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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事实表明，规模化猪场在管理中存在的许

多问题已严重影响和制约着企业的发展和壮大，当

前有相当一部分规模化养猪场，特别是一些刚走上

规模养殖的猪场，管理混乱、管理水平低、管理能力

差，有规模无效益或者效益不够明显等现象非常突

出。管理是规模化猪场能否实现经营目标———追求

规模效益、实现利润最大化的核心和关键[1]。

1 规模母猪养殖场管理存在的问题

规模母猪养殖场的管理一直是投资者头痛的

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一是有些投资者有

资金没技术，有技术没精力、没时间；而有养猪经

验和技术的却又没有资金；二是母猪养殖技术含

量要求高，责任心要求强，很多母猪养殖户都说

母猪只能自己养，请人是不可能养好的，是赚不

到钱的，也就形成了一个不能扩大再生产的瓶

颈，从而严重影响和制约着企业的发展和壮大；

三是请来的工人与企业利益不相关，只管每月拿

到稳定的工资，积极性不高，责任心不强，不顾养

殖场利益。如何克服只能自己养，不能靠请人的

传统观点；如何才能扩大养殖规模，增产增收；如

何解决对投资者来说是请工难，而对务工者来说

是帮人难这一矛盾；如何提高猪场的生产性能和

效益，提高工人的积极性和工资待遇等诸多问题

同时摆在了投资者、工人和所有规模母猪养殖场

管理者的面前。

综合以上问题，笔者从投资者的角度出发，结

合在猪场近 20 年的工作经验作出一些探索与思

考。

2 规模母猪养殖场管理模式创新

如何才能提高工人的积极性？最好的办法就是

把工人和猪场绑在一起，让他也成为猪场的主人，

把他的工资作为股份，按猪场的收益来支付报酬。

但是作为打工者，他们想拿的是稳定工资。假如作

为股份，这年赚了钱还好，要是亏了怎么办？工人不

想承担任何风险，还是干一天有一天的收益稳当。

毕竟这几年养猪的市场行情不太好，而且还需承担

市场、原料价格、疫病等风险。再就是工人不参与猪

场的财务事宜，不懂得核算，并且不信任老板，特别

不能接受把猪场折旧等纳入成本核算。

要怎样才能既保证猪场增产增收又能提高工

人积极性，而且能让他们拿到相对稳定的工资呢？

现在的工厂大部分采取保底加提成工资，按绩取

酬，多劳多得。笔者认为养猪场也可以考虑这种管

理模式。

笔者在一个国营猪场从事管理和技术工作，同

样面临着替人打工的思想和问题，积极性不高。猪

场生产效率低下，无效益，市场行情不好甚至亏本。

如何破解这些症结是笔者经常思考的问题。假如把

猪场承包出去就有可能搞活，但猪场还须向全县及

周边提供优良种猪（长白、约克、杜洛克，主供长大

二元母猪）及人工授精用的精液，若以经济效益为

主，难以保证品质。如果承包给个人，按现有存栏

150头计算，资金要 100余万元，大部分人难以承

受。如何既能保证质量又能增产增收？笔者就想能

不能只把技术和劳务承包出去？承包给一个既懂技

术又懂管理的人，然后按育成仔猪的数量来付给报

规模母猪养殖场管理模式探索

李 勇 1 杨伟显 2 何 萍 3 杨红建 3 杨登刚 3

1. 云南省玉溪市通海县畜禽改良站，云南通海 652700；

2.云南省玉溪市通海县秀山街道畜牧兽医站，云南通海 652700；

3.云南省玉溪市通海县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云南通海 652700

收稿日期：2015-03-12

李勇，男，1975年生，兽医师。

管理前沿 65窑 窑



养殖与饲料 2015年第 4期

酬，多育多得，按绩取酬，这样就可以像工厂一样管

理了。企业既增产增收，工人又多劳多得，这不是双

赢的节奏吗？

有了清晰可行的思路，笔者开始进行探索，由

于这是一个正规的国营猪场，各种原始记录、数据

资料、台账账务都比较齐全，有较全的数据作支撑。

经过对全场近年来资料的归纳总结和分析，得出本

场近几年来每年每头能繁母猪提供的育成仔猪数

是 15.6头。经过协商，与在本场工作多年的一名业

务较熟悉又有上进心的工人达成如下协议：

一.甲方：×××养殖场

二.乙方：×××

