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商品期货.玉米、玉米淀粉 

兴证期货.研发产品系列    

第十届中国玉米产业大会会议纪要 

2017 年 9 月 26 日  星期二 

内容提要 

2017 年 9 月 20 由大连商品交易所主办的第十届中国玉

米产业大会在辽宁大连圆满举行，来自各行各业的专家嘉宾

们就玉米及相关产业的现状和发展趋势进行了深入全面的

解读、探讨。本次会议主题有：当前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分析

与展望；2017 玉米供需情况及价格走势分析；全球玉米生长

发育气象影响分析及产量预测；不断创新完善玉米期货，推

动实体经济有序发展；农业产业化和风险管控的时间与探

索；中国淀粉行业发展展望；中国生猪市场现状及行业发展

趋势；蛋鸡产业发展的国际趋势及中国创新；农产品基差交

易原理及实务操作；美国农业合作社和农产经营及风险管理

等，本文对此次玉米产业大会主要 5 个主题的核心观点进行

梳理总结。 

主要观点 

1.2017 年全国玉米主产区总体而言天气状况较好，无论是单

产还是玉米品质，都属于上乘。今年玉米种植面积预计为

3540 万公顷，比上年减少 3.7%；今年玉米产量预估 2.125

亿吨，比上年减少 3.2%，减产区域主要集中在东北、西北

地区。 

2.今年玉米消费将有较大增长，预计玉米消费将有 1800 万吨

的增长空间，增至 2.09 亿吨。其中，玉米饲用消费预计将达

到 1.35 亿吨，比上年增加 1000 万吨以上。2017 年玉米淀粉

需求量预计达到 2450 万吨左右，比 2016 年增加 200 万吨，

增幅约 8.5%。玉米深加工新增产能超过 1100 万吨，受燃料

乙醇消费政策推动，未来玉米工业用量还将继续增加。 

3. 我国养殖行业的一体化产业链在快速形成，在养殖和屠宰

加工环节发生了结构性的变革,其主要特征是规模化、集约

化、商业化、一体化，而且在未来数年内变革速度还会增快。 

4. 受环保因素影响，养殖业逐渐从南方地区向北方转移；新

增投产的玉米深加工产能主要集中在东北地区，未来东北地

区玉米饲料和玉米工业消费将进一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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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17 玉米供需情况及价格走势分析——国家粮油信

