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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由于猪肉价格是体现生猪市场乃至生猪产业稳定发展的重要内涵和外在

表现，因此清楚的了解我国猪肉价格的波动性、探讨价格波动的特点和研究造

成波动的原因等一系列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通过蛛网理论深入分

析我国猪肉价格波动的状况，这种按供求关系周期波动的理论，以及节日需求

刺激和突发事件引起的需求不旺等现象，和我国猪肉市场价格波动的规律是一

致的。本文对2011年2018年猪肉价格波动的特征、影响及导致猪肉价格波动的

各种原因进行分析，藉以提出我国猪肉行业得以平稳发展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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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pork prices are very important connotation and external manifestation of the 

stable development of pork market and even pork industry, it is of grea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o understand the volatility of pork prices, to explor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rice 

fluctuations in depth, and to study the cause of fluctuation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situation 

of pork price fluctuation in China through Cobweb Theory, which is consistent with the 

fluctuation according t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upply and demand cycle, as well as the 

phenomenon of excess demand stimulated by festivals and shortage demand caused by 

incidents. Monthly data from 2011 to 2018 are applied to analyze the characteristics, effects 

and various causes of pork price fluctuation and to propose the countermeasures for the 

smooth development of pork industry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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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我国是传统的农业和人口大国，农业作为国民经济的龙头产业。当前，在我国畜

牧业组织中，猪肉养殖仍占主导地位，也是人民的主要肉食来源。随着国家经济水平

的不断增长，国民生活水平程度稳步提升，城镇和乡村的居民对农产品的依赖性越来

越高，对各种农作物的需求也越来越大。2018 年我国肉类产量为 6,522.87 万吨，其

中猪、牛、羊所占比重分别为 82.8%、8.9%、7.3%，而近 10年来我国猪肉产量在世

界上稳居首位，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猪肉生产国与消费国；与此同时，猪肉养殖在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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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就业、增加农民收入、加速粮食转化、带动种植业和相关产业发展、振兴农村经

济等方面，都起到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生猪产业的稳定发展与否，不仅关系到

我国畜牧业的发展，而且关系到我国农业发展、农村建设和农民增收，进而关系到国

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 

鉴于猪肉消费的重要性，猪肉价格变化一直是生产者、消费者和政府密切关注的

问题。近些年来，我国猪肉价格反复呈现出的异常波动，不但对生猪养殖户生产的积

极性和生猪产业的健康发展产生很大的影响，猪肉价格波动频繁且波动周期长，波动

幅度大起大落导致广大生猪养殖者不断调整产量，致使产量陷入一种“短缺”与“过剩”

的变动之中，而这一现象又加剧了价格的波动，结果是时而使养猪农户严重亏损，时

而使市场肉价过度攀升，干扰人们的生活和经济，同时极大的影响着养猪企业和养猪

农户收入的稳定性；猪肉价格波动不仅影响生产者的利益，也影响着消费者的福利，

更对国民经济的平衡发展产生不利的影响（张敏学，2017）。 

一般认为猪肉价格的波动周期为 3～4 年，而近年来猪肉价格的波动周期渐长，

波动幅度加大，“蛛网现象”异常明显，这种波动必然影响广大养殖企业和养猪户的生

产积极性。本文针对 2011年—2018年猪肉价格波动的特征、影响及导致猪肉价格波

动的各种原因进行系统化的经济分析，以探讨猪肉价格波动的形成机理，同时对缓解

猪肉价格周期性波动提出建议，提出我国猪肉行业得以平稳发展的对策。 

 

2. 我国猪肉生产发展及价格波动特征 

猪肉是我国百姓餐桌上最常见的一种肉类食品。自肉类市场开放以来，生

猪养殖业发展一路上升，生猪存栏量跃居世界前茅；然而生猪养殖虽然一路快

速发展，但猪肉的价格却一直不稳定，呈现出规律性、周期性的波动，并且幅

度有明显加剧的趋势。  

 

2.1 我国猪肉市场的发展历程 

我国生猪养殖业经历了凭票消费、供给紧缺→自由购销、供给紧缺→供给

缓解→供给充足→估计过剩的过程，产业发展由小规模→中小规模→中大规模

化和一体化转变（中金普华产业研究院，2019）。自 1985 年开放肉类市场、实行

多渠道经营以后，每年生猪存栏、出栏数量基本呈逐年上升的发展趋势，年际

间没有周期性波动，并且生猪出栏的增长快于存栏的增长，表明生猪养殖周期

的缩短和养殖效率逐步提升；但进入 21 世纪后，生猪及猪肉价格的决定权逐渐

被市场供求所影响，市场经济高速前行，生猪产业快速发展，生猪供应时而充

足时而紧缺，供需之间难以实现保持均衡和稳定，生猪及猪肉表现出周期性的

价格波动，且幅度较大。 

 

