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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波动背景下生猪产业链利益分配格局

———基于两种养殖模式产业链的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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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利用 XＧ１２季节调整模型及 HＧP滤波法,分析生猪价格波动的季节性、周期性

及趋势性特征.在此基础上,利用从河南中牟生猪收购到浙江余姚猪肉销售各环节价格变

动及成本费用的构成数据,分析价格波动对生猪产业链利益分配的影响,结果表明,自繁自

养方式的收益高于专业育肥方式;生猪价格是全产业链价格波动的振源,并以非对称方式传

递到猪肉价格,生猪养殖环节收益波动最大,是产业链中最脆弱、风险最大的一环,生猪市场

的供求矛盾取决于供给.因此,推进生猪产业链一体化、推动生猪保险产品多元化、提高养

殖户专业知识水平等对于解决生猪价格大幅度周期性波动问题尤为迫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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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生猪生产及猪肉消费大国,随着１９８５年生猪市场的放开,生猪价格一直呈

现出周期性波动.自２００６年以来生猪价格剧烈波动事件频发,一方面“肉贵伤民”,另一方面“猪贱伤

农”,这不仅给我国整体物价的稳定带来冲击,还严重影响生猪产业的发展.中央和地方政府自２００７
年起相继出台多项调控措施和办法,以稳定生猪价格,但市场反映并非如此,年度间价格波动频繁剧

烈,如２０１４年４月全国平均价格最低达１１．２９元/千克,２０１６年６月最高则达２１．２９元/千克,价格上

涨近一倍.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商品价格异常波动,即涨跌幅度和波动频率大,均会对相关产业的发展带来

消极影响,这引起相关部门及学者们的高度重视.１９９８年湖南畜牧局、农业部政策体改法规司调查

了当年生猪价格降低导致养殖瘦肉猪微利、土杂猪亏本、养殖户收入剧减的现象及原因[１Ｇ２].辛贤等

利用猪肉需求函数、生猪生产函数及生猪市场流通中营销企业的生产函数,实证量化分析猪肉替代品

(禽肉、牛羊肉、水产、蛋品、牛奶)、生猪生产投入、生猪出栏率、养殖户的价格预期等因素对生猪价格

波动的贡献[３].疫情、居民收入、替代品价格及政策调控是生猪价格波动的外部作用因素,产业内的

影响因素包括养殖成本、生猪的生长周期以及产业链利益分配等[４].能繁母猪数量、生猪价格、政策、
自然灾害及玉米价格对生猪存栏量影响很大,导致供需失衡,疫病及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影响很

小[５Ｇ６],存栏量与生猪价格是“猪周期”形成的主要因素,他们之间具有动态变化关系,虽有时滞,但波

动周期基本一致;仔猪、生猪、猪肉动态曲线的波动周期过程可分解为下跌、平稳、上涨三个阶段,下跌

的持续期长于上涨期,生猪养殖的市场风险最高[７Ｇ８],在猪肉需求趋于刚性的情况下,生猪供给量与价

格之间呈正相关关系,“发散式蛛网”现象在生猪生产、价格波动中体现的极其明显,应充分发挥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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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的调节作用,政府相机抉择出台调控政策[９].
产业链各环节存在协整关系[１０],上游产品是下游产品价格波动的格兰杰成因,反之则不然,饲料

价格影响很小,生猪养殖户市场势力最弱[１１Ｇ１２].姜楠等、张磊等通过访谈、跟踪调研,考察北京各主要

猪源地的生猪养殖成本、猪肉产业链运作模式,分析生猪养殖、收购、屠宰、零售环节的成本收益情况,
最后得出不同经营模式下猪肉价格构成,养殖环节利润绝对量最低,养殖户在涨价过程中收益滞后,
风险高且收益不稳定,其他环节利润平稳,众多的产业链各参与主体不能操控价格,即不能形成垄断,
都是价格的接受者[１３Ｇ１４].不同规模养殖户因成本不同,收益有所差别,小规模养殖户因成本低,每头

猪净利润高于大中规模养殖户;屠宰企业因规模不同,净利润也有差异,贩运环节利润波动极小,品牌

肉专卖店的利润高于超市及集贸市场.各节点的利益模型及实证分析证明了养殖环节资金收益率极

低,贩卖生猪及猪肉收益高且稳[１５Ｇ１６].
已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生猪价格波动及影响因素、价格波动的传导及生猪、猪肉价格形成、在一

