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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对河南生猪及猪肉生产现状进行分析 , 在此基础上 , 运用灰色系统理论建立了生产预测模型 ,并结合市场供需进行了

预测 ,结合市场分析 , 提出了河南生猪生产的对策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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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fter probing the status quo of the production of live pig and pork in Henan Province , the authors establish

a forecast model of the production on the basis of the grey systematic theory , and provide forecasts in the light of supply

and demand of the market.And concrete countermeasures and proposals are presented for the production of live pig in

Henan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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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猪是河南畜牧业的主导产品之一 ,在农业经济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生猪饲养是农民的一个重要

的经济收入来源 ,农户养猪积极性一直很高.改革开放以来 ,地方政府出台了很多优惠政策鼓励农户养猪 ,

以期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但河南生猪市场的价格波动很大 ,这给生猪养殖企业以及农户造成很大的经济损

失.其主要原因是由于对生猪养殖市场把握不准 ,造成供需不平衡.作者利用灰色系统理论建立生猪生产

预测模型 ,对生猪生产市场进行预测 ,利用预测结果指导养殖企业和农户的生猪生产 ,避免由于盲目的扩

大或缩小养殖造成经济损失.

1　河南生猪养殖及猪肉生产现状

河南是个农业大省 ,是中国主要的粮食生产基地 ,地处平原 ,交通便利 ,生猪生产所需饲料资源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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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等农产品缺少较好的深加工途径 ,再加上较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 ,使得农户养猪的积极性较高 ,饲养

数量有了极大提高 ,同时出现了一些规模不等的生猪养殖场.尤其进入90年代 ,河南各级政府对畜牧业高

度重视 ,把发展畜牧养殖业作为河南农村经济的支柱产业和新的经济增长点 ,促使河南生猪和猪肉产量逐
　表 1　河南生猪及猪肉生产状况

　Table 1　The statistics of the production of live pig and pork

　in Henan Province

生猪

/万头
Live pig

年份 Years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出栏数 1 182 1 323 1 437 1 678 2 001 2 614 3 021

Amount of the

production of livestock

存栏数 1 750 1 820 1 959 2 085 2 325 2 667 2 672

Amount of livestock

on hand

年份 Years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出栏数 3 123 3 593 4 003 4 180 4 219 4 498 4 850

Amount of the

production of livestock

存栏数 2 913 3 440 3 556 3 787 3 972 3 800 3 918

Amount of livestock

on hand

猪肉

/万 t

Pork

年份 Years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产量Production 97.5 108.7 119.2 137.6 165.8 210.4 247.8

年份 Years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产量Production 256.1 297.9 313.9 337.8 343.7 366.5 386

年增加[ 1](表 1).

从表 1可看出 ,河南生猪生产一

直保持较强劲的增长趋势.到 2003年

生猪出栏数和生猪存栏数分别比

1990年增长了 4.10 倍和 2.24 倍 ,平

均增长率分别为 10.63%和 5.93%.

2003年猪肉生产比 1990年增长 3.96

倍 ,10 a间平均增长率 10.33%[ 2] .

虽然生猪的生产一直保持着很好

的发展趋势 ,但近几年来 ,河南生猪市

场经历几次波动 ,生猪和猪肉价格起

伏很大 ,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生猪

养殖业的发展.其波动的原因是:

(1)持续的高价位刺激了生产的

过快发展.我国生猪的 85%由散养农

户提供.农户养猪信息闭塞 ,仍是看上

一年行情而定 ,为追求眼前利益盲目

补栏.另外 ,一大批城乡企事业单位职工 ,特别是下岗职工 ,以及大中专毕业生 、打工返乡人员纷纷加入养

猪行业 ,造成供给急剧增长[ 3] .

(2)河南生猪生产主要由农户散养及一些小规模养殖厂提供 ,技术水平低 ,经营成本高 ,商品猪质量

差 ,市场竞争力弱 ,生产效益低 ,受市场波动的影响大.

2　河南生猪及猪肉生产预测模型的建立

设 X
(0)=(x(0)(1), x(0)(2),Λ, x(0)n))为非负序列 ,X(1)为 X

(0)的 1-AGO序列

X
(1)
=(x

(1)
(1)x

(1)
(2), Λ, x

(1)
(n)) (1)

式中:x(1)(k)=∑
k

i=1
x
(0)(i), k =1 ,2 , Λn;Z(1)为 X

(1)的紧邻均值生成序列

Z
(1)=(z(1)(2), z(1)(3), Λ, z(1)(n)) (2)

式中:z(1)(k)=
1
2
(x(1)(k)+x

(1)(k-1)), k =2 ,3Λ, n .

