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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天津畜禽生产走势特点分析 
 
 
 
2022 年，天津市各级党委政府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农村

工作会议精神，着力推动畜牧业生产稳定发展，保障居民“菜篮子”供应，生猪存栏量达到产业发展目标，

出栏量总体平稳，牛羊禽生产持续稳定发展。 

一、畜禽生产形势总体向好 

（一）生猪生产恢复，供应得到保障 

1．生猪存栏量逐季恢复 
2022 年初，生猪价格持续下跌，3 月份生猪平均出栏价格降至每公斤 12.3 元，出栏肥猪头均亏损 400

元以上。受此影响，3 月末天津市生猪存栏大幅减少至 142.4 万头，明显低于 150-170 万头存栏的产业发展

目标。为稳定生猪生产，保障居民“菜篮子”供应，天津市相关部门大力加强预警调控，稳定生猪价格，

强化金融支持，促进生产稳定，生猪存栏量逐季恢复。6 月末全市生猪存栏量恢复到 143.8 万头，比 3 月末

增加 1.0%；9 月末恢复到 153.3 万头，比 6 月末增加 6.6%；12 月末恢复到 158.8 万头，比 9 月末再度增长

3.6%，年末生猪存栏达到产业发展目标水平。能繁母猪存栏量由 3 月末的 17.8 万头增加到 12 月末的 19.2
万头，增长 7.9%，超出产业发展目标 12.9%。 

2．生猪市场供应得到有效保障 
2022 年全市出栏生猪 200.5 万头，同比仅小幅减少 1.6%，猪肉产量 16.7 万吨，同比减少 2.3%。分季度

来看，1-4 季度分别出栏生猪 50.9 万头、46.9 万头、44.7 万头和 57.9 万头，其中一季度同比增长 0.1%，二

季度同比减少 0.3%，四季度同比增长 0.4%，均保持基本平稳，仅有三季度因年初补栏不足同比减少 7.3%。

全年生猪出栏总体稳定，保证了猪肉市场供应。 
（二）牛羊生产规模创十六年新高 

2022 年，天津市继续大力支持肉牛肉羊规模化养殖，鼓励龙头企业与肉牛肉羊养殖户建立利益联结机

制，提升肉牛肉羊养殖规模化率，支持大型奶牛养殖企业开展养殖设施和乳制品生产加工提升改造，牛羊

发展形势持续向好。 
2022 年末，全市牛存栏达到 30.1 万头，同比增长 3.5%，养殖规模达到近十六年最高水平。其中，肉牛

存栏 19.7 万头，同比增长 5.4%，奶牛存栏 10.4 万头，奶牛存栏同比略减 0.1%。年末羊存栏达到 50.7 万只，

同比增长 1.4%，也是近十六年最高水平。 
2022 年全年出栏牛 15.7 万头，同比增长 4.9%；出栏羊 41.3 万只，同比增长 1.1%。牛肉产量 2.9 万吨，

同比增长 5.1%；牛奶产量 51.1 万吨，同比减少 1.3%；羊肉产量 1.0 万吨，同比增长 0.1%。 
（三）蛋鸡规模持续扩大，肉鸡生产有所缩减 

2022 年，天津市积极培育蛋鸡特色产业集群，推进现代化蛋鸡项目建设，引入智能化养殖技术，

创建新型智能蛋鸡养殖示范场，打造智能化蛋鸡全产业链养殖基地。2022 年末天津市家禽存栏达到

2176.6 万只，同比增长 1.2%。其中，蛋鸡存栏 1483.2 万只，同比增长 2.4%；鸡蛋产量 20.1 万吨，同比

增长 7.5%。肉鸡存栏受饲料成本上涨影响减少至 640.9 万只，同比减少 3.9%；活鸡出栏 5151.9 万只，

同比减少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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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价格因素对生猪稳定发展产生显著影响 

（一）生猪价格变化的影响 

2021 年，受生猪生产恢复和新冠疫情影响，生猪价格由一季度的每公斤 30.7 元快速下滑至三季度的每

公斤 14.1 元，跌幅达 54.2%。以国家发改委等部门发布的猪粮比 7∶1 的盈亏平衡点测算，这一阶段生猪盈

亏平衡价格为每公斤 18.9 元至 20 元，生猪养殖面临亏损，但由于前期养殖效益较高，养殖户资金相对充足，

生猪存栏未明显减少。2022 年一季度，生猪价格继续下跌，养殖亏损加剧，养殖户开始缩减产能，一季度

末生猪存栏快速减少至 142.4 万头，较 2021 年末减少 16.8%。 
2022 年二季度以后，生猪价格逐步回升至每公斤 24 元，高于每公斤 20 至 21 元的盈亏平衡价格，实现

扭亏为盈，生猪存栏随价格上涨逐季恢复至年末的 158.8 万头，较一季度末存栏低点增长 11.5%。 
综合来看，经历非洲猪瘟造成的大幅波动后，生猪价格尚未恢复平稳，价格过度下跌和过度上涨现象

仍时有出现，对天津市生猪生产的稳定产生了显著影响，不利于“菜篮子”猪肉的平稳供给。 
（二）饲料价格拉动养殖成本上涨 

2022 年在国际环境影响下，玉米、豆粕等饲料原料价格在上年高位的基础上继续上涨，调查结果显示，

自繁自养一头生猪平均消耗饲料 410 公斤，2022 年生猪饲料平均价格达到每公斤 3.8 元，比 2021 年和 2020
年分别上涨 6.1%和 34.0%，头均成本分别增加 28.7 元和 392.0 元。2022 年生猪养殖物质消耗和生产服务成

本达到平均每头 1696.1 元，比 2021 年和 2020 年分别增长 6.5%和 27.9%，其中饲料价格的上涨分别拉动了

成本上涨 1.8 和 29.6 个百分点。养殖成本的上涨，增加了养殖户的资金压力，降低了养殖户风险承受能力，

不利于生猪生产稳定发展。调研结果显示，85.7%的养殖户认为养殖成本高已成为生猪生产面临的主要困难。 

三、促进生猪生产稳定发展的建议 

（一）提升畜禽价格调控能力 

畜禽产品价格的稳定对养殖户和消费者都十分重要，为确保“菜篮子”供给和养殖户效益，建议从以

下几个方面强化畜禽价格调控：一是严厉打击投机炒作、囤积居奇、串通操控价格等行为，构建合理有序

的畜禽市场秩序；二是强化对养殖户的市场信息宣传服务，提振养殖户信心、稳定养殖户预期，引导养殖

户适时出栏、及时补栏，回归正常生产节奏；三是提升储备调节能力，加大对政府储备畜禽产品投入，更

好发挥政府储备调节作用。 
（二）促进生猪产业链融合 

当前，生猪产业链深度融合不足，养殖环节与屠宰加工、产品营销环节脱离。其中，养殖环节作为整

个产业链的根本，面临着投入要素多、承担风险大、利润占比偏小的困境，容易造成产业的大幅波动。建

议加大对订单化养殖和养殖企业开展畜禽产品加工的鼓励支持力度，优化产业链利益分配格局，提升整个

生猪产业链抵御风险的能力，促进生猪生产稳定发展。 
（三）加快构建多元饲料供应体系 

鼓励养殖户充分利用杂粕、农作物副产物和可替代饲料原料，探索高价饲料原料的替代方案，降低成

本，提高养殖效益。支持养殖户饲养耐粗饲的本土猪种，促进猪肉供给多元化的同时拓宽饲料来源。推广

饲用作物种植，饲草等作物具有生长周期短、产量高等特点，能够有效降低饲料成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