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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天津畜牧业生产形势向好 

生猪恢复取得阶段性成果 
 

 

 

国家统计局天津调查总队调查资料显示，2020 年天津市生猪存栏、能繁母猪存栏和生猪出栏已分别恢

复到 2017 年的 90.2%、89.4%和 65.3%，生猪生产恢复取得阶段性成果，牛羊存栏持续增加，家禽生产总体

平稳，畜牧业生产形势总体向好。 

2020 年，天津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促进畜牧业高质量发展的决策部署，在抓好疫情防控的同

时，采取有效政策措施，着力促进生猪生产恢复，全力保障畜禽产品有效供给。 

一、生猪生产实现加速恢复 

（一）生猪存栏加速增长 

2020 年，天津市生猪存栏在一季度受新冠肺炎疫情短期影响后呈现加速增长趋势，二至四季度全市生

猪存栏环比增幅分别达到 3.3%、13.5%和 16.1%。最终实现年末生猪存栏 162.3 万头，同比增长了 30.6%，

恢复到 2017 年末存栏量的 90.2%。其中，作为生猪产能恢复基础的能繁母猪年末存栏达 19.2 万头，同比增

长 32.0%，恢复到了 2017 年末的 89.4%。 

除能繁母猪存栏恢复外，养猪户购进生猪也是拉动存栏增长的重要因素。2020 年，在种猪、仔猪价格

均大幅上涨的情况下，养猪户购进仔猪、种猪积极性仍然高涨。调查结果显示，2020 年生猪调出大县① 共

计购进种猪、仔猪等 9.6 万头，同比增长了 13.0%。 

（二）生猪出栏快速恢复 

受生猪生长周期限制，生猪出栏量的增长总体晚于存栏增长，前期增加的存栏生猪在 2020 年下半年才

开始进入集中出栏期，下半年生猪出栏达到 125.9 万头，比上半年增长了 84.7%。全年累计出栏生猪 194.0

万头，同比减幅仅为 1.9%，已恢复到 2017 年的 65.3%。 

（三）新增、复产养猪户大量增加 

生猪生产的恢复表现为新增、复产的养猪户数量明显增加，生猪调出大县监测结果显示，被调查的 75

个样本村中，饲养量②在 100 头至 5000 头范围内的中型生猪养殖户数已经由 2019 年末的 201 户增加到 2020

年末的 342 户，增幅超过七成。 

二、牛羊禽生产形势较好 

（一）肉牛养殖比较优势凸显 

由于肉牛疫病较少，在生猪供应不足情况下养殖优势更加凸显，2019 年一季度以来，天津市肉牛存栏

量连续 7 个季度稳定增加。2020 年末肉牛存栏达 17.4 万头，同比增长了 18.9%。 

出栏方面，虽然上半年受疫情影响肉牛出栏出现小幅减少，但随着疫情影响的减弱，肉牛出栏快速恢

复，全年出栏达到 14.4 万头，同比增长了 2.0%。 

 

                                                        
① 本文所指生猪调出大县包括宝坻区、宁河区、蓟州区。 
② 本文所指饲养量为年末存栏与全年出栏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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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奶牛养殖实现提质增效 

截至 2020 年末，天津市奶牛存栏 10.7 万头，同比减少了 2.6%。在肉牛价格上涨和奶企收奶标准高、

价格低的共同作用下，中小奶牛场转养肉牛情况增加，导致奶牛存栏的小幅减少。 

产量方面，2020 年天津市牛奶产量达到 50.1 万吨，同比增长了 5.7%。牛奶产量在奶牛存栏减少的情况

下实现增长，主要是由于生产水平的提升，同时生产能力较低的中小奶牛场逐步退出也对奶业水平的提升

起到了一定作用。2020 年天津市奶牛头均产奶量达 4.7 吨，同比增长了 8.5%。 

（三）羊存栏、出栏均有所增加 

2020 年末羊存栏 45.2 万只，同比增加 15.3%。羊存栏的增加主要是由于羊养殖效益持续向好，养殖户

增加存栏意愿较强。出栏方面，羊出栏量在四季度实现同比由负转正，2020 年全市共出栏羊 36.1 万只，同

比增长了 5.4%。 

（四）肉鸡养殖量有所减少 

由于 2020 年以来肉鸡价格出现了较大波动，价格总体低于上年水平，养殖户有意控制生产，全市全年

出栏活鸡 6275.7 万只，同比减少 1.3%。2020 年末，由于饲料价格明显上涨，加之天气转冷，养殖户观望情

绪明显，肉鸡存栏 743.5 万只，同比减少了 19.2%。 

（五）蛋鸡存栏先增后减 

自 2019 年 4 季度起，鸡蛋价格在生猪供应紧张影响下大幅上涨，蛋鸡存栏持续增加，2020 年二季度末

全市蛋鸡存栏达到最高点 1462.4 万只，随着生猪生产逐步恢复，三季度起蛋鸡存栏开始逐步减少，截至 2020

年末全市蛋鸡存栏为 1428.2 万只，同比增长了 1.1%。全年鸡蛋产量 20.5 万吨，同比增长了 7.6%。 

三、制约畜牧业生产发展的主要因素 

虽然畜牧业生产形势总体向好，但仍存在一些制约畜牧业生产健康发展的不利因素。 

（一）饲料成本高企限制生产发展 

2020 年末，作为畜牧业主要饲料来源的玉米和大豆价格分别达到了每公斤 2.6 元和 8.0 元，同比分别上

涨 50.6%和 17.6%。饲料成本的上涨，给养殖户带来了巨大的资金压力，压缩了盈利空间，推高了畜产品价

格，不利于畜牧业生产的发展和畜产品价格的回调。 

（二）一些养殖户对生猪疫情仍存顾虑 

利润增长为生猪生产恢复提供了强劲动力，然而非洲猪瘟等生猪疫情仍然给生猪产业稳产保供带来了

较大不确定性。非洲猪瘟、蓝耳病等会导致生猪死亡率升高，特别是非洲猪瘟目前仍旧缺乏有效的治疗手

段，疫苗、兽药尚未投入市场，养殖户生产过程中需要处处精心、丝毫不敢放松警惕，“宁可少养猪、不能

毁了猪”的养殖心态，一定程度上减慢了生猪生产的恢复进度。 

四、促进畜牧业发展的建议 

（一）细化扶持措施，提升畜牧业发展质量 

调研了解到，一些有多年养殖经验的中小型养殖户有扩大生产的意愿，但在资金、用地、技术、配套

设施等方面受到一定制约，相关部门可因地制宜给予个性化支持，加强对中小型养殖户的指导帮扶，使有

意向扩大生产的养殖户做大做强，促进中小型养殖户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建立利益联结机制，带动中小养

殖户改良养殖品种、改进养殖方式，不断提升畜牧业生产现代化水平。 

（二）严格疫情防控，降低畜禽养殖风险 

当前，非洲猪瘟、禽流感等疫情在国内外还偶有发生，疫情防控工作仍然不能松懈。养殖户仍要通

过勤消杀、卡住车、守住人、封闭式管理等方法来控制传染源。相关部门在做好各生产环节的检疫工作、

严防疫情输入的同时，仍需科学合理细化防疫制度，在确保疫情防控工作不留死角的同时科学控制防疫

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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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优化发展环境，吸引养殖企业落户 

目前，天津多个生猪大项目已在建设中，为使大项目尽快投产形成产能，助力天津市生猪生产达到更

高水平，建议进一步发挥政府服务作用，各部门加强联合，在用地、环评、设施等方面给予充分支持，积

极促进大项目落地投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