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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猪瘟让养猪成本暴增？ 
 

 

观点概述： 

中国养猪成本包括四大块：折旧（厂房等固定资产），仔畜费（母

猪作为产能的折旧及费用摊销），现金成本（饲料、人工、水电、

防疫、死亡损失费、其他）、三费及其他（销售管理财务营业外支

出）。 

 

非洲猪瘟造成了二元能繁母猪的大量死亡，产业进行三元留种

后，使得整体中国猪群的生产繁育效率显著下降，仔畜费上升，仔

畜成本增加。 

 

三元母猪配种成功率低，无法配种母猪或者配种失败的后备母猪

被作为肥猪出售，造成了大量生产性生物性资产减值，即营业外支

出增加。 

 

（以上两点用白话来说就是：三元母猪配上种的，繁育生产效率

低，所以仔畜成本提高；没配上种的，被当成肥猪去买，生产性生

物资产减值，增加了营业外支出增加） 

 

非洲猪瘟造成了现金成本中的防疫成本和死亡损失费增加；行业

普遍压栏增重造成饲料转化效率变低，生猪养殖单斤饲料成本增加。 

求真 细节 科技 无界 

2020年 5月 18日  生猪专题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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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中国养猪成本构成 

2020年一季度各大上市猪企季报出炉，养殖成本差异极大。2020年 3月以来生猪价格加速下

跌，部分地区跌破了 26元/公斤，接近了外购仔猪的成本。市场对成本较为关注。  

图表 1：上市猪企育肥完全成本 

 

数据来源：招商农业，混沌天成研究院 

 

上市猪股差异的主要来源是仔畜成本差异，自己产仔猪的上市公司仔畜成本只有 400元/头左

右，需要去外购仔猪的成本在 2000元/头左右。 

首先仔畜成本是一种沉没成本，另外从行业的角度出发，仔畜买方的成本包含了仔畜卖方的成

本和利润，不是行业意义上的“仔畜成本”，那么，我们从行业研究的角度出发，非洲猪瘟到底增

加了多少成本？ 

 

图表 2：中国生猪养殖成本构成 

 

数据来源：混沌天成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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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仔畜成本增加 

在非洲猪瘟时代以前，中国散户母猪群里标准二元母猪本就很少，各种轮回二元、三元留母、

多元杂交做种本就普遍存在。只不过非洲猪瘟以后三元留种的普遍性远超以往，不仅是散户在做，

规模场及上市公司都在三元留种。并且由于养殖利润暴增、母猪选留仓促，使得质量上较以往偏差。 

三元母猪产仔数少、非生产性天数多，使得生产繁育效率偏低，所以造成了仔畜成本的上升。

仔畜成本=（母猪折旧+母猪生产费用摊销）/母猪产仔数，仔畜成本增加了 1.16元/公斤。 

 

1、母猪折旧 

母猪折旧=产能（能繁母猪）建设成本-残值 

产能建设成本（后备母猪建设成能繁母猪的费用）：全行业大量三元留种是在 2019 年 9、10

月份，取 2019 年 9 月份至今生猪价格均价*50kg+500 元作为三元母猪成本价，加上增重成本、及

后备母猪专项费用（发育产道、催情、受精、人工等其他），加总为产能建成成本。 

 

图表 3：产能建设成本 

项目 金额 单位 

均价 34.85 元/kg 

体重 50 kg 

配种体重 140 kg 

料肉比 3  

育肥料单价 2.53 元/公斤 

后备母猪专用成本 600 元 

产能建设成本 3526 元 
 

数据来源：混沌天成研究院 

 

残值：淘汰母猪残留毒素较高，一般相对于肥猪折价，一胎 8折，二胎 7折，三胎 6折，四胎

以后 5折。假设三元留母 2年后淘汰，预估未来可能会回到 7元/公斤的残值。 

 

图表 4：残值 

项目 金额 单位 

淘汰母猪体重 200 kg 

淘汰母猪均价（预估） 7 元/公斤 

残值 1400 元 
 

数据来源：混沌天成研究院 

因此三元母猪使用寿命 2年折旧 2126元。 

 

2、母猪生产费用摊销 

 

能繁母猪生产费用摊销=能繁母猪维持生产繁育所需的饲料、人工、水电、防疫和折旧。三元

母猪两年的摊销费用是 7644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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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5：三元母猪生产费用摊销 

项目 金额 单位 备注 

饲料 2400 kg 2年 4胎 

饲料单价 2.53 元/公斤 妊娠料便宜/哺乳料贵 

疫苗 240 元  

人工 1000 元  

水电 15 元  

猪精 300 元 25 一管 

厂房设备折旧 17 元  

能繁母猪生产费用 7644 元  
 

数据来源：混沌天成研究院 

 