2.2 我国猪肉价格周期性特点 

我国的猪肉价格在年度内表现出同期性波动，一般表现为“两头高，中间低”，

这种表现很大程度上与国人对春节及节假日的重视有关（吕杰与綦颖，2007）。

猪肉价格在年际间周期性变化，如果以波动的下限为界，把价格的上限回落看

作一个周期，通常在行情好时，生猪养殖者就会大规模补栏，由此引发供应量

快速增加，继而供应过剩而价格下跌，造成严重亏损；这种亏损状态持续一段

时间后，母猪被大量淘汰，从而导致生猪供应降低，价格上涨。猪肉市场存在

着非常典型的“蛛网现象”，猪肉价格反复波动，养殖者通常都是亏、赚交替，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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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欢喜一年忧，对国内生猪养殖造成了严重制约。  

 

2.3 我国猪肉价格波动所经历的三种情况 

国内猪肉市场表现出的价格波动分为三种情况，分别为周期性波动、不确

性波动以及可预测性波动。由于各种状态产生的作用时间与作用范围的不同，

因此带给经济主体行为的影响也存在差异（薛令熙与曾艳华，2011）。 

 

2.3.1 猪肉市场价格周期性波动  

在长期的上涨表现中，猪肉价格也会因为经济发展的周期性影响，而存在

着对应的周期性。猪价随机上涨，盈利水平较高，诱发了供应端高涨的积极性，

增加存栏量下，扩张规模引发猪价下滑，从而进入亏损状态；当一部分养殖者

被淘汰，存栏量开始缩减，引发新一轮的上涨，如此反复循环形成周期性波动。

市场上的猪肉价格并未得到有效地规范，供需一直处于不均衡的状态，而且波

动越来越大。从消费者的角度而言，猪肉涨价带来的影响表现在猪肉价格上涨

对于其他产品产生连带上涨效应，从而加重了生活成本，导致生活水平受到影

响；从生猪供应端的角度而言，价格上涨一方面带来了更多的收益，一方面加

剧了市场竞争，生猪供应数量剧增会造成供给过剩，猪肉价格下跌，严重亏损，

浇灭了养殖者的热情并抑制了猪肉产业发展。从政府的角度而言，由于猪肉的

涨价，造成物价水平提高，容易引发百姓的不满；反之，猪肉跌价，一大批生

猪养殖者难以承担亏损而破产，导致“猪贵伤民、猪贱伤农”的问题出现，因此无

论是哪种情况，都给政府带来了压力。  

 

2.3.2 猪肉市场价格可预测性波动 

我国居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对于肉类的消费在假日较为明显。在节假

日，居民为了庆祝或改善生活，普遍会加大猪肉的消费量，使猪肉消费波动表

现出显著的季节性。一般在气温较低的春季和冬季，出现旺盛的消费需求；而

到了气温较高的夏、秋两季，消费需求就会较低（贾涛，2007）。在猪肉的消费

上表现出季节性的波动和节假日集中的特点，使供需双方能够理性地对猪肉市

场价格的波动情出预测，在正常情况下不会对市场的猪肉价格带来较大的冲击。

由此可见，人们相对容易接受预测性的价格波动，而且这种波动对交易双方影

响并不明显。 

 

2.3.3 猪肉市场价格不确定波动  

通常引发不确定波动的因素有两种，其一是动物疫情，其二是人为突发事

件，这两种因素的发生均会对猪肉市场带来冲击，引发供需失衡的现象，进而

导致价格的异常波动。由于不确定性事件的出现，引发的供给异常或是需求下

降，均可视为市场刚性表现，也就是说，急性的市场不足引发剧烈的价格震动，

将会较大程度的冲击到猪肉市场主体。  

对于猪肉市场供应方来说，动物疫情的后果可能是生猪大量死亡，给养殖

户造成惨重的损失；同时，疫情的防疫和治疗过程，也增加了生猪的饲养成本，

推动着猪肉市场价格的上升。对于消费者来说，可能担心由于消费疫情期的猪

肉对身体有害，从而刻意减少对猪肉的正常消费量，造成猪肉市场的疲软。人

为事件主要是指生猪供应方为了获得更大的收益，采用不正当的措施，造成猪

肉残存对人体有害的物质，引起消费者对猪肉市场的恐慌，需求急剧下降，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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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猪肉价格过度下跌。人为事件一旦曝光，马上就会产生连锁反应，传递到整

