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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相关文献

在国内食品安全问题频发的背景下，中粮集团率先提出

了“全产业链”的发展模式，目的就是对产品质量实现“

全过程控制”。其内涵就是从产业链源头做起，由“原材

料种植/采购-加工-销售—配送-售后”等环节构成的一条

完整的产业链。“全产业链模式”一经提出，就吸引了大

量学者对其进行研究：

从产业角度看，“全产业链模式”涉及众多行业，但

以传统制造业和养殖业为主，能有效帮助企业降低交易成

本。对畜牧业上市企业实施全产业链整合前后进行了实

证对比分析，认为养殖企业在前向整合（饲料环节）和后

向整合（屠宰加工环节）因交易频率不同，整合程度也不

同，但都有效降低了成本。农业企业实施全产业链模式可

以对成本进行重构和优化，不仅提高了产品流通效率，而

且能有效降低交易成本，最终也能反映到消费者的购买成

本上。

从企业角度看，“全产业链模式”有利于扩大企业规

模，提高持续竞争力。在数字经济的推动下，企业进行产

业链的重构和整合，可以促使传统行业发挥核心竞争力，

实现转型升级。全产业链模式在数字贸易背景下能够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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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为企业降低信息不对称成本和组织管理成本，进一步重

构全球价值链利益分配格局。基于变异系数法对我国畜牧

业全产业链的综合效益进行定量评价，不同地区的养殖业

企业的影响因素不同，应分类施策，实现高质量发展。

牧原是我国生猪养殖的龙头企业，历经30余年的发展，

现已形成以生猪养殖为核心业务，集饲料加工、生猪养

殖、生猪屠宰销售、技术研发于一体的综合性集团公司。

自上市之后，牧原开始了快速扩张之路，截止到目前，已

拥有300余家子公司，2022年生猪出栏量高达6120.1万头，

养殖规模全国第一。在发展过程中，通过全产业链整合，

对生猪养殖的过程实现全链条安全管理，建立了食品安全

可追溯体系，充分保证了食品安全。

2  牧原股份生猪养殖全产业链发展路径

牧原在发展之初的主要业务是生猪的养殖，但自2014年

上市之后，就在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将饲料、生猪育种、生

猪养殖、屠宰加工这四大主要板块不断拓展。

生猪产业链上游主要涵盖的是饲料和动保行业。在饲

料板块牧原自创业初期就一直进行低蛋白日粮饲料的自主

研发，在保障猪群生长和品质的前提下，豆粕原料使用量

减少近一半，并且截至2022年年底，牧原共成立了19家粮

食贸易公司用于优化原粮供应，遍及河南、山东、黑龙江

等多个省市，养殖环节所使用的饲料全部为自主生产。同

时，在2022年4月和7月，牧原继续向产业链上游拓展，先

后与中牧集团和内蒙古联邦动保合作成立子公司，进一步

在动保板块完善全产业链布局。

生猪产业链中游是生猪养殖行业，主要涵盖的是育

种、养殖、环保等环节。其中，育种和养殖环节是牧原的

主要利润来源，2021年，为进一步扩大市场，牧原共成立

了11家育种公司，除了的河南的四家子公司外，为了抢占

南方市场，还在广东和广西两省成立三家育种公司。牧原

在发展过程中不断横向拓展，养殖业务遍布全国各地。截

止到目前，在全国各省市共成立了230家养殖子公司，其中

河南、江西、山东分别拥有54、28、18家子公司，基本实

现了规模化养殖。在环保环节，采用“养殖-沼肥-绿色农

业”的生态模式，发挥猪粪的资源价值，实现种养循环。

