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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生猪种业的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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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我国畜牧业总体概况

               国家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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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猪肉长期以来是我国最主要的蛋白质来源

 1990 年猪肉消费比重为 79.84% ，到 2023 年逐渐降低至 60.10%, 但是消费总量居高不下；

头均产肉量约为 80 公斤，人均消费猪肉 41 公斤，消费能力两人一头猪。

肉类消费结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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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我国畜牧业总体概况



1.1 我国畜牧业总体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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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产
品

产量
（万
吨）

同比增
长

人均占有量
（ kg ）

人均占有量
（ kg ）

猪肉 5794 4.60% 41.10 
68.38
 

牛肉 753 4.80% 5.34 
羊肉 531 1.30% 3.77 
禽肉 2563 4.90% 18.18 
禽蛋 3563 3.10% 25.28 25.28
牛奶 4197 6.70% 29.77 29.77

2023 年我国畜产品相关情况

 我国 2023 年全年猪牛羊禽肉产量 9641 万吨，比上年增长 4.5% 。禽肉产量占比为26.58%



    

数据来源：美国农业部 https://apps.fas.usda.gov/psdonline/app/index.html#/app/
advQuery);2024 年数据为美国农业部推算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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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 年，全球生猪出栏量为

129247.5 万头，中国、欧盟

和美国的出栏量占全球比重

分别为 55.49% 、 17.56% 、

10.51% ，前三国 ( 地区 ) 的

出栏量占比达到 83.56% 。
 2024 年，全球猪出栏量将略

有下降。我国猪肉产量预期

下滑的原因是调控过剩的生

猪产能。

历年世界生猪出栏情况（万
头）

2020 2021 2022 2023 2024

中国 56500 65500 71251 71724.9 69500

欧盟 25610 25420 23876 22690 23200

美国 14024.8 13346.6 13360.2 13578.4 13673.4

巴西 4352.5 4451.5 4485 4575 4815

加拿大 2955 3021.1 2951.3 3004.6 2945

世界总计 116761.6 125310 129598.2 129247.5 127988.4

1.2 生猪产业现状



    

数据来源：美国农业部 https://apps.fas.usda.gov/psdonline/app/
index.html#/app/advQuery

 2023 年，全球猪肉需求持续增长，

推动生猪产业规模不断扩大。全球

猪肉总产量同比增长 1.44% ，达到

11631.1 万 t( 表 1) 。亚洲 ( 尤其是

中国 ) 、欧洲和北美洲为全球主要

养殖区域。中国、巴西和美国凭借

其严格的防疫措施和高效的生猪产

业体系，成功保持了猪肉生产的稳

定。
 美国农业农村部预测， 2024 年全

球猪肉产量将略有增加，主要源于

美国和欧盟的猪肉产量可能小幅增

加。我国猪肉产量预期下滑的原因

是调控过剩的生猪产能。

主要国家猪肉生产情况

2020 2021 2022 2023 2024

中国 3634.0 4750.0 5541.0 5794.0 5675.0↓

欧盟 2321.9 2361.5 2227.7 2080.0 2115.0↑

美国 1284.5 1256.0 1225.2 1239.1 1277.1↑

巴西 412.5 436.5 435.0 445.0 456.0↑

世界总计 9608.7 10798.4 11464.2 11631.1 11632.4↑

1.2 生猪产业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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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猪肉出口方面，受非洲猪瘟疫

情冲击， 2022 年至 2023 年，

欧盟猪肉生产量和出口量均出现

明显下滑。此外欧盟猪肉价格较

高，相对的国际市场竞争力较弱

也是出口下滑的主要原因之一。
 然而，在欧盟猪肉出口受阻的同

时，巴西、加拿大和美国的猪肉

出口量却呈现出显著上升趋势。

分国别历年猪肉出口总量 万 t

2019 2020 2021 2022 2023 2024(F)
欧盟 426.6 517.6 499.3 417.9 312.6 315.0 

美国 286.7 330.2 318.6 287.8 309.5 328.7 ↑

加拿大 128.6 154.6 148.3 141.6 132.6 140.0 ↑
巴西 86.1 117.8 132.1 131.9 141.4 142.0 
英国 33.4 34.6 25.6 26.1 19.2 18.5 

