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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猪瘟对产业链的影响与变革
王军 常天明 陈浩东

武汉市江夏区金龙畜禽有限责任公司，中国·湖北武汉

自2018年非洲猪瘟进入中国以来，短短一年之内肆虐大江南北，能繁母猪存栏出现断崖式下跌，养猪业遭受前所未有的重
创。自此之后，猪价一路飙升，头部养殖企业膨胀式扩张，中小养殖场养“牛猪”赌行情，各类资本的大量涌入让养猪市
场迅速趋于饱和，伴随着产能的快速恢复，2021年行业开始出现大面积亏损。短短三年，猪价犹如过山车一般，由低谷到
高峰，再由高峰坠入谷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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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牧师、高级经济师，从事畜牧兽医专业研究。

1 引言

回顾这三年，整个养猪产业链发生了巨大变革：上游

产业的竞争与改革愈演愈烈；在非洲猪瘟带来的巨额红利面

前，大量资本涌入，养猪企业“大跃进”式扩张；随着猪价

超跌、政策调整，大型农牧企业纷纷开始向下游屠宰及食品

加工产业规划布局，以此来“自救”。非洲猪瘟给养猪业带

来了“暴发时的恐慌，暴利时的狂欢，暴跌时的忧伤”的鲜

明情景，这种现象将持续影响中国养猪业上下游产业链发

展，加速行业的整合与变革。

2 非洲猪瘟对上游产业的影响

2.1 产业联合发展：产业竞争加剧、销售商转变为

服务商

非洲猪瘟的爆发，加速了中国养猪业集约化、规模化

的进程。中小型养殖户因无法承受非洲猪瘟疫情带来的损

失，逐步退出养猪舞台。以广大中小养猪场为客户来源的饲

料厂、动保企业，产能明显过剩。叠加非洲猪瘟的冲击，行

业竞争加剧，中小规模上游企业在亏损中逐渐被淘汰。

随着养猪企业规模扩大、数量减少，上游企业主动转

型升级：由销售商转为合作商，买卖关系转变为合作关系，

抱团取暖。一个饲料厂聚焦服务周边数十个大型养猪企业，

成为养猪企业的“代工厂”；动保企业依靠单个养殖集团采

购量，便可以维持企业运营，成了大型养猪集团的“兽药房”。

2.2 倒逼上游企业改革：生物安全升级、上下游联

防联控

产业上游企业作为非洲猪瘟防控的前端，有义务也有

责任在产品的生产、运输和储存等环节中，做好生物安全工

作。饲料厂将办公区和生产区彻底分开，修建洗消中心、烘

干房。动保企业对原材料进行非洲猪瘟核酸检测，对产品覆

膜打包，专车运输。现在养殖企业和饲料、动保企业就是“唇

亡齿寒”的关系。上下游企业齐心协力，将生物安全工作“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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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厂到牧场”全程化，切实保障生产安全。

