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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象看本质，解决管理难题
——由环模管理而想到的

王玉珍

山东新希望六和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山东　青岛　266102

【摘　要】环模，是生产颗粒饲料的重要设备，在饲料厂工作的同事都非常熟悉。不知你是否见过制粒车间或配件库

里的排列整齐的“环模阵”：一行或两列，大小不一、多少不等、新旧不同，灯光下闪着锃亮的金属光泽，甚或表面模

孔“栽植”了一些长长短短的饲料颗粒？当然，这可能是历史镜头。前几天，我在一个车间里见到了，触发了我很多不同

于以往的感想。

【关键词】环模；颗粒饲料；环模管理；问题；解决路径

我们经常说，饲料是一个规模经营的行业，饲料是一个

差异化竞争的行业，饲料是一个速度取胜的行业。

环模是饲料厂的一项非常普通的资产，其管理一定很简

单，会让我们有什么样的特殊思考呢？

1　环模管理基本点

1.1第一基本点

环模管理第一基本点，是解决在会计报表中准确核算和

列报的问题。

1、关于环模的资产属性。既是资产，会计核算首先要

解决的就是真实性、完整性。按会计制度要求运用科目，

账实相符，手续规范，通过定期盘存来核对。这是对会计

管理是最基本的要求，不作赘言。

2、关于环模的费用分摊。作为一类单位金额不重大、

而用途重要的资产，它的费用如何转移到产品成本中，需

要建立在比较准确的摊销方法上。按工作量摊销，还是按

使用时间摊销？

最近版本的《环模核算办法》，详细说明了环模日常使

用台账的登记、计划总产量及吨费用摊销的预估系数，要

求现场定置、区分规格、编号管理；并要求定期对续用产

量进行鉴定评估，以消除前期预估的偏差或使用中的特殊

磨损。办法操作性强，我们只需检查生产车间现场，核对

台账记录及费用摊销凭证。这个问题，仍然还是会计核算

的范畴，它解决的是成本费用数据的客观性分配问题。

1.2第二基本点

管理工作更多的落脚点是解决效率的问题，也就是说环

模这类资产怎样能够以有限的投入、生产出更多的产品，

如何物尽其用，恰当匹配其他资源，提高使用效率？

这就是环模管理要解决的第二基本点，资产的有效使用

问题。会计报表不能直观表达，在工厂的资产管理工作中

也易被忽视。它作为一个生产工具，更是生产设备，通常

由生产部门归口管理，它可以存在一个经营季度，也可以

跨越两个经营年度，它可以系列化、多数量存在，也可以

单个的、差异化存在，它被放在制粒车间或是配件库，都

是再普通不过的事。

前段时间做过一个专项统计，了解了我们区域各个分厂

现有环模的净值总额、闲置及在用比例，结果如下：总数

量193个，原值152.90万元，备用数量占38.86%；猪禽料综

合生产工厂，多则30余个，少则10余个，闲置备用率在40%

－50%。其中某工厂月均销量5000余吨，4个产品大类，配

备34个环模，大致一个环模一个压缩比（是指环模的有效

工作长度和模孔直径之比），占用资金约25万元；其中的1

台制粒机配备了25个环模，水产料用环模8个、猪料用环模

12个、禽料用环模2个、混用环模3个，经常使用的环模则

只有5个，利用率很低。这一组数字，生动映射出了一系列

的经营管理背景，可以有选择地列举：

第一，生产部门的苦衷：粒料规格多，原料配方组份

变化大，硬度要求高，控制粉化率，要想达到市场的要

求，必须配备不同孔径、不同压缩比的环模，如饲料需求

旺盛，则每台制粒机都要照样去配置，即三台制粒机要配

三整套；否则如因生产不能及时供货，或硬度与其他厂家

不一样，或认为含粉率高等等，引起经销商和养殖户的投

诉，责任担不起；

第二，市场营销人员的观点：开发市场难，维护市场

更难，竞争厂家众多，客户要求日益苛刻，我们必须满

足他们的需求；否则客户会丢，产品品牌受影响，销量

完不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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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技术原料人员的出发点：原料价格变化失常，