墨西哥 23.4 34.4 31.9 28.5 25.8 26.0 
智利 22.3 29.5 26.8 23.0 26.3 26.5 
中国 13.5 10.0 10.4 10.1 9.6 10.0 

俄罗斯 6.8 15.6 15.8 17.0 20.0 22.0 
世界总计 1038.2 1257.0 1223.0 1095.5 1009.2 1041.4 ↑

数据来源：美国农业部（ USDA ）； 2024 年为估算值

1.2 生猪产业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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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农组织肉类价格指数 *11 月平均
为 118.1 点，比 10 月修订值下降
0.9 点（ 0.8% ），但比去年同期上
升 6.6 点（ 5.9% ）。下降的主要原
因是国际猪肉价格连续第五个月下
跌，主要是由于欧盟报价疲软，反
映了供应充足以及全球和国内需求
持续低迷。尽管国际需求强劲，但
受货币波动的影响， 11 月绵羊肉价
格略有下降。同样，由于主要生产
地区出口供应充足，世界禽肉价格
小幅下跌。与此同时，国际牛肉报
价基本保持稳定。由于全球需求强
劲，巴西牛肉价格急剧上涨，但由
于美国购买兴趣下降，澳大利亚牛
肉价格下跌，抵消了这一涨幅。 J F M A M J J A S O N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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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生猪产业现状



 我国生猪的生产性能水平不断提升，当前 PSY 和 MSY 分别达到了 20 头和 18 头以上， FCR 下降

到了 3.0左右，但性能水平依然与国外差距明显，生猪产业进入了降本增效、转型升级、全产业

链一体化发展的新发展阶段。

 产业发展对我国生猪种业也提出了更高、更有调整的新需求。

MSY 饲料转化率（ FCR） 生猪全产业链

1.3 生猪产业现状



1.2 生猪产业现状



1.2 生猪产业现状

 大体重出栏趋势明显，未来全国出栏总数将稳中有降，出栏均重越来越大



 我国猪育种大致经历了传统选育、引种杂交、专门化品系及配套系选育 3 个发展

阶段。
（ 1 ）自繁自养的传统繁殖与选育阶段： 1950 年以前，我国的猪育种主要依靠传统的繁殖方法和以及表型选

育策略，以本土猪为选育主体，以提高生长速度，培育适应环境、繁殖力强、抗病力强、肉质可口、外貌符合

本土审美与消费需求的猪为主，育成了许多地方特色品种，包括金华猪、东北民猪、太湖猪等。

（ 2 ）引种杂交阶段：上世纪 50 年代至 70 年代，我国开始引入外来猪种，如大白猪、长白猪、巴克夏猪、约

克夏猪、杜洛克猪等。为了改良当地品种并提高生产性能，将引进外来品种猪与本地土猪进行杂交以生产性能

更加优良的育肥猪，哈白猪、湖北白猪、北京黑猪等品种在此期间育成。

（ 3 ）专门化品系及配套系选育阶段：改革开放到现在，人民生活水平逐渐提高，消费趋势转为瘦肉，我国猪

育种开始朝着培育瘦肉型猪种发展，通过专门化品系的全面系统培育以及配套杂交生产，来生产出适应不同区

域不同消费需求的商品猪。与此同时，由于我国生猪养殖规模的不断扩大，逐渐形成了结合选育提高纯种猪、

扩繁良种猪和生产育肥商品肉猪的猪繁育体系。三元杂交生产模式的推广也由此开始。

1.3 生猪种业现状



 我国拥有 140 个猪品种，占中国畜禽遗传资源的 13.8% ，占全球登记猪品种（ 625
个）的 22.4% ，居世界第一；地方猪品种 89 个，其中八眉猪等 42 个地方猪品种
被列为国家级遗传资源保护品种，占所有畜禽保护品种的 26.4% 。