息中心 王晓辉 

核心内容 

（1）世界粮食市场局势：从全球形势来看，近 10 年以来全世界粮食产量高速增长，供给

处于过剩局面，全球主要国家都面临去产能、去库存的任务。现在粮食产量已经开始下降，粮

食价格虽低，但是最低点已经过去，开始筑底上涨。天气因素仍然是粮食市场不可轻视的重要

因素，不时扮演推波助澜的角色。 

（2）今年国内玉米产量：今年玉米种植面积预计为 3540 万公顷，比上年减少 136 万公顷，

降幅 3.7%，但是天气状况总体而言相当之好，无论是单产还是玉米品质，都属于上乘。总体来

看，今年玉米产量预估 2.125 亿吨，比上年减少 700 万吨，降幅 3.2%，东北、西北地区玉米减

产，黑龙江玉米减产导致价格最便宜的玉米供应量减少，辽宁干旱减产导致东北上市最早的供

应量减少。 

（3）国内玉米市场发展趋势：我国的粮食市场改革方向明确，收储程度加深。玉米深加工

与养殖业不断发力，受环保因素影响，养殖逐渐从南方地区向北方转移，带动东北玉米饲料消

费，深加工与养殖业区域特征凸显。 

（4）玉米深加工行业发展趋势：玉米加工企业复产扩量，新增产能陆续开始投放，初步统

计，在国家发布燃料乙醇生产的政策前，东北地区新增深加工项目 13 个，新增产能超过 1100

万吨，17/18 年度中国玉米工业消费量预计为 7300 万吨，同比增加 14.1%，受燃料乙醇消费政

策推动，未来玉米工业用量还将继续增加。玉米深加工产能扩张与新粮上市时间有部分重叠，

需求对于玉米价格影响或将更为重要，需关注新增产能的具体实施情况。 

2. 2017 年全国及国外主产区玉米气象影响分析与产量

展望——国家气象中心 候英雨 

核心内容 

（1）玉米播种生长气象影响分析：今年北方春播区气温回升快、土壤化冻早，利于适时整

地播种，玉米播种期间大部分墒情适宜，仅东北西南部土壤缺墒。 

（2）玉米生长季气象影响分析：2017 年我国大部分玉米生长季光热充足，降水接近常年，

玉米生长期间雨水匹配比较好。东北玉米主产区生长季积温为 2001 年以来的最高值，降水量为

2008 年以来的最低值；黄淮海玉米主产区生长季积温高于常年同期，降水量接近常年同期。 

（3）东北玉米生长季气象适宜度指数分析：东北玉米生长季气象适宜度指数变化分析结果

显示今年黑龙江玉米气候适宜度指数总体和去年持平；吉林今年玉米气候适宜度指数基本和去

年持平，6、7 月略差于去年；辽宁今年玉米气候适宜度指数总体略差于去年。 

（4）农业气象灾害影响：2017 年玉米主产区灾害总体偏轻，干旱范围小、影响轻，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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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旱地区分布在辽宁、内蒙古一带；6 月下旬至 7 月中旬，北方出现近 12 年以来最强持续性高

