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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生猪价格中枢同比或有所下移

春节前通常是猪肉消费的

季节性需求旺季，节日备货、腌

腊等需求集中开启， 然而近期

生猪市场却是“旺季不旺” ，价

格不仅不涨， 反而创下阶段性

新低。

业内人士表示， 近期，猪

肉腌腊需求支撑力度不足，且

养殖端加速出栏，造成市场供

应充裕，导致生猪价格在传统

消费旺季不涨反跌。根据能繁

母猪对应10个月后的生猪供

应规律，未来生猪出栏量或呈

逐渐增加态势，而需求端或难

有明显改善，2025年生猪价

格中枢或较2024年有所下

移，全年有望维持区间震荡。

●本报记者 马爽

市场旺季不旺

通常来说，立冬时节到来之后，部分地

区便逐渐开始腌制腊肉。 此后，随着春节

备货对猪肉消费的拉动，春节前生猪价格

会呈现持续反弹态势。 然而，目前来看，近

期的情况似乎有些不同。

国家统计局最新发布的旬度数据显

示，截至2024年12月下旬，全国生猪（外三

元）价格为15.7元/公斤，创下当年5月中旬

以来新低，较同年10月下旬的17.4元/公斤

累计下跌9.78%。

卓创资讯生猪分析师邹莹吉表示，近

期气温下降缓慢，猪肉腌腊启动时间有所

延迟，需求整体支撑力度不足，且当前屠宰

企业经营情况不佳，对高价生猪的接货能

力较弱。 此外，年末养殖企业多有加速出

栏动作，同时中小散户在需求旺季有加速

出栏的行为，市场供应充裕，导致生猪价格

在传统旺季出现不涨反跌的现象。

实际上，本轮生猪价格下跌始于2024

年8月下旬。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

2024年8月中旬生猪（外三元）价格达到

阶段高点20.9元/公斤。 此后，生猪价格便

呈现单边震荡下跌态势。

东证衍生品研究院农产品高级分析师

吴冰心表示，2024年8月以来，生猪出栏量

逐渐恢复，市场供应增加，且当年上半年二

次育肥压栏等投机行为引发了累库，而终

端猪肉消费需求表现平平，因此生猪价格

进入震荡偏弱区间。

“2024年8月以后，生猪价格由涨转跌

的驱动主要在于，2023年四季度养殖端加

快母猪配种， 对应着2024年2月后新生仔

猪数持续回升， 以及2024年8月后生猪供

给的持续增加。 ” 格林大华期货研究院饲

料养殖研究员张晓君表示，通常来说，母猪

从配种到产仔一般在114天左右， 而仔猪

从出生到出栏大概需要6-7个月时间。

华龙期货研究员张正卯认为，猪肉终

端消费走弱以及替代品价格下跌，拖累了

近段时间生猪市场的需求，预计2025年这

一情况难有明显改善， 或以季节性波动为

主。此外，未来生猪市场需求的季节性趋势

将趋于弱化，“旺季不旺” 或会成为常态。

供应偏宽松

目前来看，2025年生猪市场供应宽松

预期已成为业内共识。

“当前猪肉需求正处于腌腊和春节备

货需求之间的低点阶段， 而由于生猪养殖

端不看好春节后的市场行情， 春节前有加

速出栏动作， 因此当下生猪市场呈现供大

于求的状态。 ”邹莹吉表示，据卓创资讯监

测，2024年3月到8月能繁母猪存栏量呈增

加态势，根据能繁母猪对应10个月后的生

猪供应规律， 未来半年生猪出栏量或呈逐

渐增加态势， 而需求端或按照季节性规律

运行， 未来半年或呈现先减少后增加再减

少态势。

张正卯表示，2024年5月末全国能繁

母猪存栏量环比上升，改变了此前延续16

个月的下行趋势， 此后规模化养殖企业扩

张，能繁母猪数量持续增加，因此2025年

生猪市场供应将维持在相对高位。

“2024年能繁母猪存栏量和生产效率