个猪肉市场，最终不利于猪肉市场的健康发展。 

 

3. 我国猪肉市场价格波动现状分析 

3.1 我国猪肉市场的现状 

我国一直是世界上猪肉生产大国，由于我国人口众多，根据不完全统计，

我国每年的猪肉消费总量就高达 5,500 万吨之多。但是由于非洲猪瘟以及禁养

等各方面因素影响，我国目前生猪存栏出现了大幅度下降。根据统计 2019 年上

半年我国生猪出栏量为 31,346 万头，同比已经下降 6.2%，而整体上半年生猪存

栏仅仅为 34,761 万头，同比下降 15%。 

由图 1 可知，2011 年猪肉价格的快速上涨，而在 2011 年末开始进入下跌。

到了 2012 年，国家针对周期性的猪肉市场价格波动，启动了解决方案，开展了

收储冻猪肉的预案，直到 2012 年下半年猪肉价格开始有所回升，全年猪肉价格

走势呈现 U 字型。从 2013 年年初，猪肉价格又开始迅速下跌，在三个月的时

间内跌幅达 30%，而在 2013 年后半年由于国家收储冻猪肉力度加大，猪肉价格

开始上涨；2013 年年末，由于疫病的影响猪肉价格上涨幅度减小，又有下降的

趋势。2014 年猪肉价格的走势完美复制的 2013 年的走势，2014 年猪肉价格下

跌时间提前。自 2015 年猪肉价格从年初开始上涨，年末也走向下跌趋势。接下

去几年猪肉价格稳中有序上涨，涨幅也颇大而年末下跌跌幅较平稳。  

 

 
资料来源：中国养猪网 

图 1. 2011 年2018年生猪价价格走势（单位：元/千克） 

 

由图 2 可知，2011 年生猪存栏达到 47,625 万头，供给大于需求。从 2014

年开始严重的亏损导致养殖户减少生猪养殖的数量，能繁母猪淘汰速度加快，

而母猪从 2013 年开始去产能化，2014、2015、2016 也在持续进行，能繁母猪存

栏环比出现了持续性下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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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图 2. 2011 年2019 年中国生猪和能繁母猪存栏量  

 

与此同时 2015 年环保政策对生猪供应市场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使产能回复

周期延长，生猪存栏和能繁母猪存都在下跌。结合图 1 和图 2 可知，猪肉价格

的快速增长吸引养殖户补栏，加大对养殖业的投资，加上疫情的稳定使生猪的

供应量持续增加。当出现供大于求时，猪肉价格开始下跌，国家开始进行调控，

稳定猪肉价格。猪肉价格下跌会影响能繁母猪的存栏，无利可得导致养殖户退

出养殖业，猪肉供给减少，但由于产能恢复慢，能繁母猪和生猪存栏近两年无

法回到稳定状态。在 2016 年，生猪价格突破历史高点 20.45 元/千克（猪价格网，

2017）。 

根据图 3 和图 4 的数据显示，随着我国生猪存栏量和能繁母猪存栏量的波

动，我国猪肉产量波动较为明显，目前猪肉仍是国内居民消费最大的一项肉类，

在全国肉类生产中的占比超过 60%。2018 年下半年，受非洲猪瘟的影响，我国

猪肉消费需求受限，猪肉价格出现下滑，但是进入 2019 半年第二季度，受我国

生猪养殖去产能和非洲猪瘟影响下猪肉产量降低的影响，以及猪肉跨省市调配

限制的影响，我国猪肉价格迅速攀升。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图 3. 2011年2019年中国猪肉产量（单位：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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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 4 可知，近两年来猪肉价格在我国猪肉市场的波动情况，尤其在 2019 年更

能看出猪肉价格波动幅度之大，受疫情影响猪肉供不应求，还有猪肉生长周期的影

响，补栏无法立即解决猪肉供求不均的问题，因此猪肉价格攀升，其同比增长率快速

增长。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养猪网 

图 4. 2018年2019年中国猪肉市场价格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8 年我国猪肉产量为 5,403.74 万吨，2019 年上半年，

