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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饲料产业发展现状与市场整合及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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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整合是指在市场完全竞争的情况下，同类商品在不

同市场上的价格保持同步变化，是经济资源合理流动的反

映，体现市场运行的效率[1]。饲料产业在我国是一个基础产

业，随着饲料市场的日趋成熟和外资企业的大量挺进，市场

竞争已进入白热化阶段，但是市场运行是否有效率是一个值

得关注的问题。迄今为止，学者们对市场整合的研究主要集

中于小麦、大米、生猪、养猪业等方面的考察[2-7]。目前还没有

学者对我国饲料产品市场整合程度进行研究。鉴于此，本文

将在分析我国饲料产业发展现状的基础上，以猪配合饲料为

例，运用协整检验、误差修正模型等计量方法对我国饲料市

场的短期和长期整合关系进行分析，以期了解我国饲料市场

运行效率情况，进而提出推动我国饲料产业进一步健康发展

的政策建议。

1我国饲料产业发展现状

1.1饲料产量跃上新台阶，效益提升明显

我国饲料工业起步于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经过30

多年的发展，已经成为国民经济中具有举足轻重地位和不可

替代的基础产业。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饲料产

量保持着较高的年复合增长率。从1980年到2011年，全国

商品饲料总产量由 110万 t增长至 18063万 t，31年增长

164.2倍[8]。从产品结构来看，2011年，猪饲料6830万t，肉禽

饲料5283万t，蛋禽饲料3173万t，水产饲料1684万t，反刍

饲料775万t，其他饲料316万t，饲料结构的合理化越来越

有利于资源利用效率的提高和产业整体效益的增加。产量超

过1000万t的省份有广东（约2095万t）、山东（约2050万t）、

河南（约1262万t）、辽宁（约1216万t）、河北（约1150万t）、

湖南（约1006万t）六省，总产量合计8779万t，占全国总产

量的48.6%。我国饲料工业总产值随着饲料产量的稳步增加，

也呈连续增长的良好态势。从1990年到2011年，饲料工业

产值由1119亿元增长到6348亿元，年平均增长约249亿元。

1.2饲料企业不断发展壮大

2011年，我国饲料企业数量达到15354家，年产10万t、

50万t、100万t的企业数量分别为360家、33家、18家[9]。与

2010年相比，北京、天津、河北、内蒙古、辽宁、吉林、安徽、河

南、湖北、湖南、广西、四川、陕西、宁夏等省份的饲料企业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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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呈现出下降趋势，其他省份则呈增长态势。例如，黑龙江省