同步提升，意味着2025年生猪产能将进入

持续增加的兑现阶段。 ” 张晓君表示，从能

繁母猪存栏数据来看， 农业农村部数据显

示， 母猪存栏量自2024年5月开始逐月环

比递增至2024年11月末，理论上对应的是

2025年3月-9月生猪出栏量的环比递增走

势。 最新数据显示，2024年11月末，能繁母

猪存栏量为4080万头， 环比增长0.2%，相

当于正常保有量的104.6%， 已接近105%

的产能调控绿色合理区域上线。此外，从生

产效率来看，PSY （即每头母猪年提供断

奶仔猪数）持续提升，对应着2024年生猪

整体养殖水平得到了进一步提升。

2024年，生猪自繁自养及仔猪育肥盈

利水平均出现上涨态势。 卓创资讯监测的

数据显示，2024年仔猪育肥盈利为397.25

元/头，同比增加578.85元/头；自繁自养盈

利为347.41元/头，同比增加403.21元/头。

“2024年，在生猪价格同比上涨、养殖成本

下降的影响下，养殖企业盈利情况呈现向

好发展态势。 ”邹莹吉说。

“2025年生猪市场或面临新一轮的出

栏扩张。 ” 中信建投期货研究发展部研究

员魏鑫认为，根据仔猪及其对应的生猪出

栏预期来看，受供给侧持续恢复的影响，生

猪市场供给增长趋势大概率会持续至春节

后。 预计2025年全年生猪出栏压力可能强

于过往4年，处于近年来最高水平。

维持区间震荡

多位业内人士认为，2025年生猪价格

中枢或较2024年有所下移。

“2024年高利润窗口期过后，2025年生

猪养殖行业或面临利润回归后的低利润阶

段。 ” 魏鑫表示，2025年，生猪市场或面临

成本侧与供给侧的双重压力， 受供给侧持

续恢复的影响， 生猪现货价格存在向养殖

成本回归的驱动，全年将呈现低利润特征。

张正卯表示，2025年， 生猪行业利润

将进入收缩期，预计饲料原料价格将维持

低位波动，在偏低成本支撑下，全年行业有

望维持微利状态。

展望2025年，魏鑫认为，生猪市场行

情波动区间或趋于收敛，现货价格大部分

时间将在13元-15元/公斤的区间波动，整

体价格中枢较2024年将有所下移。

吴冰心认为，2025年， 生猪价格大概

率维持震荡偏弱走势， 但不乏阶段性反弹

机会，需关注价格超跌后产业投机抄底、生

猪疫病等情况，但若无较大意外出现，生猪

价格运行仍更可能遵循市场对基本面的判

断，难以出现大涨。

在张正卯看来，2025年， 生猪市场供

应端全年维持递增状态将主导价格走势。

春节前是猪肉消费的季节性需求旺季，节

日备货、腌腊集中开启，但此时也是养殖端

集中出栏的时期，在供需格局双旺下，生猪

价格有望止跌回暖，但反弹空间或有限。春

节后， 年前部分库存压力可能被动转移到

年后释放，叠加消费处于淡季，生猪价格或

会持续走弱， 一季度后期或回落至年内低

点。 二季度， 生猪价格有望自低位逐步回

暖，但由于供给充足，重心抬升后将维持震

荡偏弱运行，期间压栏、二次育肥等投机需

求可能影响运行节奏和市场情绪， 或会有

阶段性上涨行情出现。三季度，生猪价格有

望迎来全年高点。“总体来看，2025年生猪

市场实际供给预期宽松， 且需求难有明显

改善，生猪价格主要以季节性波动为主，运

行重心或较2024年有所下移，全年有望维

持区间震荡。 ” 张正卯说。

邹莹吉认为，2025年生猪价格同比将

出现下滑，全年价格波动不会太大。 不过，

综合考虑能繁母猪、 新生仔猪变化率以及

需求季节性走势等因素， 二季度生猪价格

或有一定的上涨空间。

基本面有望改善

2025年牛肉价格或呈温和偏强态势

●本报记者 马爽

“最近一两年基本上没吃猪肉， 都是

（吃）牛肉。 ” 一位家住重庆的网友日前在

社交平台上发帖称。

2024年以来，我国牛肉价格出现大幅

