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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详情

鸡肉具有“一高三低”的营养特性，是出口创汇*大的一个产业。***三大肉鸡生产和消费国家为美国、
中国和巴西，消费的比重都在50%-70%之间，以下是肉鸡养殖行业现状分析。肉鸡养殖行业分析指出，
肉鸡的饲料转化率是养殖业中*高的一种，一般料重比为2：1左右。因饲料费用占总成本的65%—70%左
右，因此，应根据饲料转化规律，同时综合考虑当时的市场行情、饲料价格等因素，合理安排肉鸡的生
产和出栏，*大限度的提高经济效益。 *近两年，我国肉鸡养殖行业基本摆脱H7N9流感疫情的影响，消费
企稳回升，产量及价格实现双增长，全产业链实现较好盈利收益。肉鸡养殖行业现状分析指出，同时，
受非洲猪瘟对国内猪肉市场供需拉低效应的影响，肉鸡养殖行业维持高景气发展。 2018年，我国禽肉消
费量达到2000万吨，猪肉消费量5540万吨，牛羊肉等消费量1128万吨，占肉制品比重分别为23.4%、63.4%
、13.2%，禽肉已经成为我国肉制品消费中仅次于猪肉的第二大品类。 禽肉产量***五位的省份分别是山
东、广东、辽宁、广西、江苏，占全国总量的44%。东部地区产量占全国的48.9%，中部地区占30.3%，西
部地区占20.8%，呈现由西向东依次增强的趋势，与经济发展趋势相同。
截至2019年11月，我国祖代种鸡存栏量109.33万套。其中，在产80.67 万套，后备28.66 万套。肉鸡养殖行
业现状分析指出，2018年4月在产的祖代种鸡应该是2019年1-10月期间引进或更新的祖代种鸡45.36万套转
换而来，但实际在产祖代种鸡规模达到80万套，说明前期祖代种鸡换羽规模还不少。 尽管，我国已经成
为当今世界上第二大肉鸡生产国，但对鸡爪的旺盛需求，仍然需要维持相当数量的鸡肉、鸡爪进口。肉
鸡成为支撑我国畜牧业发展的重要产业之一。但是我国肉鸡养殖行业依然存在着许多问题，如在养殖环
节的动物福利缺失、抗生素残留，以及加工环节的微生物污染等问题。 1、疾病的风险 从较长时间看，
我国的生物安全环境还不会有太大的改善，而我国的家禽养殖量一直在高位徘徊，再加上在产业结构调
整的转型期，多种饲养方式并存以及病原变异和毒力增加的速度越来越快、新病增多，条件致病菌增加
等原因，使得我国家禽养殖业的疫病防控形势越来越严峻。 2、消费端的风险 随着公众对食品安全的愈
加重视，以及禽流感的阴影仍然笼罩着家禽业，加之速生鸡的负面影响，公众对工业化生产的白羽肉鸡
还存在着误区，需要持续地对消费者进行宣传才能改变，以上便是肉鸡养殖行业现状分析所有内容了。2
018年肉鸡行业市场现状与发展趋势分析 维持高景气发展肉鸡行业维持高景气发展*近两年，我国肉鸡行
业基本摆脱H7N9流感疫情的影响，消费企稳回升，产量及价格实现双增长，全产业链实现较好盈利收益



。同时，受非洲猪瘟对国内猪肉市场供需拉低效应的影响，肉鸡行业维持高景气发展。从终端消费来看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我国禽肉消费量已从2000年的1200万吨增加到2018年的2000万吨左右，占肉制品
消费的比重从2000年的19.8%提升至2018年的23.4%。分类别来看，2018年，中国禽肉消费量达到2000万吨
，猪肉消费量5540万吨，牛羊肉等消费量1128万吨，占肉制品比重分别为23.4%、63.4%、13.2%，禽肉已
经成为我国肉制品消费中仅次于猪肉的第二大品类。作为我国第二大肉制品消费品类，鸡肉与猪肉之间
具有较强的替代关系。从历史经验来看，每一次生猪供给短缺都伴随着鸡肉消费量的急剧拉升。例如，