温天气，其中陕西中部和山西西南部、河北中部的部分地区 35 度以上高温日数达 15-30 天；8

月下旬至 9 月初，东北、华北、黄淮和西北地区东部气温偏低 1-4 度，日照偏少 2-8 成，导致玉

米叶片光合减弱，籽粒灌浆速度减慢；今年华西秋雨偏早偏强，8 月 24 日以来，四川东部和西

北部、重庆、贵州、陕西南部、湖北西北部等华西地区降水量较常年同期偏多 1-2 倍。 

 （5）玉米发育期生长监测：2017 年大部分地区玉米适时播种，播种质量高，苗齐、苗壮，

仅辽宁中西部、内蒙古东南部的部分地区因干旱造成播种受阻。大部分地区玉米处于乳熟至成

熟阶段，发育期接近常年，仅吉林、辽宁等部分地区发育期偏晚。 

 （6）玉米卫星遥感生长监测：根据 2017 年 7 月 30 日气象卫星遥感监测，全国大部分地

区玉米长势良好。作物模型模拟显示 2017 年东北西部玉米最大叶面积指数、地上总生物量明显

低于 2016 年；2017 年黄淮海夏玉米最大叶面积指数、地上总生物量与 2016 年基本相当。 

（7）未来天气影响：秋季气候预测降水呈现中部多，东西部少的分布特征，西北地区东

部到华北西部、华南大部分降水明显偏多；秋季全国大部分地区气温接近常年同期到偏高，其

中黄淮南部、江淮、江南东北部、西北西部、西藏西部气温偏高 1-2 度；我国北方大部分地区

初霜冻日期较常年偏晚。 

（8）美国玉米生长气象状况：2017 年美国玉米播种以来，主要生长季热量较充足，大部

分时段水热匹配较好，利于玉米产量形成。主产区播种期间降水偏多、大部分土壤墒情适宜播

种出苗。根据遥感监测，6 月美国玉米长势总体较上年偏差，7、8 月长势接近去年略偏差。 

3. 中国淀粉行业发展展望——中国淀粉工业协会秘书

长 魏旭明 

核心内容 

（1）玉米加工消费：2016 年，中国玉米需求总量比上年大幅增加，达到了 2 亿吨，比上

年增加近 2125 万吨，增幅 11.5%。饲用玉米消费增加是拉动 2016 年玉米需求总量大幅提高的

主要力量（12650 万吨）；因对玉米深加工企业给予补贴，淀粉、酒精实现较好加工收益，行业

开工率远高于上年，2016 年工业玉米消费量也大幅增加（6070 万吨）；食用、种用及其他玉米

消费基本稳定（1955 万吨）。 

（2）玉米价格走势：2016 年，国内玉米市场价格经历了平稳-缓慢下跌-大幅下跌的变动过

程。1~4 月份，玉米市场主要受临储玉米收购支撑，玉米价格相对平稳；临储收购结束后，玉

米库存累计高达 2.7 亿吨，消化库存压力巨大，但政府通过控制拍卖节奏和稳定拍卖价格，5~9

月份玉米市场价格走低的幅度不大；进入 10 月份，新玉米上市，失去临储政策保护后，玉米市

场价格不断探底，跌幅加大，至 12 月底东北玉米平均收购价格已经降至 1200 元/吨左右，并带

动华北黄淮及南方销区玉米价格全面下行。2016 年全年，玉米市场均价为 1911 元/吨，比上年

的 2314 元/吨下降了 403 元/吨，下降幅度为 17.4%。 

（3）企业开工率：受制于临储抬升玉米成本，2014/15 年度淀粉深加工企业开机率维持在

50%-60%的低位。16 年行业平均开工率近 80%，比上年提高了近 20 个百分点。其主要是取消

临储政策收购，玉米价格降低，大大降低了淀粉及其衍生物产品加工成本，加之东北四省区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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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加工补贴的实施，大大刺激了产品的应用与开发的空间和加工需求，企业盈利大大增加，行