下跌，截至2025年1月10日，全国牛肉批发

市场均价为 58.68元 /公斤， 同比下跌

17.5%。

业内人士表示，前期肉牛产能持续增

加、牛肉进口量提升以及消费增长不及预

期等因素， 均对我国牛肉市场形成冲击。

目前来看，牛肉市场供应依然相对充裕，因

此即使处于春节前的消费旺季，短期价格

上行压力依然较大。 不过，考虑到产能不

断清退、低价牛肉有望刺激消费增加等因

素，2025年牛肉价格继续下跌空间或有

限，甚至有望迎来温和上涨。

价格持续下跌

2024年以来，我国肉牛和牛肉价格一

路下跌。 农业农村部监测数据显示，截至

2025年1月10日， 全国牛肉批发市场均价

为58.68元/公斤， 跌破60元/公斤， 创下

2018年11月初以来新低，而2024年1月10

日该报价为71.13元 /公斤， 同比下跌

17.5%。

卓创资讯牛肉分析师马丽媛表示：

“此轮牛肉价格下跌行情始于2023年，其

中2024年上半年跌幅尤为明显。 ”

农业农村部监测数据显示，2023年1

月底， 全国牛肉批发市场均价一度达到

78.58元/公斤，此后一路下跌，至今区间累

计下跌25.32%。

“本轮牛肉价格下跌行情持续时间之

长，这些年来前所未见。 ”上海钢联农产品

事业部牛羊业分析师范晓华表示。

此轮牛肉价格持续下跌与供给增加密

切相关。 马丽媛表示：“前期牛肉价格持续

维持高位，肉牛养殖盈利丰厚，且部分区域

对肉牛养殖提供一定的补贴， 进一步刺激

上游养殖端补栏的积极性，直到2024年产

能一直处于增加状态。 ”

牛肉进口量增加也对国产牛肉价格

形成利空。中国畜牧业协会有关负责人此

前表示，2013年我国牛肉进口量还不到

30万吨，2023年已达到274万吨， 相当于

国内产量的36.4%，牛肉已经成为当年进

口规模最大的肉类产品。 2024年以来，牛

肉进口量激增，1-11月进口260万吨，同

比增长4.3%。

此外， 部分地区零散屠宰情况增加以

及消费增长不及预期也是此轮牛肉价格下

跌的原因。范晓华表示，由于肉牛养殖利润

下滑，不少地区养殖户增加了自宰比例，导

致多地屠宰户数增加。尽管2023年及2024

年我国牛肉需求小幅增加， 但仍远不及供

应端增长的幅度。 另外，餐饮、预制菜等行

业也转向综合成本更低的进口冻肉， 国产

牛肉消费空间受到挤压。

马丽媛表示，由于奶业进入下行周期，

淘汰的奶牛进入市场， 也加剧了牛肉市场

的供需矛盾。

供大于求格局将延续

供应方面，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

2024年前三季度牛肉累计产量为532万

吨，同比增长4.52%。 卓创资讯肉类市场分

析师高婷婷表示，从2024年前三季度各季

度牛肉产量来看，均为历史同期较高水平。

根据历史季节性供应变化推算，2024年四

季度的牛肉产量同比将增长5%左右。

从需求看， 高婷婷表示，2024年牛肉

价格跌至低位后， 终端购买热情虽然有所

增加， 但整体需求增量有限。 通过市场调

研， 卓创资讯预测，2024年国内牛肉需求

量同比增长约4%。

“结合2024年前三季度国产牛肉产量

和前11个月牛肉进口量同比增长变化，以

及前期的牛肉库存水平来看，2024年牛肉

市场供应端增幅明显。因此，即使进入春节

前的消费旺季， 牛肉价格上行压力依然较

大。 ”高婷婷表示。

范晓华表示，从2023年起，我国肉牛

行业逐步进入产能清退阶段，并延续至今。

大量后备母牛及繁殖母牛被迫淘汰，同时，

养殖户在配种繁育方面的积极性也跌至近

年来罕见的低谷水平。

春节前后价格或承压

短期来看， 高婷婷表示，2025年一季

度牛肉价格或难有起色， 预计在60元-60.

