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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三季度中经农业经济景气指数报告显示——

农业景气总体平稳有望回升
经济日报社中国经济趋势研究院 国家统计局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心

提升综合生产能力 谨防猪价过快上涨
国家统计局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心副主任 吕庆喆

中经农业经济景气指数

中经农业经济景气监测预警结果显示，三季度，中经农业经济景气指数为 99.0，比上半年小幅回落 0.3 点。中经农业经济预警指数为 90.0，比上半
年上升 6.7 点，连续两个季度回升至“绿灯”区运行。与上半年相比，构成农经景气指数的 6 项指标呈现“两升一稳三降”格局：农业生产基本平
稳，务农收入增速有所加快，劳动生产率持续增长，农产品出口降幅收窄，固定资产投资有所下降，财政农林水支出增速回落。

从未来预期看，农业生产总体稳定，粮食生产有望再获丰收。为了实现农业高质量发展，一要强化政策支持，健全多元化投入保障机制；二要持
续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构建高效的农产品供给体系；三要实行多元化战略，积极拓展农产品进出口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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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经农业经济景气指数由经济日报社中
国经济趋势研究院、国家统计局中国经济景气
监测中心联合编制而成，通过定量指标，监测
农业经济的周期波动情况，同时预测农业经济
的未来趋势。

中经农业经济景气指数报告以监测中经
农业经济景气指数（简称农经景气指数）和中
经农业经济预警指数（简称农经预警指数）的
运行状况为核心，同时监测农业生产、投资、价
格、农产品市场和农民生活等多方面指标，全
方位反映农业经济景气状态。报告分为四部
分：第一部分为农经景气指数监测，通过分析
农经景气指数变动情况反映农业经济景气的
变化方向；第二部分为农经预警指数监测，通
过分析农经预警指数变动情况，采用蓝、红等5
色灯号系统，直观反映农业发展所处的“冷”

“热”状态区间；第三部分为农业重点指标监
测，通过对农业生产、投资、价格、贸易、农民生
活以及当前农业相关热点问题等方面的监测
和分析，全面深入把脉农业发展现状；第四部
分为预测及建议，通过模型预测农业景气未来
趋势，并对促进农业发展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中经农业经济景气监测预警结果显示，
三季度，中经农业经济景气指数 （以下简称
农经景气指数） 为 99.0，比上半年小幅回
落 0.3点。中经农业经济预警指数 （以下简
称农经预警指数） 为 90.0，比上半年上升
6.7 点，连续两个季度回升至“绿灯”区
运行。

预警指数连续回升

与上半年相比，构成农经景气指数的6
项指标 （仅剔除季节因素，保留随机因素）
呈现“两升一稳三降”格局：农业生产基本
平稳，务农收入增速有所加快，劳动生产率
持续增长，农产品出口降幅收窄，固定资产
投资有所下降，财政农林水支出增速回落。

进一步剔除随机因素后的农经景气指数
（农业经济景气指数走势图中的蓝色曲线）
比保留随机因素的农经景气指数低 0.7 点，
表明政府实施的一系列支农、惠农、兴农政
策对农业经济的发展有较强支撑作用。

在构成农经预警指数的 10 项指标中，
猪料比指标位于“红灯区”；农产品生产价
格指数位于“黄灯区”；位于“绿灯区”的
有4项指标，分别为第一产业增加值、农村
居民人均经营净收入、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指
数 （逆转）、农林水财政支出；位于“浅蓝
灯区”的有 2 项指标，为谷物及制品进口
额、粮油食品零售额；位于“蓝灯区”的有
2项指标，为农产品出口额、农林牧渔业固
定资产投资额。从灯号变动情况来看，三季
度猪料比从“黄灯”升至“红灯”，农产品
生产价格指数从“绿灯”升至“黄灯”；其
他8项指标灯号均未发生变动。

秋粮有望再获丰收

今年前三季度，第一产业增加值43005
亿元，同比增长 2.9%，与上半年基本持平

（微降0.1个百分点）。
今年全国夏粮总产量 2835 亿斤，比

2018年增产59亿斤，增长2.1%，与历史最
高年份 （2017 年） 持平；全国早稻总产量
525 亿 斤 ， 比 上 年 减 少 46.5 亿 斤 ， 下 降
8.1%。夏粮和早稻合计增产12亿斤。

秋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在生长期间没
有出现大范围灾情，有利于单产提高。如果
后期天气正常，不出现大范围灾情，预计今
年秋粮生产将再获丰收，全年粮食产量有望
达到历史最好水平。