定的价格水平下分析生猪产业链成本费用构成及利益分配,为本文提供了思路.然而对不同的养殖

模式,在不同价格水平下分析生猪产业链利益分配的研究较少.有鉴于此,本文对自繁自养及专业育

肥两种养殖模式,利用宏观统计数据及访谈、跟踪调研数据分析生猪价格波动特征、价格波动对生猪

产业链利益分配的影响、不同养殖模式产业链各环节在价格波动中的获利状况,针对价格波动的根

源,提出促进生猪产业健康发展的政策建议.

　　一、生猪价格波动对产业链利益分配的影响分析

　　由于２００６年之前生猪价格低迷,导致存栏量少,加之部分地区爆发高致病性猪蓝耳病变异病毒

引起的“高热病”疫情,导致２００６年底生猪价格暴涨.文中截取２００６年１月至２０１６年７月生猪价格

月度数据,来源于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数据库与养猪网.

１．生猪价格波动特征分析

(１)生猪价格波动的季节性.由于原序列具有明显的季节性、趋势周期性及不规则性,利用 XＧ１２
季节调整乘法模型,对１０年间生猪价格进行分解,得到季节调整后的成分、季节因子成分、趋势周期

成分等.生猪价格季节波动如图１所示.

图１　２００６－２０１６年生猪价格季节波动

　　从图１可知,生猪价格存在季节波动性,季节振荡幅度在逐年递增.１０年间,生猪价格季节性指

数年度极差逐年增加,由２００６年的１２．２７％升至２０１５年的１７．７８％,这表明生猪价格季节性波动持续

增强.２００６－２００９年生猪价格波动的波峰一直为年底,２００６－２０１３年呈现明显的双波峰态势.除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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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２年、２０１３年以外,波峰均出现在第四季度,波谷在第二季度,２００６－２０１１年波谷均在５月份,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年波谷在４月份,２０１５年波谷在３月份.季节波动特点与猪肉需求的季节性波动以及出

栏量有关.受消费习惯的影响,我国居民猪肉消费有淡旺季之分.５月份至８月份气温较高,猪肉消

费需求减少,生猪价格降低;每年１２月份至次年元月份,受春节及腌制品猪肉消费需求增加的拉动,
生猪价格上涨,节假日之后有一定的回落[１７Ｇ１８].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２０１２－２０１４年,生猪出栏量连

年攀升,２０１２年比２０１１年增加３４２７．３７万头,２０１３和２０１４年,每年增加近２千万头,致使生猪市场

供大于求,春节前养殖户预期价格上涨现象没有出现,压栏现象明显,节后出栏量增加,且猪肉需求量

减少,使得２０１２－２０１５年波谷所在月份与以往年份不同.
(２)生猪价格波动的周期性.“猪周期”的循环波动轨迹一般是:猪价上涨———母猪存栏量增

加———仔猪供应增加———生猪供应增加———猪价下跌———淘汰母猪———仔猪供应减少———生猪供应

减少———猪价上涨.随着经济发展及人口数量的增加,猪肉消费需求总量在不断加大,人均消费量也

在上升,２００６年、２０１０年、２０１３年、２０１５年全国居民猪肉年人均消费量分别为１７．７３、１７．５７、１９．８０、

２０．１０千克,除掉季节性及人畜共患疫病等因素影响外,猪肉需求波动不大.从供求理论的角度分析,
生猪价格异常波动的直接因素是产量,生猪价格大起大落致使生猪养殖户不断调整存栏量及出栏量,
生猪总产量陷入“短缺”与“过剩”的循环波动之中,生猪供给弹性大于需求弹性,由此形成发散型蛛网

波动[１８].

１０年间生猪价格出现３次较强周期波动,波峰分别在２００８年、２０１１年及２０１６年,波谷在２００６
年、２０１０年及２０１４年,波动幅度大,如图２所示.生猪价格既有波动成分又有趋势成分,为剔除趋势

成分,有多种方法,其中对通过 HＧP滤波方法得到的周期成分Ct进行 ADF检验,周期成分Ct是平稳

的,该周期成分能够比较真实地反映生猪价格波动的周期特征[１９].波动周期过程可分解为下跌、平
稳、上涨三个阶段,下跌的持续期长于上涨期,价格暴涨暴跌,生猪养殖市场风险很高.