 地方品种资源是我国生猪种业创新发展的基因宝藏，是国家食物安全和大食物观的
战略性资源。

1.3 生猪种业现状



 建成了世界上最大的瘦肉型猪三元杂交繁育体系，保障了我国消费市场猪肉的充足
稳定供应。

 截止到 2023 年底，我国国家核心场（ 90 家）杜、长、大生产母猪存栏约 18.2 万头
（数据来源： 2023 年国家核心场年度报告），已经可支撑年出栏 8亿头商品猪的繁育体系。

       测算主要参数：
• 育种群母猪更新率： 50%
• 扩繁群母猪更新率： 40%
• 二元母猪群更新率： 30%
• 二元母猪母猪 PSY ： 22

头
• 每头母猪年提供有效

    后备母猪数量： 6.5 头

1.3 我国生猪种业现状



 2023 年我国共有种猪场 4405 个，比 2022 年（ 4465 个）下降

1.3% ；
 存栏 3890.2 万头，同比（ 2022 年， 3730.5 万头）增加 4.3% 。

全国种猪场情况

1.3 生猪种业现状



 2023 年我国共有种公猪站 707 个，比 2022 年（ 779 个）减少 9.24% ，存栏 15.7 万头，同比（ 2022
年， 23.2 万头）减少 32.33% 。

全国种公猪站情况

1.3 生猪种业现状



二、全国生猪遗传改良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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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业农村部长期以来高度重视生猪遗传改良工作，于 1993 年 5 月、 8 月和 1994 年

9 月先后成立全国大白猪、杜洛克猪和长白猪育种协作组，开启了全国性瘦肉型种猪

联合育种工作； 1997 年，开始在全国开展种猪生产性能测定与遗传评估培训工作。

 2000 年 5 月，原全国畜牧兽医总站颁布“关于印发《全国种猪遗传评估方案（试行）

的通知》”，这为实施外种猪联合育种奠定了基础，是我国猪育种的一个里程碑。

 2003 年，“中国地方猪种保种与利用协作组”成立； 2004 年，在原农业部“ 948” 重

大专项支持下，全国种猪遗传评估中心在北京成立。

 2008 年，原农业部畜牧业司委托我站组织起草了《全国生猪遗传改良方案（初

稿）》，开启了我国生猪遗传改良计划，使我国生猪育种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2.1 全国生猪遗传改良计划



 2010 年，农业农村部公布第一批 16 家国家核心育种场，开启了生猪国家核心场建
设工作，目前已经持续了 14 年，现存 112 家国家核心场。

2.1 全国生猪遗传改良计划

第一批 16 家生猪国家核心场名单：
 1.阜新原种猪场
   2. 上海祥欣畜禽有限公司
   3.安徽长风农牧科技有限公司
   4.江西省原种猪场有限公司
   5.山东省日照原种猪场
   6.河南省诸美种猪育种集团有限公司
   7.河南省新大牧业有限公司
   8.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9.湖北天种畜牧股份有限公司
   10.广东华农温氏畜牧股份有限公司
   11.广东广三保养猪有限公司
   12. 中山市白石猪场有限公司
   13.深圳市农牧实业有限公司
   14.广西农垦永新畜牧集团有限公司良圻原种猪场
   15.广西柯新源原种猪有限责任公司
   16.四川铁骑力士牧业科技有限公司



 全国奶牛遗传改良计划 (2021—2035)
 全国生猪遗传改良计划 (2021—2035)
 全国肉牛遗传改良计划 (2021—2035)
 全国蛋鸡遗传改良计划 (2021—2035)
 全国肉鸡遗传改良计划 (2021—2035)
 全国羊遗传改良计划 (2021—2035)
 全国水禽遗传改良计划 (2020—2035)
 全国蜜蜂遗传改良计划（待发）
 全国马驴遗传改良计划（待发）
 全国蚕遗传改良计划（待发）