业出现了欣欣向荣局面。 

（4）行业利润：产销区价格均是 2010 年以来最低水平。因玉米成本下降，2016 年全年产

区玉米淀粉平均价格 2214 元/吨，销区 2440 元/吨左右。 

玉米淀粉加工全行业盈利。据中国淀粉工业协会年报统计：单位玉米加工平均利润水平在

72 元/吨，最高水平为 143 元/吨。 

（5）市场需求：淀粉糖消费占比约为 60%。玉米淀粉用途广泛，是食品、化工、医药等行

业的重要原料，淀粉糖是玉米淀粉最主要的消费去向，2016 年消费占比 60%，其后依次是造纸

和化工（约占 11%），医药（约占 8%），啤酒（约占 8%）、食品加工（6%）和变性淀粉（约占

4%）。 

2016 年需求总量恢复性增长。2016 年，因玉米淀粉价格走低，与其他淀粉相比性价比优势

明显，玉米淀粉需求恢复性增长，由于价格较低，扩展了应用空间，达到 2250 万吨，同比增幅

约 9.8%。 

（6）产业集中度：生产区域集中度比较高。2016 年中国淀粉工业协会统计的玉米淀粉产

量 2258 万吨，占淀粉总产量的 96%。山东、吉林、河北、河南及陕西 5 省玉米淀粉产量合计占

全国的 87%。山东是玉米淀粉第一生产大省，约占全国玉米淀粉总产量的 51%。 

生产企业集中度比较高。2016 年年产 10 万吨以上玉米淀粉的企业共计 37 家，产量合计达

到 2214 万吨，约占全国玉米淀粉总产量的 98 %；其中，前 10 家企业的生产集中度约为 60%（但

与美国加工企业集中度来说还相差较大，美国玉米加工企业 5-6 家）。 

（7）淀粉深加工产品产量：根据中国淀粉工业协会年报数据，2016 年淀粉深加工产品产

量为 1264 万吨，较上年增加 13.7%，连续两年生产徘徊后的首次回升，但较 2013 年的 1580 万

吨的产量水平低近 20%。 

（8）在淀粉主要深加工产品中：液体淀粉糖所占比例由 2011 年的 61%，逐渐减少 2016 年

的 55%；其中果葡糖浆及麦芽糖浆大幅增长；结晶糖所占比例由 2011 年的 21%，逐渐增加到

2016 年的 26%；而变性淀粉和糖醇所占比例变化不大，分别在 12%和 7%左右。 

（9）变性淀粉消费需求：应用领域不断扩展，消费量有所增长。目前我国变性淀粉年消费

量在 140-180 万吨之间，产品需求以氧化淀粉、复合变性淀粉、阳离子淀粉和醋酸酯淀粉等为

主。 

变性淀粉消费量年复合增长率约 4%。中国变性淀粉产量受原料、环保等条件限制而波动变

化，变性淀粉的需求量整体上呈现增长的趋势，近七年的复合增长率达 3.78%。2016 年中国变

性淀粉消费量约 175 万吨，较 2015 年增长 10.34%。 

（10）液体糖消费需求：国内淀粉糖消费与食糖价格存在一定的互联关系，在国内糖价高

企时，淀粉糖消费量呈现明显的增长趋势，在国内食糖价格位于低点时，淀粉糖的消费受到一

定的抑制。2016 年，国内食糖受供应短缺影响价格持续攀升，对国内主要食品用糖行业造成成

本压力，部分主流用糖企业开始使用淀粉糖替代食糖。2016 年淀粉糖消费量约 677 万吨，同比

增长 9.60%。 

（11）结晶葡萄糖消费需求：随着结晶葡萄糖应用范围的扩展，我国结晶葡萄糖需求增长

较快。随着食糖价格的高企，结晶葡萄糖在食品尤其是糕点加工中对食糖的替代效果显现，同

时作为发酵工业的基础原料，结晶葡萄糖的消费也快速增加。2016 年国内结晶葡萄糖的消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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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 300 万吨，同比上年增长 18%。 