在2022年，牧原成立了一家新能源子公司，专门服务于养

殖板块，解决养殖过程中产生的废弃资源，以及对养殖业

务和屠宰业务的猪舍或屋顶进行光伏改造，进一步降低用

电成本；为配合我国推行“双碳战略”，围绕屠宰业务，

设立了牧原生态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和牧原合成生物技术有

限公司，促进公司节能减排与低碳生产。

生猪产业链下游涵盖的主要是物流、屠宰加工、销售等

行业。自2019年起，为更好的防控非洲猪瘟，国家鼓励就

地屠宰，于是牧原积极配合政策要求向产业链下游拓展，

成立了牧原肉食品有限公司，现已成立25家屠宰子公司和

10个屠宰厂，屠宰场从就近的养殖子公司进行采购，随后

进行屠宰、销售，这一举措使得屠宰业务与养殖业务相匹

配，肉源皆来源于自有养殖场。还能有效降低运输成本。

同时，建立广泛的销售站点使得牧原开拓了终端市场，更

快捷的服务于顾客，目前已和5000余家农贸经销商、连锁

超市、连锁餐饮展开深度合作。在运输环节，2017年，牧

原成立了牧原物流有限公司，已设立200余个物流节点，

建立了从原粮辅料、生猪运输，到屠宰加工的全程物流

运输，形成了以河南为中心，辐射多个重点省区的物流网

络。进一步支撑主业，实现全产业链无缝衔接。

3  牧原股份全产业链布局存在的风险

3.1扩张速度快，财务风险高

牧原的资金比较充裕，但是资产负债率逐年上升，近两

年分别为61.30%和54.36%，处于高杠杆经营的模式，此时

具有较高的财务风险，扩张的同时导致牧原对资金有迫切

的需求。在整个产业链的布局中，成本的优势逐步显现。

但从营运能力的表现上看，牧原的存货周转率较低，仅为

1.56次，竞争对手温氏和新希望为4.67次和7.87次，这表

明牧原在资金流转方面存在一定程度的风险，特别是在市

场不稳定的环境下，存货的流动性将是决定牧原是否能有

效回收资金和减少损失的关键因素。如果牧原延续当前的

负债率水平，那么它可能随时面临资金链断裂的危险。

3.2资源配置分散，管理效率下降

至2022年底，牧原的产业链布局主要集中在饲料端和养

殖端，在产业链下游的建设中，仅仅涉及到屠宰与销售的

环节，其并没有发展肉食品制造与销售的业务，并且下游

业务并未实现盈利，这可能是因为牧原对于下游资源配置

不足，导致产业链中下游尚未良好的衔接起来。在产能过

剩时，资源配置分散的问题无疑会造成其他环节的资金压

力，而牧原目前的下游业务也仅仅局限于屠宰销售环节，

并且产业链下游的资金投入依然来自于中游养殖端的输

入，稍有不慎，就可能对养殖端产生不利影响。

3.3屠宰端产能利用不足

自2018年国内出现非洲猪瘟病例后，养殖业格局发生

巨变，各个规模的猪企都调整了发展思路。当前国内生猪

产业中养殖环节集中度高，屠宰产能却较分散，但另一方

面，牧原由于屠宰板块投产时间短，短期内投产产能较

大。公司屠宰产能在2022年可以达到2900万头/年，但全年

屠宰量仅为736.2头，生产能力利用率为25.38%。屠宰板块

的业务量仅占产能的1/4左右，整个设备利用程度并没有达

到饱和或接近饱和的状态。在牧原的布局中，无论是上游

的饲料、动保，还是下游的屠宰、生物制药等领域，本质

上还是围绕“养猪”降本增效而服务。

4  对策建议

4.1放缓扩张速度，优化资产管理

对于牧原存货周转缓慢的问题，因为牧原处于快速扩张

期，存货的增长速度高于销售增加的速度，存货大量占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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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一方面，牧原应当合理安排生产，加强销售分析，