畜禽遗传改良计划 新一轮畜禽遗传改良计划

 中国奶牛群体遗传改良计划 (2008—2020)

 全国生猪遗传改良计划（ 2009—2020 ）

 全国肉牛遗传改良计划（ 2011—2025 ）

 全国蛋鸡遗传改良计划（ 2012—2020 ）

 全国肉鸡遗传改良计划（ 2014—2025 ）

 全国肉羊遗传改良计划（ 2015—2025 ）

2.1 全国生猪遗传改良计划—新一轮改良计划



2021 年 4 月 28 日，农业农村部新一轮畜禽遗传改良计划新闻发布会  

（ http://www.moa.gov.cn/nybgb/2021/202106/202110/t20211026_6380483.htm ）

2.2 全国生猪遗传改良计划—新一轮改良计划



力争通过 15 年的努力，建成比较完善

的商业化育种体系，自主培育一批具有国

际竞争力的突破性品种，确保畜禽核心种

源自主可控，筑牢农业农村现代化和人民

美好生活的种业根基。新第一轮畜禽遗传

改良计划的实施，对我国畜禽良种繁育体

系建设、支持畜牧业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

是我们种业发展的行动指南

 新一轮畜禽遗传改良计划总体要求  新一轮畜禽遗传改良计划总体安排

2.2 全国生猪遗传改良计划—新一轮改良计划



第一轮
（ 2010-）
目标（个）

新一轮
（ 2021-2035）

目标（个）

2022年
场 基地 站
合计

2023年
场 基地 站
合计

2024年
场 基地 站
合计

生猪
国家生猪核心育种场 100 120 97 104 103
国家核心种公猪站 10 30 6 8 9

奶牛 国家奶牛核心育种场 20 50 16 20 26
肉牛 国家肉牛核心育种场 50 60 42 44 48
牛 国家核心种公牛站 5
羊 国家羊核心育种场 100 100 38 47 50

蛋鸡
国家蛋鸡核心育种场 10 8 5 5 5

国家蛋鸡良种扩繁推广基地 16 20 16 16 16

肉鸡
国家肉鸡核心育种场 20 25 17 20 23

国家肉鸡良种扩繁推广基地 25 25 16 18 21

水禽
国家水禽核心育种场 30 4 7 9

国家水禽良种扩繁推广基地 50 5 11 13

汇总

国家畜禽核心育种场 300 393 219 247 266
国家良种扩繁推广基地 41 95 37 45 50

国家核心种公畜站 10 30 6 8 14
总计 351 518 262 300 330

2.2 全国生猪遗传改良计划—新一轮改良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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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一轮改良计划，制定了全方面的发展目标，突出了大范围、大数据、大体系、大
服务、大安全的特点与亮点。