饲料企业数量由2010年的647家增加至2011年的862家，

增长幅度为33.2%；重庆饲料企业数量由2010年的256家增

加至2011年的328家，同比增长28.1%；广东省的增长幅度

也达到了27.2%。从企业类型来看，饲料加工企业、单一饲料

原料企业、动物源性饲料企业的数量均有不同程度的增加，

而饲料添加剂企业和饲料加工机械企业的数量则略有减少。

从企业性质来看，私营企业、联营企业、股份制企业、外商企

业获得了进一步发展，企业数量有所增加，这种产业资本的

市场结构决定了较为开放的产业政策，并形成了竞争激烈的

市场结构。从国内饲料企业在国际上的表现来看，据美国蓝

多湖-普瑞纳公司（LandO'LakesPurina）公布的数据，2011

年全球配合饲料产量在1000万～2500万吨的企业中，我国

新希望集团仅次于泰国的正大集团和美国的嘉吉公司，排名

第三；产量在500万～1000万吨的6家企业中有3家属于我

国，分别是广东温氏集团、中粮集团和东方希望；产量在250

万～500万吨的17家企业中有5家属于我国。

1.3产业体系及链条逐渐完善

我国饲料产业的发展依赖于一个庞大的产业体系支撑

和一个完整的产业链条协力。从目前来看，饲料产业链条的

延伸主要集中在饲料添加剂产业、饲料机械产业等方面。作

为饲料产业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饲料添加剂产业经过多年

的发展逐渐形成了自主优势。一是产量增长十分迅速。2011

年，饲料添加剂总产量达到629万t，改变了过去依赖进口的

格局；二是种类日渐丰富，已经逐渐呈现出氨基酸、维生素、

矿物元素及其络合物、酶制剂、抗氧化剂、防腐剂、防霉剂、微

生物添加剂等主要饲料添加剂百花齐放的态势；三是监管日

渐规范，《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饲料和饲料添加剂

生产许可管理办法》、《新饲料和新饲料添加剂管理办法》、

《饲料药物添加剂使用规范》等一系列法律法规的颁布实施

保证了饲料生产的安全。饲料机械产业起步于20世纪50年

代，随着饲料加工工业的兴起，饲料机械工业也取得了长足

的进步。尤其是近年来，我国生产的饲料机械涉及饲料粉碎

机械、搅拌机、颗粒机、冷却机、干燥机、分级筛、提升机、饲料

机组、颗粒机组、预混机组等，不仅能够满足国内市场的需

要，还远销东南亚、新西兰、俄罗斯等国际市场。

1.4贸易出口波动较大

由表1可知，2009-2011年，饲料进口量先增长后下降，

出口量则是先下降后上升；在变动幅度上，饲料出口波动幅

度均在40%以上，大大超过进口波动。具体而言，2009年，饲

料出口量大于进口量；自2010年开始，饲料出口量急剧下

滑，跌幅接近 50%，而同期进口量则有上升，进出口差额巨

大，进口量约为出口量的2倍；2011年，出口量虽然有较大幅

度回升，但进口量仍多于出口量。分饲料品种来看，首先在进

口方面，鱼粉一直是我国主要的进口饲料品种，2009年，鱼粉

的进口量达到248.22万t，比重接近当年进口饲料总量的三

分之二，排位第二、第三的是菜籽粕和动物饲料，比重分别为

6.97%和5.99%；2010年开始，鱼粉的进口比重降至41.17%，

仍为进口比重最大的品种，玉米饲料的进口量迅速上升，达

到157.32万t，占比35.91%，位列第二；2011年，玉米进口量

超过鱼粉进口量，成为最大的进口饲料品种，超过鱼粉13.54

个百分点，居第三位的仍为菜籽粕（10.36%）。在出口方面，

2009年，豆粕的出口量达到222.96万t，占总出口饲料的一

半以上，其次为制成添加剂，占总出口量的14.57%；2010年，

所有饲料品种的出口量均出现不同程度下跌，但出口前三位

的格局仍未打破，豆粕的出口量比重下降至44.25%，为40.63

万 t，而制成添加剂和动物饲料则分别升至 21.29%和