65元/公斤区间震荡。 春节前，供应端或集

中释放产能， 虽然有节假日需求的增量预

期，但总体来看，价格上涨动能有限。 春节

后，肉类消费高峰结束，进入阶段性需求淡

季，牛肉需求或呈现下滑趋势，届时价格也

难有显著的上涨机会。

全年来看， 马丽媛表示， 供应方面，

2025年牛肉产能去化情况有望逐渐显现，

但因肉牛生长周期较长， 当年产能下降速

度或较慢，整体供应依旧会相对充裕。需求

方面，低价牛肉有望刺激消费的增加，且近

些年消费者更为偏好粗纤维、低脂、高蛋白

产品。 从长周期来看， 牛肉的消费需求偏

强， 叠加淘汰奶牛影响因素逐渐减小，

2025年牛肉价格有望迎来低位上涨行情，

但年均价可能与2024年差距不大。

范晓华认为， 近两年产能不断清退以

及母牛配种率下降，或使得2025年小牛犊

供应量显著减少，有望提振养殖端的信心，

进而减少母牛淘汰数量， 牛肉市场供应或

会小幅减少。不过，由于育肥公牛仍然维持

正常出栏， 不宜过高评估供应端减少的幅

度， 且需求端暂时未有显著利好。 总体来

看，2025年我国牛肉价格有望呈现温和偏

强态势，拐点可能在下半年出现。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制表/马爽

上证指数创本轮调整新低

A股市场中长期向上趋势不变

●本报记者 吴玉华

1月10日，A股市场震荡下跌，上证指数、深证成指、创

业板指均跌逾1%，上证指数跌破3200点，创下本轮调整新

低，创业板指跌破2000点。 整个A股市场超4800只股票下

跌，逾50只股票跌停，A股市场成交额为1.16万亿元。

本周，上证指数、深证成指、创业板指分别累计下跌

1.34%、1.02%、2.02%，综合、家用电器、有色金属行业领

涨，题材板块轮动，机器人板块表现抢眼。 资金面上，Wind

数据显示， 本周沪深两市主力资金有4个交易日出现净流

出，资金情绪谨慎。

分析人士认为， 政策发力依然是A股市场重要的支撑

因素，本轮下行幅度已超过历史均值，市场情绪和部分估值

指标已回到历史低位水平，市场性价比进一步凸显。对后市

并不悲观，在政策呵护下静待反弹行情逐步兑现。

机器人板块表现活跃

Wind数据显示，截至1月10日收盘，上证指数、深证成

指、创业板指、科创50指数、北证50指数分别下跌1.33%、

1.80%、1.76%、1.13%、2.78%，上证指数报收3168.52点，创

业板指报收1975.30点。 小微盘股明显调整，中证1000指数

跌逾2%，中证2000指数、万得微盘股指数均跌逾3%。

1月10日，A股市场成交额为1.16万亿元， 较前一个交

易日增加335亿元，其中沪市成交额为4659.39亿元，深市

成交额为6823.35亿元。

从盘面上看，GPU、PEEK材料、 宇树机器人等板块活

跃，家纺、冰雪旅游、首发经济等板块显著调整。 申万一级

行业全线下跌，商贸零售、通信、社会服务行业跌幅居前，

分别下跌4.22%、3.50%、3.24%。

从表现活跃的GPU板块来看，1月10日，Wind� GPU指

数上涨0.88%，板块内长电科技涨逾6%，寒武纪-U、中芯国

际均涨逾2%。盘中Wind� GPU指数一度涨逾5%，长电科技

一度涨停，寒武纪-U一度涨逾9%，股价创历史新高，中芯

国际一度涨逾5%。 与人形机器人相关的PEEK材料板块盘

中一度涨逾5%，宇树机器人板块盘中一度涨逾4%。

本周，A股市场连续震荡， 日均成交额较上周缩量，其

中1月6日成交额创逾3个月新低。 申万一级行业板块中，综

合、家用电器、有色金属行业领涨，分别上涨2.09%、2.09%、

2%。科技相关概念板块走强，高频PCB、PEEK材料、人形机

器人等概念板块爆发。

华西证券电力设备与新能源行业首席分析师杨睿认

为，在AI技术取得突破以及国内政策引导下，人形机器人产

业化有望加速；同时，在降本需求驱动下，人形机器人各零

部件的国产化率有较大提升空间， 有望推动国内相关优质