图２　２００６－２０１６年生猪价格趋势周期

　　(３)生猪价格上涨的趋势.从图２可知,生猪价格在波动过程中上涨趋势明显,主要影响因素是

养殖成本.生猪养殖成本主要包括饲料成本、仔猪成本、人工成本,其他费用如防疫费、水电费等在养

殖成本中占比低,且波动很小.饲料中豆粕、玉米、麸皮及多维多矿(预混剂)的比例为２５％、６５％、

６％、４％.豆粕价格波动较大,２０１６年４月初２６２４元/吨,受生猪价格上涨拉动的影响,价格持续走

高,２０１６年７月初则达３５７８元/吨;２０１５年９月前玉米价格波动较小,之后玉米价格在波动中下降,
受玉米临时收储政策改革的影响,玉米价格在２０１５年６月２３４９．６５元/吨,２０１６年６月则降低到

１８０４．１０元/吨;麸皮以及多维多矿精饲料价格处于平稳上涨态势.仔猪价格波幅较大,在波动中呈

上涨趋势,２０１５年６月２７．６８元/千克,２０１６年６月则高达５２．３９元/千克.近几年我国一般劳动力人

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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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红利逐渐消失,劳动力成本进入缓慢上升期,生猪养殖户的机会成本及雇佣工人成本不断加大.另

外,随着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猪肉消费量增加,对生猪价格长期上涨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
由于生猪养殖总成本在波动中上涨,对生猪价格波动客观上设定了下限.因此,养殖户必须通过

生猪价格调整来消化养殖成本的上升,从长期来看,生猪价格将处于上涨态势.

２．生猪价格波动对产业链利益分配的影响

产业链存在价值属性,仔猪、饲料、生猪及猪肉的价格通过产业链进行传导,在价格传导过程中,
存在不对称的长期均衡关系[１２].在价格频繁波动背景下,生猪产业链各参与主体收益分配情况如

何? 为探讨该问题,将生猪产业链简化分解为养殖、收购、屠宰加工和零售四个环节[１４],以四大关键

利益主体为研究对象,如图３所示.

图３　生猪产业链

　　(１)对养殖环节利益的影响.生猪价格高低决定养殖主体的盈亏水平.以最近一次波动周期为

例,从２０１２年初到２０１５年中,价格在小幅起伏中处于低谷期,相比较以往“猪周期”,低谷期时间长,
生猪价格低于养殖成本,养殖户严重亏损,因资金周转困难,且看不到价格回升的迹象,一些养殖户减

少养殖量甚至停止养殖.生猪价格上涨,养殖户盈利水平提高,但拉动养殖总成本增加,挤压后期利

润空间.生猪价格季节波动不仅影响养殖主体的经济利益,还影响生猪补栏与出栏时间.国家统计

局数据显示,每年第二季度,猪肉产量最小.一些养殖户根据猪肉需求的季节性特点,预期生猪出栏

时的价格,确定补栏时间及补栏量.生猪价格上涨趋势可以抵消成本上涨趋势[１４],对养殖主体有利;
生猪价格周期性波动是养殖环节的最大风险.

(２)对收购环节利益的影响.由于生猪定点屠宰,而养殖户分散,生猪产业链分工细化,产生职业

生猪收购商和经纪人.大型养殖公司除直接将生猪销售给屠宰公司外,另一主要销售方式便是卖给

生猪收购商,即猪贩子.目前,生猪收购商在生猪产业链中作用重大,是中小型养殖户的主要购买者.
生猪收购商根据收购地与销售地的价差,扣除装卸费、运费、经纪人佣金、检疫费、生猪损耗,有利可图

才进行收购.其收益风险主要来自于运输途中的正常损耗(因排泄、排遗生猪体重减轻)及非正常损

耗(装卸、运输过程中出现生猪压伤、死亡等).因此,对于生猪收购商,其利益主要与购销价差、收购

数量有关.在生猪收购商与养殖户之间还有中介,即生猪收购经纪人.经纪人不仅为生猪收购商提

供猪源信息,因生猪收购需要一定量资金,在生猪装车后,一般收购商不能现款结算,经纪人还起到担

保作用.不管生猪的价格高低,经纪人按收购头数来收费,每头１０元,由生猪收购商支付.收购商及

经纪人的收益不受生猪价格季节性波动的影响,而受猪肉需求量季节性波动的影响,淡季时收益相较

旺季有所减少.生猪价格的周期波动,主要影响收购商及经纪人的收购数量,从而影响其经济利益.
生猪价格上涨趋势对生猪收购商及经纪人的利益没有直接影响.