我国猪牛羊禽肉产量 3,911万吨，下降 2.1%，其中，牛肉产量同比增长 2.4%，羊肉

同比增长 1.5%，禽肉同比增长 5.6%，但猪肉产量下降 5.5%。2019 年上半年猪肉产

量为 2,470 万吨，占全部猪牛羊禽肉产量约 63%，仍然是我国第一大消费肉类。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图 5. 2011年2018 年我国猪牛羊产量 

 

在市场经济中，猪周期作为一种经济现象十分正常（褚衍章与朱增勇，2017）。

猪周期产生的原因主要有:一是猪肉的内在属性。猪肉的消费表现出突出的季节性特

征。以库存为主的猪肉供应调节，能调控的空间并不大。二是生产周期性。由于养殖

生猪一般需要一年时间，生产周期较长，投入生产基本上无法中途退出。而立足于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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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价格所做的未来收益预期与生产计划，是诱发猪周期形成的一大因素。现阶段，国

内生猪产业大多属于零星养殖，规模化程度较低，在猪肉市场信息的获取上，缺乏优

势和丰富的渠道，而市场预判水平较低, 在形势好时容易出现盲目扩张，一旦形势不

佳又会出现恐慌性退出，以疫病等为代表的不确定因素，也不同程度的影响着猪周

期。 

 

3.2 我国猪肉价格短期波动总体趋势 

我国猪肉价格从2011年1月到2016年5月，在总体趋势上呈现上升趋势。2015年6月

以前，猪肉价格波动比较小，价格比较稳定。2015年6月之后，价格开始以较快的速

度增长，涨幅比较大，到2016年5月达到最高价格，之后价格又开始急剧下降，波动

较大（表1）。由总体趋势上来看，猪肉价格波动剧烈（李秉龙与何秋红，2007），

若是以接近直线最小二乘法来求解短期内的猪肉价格总体波动趋势𝑌 = 𝑎 + 𝑏𝑋，其

中Y为趋势值，X为时间，回归方程结果为𝑌 = 15.97 − 0.1299𝑋，R2=0.026，在一定

周期波动下明显无法以直线推估猪肉价格。 

 

表1. 2011-2018年我国猪肉月度价格（单位：元/千克）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2011 13.88 14.45 14.78 15.05 15.53 17.54 18.98 19.33 19.68 18.93 17.35 17.15 

2012 17.65 17.10 15.83 14.80 14.25 14.10 14.00 14.28 14.89 14.85 14.83 15.83 

2013 17.04 16.09 14.07 12.80 12.82 14.10 14.61 15.70 16.04 15.86 15.77 15.92 

2014 14.46 13.11 12.05 11.12 12.79 13.06 13.34 14.56 14.88 14.42 14.09 13.95 

2015 13.38 12.71 12.27 12.91 13.92 14.72 16.59 18.12 17.94 17.10 16.43 16.68 

2016 17.62 18.37 18.90 19.84 20.45 20.41 19.03 18.62 18.36 17.06 16.98 17.46 

2017 18.22 17.78 16.17 16.00 14.63 13.78 13.96 14.41 14.75 14.52 14.47 15.07 

2018 15.25 14.06 11.91 10.93 10.57 11.32 12.02 13.36 14.14 14.10 13.87 13.97 

资料来源：中国养猪网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图6. 2011年2018年我国月猪肉价格波动（单位：元/千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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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以“蛛网理论”解释我国猪肉价格波动趋势 

4.1 蛛网理论简述 

蛛网理论（Cobweb Theory）在均衡分析中导入时间，基于弹性理论对下一

周期产量中价格波动所发挥的影响及均衡的变化进行观察。蛛网理论的内容是

考察某些商品，特别是农产品的价格波动对下个周期产量的影响时，所发生的

均衡变动情况。它假设在完全竞争条件下，个别厂商及个人都无法改变商品的

价格，只能影响产量；这种商品需要较长的时间才能生产出来，而在生产过程

中（在该生产周期内）生产规模无法改变；本期市场价格由本期产量决定，本

期产量由上期市场价格决定。假设需求、供给与价格具有线性关系，其动态模

型如下：  

 

需求函数：𝐷𝑡 = 𝑎 − 𝑏𝑃𝑡       （1） 

供给函数：𝑆𝑡 = −𝑐 + 𝑑𝑃𝑡−1      （2） 

均衡条件：𝐷𝑡 = 𝑆𝑡        （3） 

 

