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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农牧食品行业发展趋势
———暨襄阳正大产业化经营模式初探

谭华祥

正大集团饲料事业湖北区，武汉 430070

摘要 总结了中国农牧食品行业发展遇到的问题，分析了农牧食品行业的发展趋势，对襄阳正大产业化经

营模式的优势进行了初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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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农牧企业集团之一，正大集

团在中国投资遍及青海以外的所有省、市、自治区，

年销售额超过 1 000亿人民币。2012年投资 760亿

人民币入主平安保险，成为第一大股东。正大集团

自 1992年投资湖北以来，先后成立了 1家制种企

业、4家饲料企业、4家现代化养殖企业、2家食品企

业以及百万头生猪产业化项目和 1 亿羽肉鸡产业

化项目，投资涵盖种子改良、种植、饲料、养殖、屠

宰、食品加工和零售。正大集团湖北区本着“顾客至

上、品质第一”的经营理念，支持农业、扎根农村、服

务农民，走农业产业化经营之路，业绩稳步增长。

1 中国农牧食品行业发展遇到的问题

中国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改革

开放以来，中国农牧业高速发展近 30年，这 30年用

世界 9%的耕地养活了世界上 20%的人口，满足了人

们基本的生活需要，可以说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中

国农牧食品行业发展也遇到不少问题，如生产效率不

高、环境保护压力大、食品安全不尽人意、农牧产品价

格周期性剧烈波动、人力成本上升过快等。此外，由于

中国农牧业的行业集中度较低、规模较小，金融资本

进入较难，现代科技、信息技术的应用受到较大制约。

2 农牧食品行业的发展趋势

2.1 农牧业向农牧食品业转移

消费者消费需求的变化和行业产业升级的需

要决定了中国农牧业向农牧食品业转移的趋势。一

方面，随着经济的发展，消费者的消费需求已由“吃

饱”转向“吃好”，农牧产品原材料的利润不如初加

工产品，初加工产品不如深加工产品；另一方面，农

牧食品业的市场潜力更大。

消费趋势决定了消费者倾向于选择便利性休

闲食品，而非初级加工的原料类食品。我国肉类总

产量 2015年不到 7%的增长；但是未来 5年我国食

品加工行业将从目前的 4万亿产值，增长到近 8万

亿产值，潜力巨大。

2.2 加速向全产业链模式转型

据《全国畜牧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统计，

我国农牧食品生产能力过快增长，产业链配套规划

不足，导致食品加工产能严重过剩，稻谷、小麦、大

豆、肉类屠宰加工、乳制品等企业产能利用率分别仅

为 44%、63%、42%、33%和 50%，造成全行业产能过

剩。麦当劳全球主要原料供应商福喜公司，曾斥数亿

巨资，在中国肉鸡养殖主产区山东半岛高标准建设

了一座国内最先进的大型肉鸡屠宰加工厂，但几年

下来经营惨淡，根本原因在于缺乏稳定的鸡源供应，

造成工厂产能长期处于闲置状态，无鸡可宰。福喜山

东工厂的遭遇是国内肉食品屠宰业的一个缩影，1/3

的产能利用率，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产能不配套。

在未来几年的行业整合中，向上整合种植业、

养殖业，向下打通农牧食品业，将成为品牌食品加

工企业的重要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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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国内食品消费潜力的释放，国内农作物、肉