(３)对屠宰环节利益的影响.屠宰公司的经营模式较多,有的屠宰公司只是代宰,本文调查的浙

江余姚定点屠宰场就以这种经营模式为主.代宰仅收取固定费用,因此其收益跟生猪宰杀数量有直

接关系.在生猪价格周期波动中,高价位拉升猪肉价格,猪肉需求量减小,生猪屠宰量也相应减少,屠
宰公司的收益也随之降低,低价位时则相反.有的屠宰公司购进生猪,宰杀后对外批发白条肉,或在

农贸市场、超市专柜销售冷鲜肉,因此生猪价格周期波动的非对称传递,直接影响屠宰公司收益.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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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季,生猪价格低,且屠宰量相对小于旺季,降低屠宰公司的收益.长期来看,生猪价格上涨趋势可以

抵消屠宰成本及费用的增加,因此有益于屠宰公司.
(４)对零售环节利益的影响.猪肉零售商的利益来自于猪肉批发价与零售价的价差.生猪Ｇ猪肉

之间价格传递具有非对称性,上游产品的价格变动没有全部传递到下游产品,猪肉价格对上游产品价

格上涨的反应比下降敏感[１２Ｇ１３].当生猪价格低位运行时,猪肉价格变动相对迟缓,即有时滞,且下降

幅度较小,猪肉零售商的利润空间最大.生猪价格升高时,猪肉价格很快做出反应,即便猪肉零售价

与批发价的价差相对减少,猪肉零售商仍然有一定的利润.但生猪价位较高时,猪肉的需求量减少,
零售商因销量的减少影响收益.生猪价格的季节性波动,低价位时,猪肉量价齐低,降低零售商的利

润,旺季则相反.生猪价格长期上涨趋势可以补偿零售商经营成本及机会成本的增加.

　　二、价格波动背景下生猪产业链利益分配实证分析

　　本部分所用数据,包括收购价、经纪人费用、装卸费、屠宰费、白条肉批发价格及猪肉零售价均为

调研直接取得.每公斤生猪养殖成本根据该批生猪的仔猪成本、饲料成本、防疫费用、工人工资、水电

费、场房设备折旧、借款利息及生猪死亡损耗等调研数据计算得出.每公斤生猪运输成本等于实际支

付的总运费除以运输生猪总重量.不同部位猪肉的零售价格差别很大,槽头肉、板油价格低,排骨、精
品五花肉价格高,根据一片白条肉市场销售总收入除以该片重量,计算得到猪肉平均零售价格.