3 非洲猪瘟对养猪产业的影响

3.1 盲目扩张、投机经营

尝到甜头的农牧企业在 2020年开始了“大跃进”，大

兴土木，盲目扩张。同时大批外来资本涌入养猪赛道，抱着

投机心态，想趁机“捞一把”，然而却严重低估了生猪产

能的恢复速度，价格的暴跌更是让人始料未及，未曾想到在

2021年被深深地套牢，欲罢不能。在“胡扩海建”的过程当中，

养猪业出现了“三高”症状。

出栏目标高

大型农牧企业在战略目标制定上信口开河。非洲猪瘟

爆发之前，企业喊出几百万头的年出栏目标，还要“三思而

后行”。非瘟爆发后，巨额的红利已然蒙蔽了决策者的双眼，

使其丧失了对公司未来发展的准确判断，动辄千万甚至上亿

头的出栏目标随口喊出，企业发展战略成了“空中楼阁”。

出栏成本高

出栏成本主要集中在建造、人力和生产成本三方面。

农牧企业在这一轮扩张建设中，追求“高大上”，新建猪场

纷纷上马智能养猪、楼房养猪。猪场设备一个比一个新，规

模一个比一个大，楼层一个比一个高。

企业在大肆扩张过程中由于缺乏自身培养的人才，

为了能够尽快搭上这趟“快餐车”，不惜付出高于市场

30%~50%，甚至数倍的薪酬来招兵买马。“互挖墙脚，恶

性抢人”的不当竞争关系导致人力成本畸高，一跃超过动保

和兽药成本，排名养猪总成本第二位。

行业的高额红利也让企业忽略了对生产成本的把控。

扩张期间大量三元和回交母猪入群，与正常的二元母猪相比

其后代往往生长速度缓慢，抗病能力差，饲料转化率低，饲

养成本高。

企业在暴利期忽略了疾病带来的风险，高价收购仔猪，

租赁代养场，虽然偶有蓝耳、腹泻等常规疾病“骚扰”，又

有非瘟中招后的“精准清除”，但依旧能保证盈利。这些被

暴利掩盖的高成本和高风险，都在 2021年猪价暴跌时被成

倍放大。

资产负债高

农牧企业在扩张过程中，不计后果地进行融资。上市

公司采用融资融券、股权质押的方法，融入大量资金；中小

猪场采用民间借贷、银行贷款等方式，也加入复产、扩张之

列。猪价上行时，要钱有钱，要政策有政策，可谓“呼风唤

雨”。但今春过后，猪价“跌跌不休”，从元月份的 38元

/公斤一路直降到现在（8月份）的 14元 /公斤，降幅高达

65%，跌破了养猪成本价，行业迎来冰冻期。靠着借钱扩张

的企业深刻体会到了什么叫“屋漏偏遇连阴雨，船破又遇顶

头风”的滋味。一方面是非瘟病毒“虎视眈眈”，稍不留神

就有全军覆没的危险；另一方面猪价严重下跌，越养越亏。

银行加快催促还款及利息，加之人员工资、投资新建猪场的

费用，迫使很多企业不得不通过裁员、缩小规模来“续命”，

有的甚至于停工、停产 [1]。

3.2 非瘟防控，日趋常态

疫情流行常态化

非洲猪瘟病毒是猪传染病里的头号“瘟神”。俗话说，

请神容易送神难，中国地域广阔，南北跨度大，生猪交易、

运输频繁，加之蜱虫、野猪等生物的存在，短时间内根本无

法净化非瘟病毒。未来非洲猪瘟也势必会像蓝耳病、伪狂犬

一样，流行趋于常态化、区域化。

生物安全常态化

生物安全不等于消毒。高频率、高难度的消毒，既增

加了防控成本，又破坏了猪场环境，影响了正常菌群的稳态。

相较于消毒，做好大环境清扫工作则是防控疫病传播的重中

之重，“99%的清扫加 1%的消毒，才能真正做到有效消毒”。

非洲猪瘟的防控，要做好“持久战”的心理准备。当

前农牧企业对生物安全防控的要求一直处于高压，甚至苛刻

的状态，这会出现两种极端现象：要么员工觉得要求太高达

不到，不去执行；要么员工长时间神经紧绷，一旦放松就给

了病毒可乘之机。

生物安全常态化，就是将生物安全操作，融入到日常

工作中去，养成良好的工作习惯，结合实验室监测，将“人、

车、物”的防控窗口前移，做到“防控有方法、执行有标准、

过程有监管”，形成系统化、流程化、标准化的工作形式。

防控思维常态化

我们必须要以动态的思维来防控非洲猪瘟。有很多猪

场感染非瘟后，因防控不力导致全场爆发，损失惨重，猪场

很快进入洗消空场期。通过对场内六大区域（生产区、生活

区、办公区、供水系统区、环保区、无害化处理区）的清洗

消毒，通过实验室对环境样的非瘟病原检测合格，复产达标

了，而后重新引入阴性猪群开始生产工作，结果一段时间后

再次发病，导致复产失败。“树欲静而风不止”，因曾经复

产达标之前的工作全部是静止状态，保持猪场大环境干净安

全只是复产前的基础工作。当进猪以后，猪场马上由静态转

为动态。猪场内外的人、车、物就会频繁动起来，交叉来

往。甚至“四害”也开始活跃起来，它们频繁地光顾猪场，

进入猪舍，与猪群密切接触后再次激活了病毒的传染能力，

环境载毒量越来越多。此时的生物安全防控难度增加，传播

途径多种多样。如果防控思维没有从静态防控转为动态防控

模式，“中招”是必然的 [2]。

我们必须深刻认识到：非洲猪瘟病毒越来越狡猾，猪

场对非洲猪瘟的防控措施，一直落后于病毒的变异速度。从

原来的野毒到现在的变异毒株，从原来的强毒到现在的弱

毒，每个时间段的防控措施和标准要求都发生了很大的变

化。只有防控思维不断地更新，才能做到“知己知彼、百战

百胜”。抵御非洲猪瘟，绝不能寄希望于“神药、疫苗、高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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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企业内部，必须建立起防非体系领导组织，制定清晰的防