3、母猪产仔数（生产繁育效率） 

母猪产仔数=窝均断奶活仔数*年产胎数*使用年限，其中窝均断奶活仔数*年产胎数= PSY（Pigs Weaned 

per Sow per Year），这是关于生产繁育效率最重要的指标。 

市场上一直讲的配不上种老反复发情、容易流产、配种成功率低这些指标影响的是非生产天数，

最终影响的是一年产几窝（年产胎数）。 

 

图表 6：解构 PSY 

 

数据来源：混沌天成研究院 

 

（1）窝均产仔数 

三元母猪窝均产仔数：产业内一直用 PSY来衡量生产效率，PSY的意思是一头母猪一年内可以

提供的断奶活仔猪数量，由于本轮周期的三元留母集中出现在 2019年 9、10月份，到现在为止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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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满一年，现在只是三元母猪分娩了头猪仔猪，因此以现在头胎母猪产仔数衡量三元母猪生产性能

有失公允。但是上一轮周期高点 2016年时已经有养殖场使用过三元母猪，窝均产仔数如下： 

 

图表 7：三元母猪窝均产仔数 

某养殖场 2016-2019 年数据 

各胎次产仔数 二元 三元 减少数量 窝均产仔数下降比例 

头胎 12.63 8.6 -4.03 -32% 

1-3胎 12.18 9.57 -2.61 -21% 

4-6胎 14.03 12.26 -1.77 -13% 

7胎及以上 12.52 10.63 -1.89 -15% 

合计 12.88 10.7 -2.18 -17% 
 

数据来源：混沌天成研究院 

 

（2）非生产天数 NPD： 

本轮猪周期里三元母猪选留质量差，配种成功率低，非洲猪瘟造成死淘偏高，体现在非生产天

数（Non－productive Days，NPD）的增加，从而造成了年产胎数少。比如正常二元是两年 4.4胎，

而三元母猪只有 4胎。 

 

图表 8：非生产天数 NPD 
 配种返情 流产 配种空怀 断奶配种 淘汰 死亡 NPD（头均） 

三元母猪 12.43 28.22 17.86 3.56 11.47 11.47 85 天 
 

数据来源：混沌天成研究院 

 

（3）使用年限： 

笔者进行了大量的一手微信调研，管理的好的、技术高的老养猪人能用 6-7胎，管理的差技术

低的新进繁育户只能用到 1-2胎；同一猪群，统一管理，有的猪只能用 1-2胎，有的猪跟二元母猪

相差无几 能用 6-7胎，综上所述，我的结论是：使用年限 2年，二元母猪的使用年限在 3年。 

 

4、断奶仔猪成本=（母猪折旧+母猪生产费用摊销）/母猪产仔数 

仔畜费=断奶仔猪成本/脯乳期成活率+仔猪饲料成本（养到 15公斤） 

仔畜费=（2126+7644）/(10.7*0.9*4*0.95)+95=362元/头，比非洲猪瘟之前成本增加 157元/

头，按照均重 135公斤来算，每公斤增加 1.16元/公斤。 

 

三、营业外支出增加 

没配上种的母猪或者生产繁育效率过低被当成商品猪销售掉，造成了大量的生产性生物资产减

值，计入营业外支出。比如某上市公司 TB。 

600元的后备母猪专项成本会被均摊掉，若选留成功率是 75%，以体重 135公斤来算，增加了

1.11 元/公斤，若选留成功率只有 50%，则成本增加 2.22元/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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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防疫成本增加 

防疫成本增加了 0.88 元/公斤 

石灰、消毒水、增强免疫力的中成药差不多一头增加 120元，以 135公斤计算，成本增加了 0.88

元/公斤。 

 

五、死亡损失费增加 

死亡损失费增加了 1.2 元/公斤 

在没发生非洲猪瘟以前，从猪崽子出生到出栏本来的全程死亡率也在 10%。计算公式是：

0.95(哺乳成活率)*0.96（保育成活率）*0.99（育肥成活率）=0.9（全程成活率）。非洲猪瘟发生

后，起始阶段死亡率在 40%以上，现在稳定在 10%左右，即成本增加 10%，约 1.2元/公斤。 

 

六、饲料成本增加 

行业普遍压栏增重，不管是规模化养殖场还是小散养殖户，出栏均重都在 135公斤左右，非洲

猪瘟之前行业内平均出栏体重是 115 公斤。全程料肉比增加 8%，饲料平均单价 2.53 元/公斤，饲

料成本增加 0.2元/公斤。 

 

图表 9：料肉比 

 

数据来源：混沌天成研究院 

 

综上所述：非洲猪瘟让行业养猪成本增加 4.55-5.66 元/公斤，非洲猪瘟之前行业内平均成本

在 12 元/公斤，现在在 17 元/公斤左右，增加了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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