在最近一个波动周期中,河南中牟生猪价格于２０１４年３月底跌落到１０．５元/千克,这一价位持

续到５月初,２０１６年６月最高上涨到２０．８元/千克.以生猪价格的最低点和最高点,考察从河南中牟

生猪养殖户收购生猪销往浙江余姚,直到猪肉进入当地农贸市场整个过程中的生猪价格、猪肉价格及

其他各项费用.养殖环节的利润为卖价减去养殖成本结合猪只体重计算得出;收购环节生猪收购商

的利润为毛猪批发总收入减去收购成本、经纪人费用、装卸检疫费、运费计算得到;屠宰环节利润为每

头猪屠宰收入减去每头猪屠宰成本得到;零售环节利润是零售总收入减去购进白条肉的成本、摊位

费、市内运输费等(每头合３０元)计算得到.
河南中牟商品猪养殖模式主要有两种:自繁自养和专业育肥.自繁自养以养殖商品猪为主,通过

同一猪场饲养母猪方式解决仔猪来源,集约饲养,稳定性好,不受仔猪市场的影响;专业育肥仅养殖商

品猪,仔猪来源于其他仔猪繁殖场,养殖周期短,市场风险小[２０].该地区没有“公司＋农户”养殖模

式,生猪养殖合作社也没有发挥应有的功能,虽是养猪大县,但以家庭养殖为主.我国实行生猪定点

屠宰制度,屠宰公司占压生猪款现象较普遍,有的长达５０天,而且有些屠宰公司在生猪宰杀后依据猪

肉质量确定交易价格,养殖户将生猪直接销售给屠宰公司的极少;大量生猪需销往外地,屠宰公司和

养殖户缺乏具体的生猪供求信息,且生猪装运需要专人及专车,生猪收购商及经纪人连接着养殖户与

屠宰公司.屠宰公司收购或代宰生猪,屠宰后通过农贸市场、超市专柜、专卖店销售或进一步深加工.
本研究屠宰环节是代宰方式,零售终端是农贸市场.

１．价格低谷期生猪产业链利益分配

最近一个生猪价格波动周期的波谷在２０１４年４月,以河南中牟为例,１１０千克左右的外三元生

猪价格为１０．５元/千克,该地区本年度生猪检疫费２元/头.价格低谷期生猪产业链各环节成本费用

构成见表１.
表１　价格低谷期生猪产业链各环节成本费用构成

养殖模式
养殖
成本/

(元/千克)

收购价/
(元/
千克)

经纪人
费用/

(元/头)

装卸费/
(元/头)

检疫费/
(元/头)

运费/
(元/千克)

运输途中
正常损耗/
(元/千克)

毛猪批发
市场价格/
(元/千克)

屠宰费用/
(元/头)

白条肉
批发价/

(元/千克)

猪肉零
售价格/

(元/千克)

自繁自养 １１．４ １０．５ １０ ８ ２ ０．３９ ０．５７ １１．９ ５５ １４．８ ２０．０

专业育肥 １３．２ １０．５ １０ ８ ２ ０．３９ ０．５７ １１．９ ５５ １４．８ ２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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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价格低谷期各环节利润 元/头

养殖
模式

养殖
环节

收购环节

经纪人 生猪收购商

屠宰
环节

零售
环节

自繁自养 －９９ １０ １９．７ ２０ ３８２

专业育肥 －２９７ １０ １９．７ ２０ ３８２

　 注:“－”表示亏损

　　生猪收购商(猪贩子)将生猪从河南中牟贩运到浙

江余姚,平均每头猪的正常损耗在６千克左右,每头猪

按１１０千克计重,活猪出肉率约为７２％.屠宰公司的

成本包括人工费、水电费、税费、厂房设备折旧等费用,
折算到每头生猪的宰杀成本为３５元.生猪产业链各环

节利润情况见表２.从各环节的利益分配可以看出,价
格低谷期,由于生猪收购价格低于养殖成本,养殖户普遍亏损,特别是专业育肥养殖户亏损严重,每头

猪亏损高达２９７元.收购环节和零售环节以加价方式进行销售,二者均获利,特别是零售环节,由于

猪肉零售价与批发价的价差较大,零售环节的利润远高于其他环节.零售商以低价购进白条肉,却没

以同样幅度降低猪肉的零售价格,从而使零售商销售两片白条肉的利润高达３８２元,这充分证明生猪

产业链价格传递的非对称性.

２．价格高峰期生猪产业链利益分配

２０１６年６月初中牟生猪价格达到高峰,最高价为２０．８元/千克,之后生猪价格持续走低,目前下

降趋势明显.在２０１５年５月中牟县取消生猪检疫费,因此表３里没有检疫费.价格高峰期生猪产业

链各环节成本费用构成如表３所示.
表３　价格高峰期生猪产业链各环节成本费用构成

养殖模式
养殖成本/
(元/千克)

收购价/
(元/千克)

经纪人
费用/

(元/头)

装卸费/
(元/头)

运费/
(元/千克)

运输途中
正常损耗/
(元/千克)

毛猪批发
市场价格/
(元/千克)

屠宰
费用/

(元/头)

白条肉
批发价/

(元/千克)

猪肉零
售价格/

(元/千克)