（12）糖醇消费需求：糖醇的应用领域非常广泛，目前除用于食品和药品外，还可以用于

日化产品及其他化工原料。2010-2014 年中国糖醇消费呈增长态势，2014 年达到历史顶峰。随

后，由于山梨醇和木糖醇产量和需求量下滑，导致糖醇整体消费量下滑。2016 年糖醇消费量约

100 万吨，同比上年减少 2.50%。 

（13）玉米淀粉进出口：2016 年 8 月 1 日，国家再度将玉米淀粉出口退税提高到 13%，同

时，玉米淀粉成本下降，刺激了玉米淀粉出口回升；2016 年我国玉米淀粉出口量为 13.28 万吨，

比 2015 年增加了 5.90 万吨，增幅 79.9%；出口价格平均 340 美元/吨，比 2015 年的 435 美元/

吨大幅下降 21.9%；2016 年向印度尼西亚出口玉米淀粉 7.45 万吨，占出口总量的 56%；前五大

出口目的地的出口集中度为 80.2%；2017 年 7 月玉米淀粉出口 15.3 万吨，比去年同期增长 177%，

其主要出口国是东南亚一些国家。 

（14）变性淀粉进出口：近五年糊精及其他改性淀粉进口呈上升趋势，但增长速度逐年下

降；2016 年中国进口糊精及其他改性淀粉 36.40 万吨，同比增加 5.69%；货值 37,557.43 万美元，

同比增长 14.31%；我国的糊精及其他改性淀粉进口来源国集中度比较高，2016 年共有 37 个国

家向中国出口变性淀粉，排名前十的国家市场份额占到 96%左右，其中自泰国进口量最大，为

21.04 万吨，约占进口总量的 57.79%。 

近两年糊精及其他改性淀粉出口下降明显；2016 年中国出口糊精及其他改性淀粉 5.56 万吨，

同比减少 9.53%；货值 6,884.83 万美元，同比减少 8.38%；2016 年中国共向 96 个国家出口变性

淀粉，主要面向日本、韩国、马来西亚、印尼等东南亚国家，少量出口到澳大利亚、欧洲及非

洲等国。其中，中国变性淀粉出口排名前十目的地国家和地区占 85%左右。 

（15）淀粉糖进出口：淀粉糖出口品种主要是：葡萄糖及葡萄糖浆（果糖＜20%）、葡萄糖

及糖浆（20%≤果糖＜50%，转化糖除外）和果糖及果糖浆（果糖＞50%，转化糖除外）。2016

年，淀粉糖主要三大类产品的出口量均有不同幅度的增长。出口产品中增幅最大的是果糖及果

糖浆（果糖＞50%，转化糖除外）产品，2016 年出口量为 45.48 万吨，同比增长 69.05%，其次

是葡萄糖及葡萄糖浆（果糖＜20%），出口量为 65.75 万吨，同比增长 38.51%，葡萄糖及糖浆（20%

≤果糖＜50%，转化糖除外）20,6 年出口量 8,911 吨，同比增长 23.25%。 

从出口总量上看，2016 年淀粉糖产品出口量达 112.12 万吨，同比上年增长 49.30%。而进

口量只有 3499 吨。2017 年 7 月淀粉糖出口 41.3 万吨，比去年同期增长 15.4%，其主要出口国

是东南亚、俄罗斯、澳大利亚一些国家。 

（16）糖醇进出口：糖醇进口以丙三醇（甘油）为主。糖醇类进口总量达 14.75 万吨，同

比上年减少 32.22%。其中，丙三醇进口量占比达 98%。 

糖醇出口量增长 19%。我国是山梨醇出口第一大国，包括山梨醇、木糖醇、甘露醇、丙三

醇（甘油）和肌醇在内的出口总量为 8.06 万吨。 

（17）玉米消费将有较大增长：预计玉米消费将有 1800 万吨的增长空间，增至 2.09 亿吨。

其中，玉米饲用消费预计将达到 1.35 亿吨，比上年增加 1000 万吨以上。2017 年玉米淀粉需求

量预计达到 2450 万吨左右，比 2016 年增加 200 万吨，增幅约 8.5%。变性淀粉、淀粉糖和糖醇

都将有不同程度的增长，预计变性淀粉产量可达到 160 万吨左右；结晶葡萄糖需求量约 20%左

右的增长达 360 万吨左右；糖醇年产量增长幅度在 5%左右，其出口数量有望继续保持增长。 

（18）玉米加工业出现新一轮投资热：2016 年由于国家取消玉米临储收购政策，17 年初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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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开玉米加工项目的核准，加之受国家出台的对东北加工企业的补贴政策和企业盈利能力的向

好影响，引来了大批的社会资本投资玉米加工产业，预计到 2018 年末将新增玉米加工产能达

2071 万吨（包括燃料乙醇项目）；项目主要集中在东北，由其是黑龙江省，预计新增玉米加工

产能达 890 万吨，这是一个庞大的数字。 

（19）开工率出现先升后降，行业迎来新一轮整合：玉米价格逐渐回归市场，与国际接轨；

进口玉米价格优势不太明显，玉米进口量将继续下降；玉米加工产品出口退税作用显现；出口

将成为玉米“去库存” 的重要方式，竞争力会不断增强；人民币贬值进一步增长玉米加工产品

的出口竞争力。这些都是行业发展的利好，也是投资玉米加工集聚的主要原因。 

预计未来 2 年，行业开工率会出现先升后降的趋势。新增产能严重超过市场需求的增长空

间，产能严重过剩，生产出的产品没有市场份额，部分新建的企业建成投产就会出现开不满的

情况；即便开满也开不长，由于市场空间有限，新一轮企业市场竞争和血拼（杀）开始，企业

大面积亏损，有的新建企业承受能力有限，还没等达产就会停产，致使行业整体开工率将明显

下降。这时，行业兼并、重组、整合将拉开序幕，整合后将淘汰一些落后产能，这对行业来说，

在某种意义上是件好事。 

（20）燃料乙醇战略性新兴产业：燃料乙醇是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有利于促进农业发展、