食品原料供应日渐紧缺，许多有实力的食品企业开

始走出去，开展海外并购，并从源头上争夺产业链控

制权。行业巨头海外并购的动机可以有很多，但是其

中一条至关重要：抢占原料供应源头，实行全产业链

商业模式，掌握产业链价格话语权和控制权。

由于我国对农牧行业缺乏有效的产业规划，加上

各行业协会在调节和引导产能与价格上无能为力，我

国农牧食品行业长期陷入价格周期性剧烈波动。农牧

食品产业链长，价格传导存在较长的滞后性，从农作

物原材料价格上涨传导到最终肉食品价格上涨，短则

半年，长则一年甚至更长时间。对于产业链单一企业

而言，自然是“风水轮流转，今日到我家”，并年复一年

地出现“几家欢乐几家愁”的局面。因此，产业链核心

企业实施向前和向后一体化整合，打造全产业链，应

对这种行业周期律，既是无奈，亦属必然之举。

消费者食品安全意识越来越强，政府的治理也

越来越强硬，近年来食品安全全产业链追溯体系的

概念颇为流行。只有通过更紧密、更有约束力的方

式，从源头上控制食品原材料安全，才有资格说建

立起食品安全全程可追溯体系。这条路虽然投入巨

大，但也是不得不走的长远之计。

2.3 加速向规模化、标准化、现代化转型

用工荒及人力成本的过快上涨倒逼我国农牧

食品企业减少用工量，花重金购买先进设备，提高

机械自动化程度。以肉鸡屠宰厂为例，1条日屠宰量

10万只肉鸡的生产线，掏膛工序用工约 80人，年人

工成本至少 200万元，3年 600万元。购买 1台自动

掏膛机，按 600万元 1台计，虽一次性投资较大，但

3年即可抵消人工成本，在用工成本持续高涨，工人

流动率居高不下的今天，以机械化、自动化替代人

工，不仅从经济上是划算的，而且可大大减少人员

管理的难度，提高作业的标准化程度和产品品质的

稳定性。在饲料搬运、肉鸡、肉猪饲养场以及屠宰加

工现场，因工作环境艰苦、劳动强度大，用工管理成

为当前企业管理者的一块心病，以机器人替代人工

已经是大势所趋。因此农牧食品业加速向规模化、

标准化、现代化转型成为趋势。

3 襄阳正大产业化经营模式初探

3.1 食品安全是大趋势

农牧食品要安全，既包涵着食品生产本身要安

全，又要能保护生态环境，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降

低成本；同时还要能满足消费者的需要，向美味、安

全、健康的食品方向延伸。正大集团作为世界上最

大的农牧集团之一，不断地探索以期能找到一条适

应市场变化和客户需求的增长模式。正大集团的愿

景是“做世界的厨房，人类能源的供应者”，从农场

到餐桌的全产业链经营，保障食品的安全，并实现

全程可追溯，打造绿色环保、安全可靠的品牌新形

象。

由此可见，企业无论采取何种组织形式，何种

发展模式，生产安全食品，做一个有道德和有社会

责任感的企业是未来的一个大方向、大趋势。谁能

顺应这个大趋势，谁就能掌控未来。正大集团把农

牧和食品精深加工结合起来的全产业链经营模式，

正是顺应这一大趋势的产物。

3.2 襄阳正大“四位一体”发展模式

从 20世纪 80年代初开始，正大集团就结合中

国的国情，在中国多个地区成功实践了“公司 + 农

户”的产业模式，并带领了一大批农户致富。根据积

累的经验，结合新农村的新形势，正大集团在传统

的“公司 +农户”的基础上，又提出了“公司 +合作

社 +政府 +银行”新的“四位一体”发展模式。随之，

湖北襄阳付诸实践，形成了有正大特色的襄阳模

式。

1995年 4月 27日，正大集团落户襄阳，成立了

在襄阳的第一家子公司———襄阳正大有限公司，开

启了正大事业在襄阳发展的第一步。

20年来，襄阳正大已经从一家饲料生产企业，

成长为一家集作物育种、饲料生产销售、畜禽养

殖、屠宰与熟食加工、分销物流与终端销售于一体

的大型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在襄阳打造出了一

条“从农场到餐桌”全程安全可追溯的猪肉食品产

业链。

2010年 9月，正大集团董事长谢国民应邀出席

湖北省第十届“华创会”，为襄阳正大带来了新的发

展“契机”。会上，谢国民董事长与时任湖北省省长

李鸿忠签署“湖北省新农村建设战略合作框架协

议”。根据协议，湖北省将依托正大集团加快推进新

农村建设进程，正大集团决定在襄阳打造一个百万

头生猪产业化项目，作为新农村建设的产业支撑，

同时树立一个猪肉食品产业转型的样板。这个项目

简称为“4411”工程，即用 4 年时间，投资 40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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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生仔猪断牙的方法