三.双方约定事项

1.甲方把养殖场的所有技术和劳务承包给乙方，

含猪的饲养管理、饲料生产、配种、接生、转群、疫病

防治、卫生清洁、消毒及各种原始记录等，甲方仅做

好猪、粪的销售，物资、饲料发放及统计、监督；

2. 乙方按每年每头能繁母猪提供 16头育成仔

猪（每头不低于 30 kg）给甲方，甲方按每头付给乙

方薪酬 32元，多育的按每头 50 元付给，不足的按

每头 25元扣除，每月按实际育成头数结算，当月付

给 70%，剩余 30%年终结算；若当月结算不足 2 000

元，按 2 000元发放；

3.仔猪育成数、猪死亡数等各类猪数量须经双

方签字认可；

4.饲料营养、免疫程序、种猪更换等相关事项由

双方共同商定；

5.为增强乙方责任心，场内种猪（公猪、母猪、后

备猪）死亡率控制在 2%以内，超过部分按每头 200

元从薪酬中扣除；

6.乙方负责场内猪、饲料、物资等的保管，造成

丢失的照价赔偿；

7.乙方负责场内设施设备的管理和维护，爱护

公物，正确合理使用各种物品、器械，若使用不当造

成的损失照价赔偿。

四.甲方的义务和职责

1.提供生产所需的场地、设施、种猪、场房、住

房、物品和生产工具等；

2.提供猪场所需的各种饲料生产原料；

3.提供生产所需的兽药、疫苗、器械等物资；

4.提供水电；

5.参与饲料营养、免疫程序、种猪更换等相关双

方事项的商定；

6.监管猪的数量、质量，做好各种物资的销售、

管理及各类数据的收集与整理。

五.乙方的义务和职责

1.制定猪场的生产方案，并组织实施；

2.负责整个猪场的饲养和管理；

3.生产猪所需的各类饲料，负责猪场的所有劳

务工作；

4.爱岗敬业，节约物资，爱护公物，遵纪守法。

3 初步成果与探索

经过 1年的运行，实践证明，此方案确实有效，

真正实现了双赢。猪场有种公猪 6头，能繁母猪

120头，后备猪 32头，应育成仔猪 120×16＝1 920

头，实际育成 1 944 头，多育成 24头，应付给报酬

1 920头×32元 /头＝61 440元，多育成 24头×

50元 /头＝1 200 元，实际付给乙方薪酬 62 640

元。从承包者来说，按未承包前他的工资是 2 500

元 /月×12月＝30 000元，若他请一个普通工人按

2 000元 /月算，应付 2 000元 /月×12月＝24 000

元，按 62 640-24 000＝38 640元算，就是这一年他

多增收 38 640-30 000＝8 640元，而他是叫妻子来

帮着做，按当地夫妻工 3 500元 /月×12月＝42 000

元，就是说他家一年多收入 62 640-42 000＝20 640

元，并且还能夫妻团聚。从甲方猪场来看，按承包前需

一个技术工和一个普通工来算，技术工 2 500元 /月×

12月＝30 000元，普通工 2 000元 /月×12月＝

24 000 元，总共是 54 000 元，表面看多支出了

62 640-54 000＝8 640元，但多育成了 24头（若按

承包前育成 15.6头算，其实是多育成了 72头），按

30 kg商品猪市场价 0～20 kg 23元 /kg、20 kg以

上 14元 /kg计算，共增收 72头×20 kg×23元 /kg+

（72头×10 kg×14元 /kg）＝43 200元，除去每头仔

猪从出生到育成 30 kg的成本 225元 /头×72头＝

16 200元和多育成 24头的薪酬 24头×50元 /头＝

1 200元，共支出成本 16 200+ 1 200＝17 400元，

实际增收 43 200-17 400＝25 800元，若按长大二

元母猪 1 500元 /头算，效益更佳。更重要的是，猪

场的人员由原来的配种员 1人，兽医人员 2人，场

长 1人减至 1～2人（不是国营 1人就可以了），可

减少 2～3人，工作也轻松。还能解决以前生产性能

低下，工人积极性不高，管理难，效益差，必须亲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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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才能养好、投资者必须懂业务等顽疾。如果再经过