其中Dt 为t 期的需求量，Pt 为t 期的价格，b为需求价格弹性，价格与需求之间表现为

减函数关系；St 为t 期的供给量，Pt-1 为t-1 期的价格，d为供给价格弹性，价格与需求

之间表现为增函数关系。通过以上条件能归纳三种蛛网模型（杨为燕，2016）：  

 

(1) 发散型蛛网模型 

若是供给弹性大于需求弹性（即 d > b），实际价格会因为时间 t的增加而以均

衡价格为中线，形成越来越大的上下波动，从而与均衡价格形成无穷大的偏离，无法

恢复均衡；也就是在供给弹性超过需求弹性时，会造成蛛网状态的不稳定，并向外发

散（如图 7）。   

 

 

 

 

 

 

 

 

 

 

 

 

 

 

 

 

 
资料来源：本研究分析整理 

图 7. 发散型蛛网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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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收敛型蛛网模型 

若是供给弹性小于需求弹性（即 d < b），实际价格会因为时间 t的增加而以均

衡价格为中线，形成越来越小的上下波动，直到接近于均衡价格；此时蛛网会保持稳

定，并向内收缩（如图 8）。 

 

 

 

 

 

 

 

 

 

 

 

 

 

 

 

 
资料来源：本研究分析整理 

图 8. 收敛型蛛网模型 

 

(3) 封闭型蛛网模型 

若是供给弹性等于需求弹性（即 d = b），随着时间 t 的增加，实际价格将以相

同的幅度围绕均衡价格上下波动，波动会持续保持循环状态，与均衡点不会产生较大

的偏离，但也无法回到均衡状态（如图 9）。 

 

 

 

 

 

 

 

 

 

 

 

 

 

 

 

 

 
资料来源：本研究分析整理 

图 9. 封闭型蛛网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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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可知，蛛网理论是基于斜率绝对值，以供求关系来分析说明供求失衡状态下，

生产周期长的产品所表现出的产量与价格的循环影响。农产品一般于生产过程中不

易变更，使得蛛网模型适于描述农产品供给与需求的变化决定。 

 

4.2 我国猪肉价格波动的蛛网理论分析 

生猪市场存在的这种周期性波动表现出规律性，是基于内部传导机制与外部冲击

机制的双重影响下所造成，其中的决定性因素是发挥杠杆作用的供求关系，蛛网模型

的假定与实际猪肉的生产相当贴切。首先，作为供方的养猪者，基于猪肉的本期价

格，思考猪肉的预期价格，以此来设定本期养殖计划，该计划直接决定着本期猪肉产

量；其次，在一个生产周期后，养殖的猪已达到出栏的标准，必须向市场投放，当期

的需求曲线就成为市场均衡价格的决定性因素。 

大宗农产品通常在经济学上被认为与完全竞争市场较为接近，国内的猪肉市场就

是其中的典型代表（赵静，2010）。生猪价格通常需要四年才会形成一个波动周期，

在这一进程中经历了四个阶段，其一是市场高潮期，其二是回落期，其三是低潮期，

其四是回升期，各阶段的持续时间在一年左右（马雄威，2009）。从月度价格资料显

示是波动型，但无法显示何种蛛网现象，由于猪肉从生长到上市约为半年左右，因此

以半年为一个周期诠释蛛网理论，这时间上的落差正符合农畜产品的特性。本研究依

据2011年6月至2018年12月，我国生猪半年的平均价格走势，结合蛛网模型分析我国

猪肉价格现象。 

从图10可以看出，我国近几年的生猪价格波动，并不是单纯的发散型蛛网，也不

是收敛型蛛网，而是一种“蛛网紊乱现象”。“蛛网紊乱现象”在我国生猪市场较为明显，

其本质就是由于供求关系等因素作用于市场的结果，使价格远离价值，但生猪价格总

是围绕价值波动的，这是一个经济规律。 

 

 
资料来源：中国养猪网 

图 10. 2011/062018/12 我国生猪半年的平均价格走势 

 

猪肉价格在2011年6月2014年6月期间呈现出的波动趋向于“收敛型蛛网”。由图

11可以看出在2011年2014年，存栏生猪与猪价一直保持着小幅度的波动，既没有过

高的超过均衡水平，也没有明显的低于均衡水平，养猪效益整体上处于微利状态，整

个产业保持相对的稳定，最终均衡价格在21元/千克达到收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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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畜牧业信息网 

图 11. 2011/06-2014/06 生猪半年的平均价格波动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畜牧业信息网 

图 12. 2011/06-2014/06 收敛型蛛网 

 