在2014-2015年，猪肉消费同比减少2.45%，而鸡肉消费同比增加3.41%。2018年8月份以来，国内非洲猪瘟
疫情暴发，猪肉供给受到较大影响，国内肉鸡消费市场景气度随之上升。根据农业农村部对全国50家重
点批发市场监测数据，2018年畜禽产品交易量达1.94万吨，较2017年增长14.77%，较2013年增长21.05%。
可以预见，随着生猪价格不断上涨，将继续刺激鸡肉消费需求释放。图表2：2012-2018年中国50家重点批
发市场畜禽产品交易量（单位：万吨）  从市场供给来看，白羽肉种鸡产能处于近年低位。数据显示
，2018年，祖代进口引种量约65万套，国内（益生）繁育约23万套，国内祖代鸡更新量升至约89万套，
种源来自新西兰、波兰以及国内繁育。图表3：2010-2018年中国白羽肉鸡祖代引种量（含自繁）（单位：
万套）  而从白羽肉鸡生长周期来看，从祖代引种到商品代出栏共需经历祖代、父母代、商品代、出
栏等4个阶段，全程耗时接近15个月。在祖代引种数量处于较低水平下，今明两年白羽肉鸡的供给将收缩
。此外，虽然2018年下半年强制换羽开始逐步增多，但是由于存在种鸡质量、鸡病等因素的影响，供应
难以短期起量，仍然难以改变今年鸡肉供给整体偏紧的局面。图表4：人工强制换羽对祖代、父母代产能
的影响  进口方面，巴西是我国鸡肉进口的**主力，2018年我国进口鸡肉50.39万吨，其中巴西对华出
口高达42.15万吨，占比83.65%。然而，商务部于2019年2月15日公布对巴西白羽肉鸡产品反倾销调查的*
终裁定，决定对巴西的白羽肉鸡征收17.8%-32.4%的进口关税。我国鸡肉进口数量基本稳定在50万吨左右
，虽然今年我国鸡肉供给较为紧张，但受巴西反倾销事件影响，预计今年鸡肉进口仍会保持稳定。图表5
：2018年中国鸡肉进口分国家占比（单位：%）  总体而言，需求向好叠加供给收缩，肉鸡行业高景
气有望延续至2020年。向质量效益型发展模式转变我国肉鸡行业发展模式正在从数量增长型向质量效益
型转变，目前正是加快我国白羽肉鸡育种本土化进程和黄羽肉鸡遗传改良进程的战略机遇期。面对当前
我国白羽肉种鸡种源受制于人的现状，实现白羽肉鸡育种的本土化，有利于降低企业引种成本，有利于
摆脱种鸡受制于人的困境；面对当前活鸡交易受限，冰鲜鸡销售将成为未来主流的趋势，对现有黄羽肉
鸡育种方向重新进行分析论证，进一步做好黄羽肉鸡等本土肉鸡品种的遗传改良，有利于推进肉鸡行业
的供给侧改革。其次，标准化规模养殖是未来我国肉鸡产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基础之基础，直接决定着
养殖的成败、生产效率的高低、经营效益的多寡。未来需要加大对肉鸡行业标准化养殖的扶持力度，以
标准化鸡舍建设为核心，鼓励和支持企业加大养殖设施设备投入、研发力度。*后，保障产品质量是实现
肉鸡行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打造产品品牌是实现肉鸡产业不断壮大的重要举措。对此，在完善肉
鸡产品和饲料产品质量安全卫生标准的基础上，建立饲料、饲料添加剂及兽药等投入品和肉鸡产品质量
监测及监管体系，构建低抗，甚至无抗肉鸡饲养模式，严格保障肉鸡产品质量。同时，努力创建一批质
量信得过、消费者欢迎度高的优质品牌。我国白羽肉鸡产业发展现状及趋势2019年9月28日，由河南牧业
经济学院和河南省家禽协会肉鸡分会组织、河南融瑞祥集团主办的《白羽肉鸡产业创新发展高峰论坛》
成功举行。周口市川汇区畜牧局**兽医师、河南省家禽协会肉鸡分会秘书长毛申林主讲《我国白羽肉鸡
产业发展现状及趋势》。以下为全文：2019年白羽肉鸡全产业链获得丰富利润，特别是上游祖代—父母