2

1 3

4

5

扩 大 到 地
方 品 种 和
培育品 种

从源 头提
高 种 源健
康水平

开展 全 产
业链大 数

据育种

培育高 效 的
社会化育种
服务组 织

建设国 家
生 猪战略
种 源基地

大范围 大体系

大数据 大服务

大安全

2.2 全国生猪遗传改良计划—新一轮改良计划



 育种体系全面升级。国家生猪核心育种场 + 国家核心种公猪站 + 国家生猪战略
种源基地，支持生猪种业优势省份发展区域性联合育种，发展社会化育种服务
组织。

 建立育种大数据。提出在全产业链获取育种数据，支撑高效精准育种，培育一
批全产业链育种企业。

 地方猪的选育利用。明确了地方猪及培育品种的技术路线，增加了 20 个核心
育种场名额。

 强化疫病净化。将主要疫病监测结果作为国家生猪核心育种场（站、基地）遴
选和核验的考核标准，创建无疫区、无疫小区或净化示范场。

主攻方向

2.2 全国生猪遗传改良计划—新一轮改良计划



 打造协同高效的育种体系
采用企业申报、省级畜禽种业行政主管部门审核推荐的方式 ,继续遴选国家生猪核心育种场。优化核

心育种群结构和布局 ,开展地方品种和培育品种的国家生猪核心育种场的遴选。完善管理办法和遴选标
准 , 加强管理；支持建设一批使用遗传评估优秀的公猪、存栏规模 500 头以上的国家核心种公猪站 ,促进
核心场间遗传交流 ,提升遗传传递效率；以县域为单位 ,创建一批具有高标准生物安全和高质量核心群的
国家生猪战略种源基地 ,鼓励地方实施特殊保护政策 , 构建高安全等级的核心种质资源群体；持续推进企
业自主育种 ,支持生猪种业优势省份开展区域性联合育种 , 发展基于全产业链的新型育种模式。

 构建全产业链育种数据体系
完善种猪登记制度和登记技术规范 ,开展覆盖核心群、扩繁群、生产群及屠宰加工等环节的全产业链

关键数据采集；支持育种企业采用应用人工智能等技术的新型测定装备 ,建立精准高效表型组测定技术体
系；建立健全种猪性能测定标准体系 ,在完善生长、繁殖性状的基础上 ,建立胴体、肉质、健康、行为、
使用寿命、体型等目标性状测定标准。

2.2 全国生猪遗传改良计划—新一轮改良计划



 提高生猪育种服务效能
加强国家种猪遗传评估中心建设 ,自主开发算法和评估系统 ,提升评估结果的准确性、及时性与权威性 ,指导

企业实施精准选育；完善猪基因组选择技术平台 ,不断提升参考群规模和质量并加快推广应用 ,提升低遗传力性状

(繁殖力等 )、难以度量性状 (肉质等 )的育种效率；种猪性能测定中心积极开展同胞测定和后裔测定 , 弥补场内测

定在胴体、肉质等性状方面的不足 , 完善种猪优质优价质量评价体系；坚持市场化方向 ,培育一批技术先进、运行

规范、服务高效的社会化育种服务组织 ,为遗传改良技术支撑工作提供有力补充。

 
    

 提升品种创新和资源利用水平
持续开展瘦肉型品种、特色优势明显的地方猪品种的选育 ,培育专门化新品系；建设覆盖全部地方

猪遗传资源的 DNA特征库和表型库 ,系统挖掘种质性状关键基因 ,利用地方猪遗传资源创制育种新素

材。

2.2 全国生猪遗传改良计划—新一轮改良计划



  完善种猪生物安全体系

主攻方向：构建和完善种猪生物安全防控体系 ,大幅提高种猪健康水平。

主要内容：完善国家生猪核心育种场、公猪站和种源基地环境控制和管理配套技术 ,建立更加严格、

规范的生物安全体系 ,提高疫病防控和净化能力 , 确保种猪质量；完善准入管理 ,将非洲猪瘟、口蹄疫、

猪瘟、猪繁殖与呼吸综合征、猪伪狂犬病等主要疫病监测结果作为国家生猪核心育种场、种公猪站、战略

种源基地遴选和核验的考核标准；建立生物安全隔离区 ,加快推进国家生猪核心育种场、国家核心种公猪

站生物净化 ,创建无疫区、无疫小区或净化示范场 ,加强核心种猪资源的保护。

预期目标：国家生猪核心育种场、种公猪站和战略种源基地生物安全水平大幅提高 ,种猪健康水平显

著提升。

 
   

