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春风吹拂，万物生机盎然，仍在瑟瑟发抖的众多养猪企业也感受到了复苏的希望和力量。

截至

2024

年

1

月，国内能繁母猪存栏数已降至

4067

万头，步入此前

3700

万头

-4100

万头的正常保有量区间，猪周

期磨底接近尾声，预示着本轮调整长达三年的养殖行业即将迎来反转。 而聪明的投资者已提前介入，近期股票、期货市

场上养殖板块量价齐升，成为亮丽的投资风景线。

对于养殖企业来说，

2023

年无疑是艰难的一年，猪价持续磨底令全行业喘不过来气。但期货市场坚守服务实体经济

初心使命，在价格下行周期不断稳健优化风控措施，稳定养殖行业预期，满足产业避险需求。 尤其是作为未来远期价格

体现的期货价格，在生猪行业下行期间较好地反映了未来的价格预期，有效稳定了上游企业的信心和养殖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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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好今年猪价预期 上游企业提前布局

市场交易活跃

2024

年春季，养殖板块持续走强，

生猪期货市场交易氛围活跃，期货、现

货市场同步“淡季不淡”。 相关机构研

判，衡量后续产能供给的关键指标———

能繁母猪的产能去化加速， 标志着猪

周期磨底正接近尾声。

近期，

A

股养殖板块持续走强。

3

月

21

日，鸡产业、猪产业、生物育种等

板块表现强劲，位居板块涨幅榜前列，

饲料、动保等板块出现异动。 其中，鸡

产业、 猪产业板块涨幅均超

4%

。 个股

方面，天邦食品、傲农生物、东瑞股份、

湘佳股份纷纷涨停，华统股份、正虹科

技 、金新农 、大北农 、新五丰等盘中

走强。

生猪期货市场交易氛围亦日趋活

跃。截至

3

月

26

日收盘，生猪期货报收

于

15555

元

/

吨。

2

月

22

日以来，生猪

期货主力合约整体涨幅已达

8.36%

；年

内各合约价格更是呈现近低远高、逐

月上涨的态势。

大连商品交易所（简称“大商所”）

数据显示，

2024

年

1

月，生猪期货日均

持仓

18.96

万手、日均成交

8.24

万手，

同比分别增长

110%

和

152%

。

相关机构研判， 能繁母猪连续去

化将对推动后市生猪行情回暖趋稳起

到重要作用。 农业农村部相关数据显

示，截至

2024

年

1

月，国内能繁母猪存

栏数为

4067

万头，较上一期的

4142

万

头减少了

75

万头，环比下滑

1.81%

，同

比下滑

6.87%

， 也是自

2021

年以来最

低的存栏量。

事实上，自

2023

年以来，能繁母猪

存栏已连续去化。 华泰证券认为，生猪

供应偏多基本面不变， 预计在政策引

导和资金压力下， 产能去化仍是未来

1-2

个季度的主旋律。 同时，

2023

年下

半年能繁母猪去化有所加速、 生产效

率提升幅度或明显收窄， 今年下半年

生猪供应收缩或是大概率事件， 猪价

值得期待。

近日， 农业农村部生猪产业监测

预警专家朱增勇表示， 春节后猪肉消

费进入淡季，但生猪供应量也在减少，

猪价呈现止跌企稳迹象。

农业农村部数据显示，

2

月份全国

规模猪场的中大猪存栏量环比下降

1.1%

，已连续三个月环比下降，预示着

3

、

4

月份生猪上市量有所减少；而从新

生仔猪数量看， 从去年

9

月份起至今

年

2

月份也在持续减少。

从市场表现看， 相比春节后的低

谷，今年

2

月底以来，国内猪价累计上

涨幅度超

10%

。 在传统猪肉消费的淡

季，猪价却走出了超预期的表现。

不少机构预计今年二季度生猪价

格有望触底回升。 东兴证券认为，近期

产能将持续调减， 产能去化的持续累

积将带来猪价的周期拐点。 预计今年

上半年有望见到价格拐点， 下半年猪

价有望全面改善。

养殖业踊跃套保

对于养殖企业来说 ，

2023

年相当

艰难，养殖端连续

7

个月亏损，市场悲

观情绪蔓延。

截至

3

月

26

日，

A

股猪板块中，目

前已有

36

家公司预告或已披露

2023

年业绩， 其中

27

家亏损或预亏， 占比

75%

。 温氏股份巨亏

63.29

亿元， 牧原

股份、傲农生物、天邦食品、大北农预

计亏损金额均超

15

亿元。

据了解，“降本增效” 已成为