改善生态环境、调整能源结构；燃料乙醇是国家指令性计划产品，其生产及销售按国家专项产

业规划发展；燃料乙醇实施“核准生产、定向流通、封闭运行、有序发展”产业政策。 

燃料乙醇去库存要求下，存在广阔发展前景。燃料乙醇是消纳人畜不能食用的有毒、有害

粮食的最佳转化途径；我国汽油总消费量超过 1.1 亿吨，按现行 10%掺混标准，燃料乙醇总需

求量超过 1100 万吨，至少有 844 万吨需求缺口，市场空间巨大；京津冀（120 万吨）、长三角（185

万吨）、珠三角（170 万吨）等地区市场潜在需求量超过 700 万吨。 

4. 中国生猪市场现状及行业发展趋势——雏鹰农牧集

团 王爱彦 

核心内容 

（1）我国猪肉产业的整体现状：一体化产业链在快速形成。随着消费者对食品安全与质量

的需求持续上升,中国的猪肉产业正在经历着巨大的变革。在养殖和屠宰加工环节发生了结构性

的变革,其主要特征是商业化、一体化，而且在未来数年内变革速度还会增快。我们的政府面对

这些市场动态积极应对,政策面有进一步完善发展的潜力。 

消费结构在快速变化。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猪肉生产国和消费国。而且在猪肉供应

链上带来的结构性变革,也吸引着人们的巨大关注。对中国消费者而言,猪肉是最重要的肉类,在

中国所有的肉类市场中保持着统治地位,虽然其市场份额正逐渐下降。猪肉消费在农村地区仍然

较低,表明这些地区的猪肉市场具有进一步扩张的巨大潜力。消费结构的变化催生产业巨头。 

（2）猪肉消费还是中国人最大肉食消费：尽管比例在下降,猪肉仍是主要肉类尽管猪肉价

格变化较大,但猪肉仍然是中国消费者的主要肉类。人均猪肉年消费量从 1996 年的 25.8 公斤增

加到 2010 年的 37.4 公斤。猪肉消费量在整个肉类消费量中的比例日渐下降,所占比例从 198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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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80%下降到了 2010 年的 65%。到 2015 年进一步降低到肉类总需求量的 63%。但消费基数增

大，总量还在上升。 

（3）生猪养殖猪群结构发生巨变：中国养殖户传统饲养三两头猪,生猪由猪贩运到自由集

市上进行售卖。散户的比例由 2001 年的 74%下降到 37%左右。 

（4）造成猪群结构变化的原因：疫病的爆发对散户的打击远远甚于更大规模养殖场；个体

养殖户更加容易遭受原材料成本不确定和市场波动的打击；随着都市化和农村劳动力涌向城市,

农村劳动力的机会成本大大增加。 

（5）中国养猪生产现状：2010 年中国的猪肉产量为 4900 万吨,出栏量为 4.53 亿头,几乎占

到世界猪肉供应的半壁江山。尽管养猪业仍然是分散的行业结构,但是中国的猪肉供应链正在进

行着一场翻天覆地的变革。 

个体养殖户的市场份额在十年前占据领导地位,但最近下降迅速,同时更大规模的养殖场快

速涌现填补个体养殖户遗留下来的空缺。 

2011 年的供应短缺正在驱使大规模养殖场更加快速的扩张,蚕食着个体养殖户的地盘,而个

体养殖户因为过去几年内市场的急剧变动逐步退出市场。2014 年加快了这一现象的发生。 

（6）生产优良数据上升提高空间巨大：尽管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猪肉生产国, 和欧洲国家

与美国相比,中国的生猪养殖消耗了更多的谷物,死亡率更高,猪肉产出率更低。高死亡率与疫病

的影响有关联。目前中国正处于规模养殖的学习曲线上。引入国外品种、先进的养殖管理和饲

养技术有望在未来数年内快速提高生产效率。 

（7）未来规模化的一体化企业会获得更多份额：尽管制约因素很多,但中国还是会不断扩

大生猪养殖和屠宰的能力,满足日增的需求。猪肉供应量有望能从目前的 4900 万吨增加到 2020

年的 6000 万吨,年复合增长率保持在 2%左右。供应量的增加部分主要来自专业户和商业化养殖

场。同时,规模化的一体化企业会获得更多份额。 

（8）专业户与巨头的聚合是中国猪肉产业的优先选择：商业化养殖场和专业户近几年有快

速的发展,特别是在发达地区和盛产玉米的地区。养殖场的规模扩张改变了屠宰场和猪肉生产者

之间的关系,从先前的现货市场重新形成一个更加协调的有契约的供应链。专业户和商业化的养

殖场通常优先给有合约的屠宰场和加工厂提供生猪,而一些领先的屠宰场和加工厂更是开始建

立起自己的养殖基地以满足供应。 

5. 蛋鸡产业发展的国际趋势及中国创新——芝华商业

数据 黄劲文 

核心内容 

（1）美国蛋鸡行业发展趋势：美国蛋鸡行业高度集中。199 家规模化养殖企业供应全美国

的消费者，并将鲜鸡蛋和蛋制品出口到世界各地。 

规模化生产。2017 年数据显示，美国 100 万羽以上的养殖场有 61 家，500 万羽以上的养殖

场有 15 家。 

有机和散养占比提升。有机养殖和散养的鸡蛋生产占当前蛋类产品的 12.5%(3760 万只母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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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有机养殖的鸡占比 4.7%，散养的鸡占比 7.8%。 

