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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生猪供应

图 1 全球生猪产量及增速 数据来源：USDA 大地期货研究院

过去 20 几年以来，全球生猪供应量总体呈现稳步上涨趋势，2019 年受非洲

猪瘟的大幅影响，各地生猪产量大幅下降，全球生猪产量断崖式回落。据美国农

业部（USDA）数据统计，2019 年度全球生猪产量从上年度的 12.69 亿头大幅下

滑至 10.3亿头，同比减 18.8%，创历史最大降幅。随着非洲猪瘟疫情的缓解与防

控，生猪生产和运销秩序逐步恢复，全球生猪产量也在逐步回升，据 USDA数据

预测，预计 2023年度全球生猪产量可达 12.77亿头。

图 2 全球猪肉产量及增速 数据来源：USDA 大地期货研究院

整体来看，全球猪肉产量波动相对较小，2019年度全球猪肉产量也因生猪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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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的减少而相应下滑，2019 年度全球猪肉产量自上年度的 1.12 亿吨降至 1.01亿

吨，同比降 9.74%；2020年度全球猪肉产量在此基础上再度下滑至 0.96亿吨，非

洲猪瘟叠加新冠肺炎“双疫情”，主要生猪生产国家都深受影响，疫情下很多下游

加工厂关闭，生猪产能部分闲置，美国农户甚至主动对生猪实施安乐死，猪肉产

量进一步减少。据 USDA数据预测，预计 2023年全球猪肉产量约为 1.15亿吨，

同比小幅增加 0.32%，较 2020年的 0.96亿吨增长 19.8%左右，全球产量已恢复至

非洲猪瘟之前的水平。

图 3 全球各国生猪产量平均占比 数据来源：USDA 大地期货研究院

从国别分布来看，中国是全球生产第一大国，2018-2022年其产出可占全球生

猪总产量的五成以上，中国生猪产业的格局变化对全球生猪产量有着重要影响；

除此之外，欧盟和美国也是全球生猪主要产区，占比分别在两成和一成，三者为

全球生猪产出国三甲，其余的部分国家比例相对较小。据 USDA数据统计，2022

年中国猪肉产量 5541万吨，占比 48.4%；欧盟猪肉产量 2227.5万吨，占比 19.5%；

美国猪肉产量 1225.2万吨，占比 10.7%；巴西猪肉产量 435万吨，占比 3.8%；俄

罗斯猪肉产量 382.5万吨，占比 3.3%，这五大国家合计产量占比 85.8％，其他国

家占比 14.2％。

图 4 全球猪肉产量 top10国家及占比 数据来源：USDA 大地期货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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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生猪需求

全球猪肉消费量与产量变化基本相一致，整体猪肉消费呈稳步增长，近几年

因非洲猪瘟和新冠疫情等因素的影响，猪肉消费量阶段性回落后已逐渐复苏，但

增速有所下滑。据 USDA 数据统计，2022 年全球猪肉消费量 1.1322亿吨，2020

年全球猪肉消费 0.95亿吨，同比提高 19.14%；2023 年预计消费量进一步增加至

1.1383亿吨，同比小幅增 0.54%，可见猪肉消费复苏的节奏还是相对缓慢。

图 5 全球猪肉消费及增速 数据来源：USDA 大地期货研究院

从国别分布来看，中国是全球生猪养殖第一大国，也是猪肉消费第一大国，

其自身国内消费量几乎占据了全球猪肉消费量的半壁江山；除此之外，欧盟和美

国对猪肉也具有一定需求，欧盟曾斥巨资发起“爱吃猪肉”计划以鼓励瑞典和丹

麦年轻人增加猪肉消费；美国虽以牛肉为主要消费肉类，但作为生猪养殖的第三

大国家，猪肉也具有一定消费市场。

据 USDA数据统计，2022年中国猪肉消费量 5172.4万吨，占比 50.73%；欧

盟猪肉消费量 1872万吨，占比 16.1%；美国猪肉消费量 991.9万吨，占比 8.8%；

俄罗斯猪肉消费量 355.8万吨，占比 3.2%，这四大国家合计产量占比 78.85％，其

他国家占比 21.15％。

图 6 全球猪肉消费 top10国家及占比 数据来源：USDA 大地期货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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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生猪进出口