2023

年以来头部猪企生产经营的关键词 。

牧原股份作为目前国内生猪年出栏量

最大的养殖企业，还制定出“一头猪还

能降

600

元成本”的超级目标。

不少猪企已通过寻求期货工具来

缓解困境。 据了解，

2023

年，规模排名

前

20

的生猪养殖企业中，有

15

家参与

了生猪期货交易。 中粮家佳康、牧原股

份、德康农牧、唐人神、巨星农牧、新希

望等头部企业均积极参与生猪期货套

期保值，且已成为大商所产融基地，带

动 更 多 产 业 链 经 营 主 体 参 与 期 货

市 场。

大商所相关数据显示，

2023

年，生

猪期货总成交量

1342.9

万手、 日均持

仓量

13.0

万手， 单位客户持仓占比已

由

2021

年上市初期的

23%

增长到

2023

年的

54%

。

“我国已形成大型生猪产业企业积

极认识并利用期货工具、 中小养殖户

积极参与‘保险

+

期货’项目的态势。

部分龙头养殖企业结合自身养殖成本开

展套期保值， 提前锁定远期养殖利润或

避免亏损进一步扩大， 从而将更多的精

力聚焦到降低经营成本、 提高养殖效益

等方面。 目前，产业或深度参与，或渐进

使用，或初步探索，将期货工具纳入到生

产经营的日常中来，全国已有

500

余家生

猪产业链企业申请了套期保值资格。 ”大

商所相关业务负责人表示。

值得一提的是， 大商所在价格下行

周期稳定养殖预期， 持续稳健优化生猪

期货风控措施， 有效满足了产业避险需

求。 例如，将生猪期货各月份合约上的单

日开仓限额由之前的

500

手调整为

1000

手， 分步将投机交易保证金水平由

15%

下调为

8%

， 并增加组合保证金优惠，推

动品种增仓扩量， 提升风险承载和转移

能力等。

据了解 ，期货价格是未来远期价格

的体现。 在价格下行期间 ，生猪期货价

格高于现货价格 ，反映了未来较好的价

格预期，稳定了上游企业的市场信心和

养殖积极性 ，避免了产能盲目压减。 之

前生猪期货没有上市时候 ，当价格进入

下行区间时 ， 养殖企业纷纷屠宰母猪，

加速去产能，结果往往是后期供给不足

又带来价格上涨，养殖企业往往“赶不

上趟”。 数据显示，

2023

年，生猪期货价

格维持在

15500

元

/

吨至

17500

元

/

吨

区间波动，与现货价格相比呈现“近平

远高” 的价格格局 ， 平均高于现货

917

元

/

吨。 在生猪价格波动较大的时段 ，

期货价格波动幅度小于现货价格 ，为现

货市场提供了合理预期。 如

7

月

24

日

-31

日，基准交割地河南现货价格上涨

2393

元

/

吨、区间涨幅达

16 . 73%

；生猪

期货

2309

合约上涨

1203

元

/

吨、 区间

涨幅达

8 . 52%

。

此外， 为进一步降低龙头企业参与

成本 ，

2022

年起大商所陆续面向中粮家

佳康、德康农牧、唐人神、牧原股份

4

家

信用良好的龙头企业开展了降低厂库仓

单注册担保品比例试点， 从而有效降低

了产业企业套保成本。 其中，中粮家佳康

结合自身生产计划和成本预算确定套期

保值比例， 根据市场变化及时调整套保

仓位，有效管理了生猪价格波动风险。

广大中小养殖户也踊跃参与“保

险

+

期货” 项目保障养殖收益。 数据显

示，

2023

年，全国

24

个省区开展了

181

个

生猪“保险

+

期货”项目，保障存栏生猪

211

万头，覆盖中小养殖户

6293

户。 截至

2024

年

2

月

20

日， 已运行结束的

143

个

项 目 预 计 赔 付

1.88

亿 元 、 赔 付 率 达

132%

。 江苏、广西、广州等地政府明确对

生猪“保险

+

期货”继续给予资金支持；

期货公司自发开展的市场化“保险

+

期

货”项目中，大部分是生猪养殖类项目。

进一步发挥期货功能

不过，在调研中发现，目前部分企业

对期货工具的认识仍有待提高， 存在不

敢用、不会用的情况。

“生猪期货市场的发展受到现货市

场的制约，如生猪生长周期长、养殖风险

高、疫病防控难度大等因素，这些都对期

货市场的平稳运行和功能有效发挥提出

了更高的要求。 ”华泰期货总经理赵昌涛

表示。

“当前生猪期货合约流动性持续提

升，随着更多产业经营主体进入，价格发

现功能将发挥更大效应。 ”东证衍生品研

究院农产品分析师吴冰心对记者说 ，对

于生猪经营主体来说， 应当及时关注生

猪期货近中远月合约价格未来变化，在

周期变化中既不能盲目乐观、 也不能过

度悲观，期现结合、科学有序调整生产经