2.2 全国生猪遗传改良计划—新一轮改良计划



以企业为主体，建立健全商业化育种体系，让更多优势企

业牵头承担种业科研攻关任务，提供企业融资可及性、便

利性，着力培育一批具有较强研发能力、产业带动力和国

际竞争力的种业重点龙头企业。

 种业企业阵型培育情况

2.3 种业企业阵型



遴选标准：种业阵型企业主要目标要求是保障种源自给和种源
质量提升，遴选企业经营范围应以品种名录为准，企业类型为国有
企业、国有控股企业和民营企业，且无重大违法行为，近 5 年内无
不良信用记录。具体遴选过程中，采取评分机制，设置了企业资质、
资产总额、创新能力、种猪存栏和种源供给能力等 5 方面，制定详
细评分标准。根据评分结果进行最终排名。

其中，企业资质评分占比 10% ；企业资产总额评分占比 12-

15% ；

              创新能力评分占比 20-25% ； 基础存栏评分占比 25-

26% ；

                种源供给能力评分占比 25-32% ；

 种业企业阵型遴选情况

2.3 种业企业阵型



 目前，我国共有 112 家生猪国家核心场，其中 90 家瘦肉型品种核心育种场， 13 家
地方猪 /培育品种核心育种场， 9 家核心种公猪站。 

 建立了核心场的动态遴选退出机制，逐步实现了核心场的科学、规范管理。

2.4 全国生猪遗传改良计划实施



种类
2022

年场数
（个）

2023
年场数
（个 )

2024
年场
数

（个 )

2022 年
母猪平均
存栏

（头）

2023 年
母猪平
均存栏
（头）

2024 年
母猪平
均存栏
（头）

瘦肉型品种
核心场

92 90 90 16.8 万 18.2 万 17.3 万

瘦肉型品种
公猪站

6 9 9 —— —— ——

地方品种
核心场

5 13 13 —— 1.7 万
——

全国种猪场情况 - 国家核心育种场 截止到 2023 年，我国现有国家核心场 112
家，其中瘦肉型猪核心场 90 家，地方 /培
育品种核心场 13 家，国家核心种公猪站 9
家。

 2023 年，全国瘦肉型猪核心场母猪平均存

栏 18.2 万头，同比增加 4.47% 。其中，达

到国家核心场最低存栏要求的核心场大白猪、

长白猪和杜洛克分别为 76 家、 15 家和 14
家。

 规模庞大、性能突出的种猪核心群，切实保

障了我国种猪的稳定供给，保障了我国猪肉

生产的健康和稳定。 生猪国家核心育种场季度遗传评估报告 (https://www.nahs.org.cn/xxcm/xqzy/)

2.4 全国生猪遗传改良计划实施



 13 家地方猪 /培育品种核心场共计存栏母猪 1.7 万头；
 9 家核心种公猪站大白猪、长白猪、杜洛克公猪存栏共计 5400 头，其中大白猪

1559 头、长白猪 1228 头、杜洛克 2613 头。 

地方猪、培育品种核心场名单 国家核心种公猪站名单

2.4 全国生猪遗传改良计划实施



 近十年，瘦肉型猪国家核心场母猪存栏量总体上呈增长趋势； 2023 年底， 90 家核
心场大白、长白、杜洛克生产母猪分别为 12.33 万头、 3.87 万头、 2.04 万头。 

2.4 全国生猪遗传改良计划实施



近十年，瘦肉型猪国家核心场种猪性能成绩不断提升， 2023 年大白、长白、杜洛克
（公猪）校正 100kg 日龄分别达到了 159.3天、 159.2天和 152.6天，较 2013 年分别缩短
了 10.4天、 9.13天和 13.8天；大白、长白、杜洛克（公猪）校正背膘厚分别达到了
10.67mm 、 10.76mm 和 10.25mm,与 2013 年相比显著下降。 