出口

全球猪肉贸易量一直呈现稳步增长的态势，但出口量占猪肉供给量的比例一

直相对偏低，近年来虽较前十年有了明显增长，但持续保持在 10%左右，各国主

要还是供以自需为主。据 USDA数据统计，2022年全球猪肉出口量 1095万吨，

同比减少 10.37%；2023 年预计出口量还会继续有所下降至 1075.1 万吨，同比小

幅降 1.82%，国外猪价上涨以及进口国需求放缓降低了整体出口量。

图 7 全球猪肉出口及增速 数据来源：USDA 大地期货研究院

欧盟作为全球第二大生猪生产国，自身需求还不及中国那么大，因而成为了

全球猪肉出口量最大的国家，2022年出口量417.2万吨，占全球猪肉出口量的38%；

其次是美国年出口量 287.8万吨，占比 26.3%；再次为加拿大和巴西，年出口量分

别为 141.3、131.9万吨，占比 13%和 12%。

图 8 全球猪肉出口 top10国家及占比 数据来源：USDA 大地期货研究院

进口

据 USDA数据统计，2000至 2021年猪肉进口量由 295万吨增加至 1161.3万

吨，增长率达到 293.7%；而 2022年全球猪肉进口量开始明显下滑至 989.4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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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比减少 14.8%；2023年预计进口量 980.8万吨，同比小幅降 0.87%，中国市场进

口需求的减弱，极大程度上放缓了全球进口量的增速。

图 9 全球猪肉进口及增速 数据来源：USDA 大地期货研究院

中国是猪肉消费大国，虽然自身产出最高，但由于内需庞大，国内生产的猪

肉无法完全供给，加之国外猪肉产品价格相对低，采购成本也随之降低，因而会

对进口猪肉进行一定量的采购，以此调节国内供需。据 USDA数据统计，2022年

中国猪肉进口量 212.5万吨，占比 21.5%；其次主要的猪肉进口大国为日本和墨西

哥，2022年进口量为 152.3和 130万吨，分别占比 15.4%和 13%；之后为韩国、

美国、菲律宾等等。

图 10 全球猪肉进口 top10国家及占比 数据来源：USDA 大地期货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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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生猪供需概况

供应

图 11 中国生猪年度出栏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大地期货研究院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我国生猪生产稳定发展，随着标准化、规模化养殖模式

的持续推进，整体产业的综合生产能力得以显著提高。2000-2013年，我国生猪出

栏量增幅相对稳定，2010-2016 年生猪出栏大致在 6.7-7 亿头之间。不过自 2014

年以来，历经蓝耳病、仔猪流行性腹泻、环保限产整治、非洲猪瘟等接连事件影

响，生猪出栏数量出现连续下滑，非瘟对生猪产业带来的打击尤为明显，而后 2021

年才开始止降转升，逐步恢复至正常水平。

图 12 中国各省生猪出栏及占比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大地期货研究院

我国生猪养殖格局相对分散，就近几年总体出栏情况来看，四川省最高，占

比可达 9.5%左右，其次是河南、湖南、山东、湖北等地。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

2022年度我国生猪出栏数量达 6.9995亿头，同比增长 4.27%；2023年上半年，生

猪出栏已达 3.7548亿头，同比去年增加 2.63%。今年整体生猪供应压力明显高于

去年，下半年还将持续兑现前期的高能繁基数，目前存栏量也还在继续增长，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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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助推下半年生猪出栏数量的增加，供给压力预计持续。

图 13 中国猪肉产量及增速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大地期货研究院

我国猪肉产量占畜禽肉类总产量的 60-65%左右，近几年受非瘟影响有所下降，

目前已在逐步恢复，整体比重走势还算相对稳定。猪肉产量增长的直接原因是生

猪出栏量的增长，但近几年来说，生猪出栏量同比增长率略低于猪肉产量同比增

长率，说明得益于近年来国内种猪产业的快速发展，每头生猪的猪肉产出量（生

猪胴体重）均有所增长。

图 14 全球猪肉进口 top10国家及占比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大地期货研究院

在 2020年高猪价带来的高利润的刺激下，2021年中国生猪养殖业高速扩张，

行业内企业纷纷积极扩大养殖规模，以增加自身的市场份额，猪肉产量明显提升，

猪肉价格在供应压力下开始走低，部分生猪养殖企业开始亏损甚至倒闭；去年国

内生猪产能仍在继续释放，猪肉产量维持增长趋势，但在上一年行业大幅度亏损

的背景下，2022年全国猪肉产量增幅明显放缓。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2年

度我国猪肉产量达 5541.43万吨，同比增长 4.46%；2023 年上半年，猪肉产量已

达 3032万吨，同比去年增加 3.2%，预计下半年仍会继续增长。

需求

中国肉类消费结构以猪肉和鸡肉作为主要消费品种，牛肉及羊肉作为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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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肉消费量可占中国总体肉类需求的 60%以上。2021年中国居民人均肉类消费量