非行动方案，形成责任组织监督作用，提升员工防非意识，

做到防非思想统一、方向统一、行动统一。

3.3 急功近利，人财两失

哄抬人价，薪心相印

企业扩张时，为了抢占先机，不计成本，高薪挖人，

甚至以高于一倍以上的薪资，从竞争对手处挖团队。猪场场

长、技术员变身为各大企业眼中的香饽饽，身价水涨船高，

俨然成了拍卖市场的竞价品。跳槽的人，也本着“价高者得”

的原则，坐地起价，狮子大开口，张口就是几十万、上百万

的年薪。在企业追逐暴利时，“跳槽者想要钱，扩张者愿给

钱”，正所谓“薪心相印”，整个养猪行业人才市场，呈现

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

拔苗助长，饮鸩止渴

随着各大养殖项目完工，畜牧人才的缺口进一步扩大。

抢人争夺战已经白热化，“拔苗助长”成为集团企业的无奈

之举：应届大学生半年当场长，一年做分公司总经理；新招

人员入职便是技术员……大量新进员工，没有经过基本生产

操作学习，没有理论和实操方面的系统化培训，没有考核和

评估就直接上岗。“火箭式”提拔的管理者，没有团队管理

经验，把团队搞得乌烟瘴气，把生产搞到乱七八糟。根基不

牢、地动山摇，这种“饮鸩止渴”的人才提拔方式，可以解

决一时之急，但后患无穷，当疫病来临时“兵败如山倒”。

割须弃袍，降薪毙心

暴利行情下催生了农牧企业对人才的“爆炒”，人工

成本的畸高直接导致分摊到每头肥猪的出栏成本达到 100-

120元，一个年出栏千万头的头部企业，光人力成本就高达

12亿元。企业在暴利期不计成本地投入，一旦出现亏损，

高昂的人力成本便成了企业最大的负担。大型农牧企业不得

不通过缩小规模，使用裁员、调岗、降薪等举措来自救。许

多入职不到一年的员工，被公司采取五花八门、稀奇古怪的

手段裁掉或被迫离职。特别是刚入职的一些大学生，满腔热

情投身农牧行业，却被当头泼了一盆冷水，职业发展心态受

到严重影响。正所谓“赚钱时薪心相印，亏本时降薪毙心”。

短短一年行业风向急转，企业从“求贤若渴”到“割须弃袍”，

甚至某农牧集团创造了单月裁员几万人的“壮举”，这无疑

给那些靠资本、靠挖人来养猪的企业，敲响了警钟。

背信弃义，离心离德

企业在高速发展扩张期，降低了对人才标准的门槛和

要求，这种没有通过企业文化学习和熏陶，非企业自身知识

体系培养出来的员工，往往会出现“三不配”：

①德不配位。

“有奶便是娘”，朝三暮四，频繁跳槽，只以薪资水

平作为择业的唯一标准，毫无忠诚可言。这些人进入企业后

在核心岗位拉帮结派，勾心斗角，甚至成了蛀虫，搞贪污受

贿、中饱私囊的龌龊勾当。有媒体报道，在某农牧集团中就

出现过，上中层管理人员成建制的集体腐败，结果被“一锅

端”，最终受到法律的制裁；

②财不配位。

索要的薪水普遍超出其所作出的贡献。随便一个场长，

开口便是大几十万、百万的年薪，而做出来的生产成绩，却

让人大跌眼镜，与其所承诺的结果相差十万八千里，不能够

为企业带来与之薪资相匹配的利润成果；

③技不配位。

大批涌入的“人才”中，自身技能与素质和所求职位

不相匹配的人比比皆是：场长缺乏管理经验，一线员工基础

技能差，应聘时自卖自夸，甚至出现了普通饲养员跳槽上位

当场长的笑话。一旦企业遭遇经营困难，或者自身工作开展

受到阻碍，第一选择就是再次逃避责任和跳槽。除此之外，

当曾经许诺的高薪落空时，便愤而诋毁、恶意抹黑企业，最

后闹得不欢而散的结果。

综上所述，非瘟红利下企业对人才的急求，不过是出

于赚取行业暴利的短期需要，而非对猪场管理运营和企业未

来发展的长期需求。这也说明两点：依靠“挖墙脚”的人才

引进体系，培养不出具有真才实学的员工；依靠外来的和尚，

念不好本庙的经，没有企业文化认同的员工，终究只是企业

发展的过客。

4 非洲猪瘟对下游产业的影响

4.1 国家宏观调控

受非洲猪瘟影响，中国生猪产能遭受重创，猪肉供求

关系严重失衡，市场异动。生猪生产保供事关国计民生，国

家频频出台各项政策，更新养猪、屠宰相关法律法规，农业

农村部、交通部、公安部等多部门联合执法，严格管控非法

调运，规范生猪市场。发改委、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纷纷出手，

通过调控猪肉进出口、储备肉的投放和收储，来平衡养殖户

和消费者之间的利益，保障猪肉市场趋于平缓。非洲猪瘟从

爆发到全面复产，政府部门一直在积极行动：忙扑杀、查调

运、促复产、打击非法疫苗、合理调控猪价 ^通过一系列举

措来做到养猪产业的稳产保供。

4.2 屠宰加工转变

进入 2021年以来，猪价持续下跌；同时，国家出台了

划片区流通、“调猪”转为“调肉”的政策。猪价超跌、政

策调整，使得屠宰成为养猪企业“卡脖子”的关键环节。大

型农牧企业开始向下游屠宰行业规划布局，赋能屠宰版块。