代种鸡养殖利润创下历史*高水平，造就很多亿万富豪，让下游从业者羡慕不已。 其实回过头来看，这
样的市场结局是可以预见的。但从2018年的实际情况来看：无论企业家、专家、上市公司的金融分析员
等等，在拥有那么多的养殖经历、理论数据、市场预测工具，都不能做出准确判断。从联盟统计的祖代
种鸡引进数量及商品鸡雏产量来看，高价位仍将有维持的可能。做出这样的判断主要还是基于2015-2018
连续4年的祖代种鸡的引进及国产数量下降（见下表）：分别为72、64、68、75万套。这与2007-2010年四
年68、79、93、96万套何曾相似，谁都不会忘记2011年从业者获得白羽肉鸡的机遇与财富。也正是2011年
的巨额利润让人们丧失理智，出现从2011-2013年118、138、154万套的几乎翻一倍的引种数量，又恰逢白
羽肉鸡需求端遭受重大打击，白羽肉鸡产业连续3年时间在痛苦中挣扎。所以除去几次禽流感影响因素，
家禽业的规律可以很简单地看出与祖代引种数量有着极大的关系。从1983年白羽肉鸡进入中国以来，从
事这个行业若想获得稳定利润，简单而**的法则就是控制祖代饲养数量。回顾历史，白羽肉鸡行业出现
今天行业盛典，值得记载的是2014年畜牧业协会及成立的白羽肉鸡联盟创造性提出控制祖代种鸡数量，
得到各个企业及主管部门的执行，今天应该感谢并铭记为此作出杰出贡献的人们。鉴于白羽肉鸡行业这
样的市场局面，2019年与2018年相比出现的情况有所不同，目前白羽肉鸡主要出现以下一些新的情况。1
、育种新情况：国内有圣农、新广2家公司宣布自主育种成功，尤其新广公司宣称已经到第5个世代；加



上益生、科宝等公司国内繁育，未来祖代鸡充满挑战。2、全中国的鸡舍无论大小、条件怎么样全部饲养
。很多人看到市场机遇但没有鸡场，在于过去几年环保压力拆除很多鸡场。应当说2013年全国销售了600
0万套父母代都可以饲养，但现在仅仅4500万套的销售量却没有鸡场可养。3、一条龙企业过去的认知是
自己没有能力或技术管理不到位，没有接触种鸡，但现在基本全部开始进入，且规模上升很快。4、种鸡
的饲养越来越集中，甚至超出100万套的企业也逐渐增多。出现中等规模的种鸡公司变得更大更强。5、
新建种鸡场及一条龙企业扩产增多：圣农、仙坛、禾丰、正大等公司争先恐后加足马力扩张，白羽肉鸡
产业进入疯狂投资期。每一个经营者在巨额利益面前几乎夜不能眠：既担心获得的财富失去，又希望预
测市场下一步走向，是否还有机会，抓住这百年不遇的机遇。尤其那些资本及其他行业从业者更是跃跃
欲试，希望分得一杯羹。从协会数据看：2019年上半年引进及国产祖代为48.79万套，全年预计超过100万
套（见下表）。表  2018-2019年全国祖代更新数量（引种+自繁）相信理性的人看到这个数据一定会惊
喜的。因为这个数据与2010年96.9万套相近。以2011的高价位市场经验来看，尽管与2011年相比经济下行
，但非洲猪瘟这一“黑天鹅”还在天上飞，那么定然会有非常不错的市场机遇。虽然国内出现白羽肉鸡
育种公司，都宣称所育品种很多指标超越进口品种，但这些公司还没有进入实质性大量销售阶段。当然2
020年白羽肉鸡祖代公司会出现非常大的格局变动：国产与国外育种公司开始并驾齐驱、争夺市场。面对
国产育种公司，国外育种公司一定会调整在中国的战略，不会放弃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市场。在这场博弈
中我们暂时不能判断谁的品种更好，但将来可供祖代数量会远远超出我们的实际需求。假如祖代鸡更新
量不能合理控制，那么未来白羽肉鸡产业会再一次的出现长久的行业低谷。协会数据显示：截至到2019
年9月15日，父母代销售3130万套、与去年同期9月16日为止2895相比，增加235万套，约7.5%的增量。但