几年的探索，总结经验，相信可以取得更理想的成绩。

经过 1年的探索，发现还存在饲料、水电浪费，

生产工具、医疗成本较高等问题，因此在上年成功

的基础上，经过分析与总结，根据存在的问题，对方

案进一步作了优化。

首先对饲料用量进行了核定，按种公猪每天

2.8 kg×365 d＝1 022 kg。能繁母猪空怀期 10 d，

每天 3 kg；怀孕期 1～20 d，每天 2.2 kg；孕期 21～

90 d，每天 2.7 kg；孕期 70～114 d，每天 3.2 kg；哺

乳期 35 d，每天 4.5 kg；1年产仔 365 d÷（10+20+

70+24+35）＝2.3窝。空怀期喂空怀料，1头能繁母猪

1年核给空怀料 10 d×2.3窝×3 kg＝69 kg；孕期

1～20 d喂怀孕前期料，1 头能繁母猪 1 年核给怀

孕前期 20 d×2.3窝×2.2 kg＝101.2 kg；孕期 21～

90 d 喂怀孕料，1 头能繁母猪 1 年核给怀孕料 70

d×2.3窝×2.7 kg＝434.7 kg；孕期 90～114 d喂哺

乳料，24 d×2.3窝×3.5 kg＝193.2 kg；哺乳期喂哺

乳料，35 d×2.3 窝×4.5 kg＝362.25 kg，1 头能繁

母猪 1 年核给哺乳料 193.2+362.25＝555.45 kg，1

年每头能繁母猪总共核给饲料 1 160.35 kg；育成 1

头仔猪按教槽料 5 kg、乳猪料 10 kg、仔猪料 20 kg

核给，体质量达 30 kg时交给甲方，后备猪和育成

猪不核，按实际需要量供给。核给的饲料节约部分

按价值的 50%奖励给乙方，超出部分按价值的 25%

从乙方薪酬中扣除。

其次对医药费（包括针药、器械、消毒、疫苗、保

健等）进行核定，按每头能繁母猪（包括仔猪）、公

猪、后备猪分别核给，节约部分按价值的 50%奖给，

超出部分按价值的 25%从薪酬中扣除，鼓励乙方从

早发现早治疗的原则进行防治。

同理，在水电、生产工具上也给予核定，同样按

重奖轻罚的原则来进行奖惩。水电是浪费最大的一

项，哺乳后期、保育阶段的保暖设施可以白天关，晚

上开，但工人为了省事，经常疏忽这随手就能做到

的事；还存在不关水龙头、不检修水管等问题，造成

较大的浪费和损失。只有定额核给，给予奖励，才能

调动积极性。但核给的参数因地理、设施设备等的

不同而存在差异，最好有往年的账务数据来提供参

考，同样要建立在双赢的基础上。

4 总结与思考

相信在上年成功的基础之上，今年的方案将更

加完善，同样也会取得更好的成绩。这是规模母猪

场的一种成功管理模式。经过思考与分析，笔者认

为取得成功的关键在以下几点。

1）制定合理的参数，不能过高和过低。最好是

以近几年的原始数据作基础，过高过低均不利于发

展，只会适得其反。

2）要建立在双赢的基础之上。

3）以重奖轻罚为原则。双方都得利，更能提高

承包者的积极性。

4）要因时、因地、因场制宜。市场瞬息万变，各

地工资不一样，饲养的品种不一样，生产设施设备

不一样，环境不一样，猪场类型（种猪场、扩繁场、商

品场）不一样，甚至相同品种不同品系间均有差别。

总之，要有齐全的原始数据资料作支撑，并根

据具体的实际情况，制定合理双赢的方案。总结本

场的利弊得失，查找问题，分析原因，然后加予解

决。管理是什么？笔者认为就八个字：发现问题、解

决问题。相信每个投资者、管理者只要用心去发现

问题、解决问题，就一定能找到最好、最优的管理方

案，实现利益最大化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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