常规原料价格一路上行，对进口替代原料如高粱、大麦

等的依赖日渐增强，油脂的添加数量要相应地不断调

整。这都是成本压力惹的祸，不迅速调整无法应对原料

市场的变化；

第四，公司管理者的立场：满足客户需求是第一要务，

有销量才会有利润；原料价格动荡起伏，技术调整是常

态，否则有销量也没有利润。

2　环模管理问题观点及解决路径

大家的观点都有存在的基础，都属于尽职尽责。现在，

如果要求这些观点碰撞在一起，就是必须以全局的观点、

普遍联系的观点来看待某个点上的问题，来解决某个点上

的问题。

让我们静下心来，一起梳理这种情况产生的根源。

2.1观点问题

我们会发现，这不是客户要求的问题，也不是成本压

力的问题。是我们的生产线配置带来的，是工厂设计带

来的。由于工厂设计之初没有规划独立的生产线，且工厂

密集布局，完全竞争的市场需要强大的市场竞争力。如

若不能独领风骚，或有一技之长，工厂基本上要去走单生

产线、混合生产多类别饲料产品的路子。客户的要求就是

最高的标准，禽料、猪料、水产料、反刍料等将会陆续投

入生产，对应不同的饲喂阶段，不同的硬度要求，不同的

原料结构，每台制粒机应按产品系列、规格配置成套的配

件，于是生产部门必须购置一系列的环模，以跟得上产品

规格和其他物理指标的调整。

产品多类别，生产线一线多用，各类产品的市场容量不

等，本工厂的销量占比不一，环模统计台账会清晰地显示

每个环模的累计产出量。一定生产周期内，各个环模的累

计产量差异巨大，有的环模的成本在1个月内能够完全摊销

到生产成本，有的1个月内只生产了20余吨，有的仍然还是

在备用；换言之，单个环模的周转速度由几十天到一两年

不等。

所以，任何管理问题都不是偶然产生的，更不是孤立存

在的，都是由于系统性原因产生的普遍相关性。

2.2问题解决路径

那么，如何来合理规避这种管理难题，用好每一项资产

呢？从短期和长期两个角度来设想。

短期看，立足现状，努力改善资产效率。有三条可行的

路子可试、可做：

第一，产品线合理规划，多做专业工厂。每一个经营

团队，包括营销队伍在内，都有自己累积形成的内在系

统优势，适当的专注、精简产品线，有益于营销力量聚

焦取胜。市场是如此广大，需求是如此繁复，没有人能

够做好所有的事。我们或许抱持一种比较“有料”的观

点：在山东如此激烈的完全竞争的全价料市场，如果一

个工厂不做猪料、不搞产品的多样化，怎么解决生存问

题？而当我们什么都去做、都去跟他人抢的时候，已把

自己放在了被动应战的位置，眼光盯着他人，往往什么

优势也未能树立起来。

第二，共同思考、聚合发力，各部门一起来解决问题。

当主要原料结构发生较大变化时，小类原料的添加也会有

相应的变化，生产工艺参数会有相应调整，对压缩比的要

求变得多样化。在产品调试期间，每吨饲料产品耗用工时

增加1倍甚至2倍以上，吨能耗成倍上升，设备磨损迅速增

大，生产效率极低；调试稳定后，时产量、每100吨工时、

吨电耗数据等生产指标，随压缩比的不同，表现为产量减

少，多耗时耗电。以某规模分厂的一段生产记录，分析一

下大致的变化幅度：

环模生产效率对比表（配料量100吨）

产品
分类

物料名称
环模压
缩比

时产量  
(吨/时)

工时 吨电耗

禽料

前期料

1:10.5 7.5 13.3 13

1:12 6 16.7 15.5

变化 1.5 -1.5 3.3 2.5

变化% -20.00 25.00 19.23

中后期料

1:12 6.6 15.2 14.5

1:14 6 16.7 16

变化 2 -0.6 1.5 1.5

变化% -9.09 10.00 10.34

猪料

普通U系列

1:8 8 12.5 10.9

1:10 6.8 14.7 13

变化 2 -1.2 2.2 2.1

变化% -15.00 17.65 19.27

高端HM
系列

1:8 8.5 11.8 11.5

1:9 7.2 13.9 12.9

变化 1 -1.3 2.1 1.4

变化% -15.29 18.06 1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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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数据说明，当环模压缩比增加1、1.5、2时，三项