校正日龄（公
猪）

校正日龄（母
猪）

2.4 全国生猪遗传改良计划实施



 2023 年，大白、长白总产仔数分别达到了 13.96 头和 13.73 头，对比 2013 年分别

提升了 2.6 头、 2.4 头；全国前 10% 的大白核心场和前 30% 的长白核心场总产仔数

分别达到了 16.8 头和 15.2 头，已经接近了国际先进水平。 

总产仔数—全国均数

2.4 全国生猪遗传改良计划实施

前 10%

前 30%

平均值



 2023 年，国家猪遗传评估中心累计收集 SNP芯片数据 70,257 头种猪。其中，大
白猪 44,565 头，长白猪 13,521 头，杜洛克猪 12,171 头。

 有 30 家大白猪、 5 家长白猪和 3 家杜洛克核心场可进行有效的基因组选择遗传评
估。

基因组选择技术有效应用

2.4 全国生猪遗传改良计划实施



 2023 年，国家猪遗传评估中心累计收集了 24 个瘦肉型猪心育种场 76,943 头猪的

3229 万条种猪性能测定站原始数据。
 制定了《瘦肉型种猪 FCR性能测定技术手册》（初稿）

FCR 数据采集与遗传改良

2.4 全国生猪遗传改良计划实施



三、生猪种业的问题及发展建议



3. 生猪种业的问题及发展建议—问题
（四
）1.商业化育种技术体系需完善：我国猪育种当前仅局限于育种场，尚未建立类
似种业强国的面向全产业链的育种技术体系。全产业链育种技术体系，可高效选育
符合消费端和市场需要的家畜新品种、配套系，将二元、三元杂交个体的信息应用
于遗传评估，实现大数据高效育种，这是我国猪育种未来发展的重要方向之一。

2.企业创新能力弱、育种企业人才队伍建设滞后：国外育种企业商业化历史
悠久，通过不断整合兼并聚集了大量育种科研人才，具备优异的育种综合创新能力，
拥有大量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育种技术。我国育种企业数量多、力量分散。与国外
相比，这些育种企业规模参差不齐，大多整体技术力量薄弱，缺乏高层次和现场经
验丰富的育种人才，技术人员流动性较大、职业晋升缓慢，育种队伍不稳定。



3. 生猪种业的问题及发展建议—问题
（四
）3. 重大或重要动物疫病高发传播的风险：我国生猪养殖环境复杂，疫病控制
难度极大。当前 112 家生猪国家核心育种场（含公猪站）， 仅 49 家瘦肉猪核心场、
1 家地方猪 /培育品种核心场取得 1 种或以上重大疫病净化场资质，大部分未能完成
重大疫病净化工作，严重影响了本场选育和跨场遗传交流，导致联合育种推进缓慢。

4. 地方猪品种保而不育：由于地方猪品种的生产性能相对显著落后于商业化品种，
地方品种的养殖效益差，导致了地方品种的养殖的技术、人员投入更加严重不足，
绝大部分地方猪品种仅依靠国家和地方政府的保种资金维持生存，许多地方猪品种
处于近交衰退和濒临灭绝的危险状态。



3. 生猪种业的问题及发展建议—问题
（四
）5. 生猪种业产业大数据安全风险：当前，我国少数育种企业参加国外的育种体

系，导致大量种猪性能数据传输到国外，同时很多种猪性能测定设备（如采食测定
站）能够实时采集我国种猪的生长采食数据，严重威胁了我国种业数据安全。

6. 缺乏科学合理的良种评价机制：由于缺乏科学、高效的良种评价机制，社会
化公猪站的优秀种公猪和核心育种场选育的优秀种猪难以得到市场认可，当前仍有
不少养猪场（户）倾向自留种公猪。解决当前生猪良种使用效率不高、良种推广覆
盖面不广的问题，关键在于促使良种育成到良种应用实现“无缝对接”，打通良种推广
应用的“最后一公里”。

7. 产学研结合紧密度不足：国内部分农业高校的猪育种研究团队将研究重点聚
焦于群体进化、基因组学等等基础研究领域，将研究重点定位于发表 CNS 高水平前
沿文章，而不是面向畜牧业和国家种业振兴的重大战略需求，导致学术研究与产业
发展结合度不高、支撑力不够。