营计划。

围绕进一步促进生猪期货功能发

挥，赵昌涛提出了几点建议：一是丰富生

猪风险管理工具，尽快上市生猪期权，更

加精准地满足生猪产业链经营主体套期

保值需求； 二是持续加大对利用生猪期

货市场套期保值的宣传推广力度， 通过

组织定期组织培训， 使得大小养殖企业

都能更好地了解期货市场并且愿意积极

参与； 三是拓展生猪期货市场的应用场

景，通过开展“期货

+

订单”、场外期权、

基差贸易等业务创新， 为生猪产业链提

供更精细化的风险管理服务。

大商所相关业务负责人也表示，将

积极推进生猪期权上市工作， 同时持续

通过产融基地“

2+1

”牵手工程、企业风险

管理计划等市场服务品牌， 不断培养养

殖企业产融结合、期现结合能力，为企业

开展风险管理、保障养殖利润提供“试验

田”。 （王超）

对于养殖场来说， 最值钱莫过于活

体畜禽和圈舍。针对前者的“活体贷”，不

少金融机构已推出相关业务， 可后者这

块“硬骨头”，一直难以被啃下。一个牧场

建下来，圈舍投入往往占了七八成，想要

变现却困难重重， 症结便在于缺乏产权

证。 但在浙江省，该“堵点”已被打通。 最

近，首批可复制、成体系的“养殖圈舍抵

押贷”落地浙江省，以前“难入法眼”的圈

舍，摇身一变成了“价值高地”。

据了解，“首吃螃蟹” 的正是中国农

业银行浙江省分行。 日前，位于丽水市青

田县的浙江欣宏源生态农业有限公司正

式获得省内首笔“养殖圈舍抵押贷”

1000

万元，破解了困扰该场的融资难问题。 而

这也是浙江省畜牧农机发展中心联合农

行，通过政银合作、政策创新共推畜牧业

高质量发展的一大创举。 今后，这一项创

新业务有望在全省铺开。

去年，国家五部门联合出台《关于金

融支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加快建设农

业强国的指导意见》后，浙江省聚焦畜牧

企业的生产实际困难， 在相关部门的共

同努力下， 中国人民银行浙江省分行和

浙江省农业农村厅联合印发《浙江省畜

牧业、 渔业资产抵押贷款操作指引（暂

行）》， 明确可将养殖圈舍作为动产办理

抵押物担保登记， 养殖圈舍抵押由此在

浙江省具备了体系化、制度化的指引。

起初， 浙江欣宏源生态农业有限公

司董事长赖建兵听闻这一消息， 有些难

以置信， 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找到了当地

农行网点机构。“不承想，以前跑遍多家

银行都解决不了的事， 现在只需要递交

几个材料，一周就放了款，利率还很低。 ”

赖建兵拿到贷款后， 心里悬着的石头这

才落了地。

赖建兵说，近三年来，公司陆续投入

1.81

亿元，建设了

355

亩数字化猪场，原

本希望借此转型升级， 火热的心却被低

迷的市场浇灭。 面对资金周转困难 ，之

前，他只能将设备以金融租赁的方式，向

银行融资

1000

万元救急，年综合成本着

实不低。“这回拿到了‘养殖圈舍抵押

贷’，成本降了一半，光利息一年就能省

下约

40

万元。 ”

同样松了口气的还有来自东阳市的

养殖户廖祥斌。 他的猪场存栏仅

320

头

猪，刚好在规模标准线之上，顺利拿到了

23.9

万元贷款。 记者了解到，“养殖圈舍

抵押贷”在设计时就充分考量了普适性，

以生猪为例， 超过

300

头就能将圈舍予

以 抵 押 。 如 此 一 来 ， 全 省 覆 盖 面 可

达

87.3%

农行浙江分行乡村振兴部负责人李

小国坦言，“养殖圈舍抵押贷” 的推出堵

点有不少，关键在如何不再陷入“程序之

困”。 因此，几方决定将圈舍定性为动产在

人民银行公示系统登记， 解决了贷款落地

中的难点。 另外，贷款额制定也有讲究，高

了风险大，低了不解渴，最终决定按圈舍评

估价的

40%

予以确定贷款额度， 兼顾了银

行与畜禽养殖主体的需求。“总体看，相比

以往业务，‘养殖圈舍抵押贷’额度更大、利

率更优惠 ，惠及的主体也会更多 。 ”李小

国说。

“去年，生猪养殖持续亏损 ，令不少养

殖企业感到了资金压力，现在有了‘养殖圈

舍抵押贷’，养殖企业可以从容地‘按需定

产’。 ”浙江省畜牧农机发展中心畜牧生产

处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浙江将强化政

策宣传，扩大“养殖圈舍抵押贷”实施面，引

导养殖主体有序投入，科学生产，并逐步从

生猪拓展至奶牛 、湖羊和蛋禽等大型养

殖场。

（朱海洋 毛华敏）

浙江出台金融新规:“养殖圈舍抵押贷”有望全面铺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