14.56%，出口量分别为48.88万t、33.42万t；2011年，宠物饲

料出口量幅度上升，成为出口比重最大的饲料品种，出口量

达109.66万t，其次为动物饲料和制成添加剂，比重分别为

26.12%和15.56%，出口量分别为85.26万t、50.79万t。

2理论框架与数据处理方法

2.1理论框架与样本数据

市场整合（marketintegration），又称市场一体化，是指在

完全竞争市场中，同类商品在不同市场上价格的一致性变动

关系。如果某一产品在某一市场上的价格波动能够引起其他

市场上该产品的价格波动，那么，这一产品在该市场与其他

市场之间存在着整合关系。市场整合的强弱反映了经济资源

的流动状况以及市场运行效率的高低。市场整合按照价格反

应时间的长短分为长期市场整合和短期市场整合两种。长期

市场整合是指两个市场的产品价格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

联系，且这种联系即使在短期内被打破也能恢复到原来的状

态。短期整合是指某一产品在某一市场中价格的变化会立即

在另一市场中导致该产品的下一期价格发生变化，这体现了

市场之间产品价格传递的及时性与敏感性。一般地，影响市

场整合程度的关键因素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一是生产厂家的

数量与竞争程度，生产厂家越多，竞争越激烈，不同市场上的

产品价格联动性越强，市场整合程度越高。二是价格信息的

可获得性、传递速度和质量，该因素可能会引致不同市场之

间套利行为的发生，进而影响到市场的整合程度；三是良好

的交通运输条件，该因素同样是产品在不同市场之间流通以

进行套利的重要条件；四是政府实施的经济政策，在经济政

策限制（例如禁止套利）的情况下，产品在不同市场之间流动

较少，市场整合程度可能较低。

我国饲料加工企业较多，生产企业能够较为容易地自由

进入或退出该行业。在政策环境方面，饲料产业是我国开放

表1 2009-2011年各品种饲料进出口量 （单位：万t）

˘•��

¶fl̨ �̧ ˙̀ ˇ

‡Ł̨ �̧ ˙̀ ˇ

� ‡̆���…�…`

���–̧ Æ

���–̧ Æ

¨�„ •̇�

† �̧�–¡

ˆ���–�

�ª •�

¶„ ˘�

�æ ˆ�

�� ��

‰ł¿�

22.82

0.83

6.69

18.10

6.31

15.06

26.54

0.54

248.22

22.41

13.55

381.07

‡�¿�

51.68

15.68

61.93

1.95

18.26

1.00

0.42

15.22

14.01

222.96

21.90

425.02

7.85

0.64

2.85

10.74

0.77

13.00

45.72

0.08

180.39

18.77

157.32

438.12

33.42

10.25

48.88

0.13

14.74

0.01

0.13

7.49

0.20

101.60

12.73

229.59

11.80

0.58

3.65

11.86

0.89

9.26

41.55

2.87

121.01

22.42

175.33

401.22

85.26

109.66

50.79

5.04

9.61

1.17

5.81

4.83

0.04

40.63

13.60

326.43

数据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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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早的行业，政府对饲料产业发展干涉较少，因此，饲料产业