则GM(1 ,1)模型 x
(0)(k)+az

(1)(k)=b的时间响应序列为

 x(1)(k +1)=(x(0)(1)-b
a
)e-ak+b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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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x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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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k)=b的最小二乘估计参数列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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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BT

Y (4)

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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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表 1及河南生猪及猪肉的生产情况 ,利用灰色系统理论的缓冲算子和灰色 GM模型 ,建立了河南

生猪生产和猪肉生产预测模型[ 4 , 5 ,6 ,7] ,有

生猪生产预测模型　　S(t+1)=37 957.8e0.012 6t-35 038.3

猪肉生产预测模型　　Z(t+1)=2 525.3e0.016 4t-2 299.7

式中:S 为生猪产量 , Z 为猪肉产量 , t 为年份.

　表 2　河南生猪及猪肉产量预测表

　Table 2　Forecast table of the production of live pig and pork

　in Henan Province

生猪

/万头

Live pig

年份 Years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产量Production 4 402.5 4 903.5 5 410.5 5 924.1 6 444.2

年份 Years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产量Production 6 970.9 7 504.4 8 044.5 8 591.6 9 145.6

猪肉

/万 t

Pork

年份 Years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产量Production 352.9 396.8 441.4 486.7 532.8

年份 Years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产量 Production 579.6 627.2 675.6 774.8 825.6

　　利用以上模型对河南生猪及猪肉生产

进行预测 ,有表 2.从表 2 可知 ,今后几年

内 ,河南生猪和猪肉生产平均年增长率将

分别保持在 10.2%和 10%左右 ,低于前 10

a的增长率.

有一点是很明显的 ,河南猪肉生产属

于结构过剩.从近几年生猪价格走势可以

看出 ,质量比较差的土杂猪价格起伏较大 ,

而瘦肉率高 、肉质好的良种猪价格比土杂

猪高 1.5 ～ 2.0 元·kg-1 ,并且价格波动幅

度远远低于土杂猪.因此 ,今后河南生猪生产应侧重于优质商品猪的生产 ,以优质商品猪逐步取代土杂猪 ,

加大优质商品猪所占比重.

3　河南生猪及猪肉生产市场需求分析

河南是人口大省 ,人口基数大 ,增长快 ,猪肉消费量大.但人均消费量却远远低于全国平均消费水平 ,

与发达国家差距更大(表 3).

　表 3　河南及全国城乡居民猪肉人均消费情况

　Table 3　Consumption per individual of pork of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in Henan and in China kg·人-1

年份 Years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河南 城镇居民Town residents 12.21 12.86 11.85 10.82 12.21 12.86

Henan 农村居民 Rural residents 3.99 3.98 5.24 8.29 8.97 7.88

全国 城镇居民 Town residents 17.21 17.24 17.07 15.34 15.88 16.91

China 农村居民 Rural residents — 9.6 10.97 10.81 11.22 11.79

　　从表 3中可以看出 ,河南城镇和

农村居民人均猪肉消费量仅是全国人

均消费量的76%和 67%.这表明河南

猪肉消费还有很大潜力.

河南是全国最大的火腿肠生产基

地 ,有双汇 、春都 、郑荣三大名牌.河南

3大火腿肠加工企业的发展 ,为河南

生猪消费拓宽了销售渠道.3 个企业

年猪肉加工需要商品猪 1 000多万头 ,其中瘦肉型猪居多.经济收入的提高 ,增大了对加工肉类的需要 ,再

加上深加工企业的技术进步 ,加工所需商品猪的数量会急剧增多.

河南的肉猪在港澳市场及广州 、上海 、天津 、武汉等大中城市享有很高的声誉.河南肉猪的外销近几年

有了飞速的发展.每年河南外调肉猪1 100万头 ,其中大多数为瘦肉型猪;冻猪肉外调已达 2万 t ,并且增长

速度很快.

以上分析表明 ,河南生猪生产在生产数量和生产质量上与实际需求都还存在一定的差距.为了缩小这

一差距 ,除了扩大商品猪的生产规模外 ,更主要的是对现有的猪群结构进行调整.生猪价格的波动 ,也使得

生猪生产结构调整显得更为必要.调整的指导思想是:稳定数量 ,提高质量 ,调整布局 ,扩大加工.

4　小结与讨论

猪肉是人民生活的必需品 ,猪肉消费量的高低是反映一个国家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标准.目前我国城

镇居民年人均消费 17 kg ,农村居民人均消费11.8 kg ,仅占发达国家的 1/5左右.河南生猪生产虽然已有一

定的基础 ,但与发达省份相比 ,在产品质量和深加工技术水平上还存在一定的不足.由市场分析情况来看 ,

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在今后的生产中要根据市场需求优化结构 ,总的指导思想是稳定数量 ,提高质量 ,调

整布局 ,扩大加工.逐步实现由数量向质量和效益型转变.可进一步拓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 ,为生猪生产创

造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 (下转第 4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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