自繁自养 １０．３ ２０．８ １０ ８ ０．４１ １．１３ ２２．８ ５５ ２７．８ ３２
专业育肥 １３．５ ２０．８ １０ ８ ０．４１ １．１３ ２２．８ ５５ ２７．８ ３２

表４　价格高峰期各环节利润 元/头

养殖
模式

养殖
环节

收购环节

经纪人 生猪收购商

屠宰
环节

零售
环节

自繁自养 １１５５ １０ ２０．１ ２０ ３０３
专业育肥 ８０３ １０ ２０．１ ２０ ３０３

　　价格高峰期全产业链各环节均获益,养殖环节利润

最大,各环节利润分配情况见表４.由于近年来国家玉

米库存逐年增加,国内外玉米价格倒挂,去库存压力较

大,自２０１５年９月下调玉米临储价格,国内玉米价格在

波动中持续降低,生猪饲料成本大幅下降,再加上生猪

价格处于高位,猪粮比破９,目前仍在９．６∶１．０的高位,养殖环节收益水平创历史新高.
因生猪养殖规模较小,且产业链组织化程度低,由生猪收购商及经纪人连接屠宰公司及养殖户,

他们彼此之间没有契约关系,交易类型属于市场内交易[２１].生猪收购商获取多个销地的价格信息,
通过经纪人获取多个产地的价格信息,以此预计两地的价差、运输费用及损耗等,确定是否收购及收

购数量.生猪收购商、屠宰公司、零售商的损益与价差及交易量有关.生猪养殖户损益大小与生猪价

格及养殖成本有关,生猪养殖成本是判断生猪价格是否合理的重要依据,也是生猪价格形成的重要基

础.在市场竞争中,生猪产业链各交易主体都是价格的接受者,价格由供求关系决定,若供求严重失

衡,市场调节失灵,市场价格持续低于养殖成本,或远高于养殖成本,即生猪价格波动不合理,需要政

府采取措施进行宏观调控.

　　三、结论与建议

　　生猪价格波动具有明显的季节性、周期性、上涨性趋势,对生猪市场影响最大的是波动周期性,其
波动幅度及频率较大.价格低谷期养殖主体特别是专业育肥养殖户亏损严重,全产业链中只有养殖

环节亏损;由于生猪价格传递的非对称性,猪肉零售价格下降有时滞且下降幅度小,是零售环节获利

最大的时期;价格高峰期,产业链各环节利益主体均获益,但猪肉高价提高民众的生活成本,降低全民

的福利水平.生猪产业链价格波动的振源在养殖环节,不在流通环节.基于以上实证研究结果,结合

调研过程中获取的一手资料,提出以下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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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推进生猪产业链一体化

由于生猪饲养周期较长,资金周转率低,养殖环节在整个生猪产业链“微笑曲线”中处于低端,风
险最大.从上面数据分析可知,自繁自养比专业育肥抗价格风险的能力强.“链条长一寸,效益增一

尺”,对于专业育肥,养殖户采取后向延伸产业链,可以降低价格风险.目前我国生猪养殖组织体系松

散,产销不对接,养猪协会、养猪合作社及“公司＋农户”模式在整个生猪产业中占比较小,订单合同生

产率低,生产计划由各个独立的生产单元完成,一旦出现“猪周期”,导致生产计划调整频繁,生猪产业波

动较大.政府应加强引导,推进生猪产业订单化、合作化、种养宰加销一体化[１６],增加契约交易比例.

２．推动生猪保险产品多元化

价格低谷期生猪养殖亏损严重,对于养殖户,收益保障措施较少,由于不能支撑低价导致的亏损,
资金周转困难,２０１４年下半年,一些养殖户减少或停止养殖,生猪供给减少,成为后市生猪价格高企

的根源.河南中牟养殖户以家庭养殖为主,专业育肥户多,除能繁母猪保险及育肥猪保险外,其他有

关生猪养殖的险种很少.因此,农业部门与保险公司应加强沟通、协调,增加生猪保险品种,比如生猪

收益保险、收入保险,有助于生猪养殖户规避市场价格暴涨暴跌风险,构筑养殖户收入安全保障网.