3. 生猪种业的问题及发展建议—建议
（四
）

1. 构建生猪育种国家战略基地：发挥我国制度优势，集中力量办大事，依托高

水平农业科研机构和优势育种企业，通过国家投入或与企业共建等方式，建设多个

批高水平的国家级战略基地。基地保障一流的生物安全水平和先进的育种测定设备，

可为前沿育种理论和技术的研究提供重要的群体条件和数据支持，为我国加快培育

世界一流水平猪新品种创造硬件条件和平台，成为我国猪育种创新研发的“主战场”、

“国家队”。



3. 生猪种业的问题及发展建议—建议
（四
）2. 加快前沿育种领域的研发投入：未来的现代农业育种的发展趋势必然是智能

化和大数据育种。我国应加强在智能化育种技术、智能化数据采集和大数据育种上
的研发投入，将人工智能、物联网、云计算、机器学习等信息技术应用于育种和未
来智慧农场的前沿研究和应用，主要研究方向有：

 开发新一代的智能化、自动化表型数据采集系统，开展新一代智能化和大数据
育种技术的理论与应用研究；

 支持开展基于育、繁、推全产业链育种，将纯种、二元、三元等性能数据综合
一体化应用于遗传评估，构建更加高效的商业化育种模式；

 加强在基因编辑技术、分子设计育种和全基因组选择等前沿育种技术的基础研
究，将新一代分子育种技术应用于高抗病力、优质高产新品种 /新品系的培育。



3. 生猪种业的问题及发展建议—建议
（四
）

3. 加快疫病净化与生物安全体系建设：疫病是影响生猪产业发展的重要因素

之一。通过加强疫病监测、预警和防控体系建设，实施严格的生物安全措施，可以

有效降低疫病的发病率和传播风险，保障生猪种业的稳定发展。
 重大疫病净化准入制度：逐步实现所有国家核心育种场重大疫病 100%净化
 疫病监测与预警体系：实时监控系统、风险评估与预测
 生物安全体系：严格的消毒与隔离制度、养殖人员培训与意识提升
 疫苗与免疫计划：疫苗接种计划、免疫效果评估
 种畜禽场疫病防控与疫病监测条件建设



3. 生猪种业的问题及发展建议—建议
（四
）

4. 加强优质地方资源品种的开发利用：我国地方猪品种资源丰富，但地方品

种资源的开发利用，却不如欧美畜牧业强国。针对我国有突出特色的地方猪品种，

如莱芜猪等，需建立专门的国家级育种专项，采用揭榜挂帅制、产学研联合攻关机

制等，组合全国最优秀的专业研发团队和行业资源，进行中长期的项目研发和高精

尖育种技术应用，实现特色品种的性能跨越性提升，实现生产效益的显著性提升，

打造出西班牙伊比利亚黑猪这样的民族特色畜禽品种。



3. 生猪种业的问题及发展建议—建议
（四
）

5. 加强企业扶优、提升企业创新能力：当前，全球最大的 5 家生猪养殖企业，

我国占据了 4席，但是全球前十的生猪育种企业，均为国外育种企业。国家和各个

地方政府需要通过政策引导、项目支持等多种方式，引导育种企业加强育种研发的

投入，鼓励博士或博士后等高级人才进入育种企业，建立产业引导、激励机制，激

发企业进行育种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引导育种企业加强对育种工作和科研人员的投

入，逐步加强企业的自主研发和育种能力，使育种企业成为我国未来猪育种创新和

新品种培育的主力军。



      展望未来，生猪产业将迈入一个全

新的时代。绿色、生态养殖将成为主流，

通过智能化管理，确保每头生猪都能在

健康、舒适的环境中成长。育种技术将

持续创新，培育出更多肉质鲜美、生长

快速的优良品种。同时，全产业链的整

合将促进养殖、屠宰、加工、销售等各

环节的高效协同，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



谢  谢！ Than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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