生产指标的变动分别为：降低10－20%、增加10－25%、增加

10－20%（至于其他的设备耗费等没有去评估）。这种应变

成为常态而存在的前提，建立在目前工厂的设备产能发挥率

基本在60%以下、还有近40%的空间来调剂；生产员工的待遇

执行的是计件工资制，而非熟练工人的标准计时工资制。

有个行业常识，生长周期在半年以内的养殖动物，其生

命全程需要的饲料品类，基本按四个阶段、几个规格就足

够。显然了，产品的设计来自于市场需求，技术和营销部门

又如何理性判断纷繁复杂的市场需求？制粒机和环模的组合

不能完成所有的应变。

跨职能工作组是灵活应变的必要机构。市场、技术原

料、生产等专家坐在一起，制定一整套类似积木结构式的解

决原料、产品规格、设备条件等问题的方案，当情形A出现

时，对应选择A1方案；当情形B出现时，对应选择B1方案。

避免出现若干个情形时，方案总是对应到A1、A2…系列。

第三，针对工厂的密集布局，实施工厂的聚落式管理。

其一，统一的营销方案或营销公司的运作方式，一套营

销班子服务多个工厂。由一对一转变到一对多，从而规避一

条生产线必须生产多类产品、每台设备必须配套诸多相应配

件的情况。

其二，统一的内部管理。在非大类物资上实行组合采

购、共享仓库，减少闲置与积压；在部分岗位的人员配置上

实行集中调度、集中作业（如维修、装卸岗位，如后勤岗位

的兼职等。对一定空间距离内的工厂实行“核心＋卫星工

厂”管理就是很好的解决方案，减少人力成本投入，提高劳

动效率和管理效率。

长远看，则主要应考虑企业战略、工厂规划与布局，从

根本上解决资产投资效率问题。

第一，选择市场，根据主流养殖需求，布局专业工厂，

可适当多线共建。原来投资的工厂，通常只有一条独立生产

线，配1－3台制粒机。当多类别产品共产时，为了避免产品

间的交叉污染，要浪费一定的生产时间和部分物料，而且交

叉污染总是不能根除。专业工厂的设计则完全规避了效率的

浪费和品质的瑕疵。

第二，区分客户群体，精简产品结构，做差异化。客户

群体高、中、低档并存，我们却应避免高、中、低档通吃；

产品既然三段式、四段式就足够了，那么就不需要人为做得

很复杂。生产力越来越贵，劳动者的时间变得耗不起；关注

点如满天繁星的时候，难以看清哪几颗更亮。当然这些工

作，尤其依靠强大的产品营销体系和强大的服务体系。

第三，不止单项环模资产的使用效率，对于一个投资项

目整体来说，投资效率的前提也在于规划。多类别多系列，

多备货，多重复：从主要材料、辅助材料到小类原料，到包

装耗材，从关键设备，到设备配件，从一线技能工，到营销

班子；如是种种，都因投资规划的不同而改变；而资产周

转效率的综合平均指标会失去代表性，只有按单项资产或存

货、岗位去分析其效率时，才能判断其潜在价值，或了解其

是否在产生着浪费；管理与分析变得复杂起来。

简即是多。战略就是做选择；选择是很痛苦的，因为要

舍弃一些东西；而选择却是第一要做的事情。一个简单的环

模现象，也浸润了选择的智慧。近日，总部在推进产品瘦

身，在强化品牌建设，在推动工厂规划。我们既然已经走在

了选择的路上，那么就勿须犹豫了。选择规模，选择优势，

选择专注，选择更高的管理效率—就从环模开始。

参考文献：

[1]蔡友旺,黄翃飞,李小勤,等.膨化制粒和环模制粒工艺

对饲料制粒加工质量和凡纳滨对虾生长性能的影响[J].中国

粮油学报,2023,38(11):163-169.

[2]胡凯飞.硬颗粒饲料生产控制关键技术研究及加工质

量的评价[D].河南工业大学,2018.

[3]王昊,于纪宾,于治芹,等.环模模孔参数对颗粒

饲料加工质量及肉鸡生长性能的影响[J].动物营养学

报,2017,29(09):3352-3358.

[4]陈山.不同环模压缩比条件的颗粒饲料对伊拉兔生产

性能和免疫指标的影响[D].沈阳农业大学,2016.

作者简介：

王玉珍（1969.10-），女，汉，山东潍坊，专科，会计

师，研究方向：财务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