（2）中国蛋鸡行业基本情况：家庭养殖户仍然是鸡蛋供应的主力，但是大型养殖集团在快

速成长。2015 年全球产蛋量超过 7000 万吨，世界商业鸡蛋生产量创纪录，中国、美国、印度、

日本、墨西哥等五个国家集中了全球超过一半的鸡蛋产量。中国是鸡蛋生产和消费大国，2015

年带壳鸡蛋年产量达到 560 万吨，近几年产蛋量年增长速度保持在 2%左右。 

（3）2017 年鸡蛋现货走势：从蛋鸡养殖盈利周期来看，今年上半年蛋鸡养殖盈利持续亏

损，导致老鸡大量淘汰，补栏意愿大幅减弱，据此推断未来一年左右蛋鸡养殖将进入盈利期增

长期。 

（4）蛋鸡行业的模式创新：养殖模式的集约化规模化，鸡蛋贸易的标准化和电商模式，极

大促进了蛋鸡行业的整合和升级。 

养殖方面，规模化集约化进程加速。一体化经营模式：企业进行纵向一体化，饲料生产、

蛋鸡养殖、蛋品加工以及产品分销的所有环节都由企业独立完成；鸡蛋的生产成为企业的内部

行为，从源头开始控制产品质量；企业获得了原本上下游组织的利益，增强了企业盈利能力；

降低了协调控制的成本、交易成本以及信息收集的成本。“公司+农户“模式：以农产品加工或

流通企业为龙头，通过合同契约、股份合作制等多种利益联结机制，与农户建立稳定的购销关

系；将农产品的生产、加工、销售有机结合起来，实施综合化经营，以提高整体经济效益；满

足了公司与农户对共同利益的追求。 

6. 小结 

（1）2017 年全国玉米主产区总体而言天气状况较好，无论是单产还是玉米品质，都属于

上乘。今年玉米种植面积预计为 3540 万公顷，比上年减少 3.7%；今年玉米产量预估 2.125 亿吨，

比上年减少 3.2%，减产区域主要集中在东北、西北地区。 

（2）今年玉米消费将有较大增长，预计玉米消费将有 1800 万吨的增长空间，增至 2.09 亿

吨。其中，玉米饲用消费预计将达到 1.35 亿吨，比上年增加 1000 万吨以上。2017 年玉米淀粉

需求量预计达到 2450 万吨左右，比 2016 年增加 200 万吨，增幅约 8.5%。玉米深加工新增产能

超过 1100 万吨，受燃料乙醇消费政策推动，未来玉米工业用量还将继续增加。 

（3）我国养殖行业的一体化产业链在快速形成，在养殖和屠宰加工环节发生了结构性的变

革,其主要特征是规模化、集约化、商业化、一体化，而且在未来数年内变革速度还会增快。 

（4）受环保因素影响，养殖业逐渐从南方地区向北方转移；新增投产的玉米深加工产能主

要集中在东北地区，未来东北地区玉米饲料和玉米工业消费将进一步提高。 



专题报告                                      

 

 

分析师承诺 

本人以勤勉的职业态度，独立、客观地出具本报告。本报告清晰准确地反映了本人的研究

观点。本人不曾因也将不会因本报告中的具体推荐意见或观点而直接或间接接收到任何形式的

报酬。 

 

免责声明 

客户不应视本报告为做出投资决策的惟一因素。本报告中所指的投资及服务可能不适合个

别客户，不构成客户私人咨询建议。本公司未确保本报告充分考虑到个别客户特殊的投资目标、

财务状况或需要。本公司建议客户应考虑本报告的任何意见或建议是否符合其特定状况，以及

（若有必要）咨询独立投资顾问。 

在任何情况下，本报告中的信息或所表述的意见并不构成对任何人的投资建议。在任何情

况下，本公司不对任何人因使用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所引致的损失负任何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