今年各地大力发展高收益经济作物，全
国粮、经、饲结构调整明显，种植结构不断
优化。国家实施大豆振兴计划，各地相继出
台扶持政策，大豆面积增加 1000 万亩以
上。稻谷生产结构持续优化，品质较好、单
产较高的中稻和一季晚稻面积继续增加。

畜产品供应缓解

前三季度，全国猪牛羊禽肉产量 5508
万吨，比上年同期下降 8.3%，其中牛羊禽
肉产量 2327 万吨，增长 7.6%；猪肉产量
3181万吨，下降17.2%，致使肉产量供应减
少。受非洲猪瘟疫情影响，生猪产量下降幅
度较大；但牛羊禽肉、禽蛋、牛奶以及水产
品生产势头良好，产品产量保持增长，部分
缓解了畜产品供应紧张的形势。

前三季度，全国生猪出栏 40978 万头，

比上年同期减少8601万头，下降17.3%；9
月底全国生猪存栏 30675 万头，同比减少
12212 万头，下降 28.5%。政府及时出台恢
复生猪生产和保供稳价的政策措施，积极组
织进口和国家储备肉投放，确保了猪肉稳定
供应。

牛羊禽产品产量、存栏均有所增加。前
三季度，全国肉牛出栏 3136 万头，比上年
同期增加 95 万头，增长 3.1%，牛肉产量
458 万吨，增加 14 万吨，增长 3.2%；羊出
栏 21781 万只，比上年同期增加 544 万只，
增长 2.6%，羊肉产量 330 万吨，增加 7 万
吨，增长2.3%；家禽出栏102.0亿只，比上
年同期增加9.26亿只，增长10.0%，禽肉产
量 1539 万 吨 ， 增 加 142 万 吨 ， 增 长
10.2%。从存栏看，9月底全国牛存栏 9360
万头，同比增加 244 万头，增长 2.7%；羊
存栏31264万只，同比增加363万只，增长
1.2%；家禽存栏62.5亿只，同比增加4.2亿
只，增长7.1%。

进出口降幅均收窄

前三季度，我国农产品出口额为 559.6
亿美元，同比下降 2.3%，降幅比上半年收
窄0.4个百分点，连续两个季度收窄。

前三季度，我国谷物及其制品进口额为
47.2亿美元，同比下降18.2%，降幅比上半
年收窄 6.1个百分点。其中，高粱进口额为
1.4 亿美元，同比下降 82.8%，降幅比上半
年大幅收窄 16.8 个百分点；稻谷和大米进
口 8.9 亿美元，同比下降 25.3%，降幅比上
半年收窄 5.4 个百分点；大豆进口 257.5 亿
美元，同比下降14.7%，降幅比上半年收窄
4.1 个百分点；玉米进口 8.5 亿美元，同比
增长 32.6%；小麦进口 6.6 亿美元，同比下

降4.0%，降幅收窄2.4个百分点。

价格涨幅继续扩大

三季度，农产品生产价格同比上涨
13.9%，涨幅比二季度扩大 4.8 个百分点。
其中，畜牧业产品价格上涨32.0%，涨幅比
二季度扩大 13.9 个百分点；渔业产品价格
上涨 1.2%，涨幅比二季度扩大 0.8 个百分
点；林业产品价格同比下跌 1.8%，二季度
为同比持平；种植业产品价格同比上涨
1.1%，涨幅回落2.2个百分点。

从主要农业产品看，三季度农产品价格
有涨有跌，畜牧业产品特别是生猪价格上涨
幅度较大，是带动农产品生产价格持续上涨
的最主要因素。其中，猪 （毛重） 生产价格
同比上涨49.3%，涨幅比二季度扩大21.2个
百分点，连续两个季度持续扩大；牛同比上
涨 11.6%，涨幅扩大 8.8 个百分点；羊上涨
14.2%，涨幅扩大5.8个百分点。

三季度，三大主粮价格呈现“一涨两
跌”运行特点。其中，玉米价格同比上涨
1.3%，涨幅比二季度回落0.6个百分点；稻
谷价格同比下跌1.3%，跌幅收窄5.3个百分
点；小麦价格同比下跌 1.9%，二季度为同
比上涨0.1%。

