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云南生猪产业发展现状与趋势

鲁绍雄

科创中国『猪场之旅』2023行：西南猪业发展论坛   昆明    20230810



内容提纲

一、生猪产业地位

二、当前生猪产业形势与现状

三、基于地方猪种资源的特色养猪生产

四、生猪产业发展趋势



3

鲁绍雄：云南生猪产业发展现状与趋势



我国生猪产业发展阶段

─ 规模小、水平低、猪肉占比高(>90%)、产品短缺(人均

13.84kg)
计划经济统购统销

1949-1984

市场开放加速发展

1985-1997 ─ 自由上市、发展迅速、产量大幅提高(人均29.09kg)

传统现代转型发展

1998-2004
─ 以数量增长为主向数量质量并重、优化结构与增加效益

为主转变，优势区域集中、产业整合加快

现代化转型升级

2005—
─ 规模化、标准化水平和良种覆盖率大幅提升，转型升级

加快，规模化水平提升、环保升级、生产效率升级



产业规模牧业最大

l 我 国 是 世 界 第 一 养 猪 大 国

(2022年猪肉产量5541万t，
占全球的48.36%)

l 2022年，全国生猪产业产值约

1.5万亿元，占畜牧业总产值

(4.07万亿元)的36.9%

l 是云南农牧渔业单项产值最大

的产业(约20%)

对肉类产品市场供给影响最大，

对畜牧业发展水平影响最大

全国及云南2018~2022年猪肉产量占
猪牛羊禽肉总产量比例/%



国计民生重要产业

l 猪肉在居民肉类消费中占比高，是国人餐桌上最重要的肉类，相
当长时间内不可替代，直接关系到人民生活水平

— 生产难以替代

— 产量难以替代

— 饮食习惯和方式难以替代

全国及云南2022年主要

肉类产量占比

全国 云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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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生猪产能处于历史高位

l 2022年，全国生猪存栏4.5亿头、出栏近7亿头、猪肉产量5541万t，分别较

2018年提高5.7%、0.9%和2.5%
l 2023年上半年，全国生猪存栏43517万头、出栏37548万头，较2022年同

期分别提高1.1%、2.6%，较2018年同期提高6.4%、12.3%

全国2018~2022年生猪存、出栏量



云南2018~2022年生猪存、出栏量

l 2022年，云南生猪存栏3326.5万头、出栏4531.8万头、猪肉产量393.2万t，
分别较2018年提高8.9%、17.9%和21.4%，涨幅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l 2023年上半年，云南生猪存栏3131.9万头、出栏2273.3万头，较2022年同

期提高1.2%、3.8%，涨幅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2. 生猪价格持续低位运行

生猪市场价格行情

时间 2023-07 2022-07 2021-07 2020-07 2019-07 2018-07
仔猪(元) 31.88 43.99 44.98 103.56 42.38 24.24
活猪(元) 14.35 22.18 15.83 36.08 17.49 12.02
猪肉(元) 23.38 33.52 26.26 53.55 27.76 20.40

仔猪、活猪、猪肉价格
分别较2022年同期下降
43.99%、22.18%和
33.52%，处于2019年
来同期最低水平



l饲料原料价格持续走高

l与2017年1月相比：玉米价格上涨21.43%，豆粕价格上涨56.84%

两大饲料原料价格变化情况



l 近80个月：生猪价格正常36个月(45%)；轻度上涨1个月、轻度下跌11个月；

中度上涨1个月、中度下跌8个月；重度上涨22个月、重度下跌1个月 价格上

涨24个月(30%)，价格下跌20个月(25%)
l 疑问：75%的月份猪价处于正常或上涨状态，我们的盈利状况如何？

猪粮比价变化情况

正  常 5.5:1~8.5:1
轻度上涨或下跌 8.5:1~9.0:1或5.5:1~5:1
中度上涨或下跌 9:1~9.5:1或5:1~4.5:1
重度上涨或下跌 高于9.5:1或低于4.5:1



两组数据三点思考……

生产效率偏低，尤其是种猪质量不高是导致抵御市场风险能力和持续发展能力

弱的重要原因

ü 抓当前——调整猪群结构，优化饲养管理

ü 强基础——良种保障 + 效率提升

ü 重长远——绿色 + 健康 + 高效 + 稳定 + 持续

母猪PSY 单位生产成本(元/kg)



3. 云南生猪产业的区域优势日益突显
l 已成为全国养猪大省：生猪存、出栏量居全国第四

l 大量养猪巨头落户云南：牧原、温氏、正邦、新希望、东方希望、大北农、

德康、双胞胎……
l 省内优势生猪区域已经形成

l 前4个州市(曲靖、红河、保山、昭

通)生猪出栏数占全省54.5%

l 前10个州市(曲靖、红河、保山、

昭通、大理、临沧、楚雄、普洱、

文山、昆明 )生猪出栏数占全省

90.31%

云南各州市2022年生猪出栏数(万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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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生态地理条件独特多样

• 垂直海拔：最低海拔76.4m(河口县境内南溪河与红河交汇的中越界河处)，最

高海拔6740m(梅里雪山主峰卡瓦格博峰)；海拔自北向南呈阶梯状逐级下降

• 山多地少：山地面积占94%

• 立体气候：横跨北温带、中温带、南温带、北亚热带、中亚热带、南亚热带、

北热带7个气候带



1. 云南具有独特丰富的地方猪种资源

• 经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委员会审定的地方猪品种(资源)9个
• 地方品种(资源)特色各异，是开展多样化优质特色养猪生产、发展优质特色