防止产业链中游扩张速度过快导致产业链下游无法匹配

其产量。另一方面，要广开渠道，加强与经销商之间的联

系，做好市场分析工作，积极开展营销，促进销售。在扩

张的同时，进行可行性分析，编制预算分析报告，结合市

场需求和自身实际情况制定合理的投产计划，避免限制和

浪费。

4.2保持核心竞争力，提升资源整合度

生猪养殖行业因外部环境变化的原因导致其市场面对

较高的经营风险，因此，企业应选择多样化的经营策略，

在全产业链布局的背景下，应加强产业链上下游之间的联

系，充分发挥产业链带来的协同效用，最大化地企业发挥

核心竞争力，但同时也需要保持稳固且有竞争力的主业作

为支撑。牧原应根据本企业的实际经营状况，对经营风险

与财务风险进行高低搭配，实现两者的平衡。充分利用全

产业链带来的优势，以养殖为核心，通过主业的发展带动

产业链上下游的协同。更具体的来说，牧原在已有的产业

链布局中，着重对已有业务环节进行优化。

4.3提高产能利用，打入食品端市场

牧原作为头部猪企，在近年“调猪”变“调肉”的政策

背景下，拓展屠宰产能是自然而然的。但屠宰产能的扩张

并没有为牧原带来正的经济效益，产能利用低的问题首先

需要市场调研和分析，研究目标市场的趋势、需求和竞争

情况；其次需要制定明确的扩张策略，设计好屠宰产能与

上游养殖量的匹配程度，把上下游联动起来充分地利用起

来；最后就是需要评估当前生产流程，寻找提高效率的方

法，如自动化、流程优化或技术升级。如果把80%的屠宰产

能运转起来，则可以为牧原带来稳定的现金流。

在屠宰端产能利用率提升起来后，牧原针对食品端可以

尝试从多个领域切入，首先仔细研究市场需求。了解消费

者对加工食品的需求和趋势，以便调整生产计划。其次是

通过并购或新建研发等措施确保企业拥有先进的食品加工

技术和工艺，以提高产品质量和生产效率。

5  启示

由于养殖企业受猪周期、疫情等外部因素的影响比较深

远，由此产生的价格波动使得许多企业面临经营困境，但

同时也为某些企业创造了超越其他企业的机遇。在此情形

下，不少猪企试图布局全产业链抵御外部风险，实现降本

增效。根据对牧原股份全产业链布局分析，也能对养殖行

业内的其他企业起到一定的借鉴意义。

第一，充分利用全产业链的协同作用。以减少养殖成

本。猪周期和疫情等因素对猪肉价格的波动产生了直接的

影响，每一轮下行期都对会猪价造成了严重的冲击。为了

减少外部环境带来的负面影响，最核心的策略是降低生产

成本。从2018年到2021年，生猪养殖业受到了严重打击，

许多企业的养殖成本超过了其售价，导致了巨大的经济

损失。牧原利用其完整的产业链布局以及对产业链高度整

合，从整体成本来看，基本发挥出全产业链带来的协同效

用，成功地将自身的各方面成本降低至同行业较低水平。

第二，加快行业规模化以实现规模经济。牧原与温氏和

新希望的养殖模式存在较大的区别，牧原所采用的重资产

经营模式使得其对于全产业链的各个流程的成本管理更为

可控。以轻资产运营为代表的温氏和新希望股份，在疫情

爆发期间，其合作的农户难以受到集团的统一管理，造成

生猪大批量的损失。相较而言，重资产经营的牧原就能够

将损失最小化。因此，重资产经营站在集团公司的角度而

言，虽然扩大规模比不上轻资产经营模式快，但更能在外

部环境发生变化时实现规模经济。而规模化养殖也是生猪

养殖的行业发展的必经之路，在国家政策的加持下，重资

产经营更容易实现规模经济。

第三，聚焦主业，适度扩张。就竞争对手而言，温氏股

份在维持养猪主业的同时，还在扩展养鸡业务，而新希望

六和还涉足饲料业务的对外销售，多元化经营再一定程度

上能够缓解生猪养殖过程中外部环境带来的的潜在风险。

企业应该围绕主业进行相关多元化的发展战略，过度发展

非主业相关的业务无疑会消耗大量的资源，而忽略了主要

业务的进一步扩展。牧原也因为近几年扩张速度快，导致

其对资金需求紧迫，造成财务风险一直处于较高水平。

第四，全产业链战略不可盲目“复制”。这是因为全

产业链模式要求企业将各个产业紧密联系起来，跨度很

大，其中的管理协调成本高，容易造成管理效率低下。此

时，就对企业自身管理能力有着极为严苛的要求，如果企

业自身管理能力有限，各个业务资源分配不合理，反而适

得其反，无形中增加了管理成本。其次，全产业链模式的

财务风险很高，需要对上中下游都投入大量的资金和人力

物力，意味着企业本身体量足够大才适用于这一模式。否

则，一旦产业链上某一环出现财务困难，很容易造成资金

链断裂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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