前三季度，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同比上涨
3.5%，涨幅比上半年扩大0.5个百分点，连
续两个季度持续扩大。前三季度，仔畜幼禽
及产品畜价格同比上涨27.6%，涨幅比上半
年扩大 11.2 个百分点；养猪积极性提高以
及大豆等进口收缩导致饲料价格上涨，前三
季度饲料价格同比上涨 1.2%，涨幅比上半
年扩大 0.3个百分点。除此之外，其余农业
生产资料价格涨幅均有不同程度回落。

从生产环节看，三季度猪料比为8.71∶1，

连续 5个季度持续上升。分地域看，9月份，
海南、北京、黑龙江、重庆、山西、青海、河北、
陕西等省份猪肉价格下降，其余省份价格上
涨。华南地区猪肉平均价格较高，为 49.2
元/公斤；东北地区较低，为 39.0 元/公斤。
生猪价格从2018年8月份的14.1元/公斤下
跌至 2019 年 2 月底的 11.2 元/公斤；之后价
格开始较快上涨，从3月初11.2元/公斤上涨
至9月末的27.6元/公斤。

未来，短期内生猪价格仍将持续上涨，
但中长期生猪供需缺口有望收窄，猪肉价格
上涨压力将有所缓解。一方面，国家稳定恢
复生猪生产的政策陆续出台；另一方面，生
猪养殖收益的提升提高了养殖户补栏意愿，
产能将逐步恢复，供需缺口将有所收窄，猪
肉价格上涨压力或将有所缓解。

务农收入增速加快

前三季度，反映最终消费的粮油、食品
零售额为10574亿元，同比增长10.6%，增
速比上半年小幅加快0.2个百分点。

前三季度，农村居民人均经营净收入为
3626 元，同比名义增速为 7.2%，增速比上
半年加快 1.0个百分点。前三季度，农村居
民 人 均 可 支 配 收 入 11622 元 ， 名 义 增 长
9.2%，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 6.4%，实际
增速快于城镇居民 1.0个百分点。城乡收入
差距持续缩小，前三季度城乡居民收入比由
上年同期的 2.78 下降至 2.75。农村居民可
支配收入较快增长与转移净收入增长较快相
关。三季度，农村居民转移净收入为 2463
元，同比增长11.8%，增速比农村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高2.6个百分点。

前三季度，农林牧渔业固定资产投资额
同比下降2.1%，降幅比上半年扩大1.3个百

分点。政府应加大资金支持，创造有利于农
业农村优先发展的环境。

前三季度，财政农林水支出 14484 亿
元，同比增长8.7%，增速比上半年回落4.3
个百分点，也低于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0.7个
百分点。政府应持续加大对农业支持力度，
特别是加大对农业生产发展、农业资源保护
利用、农田建设、农业科技、农业防灾减灾
等重点领域的支持。

农业劳动生产率增速基本稳定。三季
度，第一产业劳动生产率为人均 20076 元

（可比价），同比增长 4.7%，增速与上半年
基本持平 （微降0.1个百分点）。

农业景气有望回升

从未来预期看，农业生产总体稳定，粮
食生产有望再获丰收。特别是近年来我国乡
村振兴战略实施，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
入推进，政府惠农支农力度不断加强，现代
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不断构
建完善，产业融合纵深发展，农民收入有望
继续保持较快增长态势。

预计未来农业景气有望呈总体平稳甚至
回升态势。经模型测算，2019 年四季度和
2020 年一季度农经景气指数分别为 99.0 和
99.5，农经预警指数分别为 90.0 和 93.3。
但也要看到，受农业固定资产投资下降、财
政农林水支出增速回落等因素制约，农业高
质量发展仍需加力。

为了实现农业高质量发展，一要强化政
策支持，健全多元化投入保障机制。既要不
断加大财政支农力度，加大对农田水利、农
业生产发展的支持力度，确保支农、惠农力
度持续增强；也要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下力
气解决支农项目碎片化问题，统筹整合涉农
资金，打造涉农资金整合平台，切实提高资
金使用绩效；还要拓宽资金筹集渠道，创新
财政支农资金投入和使用方式，充分发挥农
业领域政府投资基金的引导作用，撬动社会
资金进入农村农业领域。

二要持续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构建高效的农产品供给体系。既要构建生猪
稳定供给的长效机制，在生猪养殖的用地保
障、财政扶持、金融支持等方面加大政策支持
力度；加强生产链标准化管控，在猪场建设、
饲养管理、疫病防治、粪污利用、臭气治理等
生猪生产全链条标准化管控，走科学规模化
养殖新路；完善冻猪肉储备收储任务，在供需
结构性矛盾较大时实施逆周期调控。也要统
筹种植业种植结构，稳定水稻、小麦生产，有
序调减非优势区籽粒玉米，完善大豆政策扶
持，提升农民大豆种植的积极性。