基本满足市场整合研究的条件，即完全竞争市场。根据市场

整合的定义可知，价格是衡量产品市场整合程度的重要测度

工具。基于此，本文使用饲料价格来衡量饲料市场是否实现

了市场整合。市场整合模型的前提是产品是同质的，由于饲

料的品种很多，根据数据的可得性以及品种的代表性，本文

中选取猪配合饲料作为研究对象。采用的价格数据是2003

年1月到2010年12月的全国30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

月度数据（不包括西藏），本数据主要来自《中国畜牧业年鉴

2011》，对于部分省份在个别月份缺失的价格数据，采取前后

月价格的平均值作为代替。饲料产品属于大宗运输商品，其

销售半径受运输条件影响大。对饲料生产厂家而言，首选的

销售市场是相毗连的省份，因为地理位置关系，临近的省份

彼此贸易往来频繁，且交通运输条件更加便利，运输成本相

对较低。因此，本文在协整中采取临近省份相配对的方式进

行检验，根据我国地图共得到64对相互毗邻的市场。

2.2研究方法与模型

2.2.1协整检验

如果两个时间序列本身非平稳，而其某种线性组合却是

平稳的，我们称二者之间存在协整（cointegration）关系。要证

明是否存在市场整合关系，协整检验是一个有效的方法，其

主要步骤如下[10]：

（1）价格时间序列的平稳性检验。对于两个时间序列，只

有是同阶单整时，才可能有协整关系，因此，在进行协整检验

之前，需进行单位根检验（UnitRootTest）以确定序列平稳阶

数，一般采用扩充的迪基-富勒（ADF）检验方法。ADF检验

方程为：

△yt=α+δyt-1λt+∑
n

k=1
β△yt-k+εt （1）

式（1）中，△yt=yt-yt-1，yt为时间序列，α 为常数，δ、λ、

β、为系数，εt为误差项。检验假设为：H0!ρ=0；H1!ρ<0。运

用参数t统计量判断是否拒绝原假设，若是，则说明序列yt不

存在单位根，是平稳的。

（2）协整检验。1987年，Engle与Granger为检验两变量

和是否存在协整关系提出了两步检验法，即所谓的EG检

验。对已证明是同阶单整的两个时间序列，用一个变量对另

一个变量进行回归，方程为：yt=α+β!t+εt，用α! 和β" 分别表

示系数 α、β 的估计值，则模型的残差估计可表示为：ε#

=yt-α-β!t。若ε~I（0），则 !t和yt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协整

向量为（1，-β），协整回归方程即为yt=α+β!t+εt。

2.2.2误差修正模型

协整只能用于长期整合关系检验，而对于存在长期整合

关系的市场间是否存在短期整合关系，需运用修正误差模型

（errorcorrectionmodel,ECM）进行检验。Davidson，Hendry，Srba

和Yeo于1978年提出该模型的基本形式，即DHSY模型：

△yt=β0+β△!t+λecmt-1+εt （2）

（2）式中的ecm即误差修正项。模型的意义可通过ADL

（1,1）予以解释，ADL（1,1）模型为：

yt=β0+β1△!t+β2yt-1+β3!t-1+εt （3）

整理可得：

△yt=β0+β1△!t+(1-β2)yt-1-
β1+β3

1-β2

!t-1 +εt （4）

（4）式即误差修正模型形式，其中，误差修正项为y-
β1+β3

1-β2

!

，即（2）式中的ecm。如果变量
!t和yt间存在长期均

衡（协整）关系，即y" =a
!

#，式（4）中的ecm就可改写成为如下形

式：y"=β1+β3

1-β2

!

$因此，ecm反应了变量在长期稳定关系中短

期波动的偏离程度，即均衡误差。

3中国饲料市场整合的实证研究

基于以上方法，本文利用Eviews5.0软件对数据进行协

整检验与误差修正模型检验。首先进行时间序列平稳性检

验。表2显示了平稳性检验结果，其中，所选的30个研究对

象的ADF值均大于显著性水平为1%的临界值，所以不能拒

绝原假设，序列存在单位根，是不平稳的。在经过一阶差分之

后所得到的序列是平稳的。因此该序列符合协整检验水平不

平稳、同阶差分平稳的要求，可以进行协整检验。

3.1长期整合关系

由表3可知，所进行配对的64对市场均存在长期整合

关系，其中，“湖南-湖北”、“湖南-重庆”等2对市场在10%

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原假设，“河北-河南”、“甘肃-四川”、

表2 各省市饲料市场价格平稳性检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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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湖南”等7对市场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原假