2014年6月2018年6月猪肉价格波动趋于“发散型蛛网”。由图13和图14可以看出，

在2014年2018年，暴涨的猪价带来的利多为养殖户带来了极大的信心，纷纷开始提

高生猪存栏量，这种盲目的补栏行为，造成了生猪存栏延长了释放。基于各种因素的

综合作用，猪肉价格在全国范围内发生了剧烈震荡，生猪存栏忽高忽低，与均衡水平

产生了较大的偏离，市场波动表现为明显的“发散型蛛网”（吴瑛，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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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畜牧业信息网 

图 13. 2014/06-2018/12 生猪半年的平均价格波动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畜牧业信息网 

图 14. 2014/06-2018/12 发散型蛛网 

 

2014年，母猪的去产能化开始，能繁母猪存栏持续下降，再加上《畜禽规模养殖

污染防治条例》的出台（张剑波等，2015），猪肉供给不足，引起猪肉价格开始上涨。

因此在2014年是一个转折点，导致猪肉市场价格蛛网模型的变动由“收敛型”转化为

“发散型”。 

 

4.3 猪肉市场“蛛网模型”紊乱现象本质及根源 

蛛网模型是供求关系和价值规律作用的结果，而价格的涨跌源自于变化的供求关

系。就猪肉而言，如果其需求量在某一时期突然剧烈增长，达到前一期的两倍，而当

期可出栏生猪却没有随之增长，而是与前期水平持平，在市场上供不应求，因此价格

便会上涨；同理，供给大于需求自然会出现价格下跌。在市场经济中，所有的价格涨

跌表现均取决于供给与需求两方面因素，商品的供大过求必然导致其销售价格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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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商品的求大过供必然会导致其销售价格提升，而猪肉价格的变化最是符合蛛网

理论。 

供求的变化决定商品价格，而价格的变化同样会影响供求关系，双方的影响是相

互的，也正是如此，商品的价格才可以一直以价值为核心上下波动；一旦商品价格明

显的超出其价值时，巨大的利多就会吸引供给方加大该商品的生产，供求关系因此而

发生变化，因此，猪肉价格波动完全是由于变化的供求关系引发的结果。有五大因素

共同作用引发“蛛网现象”的紊乱： 

 

(1) 猪的生长周期 

猪的生长需要一定的周期，各个阶段的存栏量与出栏量可以基于前期的补栏数据

进行判断，再按照生长周期计算出各个阶段具体的存、出栏量，因此生猪存栏之所以

会出现剧烈波动，生长周期是根本原因也是一项固定因素。猪的生长周期无法改变，

这一固定因素决定了生猪的存栏量不管是增还是减，均会对猪肉市场供求关系产生

深远的决定性影响。 

 

(2) 我国养猪产业集中度较低  

我国养殖户较为分散，集中度较低，规模化程度还需进一步提高。猪肉市场在完

全竞争状态下，其整体的容量与需求是有限的，而由于广大养殖户自由进出这一状态

中的市场，从而使猪肉的供给变得既可以无限扩大也可以无限缩小，导致无法确定当

期的产量，亦无法预测其价格的走势；容量与需求的有限与供给的无限形成的对立矛

盾，势必引起价格的大幅波动。 

 

(3) 我国养猪业缺乏市场准入和准出制度 

猪肉市场蛛网现象明显，行情好时所有人都能够随意的根据自身情况与意愿参与

养猪，无需通过任何人的允许；而行情差时，还可以随意的淘汰母猪。基于该现实，

没有机构能够提供精准的数据，我国仍有很多零户散养的现象存在。 

 

(4) 养猪生产缺乏合理引导 

在实际生猪生产中，很多部门并未遵循市场规律，随意的下达扩大生产规模的引

导。一些部门基于发展目标的追求，配合大的社会经济环境，盲目的提倡和扶持地方

养殖户参与生猪养殖。基于此，要加快规范国内养猪产业，并科学引导。 

 

(5) 养猪业的疫病之痛 

相较于正常的亏损而言，疫病所引发的生猪存栏影响极其恶劣，一旦发生疫病，

不仅会引发大规模的生猪死亡和淘汰，还会导致大量的养猪户亏损倒闭。现阶段对国

内养猪业而言，制约其步伐的最大因素就是传染病，这一局面短期内根本无法解除

（孙志强，2007）。 

 

5. 我国猪肉市场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面对猪肉市场剧烈的价格波动，业界往往会把其原因归结到以疫情为代表的紧急