对于农牧企业来说，加码屠宰产能，可以有效缓解猪价下行

给公司造成的影响。发展屠宰加工业务，并不是为了赚钱，

而是为了“保命”。

5 非洲猪瘟带来的变革

5.1 养猪人必须懂“政治”

猪粮安天下，生猪养殖事关国计民生，永远要接受国

家的调控和政策的引导，养殖企业必须积极响应。养猪是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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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了畜牧、环保、食品多方面因素的产业，需要建立在国家

相关政策要求许可之上。与此同时，还需要关注政府部门对

猪价的导向，切勿盲目压栏、赌行情。猪价有高有低，养猪

从来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而是需要长期去经营的事业。抱着

投机和牟取短期高额利润的心态，在养猪行业中迟早被淘汰

出局。那些靠运气赚来的钱，最终也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一夜回到解放前的局面 [3，4]。

5.2 养猪人必须懂“管理”

企业的竞争归根结底是成本的竞争，成本主要是由人、

财、物组成，成本的高低由管理水平来决定，无论行情如何

变化，猪场经营必须回归到成本经营。猪价高时可以靠利润

来掩盖成本真相，猪价低时成本就会“水落石出”。一个病

人，不从根本上解决病疾，一味的靠输血，没有造血功能又

能够活多久呢？企业也是一样，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在管理、

在人才、在成本控制。通过企业文化打造、人才体系建设、

标准化模式落地，积极培养企业自身的人才，合理控制成本，

这样才能长治久安，稳步发展。

5.3 养猪人必须懂“资本”

资本对养猪业的快速发展是毋容置疑的，资本是杠杆，

借助资本的力量可以让农牧企业插上腾飞的翅膀。但资本对

养猪业来说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现在猪场建设投入巨大，

动辄上亿的投资，不借助资本力量，企业发展举步维艰。另

一方面盲目地依赖资本进行扩张，也给企业发展带来了巨大

的经营风险。资本是嗜血逐利的，一旦无法攫取高额利润，

资本就会釜底抽薪，百亿大厦瞬间倾倒。因此，如何用好这

把双刃剑，是未来大型农牧企业发展所要慎重考虑的。

5.4 养猪人必须懂“融合”

非洲猪瘟疫情之后，养猪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充分认识

到，什么是“命运共同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没有巨

大良性的生猪产能，饲料、动保、设备、屠宰等企业都将难

以生存，但没有这些上下游产业保驾护航，生猪产业也难以

壮大发展。在整个闭环链中，生猪产业是主角，要做好“带

头”作用，将上下游产业链打通。然而，非洲猪瘟疫情将整

个产业链搅得天翻地覆，所谓牵一发而动全身。因此，围绕

健康养殖、食品安全，产业链上的企业要聚焦融合发展。上

游企业专注产品研发、寻求新技术新方法，养猪企业专注育

种改良、降本增效，屠宰企业专注食品加工。做好专业分工，

聚焦优势，将产业链的利润均匀化、持久化，促使中国生猪

养殖行业健康、持续的发展下去。

6 结语

总体来说，非洲猪瘟给中国养猪业带来的阵痛期已经

过去，但这也意味着我们将长期和非洲猪瘟共存。有的企业

在这期间脱颖而出，有的企业则走向没落，这也是“大浪淘

沙”的过程。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我们无须为过去遗憾和悲歌。

非洲猪瘟爆发一百多年，中国人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在非瘟

防控上书写了历史。展望未来，我们更多地应该看到非洲

猪瘟加速了中国养猪业向规模化、集约化和智能化的转型升

级。作为养猪企业，只有回归本质，聚焦企业自身核心竞争

力，才能在行业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作为养猪产业，只有

打通上下游产业优势，形成联合命运体，才能从无序走向有

序发展，进而提升中国养猪业在国际上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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