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修订思路

   为了贯彻落实国家和省有关生猪稳产保供新的要求，发挥

政策的调控作用，稳定全市生猪基础产能，坚决防范生猪产

能出现大幅波动，根据《山西省农业农村厅关于印发〈生猪

产能调控实施方案（2024年修订）〉的通知》（晋农规发

〔2024〕1号）要求，制定本实施方案。 



   坚持预警为主、调控兜底、及时介入、精准施策、力保稳定

的原则，按照“长期调母猪，短期调肥猪”的调控策略，建立

以稳定能繁母猪存栏量为核心、稳定规模猪场为重点的生猪产

能调控机制。落实生猪稳产保供“菜篮子”市长负责制，突出

抓好养殖大县、养殖大场，不断提升猪肉供给保障能力。

一、总体要求



二、调控目标

    “十四五”后期，全市能繁母猪正常保有量

稳定在4.4万头左右，最低保有量不低于3.7万头；

规模猪场（户）数量总体稳定在264个以上。



    （一）确定能繁母猪保有量 

    各县区能繁母猪保有量以2023年末能繁母猪存栏量为基本依

据，结合省厅下达我市能繁母猪正常保有量确定。以能繁母猪正

常保有量的85%为标准确定最低保有量。各县区能繁母猪月度存栏

量以国家统计局长治市调查队季度数据为基数，根据农业农村部

监测业务数据测算得出。   

三、调控能繁母猪
存栏量



    （二）建立以能繁母猪存栏量波动为核心的调控机制

      1、产能正常波动。能繁母猪月度存栏量处于正常保有量的

95%—105%区间（含95%和105%两个临界值）为正常波动。

      2、产能大幅波动。能繁母猪月度存栏量处于正常保有量的

90%—95%和105%—110%区间（含90%和110%两个临界值）为大幅波

动。   

      3、产能过度波动。能繁母猪存栏量低于正常存栏量的90%

或高于正常存栏量的110%为过度波动。

三、调控能繁母猪
存栏量



    （三）其他异常情况调控

     能繁母猪存栏量在正常保有量的合理区间波动，但种猪生产

供应、新生仔猪数量或生猪存栏量出现异常减少等情况时，市、

县农业农村部门要会同有关部门及时开展调查研究，必要时可制

定临时性调控政策措施，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实施。

三、调控能繁母猪
存栏量



    （一）保持规模猪场（户）数量稳定

     各县区要保持规模猪场（户）数量总体相对稳定，不得违法

拆除，确需拆除的，应安排养殖用地支持其异地重建，并给予合

理补偿。规模猪场（户）自愿退出的，各县区可根据减少的能繁

母猪产能，新建或改扩建相应产能的规模猪场，确保生猪产能总

体稳定。

四、切实稳定生猪
生产能力



    （二）建立产能调控基地

     对设计年出栏1万头以上的规模猪场和国家核心育种场，按

照猪场自愿加入并配合开展产能调控的原则，建立国家级生猪产

能调控基地。市局每年2月底前公布新增基地和上一年度退出基地

名单，并完成新增基地挂牌和退出基地摘牌工作。

四、切实稳定生猪
生产能力



    （三）合理引导生产和市场预期

     在猪价低迷、生猪养殖严重亏损时，引导养殖场（户）降低

生猪出栏体重、避免压栏增重，鼓励屠宰企业更多收购标准体重

生猪。

     在生猪价格快速上涨时，引导养殖场（户）顺时顺势出栏，

避免因压栏和二次育肥造成短期供应减少，防止后市集中出栏导

致价格急涨转急跌。

四、切实稳定生猪
生产能力



    （一）加大政策支持

     当能繁母猪月度存栏量低于正常保有量的92%或因生猪养殖

连续严重亏损（出栏生猪头均亏损200元左右）3个月及以上时，

各县区可按规定统筹相关资金对规模猪场（户）和种猪场（含地

方保种场）给予一次性临时救助补贴。同时，要积极协调金融机

构扩大和增加对符合条件的生猪养殖场（户）的信贷投放，可按

规定统筹相关资金给予贴息补助。

五、保障措施



    （二）加强监测预警

     将全市前3名生猪养殖大县的生猪生产情况及全市存栏300头

以上的生猪规模养殖场生产情况同时纳入市级监测范围，做好监

测数据采集分析。各县区也要及时开展生猪生产数据监测，建立

监测预警体系，及时准确掌握生产和供应情况，视情况启动相应

政策措施，合理引导市场预期。

五、保障措施



    （三）细化实施方案

     各县区在保证全县生猪产能目标的基础上，可适当放宽能繁

母猪存栏量的合理波动区间范围，重点要稳定规模猪场数量，能

繁母猪保有量目标任务不宜继续分解到乡镇、村和规模猪场。

五、保障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