须严格把关，从源头上

做好防疫工作。第三是严格环保要求。按照一些欧洲

国家每亩土地消纳约 3 头猪粪的标准，一个存栏 500 头

母猪的养猪场需要 400 ～ 500 亩的土地消纳粪污。当然

也可以由粪污处理的专业公司来进行处理。第四是兽

药和饲料等投入品的质量控制。目前我国对投入品的

控制不严，诸如抗生素滥用、疫苗使用的间隔期越来越

短等问题严重，甚至使用“瘦肉精”等违禁添加剂，导致

食品质量安全问题频发。因此我国急需按照“三品一

标”的要求，严格把控投入品的质量。
( 二) 适度扩大饲养规模

扩大饲养规模，并不意味着规模越大越好。有学者

研究认为，在目前的条件下，生产规模过大，成本反而会

增加，导致效益下降［7 － 8］。事实上，饲养规模与当时的

技术水平、管理水平、市场条件等密切相关，所以，有一

个适度规模问题。洪灵敏［9］等通过选取我国生猪饲养

规模成本收益数据，构建成本、收入与养殖规模相关方

程，测算出我国适度规模养殖为 106 头 /年。另外，适度

饲养规模还因地而宜，闫振宇［10］等研究发现，大规模养

殖主要适合东部和中部地区 。姚於康［11］等通过对江

苏省猪农的调查，并从设施、技术需求、成本收益等方面

对比 4 种生猪饲养模式，得出江苏省适度规模为 300 ～
500 头。潘志峰、吴海涛利用对湖北省和江西省生猪养

殖户的调查数据，测算出两省生猪最优养殖规模为 840

头 /年。尽管各种研究的适度规模数据不尽相同，但综

合看，目前我国生猪饲养的适度规模是 100 ～ 500 头，条

件好的可扩大到 500 ～ 1 000 头。
( 三) 提高养殖户的组织化程度

提高产业集中度的另一种方式是对产业链进行有

效整合。不难想象，生猪的小规模饲养仍将在相当长的

时间内存在。因此将这些分散的养殖户组织起来，也是

提高产业集中度的有效途径，主要有下几种形式。
1． 养殖户 + 养殖户

这是根据养殖户自愿、互助、互惠原则联合起来的

一种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它在产前、产中、产后等环节为

组织成员提供一项或多项，甚至系列化服务。这种组织

形式内部的经济关系，有的较为紧密，有的较为松散，紧

密度取决于农民的认识和需求、有无资金以及服务能力

等多种因素。
2． 公司 + 养殖户

这种方式是生猪产业链中产前、产中、产后各环节

的实体企业与养殖户，通过契约的方式建立起的经济合

作方式。这是生猪产业中较普遍的方式，但目前饲料、

兽医等上游企业与养殖户进行合作的不多，而屠宰加工

等下游企业与养殖户合作的相对较多。
3． 公司 + 中介 + 养殖户

该方式就是公司通过中介与养殖户签订合作协议，

而不直接同养殖户打交道。中介主要包括养殖大户、中
间商或经纪人、专业合作组织、基地、园区、政府、村委

会、供销社等，他们在产业链中起桥梁作用。在“公司

+ 中介 + 养殖户”的模式中，常见的主要有以下几种具

体方式: 一是“公司 + 中间商 + 养殖户”; 二是“公司 +

合作组织 + 养殖户”; 三是“公司 + 基地 + 养殖户”; 四

是“公司 + 养殖小区 + 养殖户”。
4． 公司 + 中间商，中间商 + 养殖户

在“公司 + 中间商 + 养殖户”的组织方式中，公司

通过中间商与养殖户打交道，但在现实商业活动中，有

些商贩自立门户，向养殖户销售饲料或兽医等产品，其

进货渠道并不是特定的生产企业，因而也不受这些企业

的约束，当然这些企业也不对养殖户承担相应的义务，

结果只是公司同这些商贩进行合作，而商贩再同养殖户

进行合作。在生猪产业链的下游，有些商贩也是自立门

户，向农户收购生猪，但并不销往特定的屠宰加工企业，

因而也不受下游企业的约束。当然这些下游企业也不

对养殖户承担相应的义务，结果只是商贩与养殖户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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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而这些商贩再与屠宰加工企业进行合作。
( 四) 制度创新

生猪饲养规模的扩大，产业集中度的提高不能局限

于现有模式，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开拓创新。从广义的范

围看，生猪产业链包括养殖户、实体企业、金融机构、中
间商、合作组织、政府等各要素，若将这些要素进行有效

整合，就能将产业集中度很快提高，在这方面四川省资

阳市的经验值得借鉴。在猪疫病后，该市养猪业曾遭受

过沉重的打击，全市上下痛定思痛，最后在董家坝创立

了一种叫“六方合作”的组织模式。这种模式就是在政

府的主导和统一协调下，集金融支持、贷款担保、政策保

险、风险防范、技术服务、良种繁育推广、养殖户、饲料供

应、加工企业订单收购、协会协调服务为一体的系统工

程，在“六方合作”框架中，各主体之间实现了有效连接

与互动③。

注 释:

①中国畜牧业信息网报道 ( http: / /www． caaa． cn /show /newsarticle． phpid

= 375039) : 2016 年5 月3 日全国外三元猪均价为 20． 61 元 /千克，较昨日

上涨 0． 11 元 /千克。主要原因是生猪供应依然紧张，猪源紧缺，赶上“五

一”需求小幅增加，收猪更加困难; 养殖户看好后市猪价，无仓促出售意

向。预计近期猪价依然会延续上涨势头，逐步向 21 元 /千克价位靠拢。

②《中国畜牧业统计年鉴》( 历年) 表明，尽管我国生猪饲养规模在不断扩

大，规模饲养( 年出栏不少于 50 头) 的出栏生猪数量占全国出栏总量的

比重由 1999 年的 21． 4% ，上升至 2008 年的 55． 95% ，首次突破 50% ，到

2011 年提高至 66． 54%。但鉴于“规模”的标准只有 50 头，标准太低。以

2008 年为例，养殖规模 100 头以下的仍然占 56． 98% ，500 头以下的占

72． 72%。

③“六方合作”的具体运作方式是: 农发行按政府下达给饲料加工企业和

种猪场的饲料粮储备计划提供一定额度的粮食储备贷款; 按饲料加工企

业的自身抵押担保状况和担保公司提供的担保额度，向饲料加工企业提

供流动资金贷款。银行凭养殖保险向养殖户提供贷款，农村信用合作社

等向企业发放低息贷款。担保公司为饲料企业、种猪场、肉食品加工企

业和养殖户提供贷款担保。饲料企业向协会农户低价配送或赊销优质

无公害饲料。种猪场向协会农民低价配送或赊销优质杂交仔猪。肉食

品加工企业以高于市场价收购协会农民生产的优质生猪，并受种猪场和

饲料加工企业的委托，代扣协会农民赊销的仔猪和饲料款。协会组织农

户实行规模化和标准化饲养，饲养的生猪全部参加保险，执行休药期的

规定，按合同订单向肉食品加工企业交售优质生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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