厂商进行技术升级，率先取得突破的企业有望受益。

部分科技股受资金关注

从资金面来看，随着A股市场连日震荡，资金情绪持续

保持谨慎。

Wind数据显示，1月10日， 沪深两市主力资金净流出

392.23亿元，其中沪深300主力资金净流出100.78亿元。 沪

深两市出现主力资金净流入的股票数为1742只，出现主力

资金净流出的股票数为3369只。

行业板块方面，1月10日，申万一级行业中仅有有色金属

行业出现主力资金净流入，净流入金额为0.19亿元。 其他行业

均出现主力资金净流出，电子、计算机、通信行业主力资金净

流出金额居前，分别为54.06亿元、48.90亿元、39.28亿元。

个股方面，1月10日，长电科技、三花智控、建设工业、

汇洲智能、 双林股份主力资金净流入金额居前， 分别为

11.80亿元、4.99亿元、4.85亿元、3.73亿元、3.49亿元。 东方

财富、利欧股份、中科曙光、中际旭创、国货航主力资金净

流出金额居前， 分别为7.54亿元、7.49亿元、6.96亿元、6.05

亿元、5.31亿元。

本周5个交易日， 除1月7日沪深两市主力资金净流入

107.05亿元外，其他4个交易日均出现净流出。 本周申万一

级行业中仅有家用电器、有色金属行业出现主力资金净流

入，净流入均超1亿元，计算机、医药生物、电力设备行业主

力资金净流出金额居前。 个股方面，本周三花智控、长电科

技、方正科技、兆易创新主力资金净流入金额居前，分别为

13.16亿元、12.38亿元、8.13亿元、7.94亿元，可以看到，本周

部分科技股吸引资金关注。

此外，随着市场震荡，市场融资资金并未出现大的变

化。 Wind数据显示， 截至1月9日，A股市场融资余额报

18167.38亿元，本周前4个交易日合计减少126.33亿元。

“开年以来，股市表现偏弱，成交持续缩量，反映了多数资

金对后市持观望态度。”星石投资副总经理兼首席策略投资官

方磊表示，短期市场受信息和交易层面的影响可能会放大。

A股市场性价比凸显

Wind数据显示，截至10日收盘，万得全A滚动市盈率

为17.50倍， 沪深300滚动市盈率为12.26倍，A股市场估值

具有一定吸引力。 自2024年9月25日以来，A股市场已连续

72个交易日成交额超1万亿元，继续刷新A股市场纪录。

对于A股市场，方磊认为，从中期角度来看，虽然海外

具有不确定性因素，但国内情况是股票市场更为重要的基

本盘，对未来半年的股票市场持较乐观态度。 随着国内政

策预期更加明确，市场对不确定性的担忧或有所下降，股市

有望逐渐走出基本面行情。

“调整后反弹行情演绎空间增加是确定的， 不确定的

是短期调整加速， 微观结构问题仍突出， 幅度上可能超

调。 ”申万宏源研究A股策略首席分析师傅静涛表示，政策

发力依然是A股市场重要的支撑因素。

国信证券策略首席分析师王开表示，虽然外部冲击对股

市表现短期内有一定拖累，但货币和财政政策双重发力，“适

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和“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组合拳，为股

市奠定稳健向上的基调。此外，促进消费和内需改善政策的传

导呵护， 有望在根本上提振股市盈利中枢， 改善价格低迷现

状，逆周期调节工具对外部压力也能实现很好的平滑对冲。因

此，对后市并不悲观，在政策呵护下静待反弹行情逐步兑现。

“市场在快速下行后，往往会优先企稳，本轮下行幅度

已超过历史均值。 ”国联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包承超表示，

市场情绪和部分估值指标已回到历史低位水平，权益市场

的性价比进一步凸显。

新希望位于成都新津的智能猪场 公司供图

2024年以来全国生猪（外三元）价格走势图

（单位：元/公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