事件、周期性的供需波动、粮价上涨、国际市场波及等，这些情况和国内猪肉市场剧

烈的价格波动的关键性因素是猪肉供给方出现结构变化，导致供给方决策出现变化

（董玲，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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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生猪养殖户锐减造成供应结构失衡 

国内的生猪供应有三个来源，其一是散户养殖，其二是专业化的批量养殖，其三

是企业。在市场价格保持平稳状态时，生猪供应较大程度的依托于小规模散户养殖，

表现为农村市场依靠本地散户养殖支撑，城市市场依靠本地企业养殖支撑，而专业化

的批量养殖承担着城乡之间的调节责任。由于生猪供应多元、猪肉需求庞大的现象，

国内猪肉市场基本上可以认为是完全竞争市场。基于此，无论是需求方还是供给方，

均属于价格接受者，表现出长期稳定的价格状态。 

由于受到比较利益的影响，农村劳动力放弃生猪养殖大规模流出，引发了散户养

殖规模的缩减。与此同时，百姓消费猪肉的规模，因经济发展而保持着逐步递增的趋

势，因此造就了猪肉市场供不应求的局面和价格上涨的趋势。由此来看，大幅度减少

的散户生猪养殖，造成供给不足；作为具有刚性需求特征的一种农产品，猪肉引发了

异常的市场价格上涨。企业和专业的批量养殖户作为市场主体，掌握了更高的议价能

力，也是价格上涨的一大诱因（乔颖丽与吉晓光，2012）。 

 

5.2 生猪养殖方式的改变造成成本提高 

散户养殖一般是采取庭院散养的模式，设施大多简陋，无需太多的设备成本。专

业的批量养殖户与企业一般是采取圈养模式，要实现规模化养殖，首先要建设标准化

的养猪场，基础设施占用较大成本。其次为了快速收回成本、加快生猪出栏速度，通

常会借助激素促进生猪发育，增加了突发事件发生的可能性。圈养模式下一旦发生疫

情，极易波及到整个猪场，并引发极大的成本风险。在饲养过程中，专业户及企业投

入的所有成本都被明显化，成为外在成本，并反映在生猪价格中。由此可见，以散户

为主的生猪供给局面，在转化为以专业户和企业为主的供给局面时，饲养模式也从散

养转化为圈养，这些转变造成了猪肉价格往往会与粮食饲料形成同步的上涨。 

 

5.3 政府扶持不当加剧价格波动 

过度上涨的猪肉价格，直接对居民安定的生活带来影响，政府围绕猪产业先后出

台了多项扶持措施，运用补贴与提高信贷的手段，促进猪肉供给的稳定和提升。地方

政府出于保护地方企业，采取了一些区域限制，阻碍了生猪生产及供应的正常流通，

而且加剧了市场的不公，继而反映在市场的生猪价格上。然而近几年为了追求环保，

大量的养猪场被拆除，造成了猪肉供应有限和涨价的现象。可见，政府的政策将会决

定猪肉价格的波动，催化了发散型蛛网的形成。 

 

5.4 猪肉产业化程度越来越高 

在散户养殖占据主导之时，多元化的生猪买卖行为，为生猪供应提供了保障，促

进了国内猪肉价格长期保持平稳；而在专业批量养殖与企业占据主导时，生猪的饲养

变成决策者的工作，收益往往受到饲养成本与生猪价格的双重制约，一旦生猪大批的

挤在一起出栏，供就会超出求，生猪价格下跌。近年来生猪养殖产量较少，规模化养

殖导致疫病的传染，生猪出栏率大量降低，市场供不应求，猪肉价格上涨。总之，猪

肉产业化进程的加快与进步，生猪出栏固定，饲料投入定量，使得收益直接通过养殖

成本和市场价格进行计算，造成了猪肉供应链荣损同步的规律性价格波动（黄兴磊

等，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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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利用“蛛网理论”减缓我国猪肉市场价格波动的对策及建议 

基于蛛网理论分析能够获悉，我国猪肉行业完全以市场为导向，偶然性因素所造

成的影响一旦达到某种界限，就会形成产量和价格显著波动，市场却无法自行调整恢

复均衡，会造成资源配置的扭曲。我们可以从如下方面进行应对： 

 