在 32.9kg，其中居民人均猪肉消费量 25.2kg，占比 60.87%；居民人均牛肉消费量

2.5kg，占比 6.04%；居民人均猪肉消费量 1.4kg，占比 3.38%；居民人均禽类消费

量 12.3kg，占比 29.71%。受肉类需求结构优化以及人口数量和结构变动等因素影

响，虽然中国消费习惯以猪肉为主，禽肉消费量无法赶超猪肉，但已有迹象表明，

禽肉产量和消费量有上升趋势，猪肉需求有所下降。

图 15 中国肉类消费结构及居民人居消费量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大地期货研究院

2022年，中国居民人均猪肉消费量为 26.9kg，同比增长 6.75%。按 14亿人口

进行估算，全国居民猪肉消费量 3766万吨，可折合生猪 4.76亿头，在 2022年全

国生猪出栏量中所占的比重约为 68%。就全国居民猪肉消费量来看，目前全国猪

肉供过于求格局较为突出。

图 16 2021年中国各省居民人均猪肉消费量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大地期货研究院

从地域分布来看，全国人均猪肉消费量最高的重庆，2021年人均猪肉消费量

为 39.2kg，远超 25.1的全国人均水平。紧随其后的是四川，2021年人均猪肉消费

量为 35.8kg，此外江西、湖南、贵州、广西这几个省市也是我国人均猪肉消费量

较高的地区，人均在 30-33kg区间内。而新疆、宁夏、西藏、青海这几个省相对

来说，人均猪肉消费量最低，大致在 8-13kg左右，主要是受饮食习惯影响，这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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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省份多以牛羊肉为主要肉类消费品种，因此猪肉的消费量相对较低。

图 17 中国猪肉消费量 数据来源：USDA 大地期货研究院

再从总量来看，我国猪肉消费量与产量走势大体一致，呈现先增后减、增速

逐渐放缓的特点，据 USDA 数据统计，2022 年中国猪肉消费量 5743.4 万吨，同

比增加 11%；预计 2023年消费量为 5819万吨，增幅将缩至 1.32%。

随着新冠疫情影响的消退，市场经济在逐渐回暖，整体消费情况也在随经济

逐渐复苏。但考虑到，居民消费理念的转变以及人口老龄化的进一步加深，部分

猪肉消费将更多的向禽肉、鱼肉等产品转移；此外在疫情的持续影响下，居民收

入有所减少，居民对商品价格波动更加敏感，消费意愿有所降低，预计中长期猪

肉消费市场呈缓慢下降态势。

进出口

图 18 中国猪肉供需缺口 数据来源：USDA 大地期货研究院

我国集全球第一大猪肉生产国、消费国和进口国为一体。由于内需较大，国

外采购成本相对较低，我国猪肉进出口格局整体表现为净进口状态。但综合来看，

我国猪肉相对还是自给自足，进出口占比极低。



2023 年 8 月 3 日

图 19 中国猪肉进出口数量 数据来源：中国海关 大地期货研究院

从进口方面来看，2021年以前我国猪肉进口整体呈现稳定增长的态势，年度

间进口量会根据国内猪周期的运行出现增减调整。我国猪肉进口以冷冻肉为主，

主要产品品类为冻猪肉、冻带骨猪前腿、冻猪后腿及其肉块；进口国家主要来源

于西班牙、巴西、丹麦、美国、荷兰等国家。2010年我国猪肉进口量为 19.9万吨，

2018年为 119.2万吨，2019年由于非洲猪瘟导致国内猪肉缺口扩大，进口量达到

199.4万吨，2020年再度大幅拉升至 429.6万吨。在此之后，国内产能不断扩充，

甚至是过剩状态，国内内需逐渐得以自给自足，对进口猪肉的依赖度下降，加之

国外进口成本增加，整体国内进口呈下降趋势。

图 20 中国猪肉进出口来源 数据来源：中国海关 大地期货研究院

从出口方面来看，我国猪肉出口量极少，且整体呈现下降态势, 2022年出口

量占产量比重几乎为零点几。就出口流向来说，我国猪肉主要运往中国香港和中

国澳门。比如 2022年，出口中国香港和中国澳门的猪肉就占了当年中国猪肉出口

总量的 96.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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