３．提高养殖户专业知识水平

由于缺乏生猪养殖相关专业知识,多数养殖户不能正确认识生猪产业发展现状及面临的问题,所
养生猪同质化,无品牌,质量低.价格下跌,纷纷退出生猪养殖市场;价格上涨,盲目扩大养殖规模,生
猪养殖难以跳出“猪周期”.政府应加大对养殖户专业知识培训力度,养殖户掌握一定的专业知识,有
助于利用预期价格,提高生猪养殖规模理性决策程度,减少补栏及压栏的盲目性,形成生猪品牌创建

意识,提升养殖户把握市场行情的能力等,以减缓或避免生猪价格大幅度周期性波动[２２].

参　考　文　献

[１]　夏鉴古,李日辉．当前养猪业的困境与前景[J]．湖南畜牧兽医,１９９８(４):２３Ｇ２５．
[２]　张红宇,王锋,薄伟康．要高度重视农民增收减负问题———湖南省夏季农业形势分析与对策建议[J]．中国农村经济,１９９８(９):３７Ｇ

４２．
[３]　辛贤,谭向勇．中国生猪和猪肉价格波动因素测定[J]．中国农村经济,１９９９(５):２８Ｇ３４．
[４]　綦颖．中国生猪市场价格波动研究[D]．沈阳:沈阳农业大学,２００８:８０Ｇ８５．
[５]　王明利,肖洪波．我国生猪生产波动的成因分析[J]．农业经济问题,２０１２(１２):２８Ｇ３２．
[６]　廖翼,周发明．我国生猪价格调控政策分析[J]．农村技术经济,２０１３(９):２６Ｇ３４．
[７]　孙若愚,周静,李大兵．生猪价格波动与存栏量变化动态关系研究[J]．价格理论与实践,２０１５(５):８２Ｇ８４．
[８]　潘方卉,刘丽丽,庞金波．中国生猪价格周期波动的特征与成因分析[J]．农业现代化研究,２０１６(１):７９Ｇ８６．
[９]　于爱芝,王鹤．基于阈值协整的我国猪肉价格与CPI关系研究[J]．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６(３):１Ｇ８．
[１０]贾伟,杨艳涛,秦富．中国猪肉产业链价格传导机制分析[J]．统计与信息论坛,２０１３(３):４９Ｇ５５．
[１１]刘清泉,周发明,李毅．我国生猪产业链价格关系与动态效应[J]．统计与决策,２０１２(１４):１３１Ｇ１３４．
[１２]于爱芝,郑少华．我国猪肉产业链价格的非对称传递研究[J]．农业技术经济,２０１３(９):３５Ｇ４１．
[１３]姜楠,韩一军．猪肉价格形成过程及利益分配情况调研报告[J]．中国猪业,２００８(６):２９Ｇ３３．
[１４]张磊,王娜,谭向勇．猪肉价格形成过程及产业链各环节成本收益分析———以北京市为例[J]．中国农村经济,２００８(１２):１４Ｇ２６．
[１５]宋劲松,周清杰,张新玲．我国生猪产业链的价值分配———基于９省市调研数据的研究[J]．中国物价,２０１１(３):２８Ｇ３１．
[１６]甘筱青,高阔．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生猪绿色供应链利益分配[J]．南昌大学学报,２０１１(９):２９６Ｇ３０１．
[１７]李晓,赵颖文,陈春燕．我国猪肉消费市场特征及发展趋势分析[J]．软科学,２０１１(３):８８Ｇ９４．
[１８]江六一,丁家云,周正平．我国猪肉价格波动规律及调控对策研究———基于 HＧP滤波法的实证分析[J]．经济问题探索,２０１４(９):

９６Ｇ１０１．
[１９]李剑,宋长鸣,项朝阳．中国粮食价格波动特征研究[J]．统计与信息论坛,２０１３(６):１６Ｇ２１．
[２０]胡凯．生猪供应链节点间的行为策略与契约研究[D]．南昌:南昌大学,２００７．
[２１]李崇光,肖小勇,张有望．蔬菜流通不同模式及其价格形成的比较———山东寿光至北京的蔬菜流通跟踪考察[J]．中国农村经济,

２０１５(８):５３Ｇ６６．
[２２]宋长鸣．非线性非均衡蛛网模型框架下猪肉价格循环波动研究———基于可变参数模型的实证[J]．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版),２０１６(６):１Ｇ７．

(责任编辑:金会平)

４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