设，“北京-天津”、“浙江-安徽”、“山东-河南”、“甘肃-宁

夏”等55对市场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原假设。说明我

国毗邻省区饲料市场价格之间存在着长期的、稳定的联系，

具有很高的市场整合程度。从长期来看，我国饲料市场形成

了一个均衡的系统，运行效率良好，饲料产业整合程度高，这

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饲料产业良好的发展势头。

3.2短期整合关系

短期整合是指某一时期某市场的价格变化会立即引起

另一市场上该产品价格的变化，反映了市场间的产品价格信

息传递的及时性以及价格反应的敏感性。表4显示了我国饲

料市场短期整合检验结果。由表4可知，在64对存在长期整

合关系的市场中，有53对市场存在短期整合关系，占比为

82.81%，说明饲料市场短期整合程度低于长期整合程度。从

误差修正系数看，修正系数都是负向，其中，有26对市场价

格修正的幅度小于30%，仅有7对市场价格修正的幅度大于

50%，这表明大部分市场间的价格调整幅度较小，我国饲料产

业市场短期整合效果较弱。

中国饲料省际市场的短期整合效果较弱的原因可能是

多方面的。市场的有效运行离不开良好的交通、信息等基础

设施条件。在所进行配对的市场中，虽然地理位置毗邻，但是

自然条件等原因造成交通运输不便，大大减少了市场间套利

行为发生的可能性，如地处西南地区的广西与贵州、广西与

湖南、贵州与湖南等市场间均不存在短期整合关系。信息在

市场间传递的及时性和准确性也会影响市场整合程度。交通

运输条件如未能与信息传递匹配会导致经销商不能及时调

整产品数量，进而使得一个市场价格的波动对另一市场价格

的影响较小。另外，我国饲料行业的市场集中度不断提高，区

域带分布明显，2010年，我国饲料年产千万吨以上的省份达

到5个，分别为广东、山东、辽宁、河南和河北，这些省份对周

边省份产生了强有力的辐射作用，有效促进了市场整合，而

辐射省份间的整合程度则较低。如河南-湖北、河南-安徽

均存在短期市场整合关系，而湖北-安徽则不存在短期市场

整合关系，吉林、辽宁、内蒙古三个市场间同样存在此种关

系。另外，短期整合关系不存在也有可能由流通渠道相对稳

定以及市场运行机制相对独立造成。据统计，2010年我国饲

料生产企业有10843家，平均每个省有361家。这些饲料企

业将饲料市场分割成无数块，从短期来看，每一块都是相对

独立的市场，在每个市场中都有独立的价格运行机制，受其

他市场的影响较小，因而我国饲料市场短期整合程度较低。

4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通过分析我国饲料产业发展现状，发现近年来饲料产量

不断增加，效益提升明显，饲料企业不断发展壮大，逐渐形成

了较为完善的产业体系及链条，同时也存在贸易出口不稳定

的问题。协整检验和修正误差模型检验的结果表明，我国省

际饲料市场存在长期均衡关系，运行效率良好，短期市场价

格整合程度相对较低，导致市场价格短期整合效果较差的因

素可能是多方面的，如交通运输条件、信息通达度、市场主体

以及制度安排等。政府应对症下药，采取针对性措施，以促进

表4 我国饲料市场短期整合检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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饲料产业更好地发展，具体而言：

4.1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提高交通运输水平

交通运输水平的高低是影响饲料市场整合效果的重要

原因。近年来，我国水陆交通均取得了较快发展，现代化交通

设施覆盖面、运行速度均有了较大改善，运输效率也有了明

显提升。交通运输水平的提高也提高了饲料市场的整体运行

效率，促进了市场的长期整合。但具体到各个地区却不尽如

此，我国经济发展不平衡，地区差异大，各地交通运输条件差

异明显，进而影响了市场整合。如贵州、广西、重庆等省份，位

于偏僻的西南高原山区，交通运输条件较差，导致其与其他

市场间的整合关系不明显。因此，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

经济落后地区、偏远山区的交通设施建设，能够有力地促进

饲料市场短期整合。

4.2加强信息化建设，增强市场透明度

市场信息也是影响饲料市场整合的重要原因，价格传递

的及时性和准确性会对市场短期整合产生重要影响。增强市

场透明度即提高市场主体对市场条件的认识程度，使其能够

及时获得完整准确的商品数量、质量、价格等方面的信息。具

体而言，一方面，要充分利用电视、报纸、广播、网络等媒介建

立信息传播体系。充分合理利用各类农业电视节目，增加新

闻报纸对饲料市场信息的宣传，建立饲料产业专业网站，实

现市场信息共享，通过各种渠道实现信息及时准确传达，使

各市场主体能随时把握市场动态；另一方面，要建立饲料市

场信息官方统计和公布制度，使市场参与主体更好地了解即

时信息，以便做出正确决策。

4.3重视政策扶持工作，改善外部环境

政府放宽约束，实施积极的扶持政策会为产业发展创造

良好的外部环境，从而有利于市场发育，促进市场整合。在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农业部<关于促进饲料业持续健康发展

的若干意见>》等积极政策的影响下，饲料产业取得了较快发

展，涌现出了一批综合实力较强的饲料企业，大大促进了饲

料产业的市场整合，提高了饲料市场的运行效率。为进一步

推进我国饲料产业的持续发展，国家应鼓励饲料龙头企业与

养殖企业之间联合发展，或是出台有力的措施推动中小饲料

企业之间的合作，为饲料市场整合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条件。

4.4走“科技兴饲”之路，同时积极参与国际竞争

目前我国饲料行业的配方技术结构仍以玉米-豆粕型

为主，但是豆粕、玉米等大宗原料对外依存度越来越高，受国

际市场影响愈来愈大。因此，如何突破现有的配方技术，开发

新的原料和替代品，不断强化饲料质量安全评价，成为增强

企业综合实力，提高竞争力的重要挑战。要加强新型饲料品

种的研发，提高优质饲料的供应能力[11]。此外，在全球化的大

背景下，饲料企业要积极“走出去”，参与国际竞争，充分利用

国内外资源，突破原有的市场和地域空间限制，整合国内国

际两个市场，实现多元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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