仔猪出生时有 8颗锋利的稚齿，需要剪掉。这些稚齿非常锋利，可划破母猪的乳房，咬斗时还会互

相划破皮肤，引起继发感染。母猪残食仔猪的问题可能就和仔猪的稚齿有关。一般在仔猪出生后 1 d

内剪掉部分牙齿。剪牙时，应根据牙齿的部位和使用工具的不同，而采取不同的方法。

为了防止牙髓腔内的血管和神经暴露以及感染，最好的办法是仅剪掉牙齿尖锐的部分而不是将整

个牙齿拔掉。由于仔猪在出生后 72 h内会寻找合适的乳头，建立哺乳顺序，一旦超出这个时间才进行剪

牙，反而可能增加感染的机会。仔猪断齿不会影响体内促肾上腺皮质激素、皮质醇或乳酸的水平。

来源：中国养殖网

建设 1个年出栏 100万头生猪，年产 36万 t饲料，

年产 10万 t熟食，年产值过 100亿元的农牧食品业

项目，最终在襄阳建立起一条“从农场到餐桌”完整

的种、养、加农业产业化链条。

2014年，为配合正大襄阳百万头生猪产业化项

目建设，襄阳正大投资 1.5亿元，建成了一座 36万 t

的现代化饲料厂。同年襄州区政府注资 1.5亿元，成

立了襄阳市襄州正兴现代生猪养殖专业合作社，投

资建设 3个 10万头的规模化种猪场，扶持家庭农

场建设配套育肥猪场，参与正大襄阳百万头猪源项

目建设。

2014年 12月，屠宰与熟食加工厂也已全面开

工。项目全面投产后可实现年屠宰生猪 100万头、

加工肉类熟食 10万 t，向市场供应肠类、面点类、酱

卤类、热风烤制类、休闲食品、成型油炸类、调理品

和猪油类等八大类熟食，预计可实现年产值约 55

亿元，税收 2亿元。

3.3 政企互动，融为一体

企业的发展，离不开地方政府和当地群众的支

持。项目建设之初，市区两级政府投入巨资，合资建

设。2011年，襄州区政府成立了正大襄阳百万头生

猪产业化项目建设指挥部，由区人大主任担任指挥

长，负责协调和推动项目建设，为加快项目进展，襄

州区政府先后组建了 8个工作专班，在选址、规划、

用地、审批、办证、融资、建设等方面为襄阳正大提

供全方位一条龙式的服务。畜牧部门也积极跟进，

提出“你创新我支持，你总结我推广，你受益我发

展”的服务理念，在项目申报、资质办理等方面，与

政府、襄阳正大紧密协作，推进项目建设。

2015年 3月，襄阳市委主要领导莅临正大襄阳

百万头生猪项目屠宰与熟食加工工程施工现场考

察调研，并对正大襄阳百万头生猪产业化项目的意

义进行了总结：这是对外开放的结果，是利用国内

的资源和国外的技术，进行现代化生产的合作典

范；模式上采用四位一体“政府 +企业 +银行 +农

民”，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有机结合，带动畜

牧业升级换代，改变传统的养殖和加工方式，通过

市场把千家万户的小生产和千变万化的大市场相

结合，化解农民进入市场的风险；既能解决就业问

题，又能解决农民收入问题，这是对整个农业现代

化、规模化生产进行的积极探索。

正大所能回馈给地方政府和当地群众的，除了

提供上万个就业岗位和近 2亿元的年税收外，还有

对襄阳市农业产业化水平提升的强劲推动力———

作为襄阳迄今为止辐射范围最广、带动农户最多、

产业化水平最高的农业产业化龙头项目。

正大集团湖北区以襄阳为排头兵，摸索运用

“四位一体”新农村建设模式，扩大产业化规模的同

时，由现在的饲料生产销售、养殖逐步地向屠宰、食

品精深加工延伸，完成从农场到餐桌的完整产业链

经营。正大襄阳模式将推广到武汉、随州、宜昌、潜

江等更多地方，为更广大的消费者提供绿色环保、

健康美味的农牧食品，从而逐步实现“做世界的厨

房，人类能源的供应者”愿景。

行业论坛14·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