6.1 运用可靠的市场信息构建信息平台，围绕生猪养殖与猪肉价格制定风险预警系统 

在剧烈波动的猪肉价格面前，最可行的调控政策就是保障市场信息的准确有效。

由于供需信息的滞后与不畅，很多时候养殖户只能以局部市场的价格变动作为参考

来决策生产，从而造成了市场供求的整体失衡。通常散养户与企业均不具备准确的抓

住市场信息的能力，而且即便个别握有信息也大多不会分享。由此来看，猪肉价格走

势与波动的信息在某些方面与公共物品性质相符，政府供给时能够创造的社会效益

更大。借助信息平台汇总和分析猪肉供给信息，对市场下期的供给进行预测，帮助生

猪供给方预先调整养殖数量，对平衡猪肉市场整体的供需极为有利（綦颖与宋连喜，

2006）。 

 

6.2 农民利益的保护要作为重点，改善养猪亏本和生猪供应过剩局面 

国内政府一般是在发生了大涨大跌以后才着手调整，政策出台滞后。与此同时，

在肉价上涨时政府往往又会实施打压的手段，倾向于保护消费方，由此导致生猪供应

方在价格走高状态下获利的时间与幅度被缩小；而在价格走低状态下，面临供应方的

亏损，政府却毫无办法，得不到社会关注。基于社会经济进程来看，现阶段农业应该

得到政策保护。 

 

6.3 生猪产业要提高经营水平，拓展生猪产业链 

借助农户+合作社、农户+公司等途径，把零散的生猪生产衔接贯穿起来，构建社

会化大生产。通常龙头企业能够较为准确地把握产业的行情，把养猪技术指导、饲料

供应、屠宰加工等责任交付给龙头企业，有助于提高价格波动的抵御能力。基于生猪

产业链的扩张，价值会随之持续增长，并且削弱传导价格涨跌的能力。基于此，增加

深加工的流程，对延缓和压缩猪肉价格波动意义显著。 

 

6.4 围绕畜禽疾病组建齐备的防疫机制，降低和压缩疫病的波及力度及范围 

重大疫情会较大程度的影响猪肉供求，进而引发价格波动。因此要做好畜禽疾病

预防，围绕兽医管理推行体制改革，组件齐备的防疫机制，提高畜禽产品安全。引导

和提倡养猪企业开展科学试验，加强对涉及公共安全的疫病防范投资力度，尤其是一

些烈性传染病或人畜共患的疫情，要采取果断手段进行遏抑，确保养猪产业健康发

展，为消费者提供安全猪肉。 

 

7. 结论 

本研究通过蛛网理论来分析我国在2011年至2018年间猪肉价格波动频繁的原因，

并进一步阐述蛛网理论在我国猪肉市场的影响，以供给与需求来决定猪肉价格的走

势，最后提出帮助我国在紊乱的蛛网现象下改变现状，稳定猪肉价格波动的对策及建

议。根据本文研究，得出以下结论： 

 

(1) 近几年我国猪肉价格处于高位水平，养猪户建立在高价预期会扩大养殖和规模，

一旦价格下降将会降低养殖户的生产经营意愿。猪肉供给弹性小，条件有利时，猪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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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给获利丰厚，吸引力大，生产经营猪肉相对于其他农产品的利润较高，养殖者生产

经营欲望强烈，纷纷涌入该行业。条件不利时，猪肉养殖户会因为生产亏损率退出，

导致猪肉生产难以稳定（周霞与胡继连，2013）。 

 

(2) 通过蛛网模型分析得出，我国猪肉市场的蛛网现象较为紊乱，根据2011年至2018

年我国猪肉月度价格研究可知，猪肉在一段时期内可分为多个蛛网模型，由于猪的生

长周期、养猪集中度较低、缺乏专业性指导、猪肉市场规则的不完善和疫病等因素，

从而使猪肉市场价格波动加剧。 

 

通过以上分析，对我国稳定猪肉市场价格波动的建议有一下几个方面：第一，建

立完善的信息系统，使涉及猪肉价格变动与趋势信息实现透明化；第二，政府应开始

实行对农业的保护政策，以保证农业的有序发展；第三，拓展生猪产业链，推进产业

化生猪经营水平；第四，围绕畜禽疾病组建齐备的防疫机制，降低和压缩疫病的波及

力度及范围。 

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国家和政府已经越来越致力于和谐社会的构建，民生问题

也越来越受到重视。“十二五”规划国计民生主要发展目标就是农业发展、农村改革与

农民增收问题，然而我国猪肉市场就决定了农民增收问题，猪肉养殖户大体都是散

户，猪肉市场价格的波动更是影响到其收入，所以应致力于解决猪肉市场价格的波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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