三要实行多元化战略，积极拓展农产品
进出口市场。既要努力开拓国外市场，实现
出 口 市 场 多 元
化，加强同“一
带一路”沿线国
家的贸易往来。
也要充分挖掘国
内市场，利用国
内市场扩大和消
费升级的契机，
不断提高产品和
服务供给质量，
充分依托国内市
场逐步实现进口
替代。

近期，生猪价格上涨幅度较大，稳产保

供压力不小，猪肉综合生产能力仍有待提

高。前三季度，猪肉产量3181万吨，同比下

降17.2%，而上年同期增长0.3%。

猪肉综合生产能力不足是多因素叠加

作用的结果。2018 年二季度，生猪价格跌

至最低点，养殖户生猪补栏、存栏逐步下

降，供需缺口开始显现；受生猪自然生长周

期影响，猪肉综合生产能力短期内难以增

加，供需缺口持续放大。前三季度，全国生

猪出栏 40978 万头，比上年同期减少 8601

万头，下降 17.3%，而上年同期增长 0.1%。

2018年非洲猪瘟疫情导致生猪和能繁母猪

存栏较大幅度下降。今年9月底，全国生猪

存栏 30675 万头，同比减少 12212 万头，下

降28.5%，降幅比上年同期扩大26.2个百分

点；农业农村部监测数据显示，9月份能繁

母猪存栏同比减少 38.9%，下降幅度较大。

目前，虽然疫情高发期已过，且生猪养殖效

益较好，但养殖户仍面临不小的疫情防控

压力，补栏积极性仍有待恢复，生猪供应偏

紧状况仍将持续一段时间。

除了周期因素和突发因素外，制约猪

肉综合生产能力提高和生猪养殖业健康发

展的深层次问题更需引起注意。一是地方

政府对生猪养殖的支持不足。这是因为生

猪养殖业对当地财政没有直接贡献，且地

方政府还要拿出资金补贴；同时，生猪养殖

业无法给当地带来较多就业机会；此外，生

猪养殖会带来一定的环保和动物疫情防控

压力，导致地方政府对生猪养殖的支持力

度不足。二是生猪养殖企业的规模化水平

有待提高，抗风险能力较弱。整体而言，生

猪养殖业“散、小、弱”现状较为突出。一方

面，养殖户容易“一哄而上、一哄而散”，放

大了生猪供应的波动；另一方面，规模化程

度不高也决定了养殖业产业化水平不强，

无法形成完整的产业链条，容易导致生产、

加工、运销等环节脱节，制约了养殖业综合

生产能力的提高。此外，动物疫病防控体

系不健全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生猪养殖

业的健康发展。

为了提高猪肉综合生产能力、实现稳

产保供，应该着重从以下几个方面发力：

一是要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加大生猪

养殖的用地保障，遵循种养循环、农牧结合

的要求，鼓励利用荒山、荒沟、荒丘、荒滩以

及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大力发展生猪养殖

业；加大金融支持力度，将土地经营权、养

殖机械纳入抵押物范围，并在风险可控前

提下加大对生猪养殖的贷款支持力度，同

时也要提高保险金额、扩大保险规模；加大

财政支持力度，特别是在周期低谷时，政府

要加大对养殖企业的财政补贴和财政配

套，防止过多的企业和养殖户退市弃养，确

保生猪养殖业综合生产能力的稳定。

二是加强疫病监测及防治工作。进一

步加强疫病监测工作，政府部门、养殖企

业、养殖户及各相关环节人员要加大疫病

监测排查，形成疫情每日报告制度，一旦发

现突发疫情要及时上报，对迟报、瞒报疫情

行为要严肃处理，谨防疫情蔓延；加快非洲

猪瘟疫苗研制工作，加大养殖从业人员相

关技术培训，提高养殖场安全防护水平。

三是提升规模化、标准化养殖水平。

持续加大“放管服”改革，简化并加快养殖

企业新建、改建、扩建养殖场的审批流程；

开展养殖标准化试点，创建一批可复制的

高质量标准化养殖场，并将成功经验在全

国推广，促进养殖标准化和规模化；帮助中

小养殖企业和养殖户提高经营管理水平，

加大养殖技术推广，促进养殖规模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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