养猪产业的珍贵种质资源

撒坝猪 大河猪 滇南小耳猪 迪庆藏猪

保山猪 明光小耳猪 高黎贡山猪 昭通猪 丽江猪



昭通猪丽江猪迪庆藏猪

高黎贡山猪

明光小耳猪

保山猪 滇南小耳猪

撒坝猪

大河猪

海
拔
纬
度
逐
渐
升
高



2. 云南地方猪种主要特点

ü 利用农家饲料能力强，饲养管理条件要求不高

ü 适应特定生态气候条件(如迪庆藏猪、滇南小耳猪)
ü 病少好养，发情明显，容易配种

ü 肉质优良——所有猪种IMF≥4.5%

l 主要优点

l主要缺点：生长速度缓慢，胴体瘦肉率低，但如果采用适当的杂交方式，

可有效改善



3. 地方猪种资源利用路径

ü 目的：保持地方猪种的原汁原味，开展高端优质特色猪肉生产

ü 路径：龙头企业引领，建立纯种繁育群，“公司+农户”或“公司+基地

(合作社)+农户”模式开展优质肉猪生产

ü 代表性品种：滇南小耳猪、迪庆藏猪

ü 效果：特色地方猪+旅游，有较大市场潜力

路径一：纯种利用





路径二：基于地方品种的优质杂优黑猪生产

ü 目的：保持地方猪种黑毛、适应性强、耐粗饲、肉质优良等特性，改善产

仔少、生长慢、瘦肉率和饲料报酬低等问题

ü 路径：选用杜洛克或巴克夏为父本、地方品种为母本进行杂交，开展优质

黑猪生产

ü 代表性组合：杜洛克×撒坝猪(保山猪)、巴克夏×撒坝猪(保山猪)

Ø效果：



基
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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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
品
种
的
优
质
黑
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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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

× ×

杜洛克撒坝猪

杜保杜撒

保山猪



基
于
地
方
品
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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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
质
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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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巴保巴撒

巴克夏撒坝猪 保山猪



路径三：培育新品种(配套系)

ü 目的：集成现代猪育种技术，占领种质创新制高点，打造具有完全自主知

识产权的区域生猪品种品牌，提升优质特色猪业发展内涵

ü 路径：杂种育种或配套系育种，需有实力龙头企业持续坚持

ü 案例：大河乌猪(2003)、滇陆猪(2009)、宣和猪(2018)、滇撒猪配套系

(2006)

宣和猪滇陆猪大河乌猪 滇撒猪配套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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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育种将是提高种业竞争力的必然选择

l 2021年7月9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种业

振兴行动方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会议时强调，农业现代化，种子是

基础，必须把民族种业搞上去，把种源安全提升到关系国家安全的战略高

度，集中力量破难题、补短板、强优势、控风险，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

种源自主可控

l 我国养猪业种业“短板”“卡脖子”问题在一定时期内将持续存在

l 加强种猪选育，将是振兴种业，提高养猪业核心竞争力的关键



两组数据看育种

l 截至2023年8月9日，美国动物基因组网站(AnimalQTLdb)收录的猪数

量性状基因座位(QTL)已达48844个，涉及704个基础性状和279个性状

变异

l 2017年9月15日，我国“猪全基因组选择育种平台”项目正式启动，全

国已有30余家种猪企业参加；目前国家生猪核心育种场已将是否实施基

因组选择纳入计分项

当我们还在为是否需要开展育种工作而纠结徘徊的时候，世界

及我国猪育种的步伐已经不知不觉地迈进了分子育种时代……



2. 集约化养殖将是大势所趋
l 小规模散养户将加速退出，集团化、集约化养殖进程将进一步推进

l 2022年，TOP20企业生猪出栏

16918万头，占全国总出栏量的

24.17%

l 年出栏100万头以上企业出栏生

猪17993万头，占全国总出栏量

的25.71%

全国2022年Top20企业生猪

出栏量(万头)



3. 转型升级将加速推进

l 生猪产业转型升级提速  生产效率加速提高

─ 疫情防控软、硬件全面升级，生物安全体系更加健全

─ 生产工艺将更加优化——一点式多点式

─ 精准化、自动化、信息化、物联网技术、智能化技术将加速应用

精准育种 + 精准营养 + 精准饲喂 + 精准环控 + 精准管理





4. 种养结合循环农业将加速推进

l 种养结合，粪污资源化利用与循环农业必将成为未来生猪产业发展趋势

─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生态文明建设将深入推进

─ 生猪产业可持续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将更加协调

《农业农村部办公厅、生态环境部办公厅关于促进畜禽粪污还田利用、依法加
强养殖污染治理的指导意见》(农办牧〔2019〕84号)明确提出：以粪污无害化
处理、粪肥全量化还田为重点，坚持依法治理、以用促治、利用优先，促进畜
禽粪肥低成本还田利用，积极稳妥推进畜禽养殖污染治理，努力探索畜牧业绿
色发展的新路径。



5. 安全优质是永恒主题

l地方猪  外种猪  地方猪

l饲用抗生素禁用与替代

l饲养管理的标准化

放养 = 绿色生态 = 优质安全？

不喂“饲料”= 安全？



祝各位猪界朋友：

身体健康、诸事顺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