与2017年9月17日为止的3045万套相比基本不增加，从2018年的市场看，我们没有任何理由怀疑市场下行
。更何况随着养猪及猪肉消费的巨大下降，对白羽肉鸡来说是一个极大的消费替代提升，因而白羽肉鸡
在目前来看充满机会。从祖代的引种量及过去几年的实际情况，可以推测2019年乃至2020年商品雏还是
不能满足市场需求，商品雏的利润空间还是有的。继2018辉煌之后，让很多人不能相信今年更是白羽肉
鸡的盛宴时刻。做梦都想不到这样的时刻持续时间这么久，财富积聚超越自己的想象。当然很多经营者
在历经磨难与风雨，显得淡定从容，坚持的结果可以预料，但从历史规律看，不是危言耸听，这样的市
场似乎酝酿更大风暴到来。还是那句充满智慧但很多人常常忘记的话：少就是多。希望从业者保持理性
、充满敬畏、重视市场规律，让白羽肉鸡这颗“子弹”也飞的长久一些。  量价齐升，白羽肉鸡产业
咋还亏了？今年国内肉鸡销售量价齐升，按理说全行业应该盈利丰厚，但白羽肉鸡商品养殖近来居然陷
入亏损的境地。农业农村部肉鸡产业监测预警首席专家郑麦青：今年1-6月，每出栏一只白羽肉鸡平均亏
损1.44元，黄羽肉鸡平均盈利2.22元。什么原因？雏鸡成本过高。农业农村部肉鸡产业监测预警首席专家
郑麦青：去年以来，商品肉鸡价格的持续高位，带动雏鸡价格快速上涨，至3月中旬雏鸡价格普遍超过9
元/只，创2009年以来的*高值，并在高位区一直维持到5月末。6月份出栏的白羽肉鸡，养殖者平均亏损4.
36元/只。为什么雏鸡成本过高？国家肉鸡产业技术体系产业经济岗位骨干成员、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
济与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辛翔飞：白羽肉鸡种源对外依存度过高，是当前国内肉鸡行业*为突出的短板。
目前，我国还没有培育出生产性能优良的白羽肉鸡品种，白羽肉种鸡全部依靠进口。从短期来看，依靠
进口种源可以降低我国自身的育种成本和压力，引种企业可以从中赚取巨大利润，但从长期来看，一旦
肉种鸡主要供给国发生禽流感，我国白羽肉种鸡引种就会受到限制，产业发展受到严重阻碍；另一方面
种源是畜牧业价值链的高端，2010-2014年我国每年在引种方面支付国外白羽肉鸡育种公司的费用均在300
0万美元以上，其中2013年甚至超过5000万美元，并且对国外种源进口的过多依赖极易加剧父母代、商品
代的价格波动。怎么办？国家肉鸡产业技术体系产业经济岗位骨干成员、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
展研究所副研究员辛翔飞：我国肉鸡产业发展模式正在从数量增长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目前正是加快
我国白羽肉鸡育种本土化进程和黄羽肉鸡遗传改良进程的战略机遇期。面对当前我国白羽肉种鸡种源受
制于人的现状，实现白羽肉鸡育种的本土化，有利于降低企业引种成本，有利于摆脱种鸡受制于人的困
境。鉴于冰鲜鸡销售将成为未来主流的趋势，行业管理部门宜对现有黄羽肉鸡育种方向重新进行分析论
证，进一步做好黄羽肉鸡等本土肉鸡品种的遗传改良，推进肉鸡产业的供给侧改革。建议国家启动白羽
肉鸡遗传育种重点研发计划，加快推进实施2014年制定的《全国肉鸡遗传改良计划（2014-2025）》，鼓
励科研机构和相关企业充分利用国内丰富的遗传资源，立足本土消费市场，走差异化战略，助推适合我
国消费特色的肉鸡品种的育种工作，形成多品种互补的肉鸡生产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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