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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中小规模养猪场的风险和防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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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农村劳动力的流动，农村适度规模（中小规模）生猪养殖户不断增加，但养殖

户生产技术水平参差不齐，面对复杂多变的市场竞争和生产经营过程中的各种不利因素，养殖风险凸显。为此，

本文介绍了农村适度规模养猪存在的主要风险：自然环境和气候变化风险，市场变化和行业竞争风险，养殖技术

和生物安全风险等；针对这些风险提出了防范措施：选好场址规避自然风险，随行就市调整生产结构，降本增效

进行科学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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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镇雄县地处云贵川三省结合部，是一个

典型的山区农业大县，也是云南省人口第一大县。

长期以来由于交通不畅，畜牧业生产相当一段时期

一直处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状态，生产水平极

低。随着国家改革开放和经济结构的持续深化改

革，农村大量青壮年劳力向城市转移，农业生产耕

种方式逐步改变，农家肥利用减少，过去的“养猪不

赚钱，肥了一丘田”已经逐步成为历史，生猪散养户

逐步减少，中小规模养殖户不断增加，随着交通条

件的巨大改善，动物产品流通速度的快速提升，养

殖户的经营环境也变得复杂多变。这些养殖户不仅

要面对市场带来的严峻挑战，而且还会因为生产经

营过程中的各种不利因素而使得养殖户面临巨大

的风险，一些养殖场关闭了、一些养殖场又起来了。

因此，对于这些养殖户来说，应该普遍树立风险管控

意识，强化对风险产生的各种因素的分析和解决[1]。笔
者根据在基层工作多年的经验，就农村中小规模养猪

场所面临的风险因素和防范措施作一些探讨，希望对

农村中小规模的养猪户有所帮助。

1 存在的主要风险

1.1 自然环境和气候变化

生猪养殖场在养殖过程中面对的自然因素主

要包括气候条件、温度、湿度，交通条件，地理间隔，

饮水安全，粪污处理去向，土地使用是否合规，尤其

是所养猪的品种与周围自然环境和气候变化的适

应度等，这些在建场前就应该认真分析，搞清楚有

利因素、不利因素和解决办法。

1.2 市场变化和行业竞争

首先，正常情况下生猪生产本身就存在着一定

规律的周期性起伏变化，在市场也就是价格变化的

过程，也是养猪人赚钱与亏本的过程。有的人埋头

拉车不看路，盲目发展生产，出现了猪价好时没猪

卖，猪价亏时大甩卖。导致一部分中小养殖户无力

抵御市场风险而血本无归，关闭了之。其次，随着人

民群众需求的不断变化，菜篮子工程品质的提升，

道路交通和物流产业的快速发展，政府优惠政策和

相关技术的推广应用，养殖场的数量日渐增多，养

殖户之间的竞争逐渐加剧，由此也带来了更大的市

场风险。

1.3 养殖技术和生物安全

养殖技术方面的风险主要有：一是引进猪种的

风险，品种优劣是养殖成功和提高经济效益的关

键，生产规模大小和确定产品方向是引种的基础。

二是养殖过程中饲养管理不规范，随意性很大。最

典型的就是什么方便就喂什么，导致饲料质量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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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合理、饲料配比不均衡，再加之所处地理环境湿

度高，粮食和饲料容易霉变，一不小心就会造成危

害，增加养殖风险。三是养殖过程中养殖户成本核

算意识淡化，生产档案不健全或缺。很多小型养殖

场采用包账管理，不重视生产数据的采集和利用，

导致生产上的盲目性和随意性，放纵了风险的发

生。四是养殖户生物安全意识淡化或不懂，随着产

品流通范围的加大，对潜在的病毒传播风险不警

觉，对疾病防范意识不足和生产观念落后，消毒、防

疫不合理、不彻底或管控不严格，一旦传染病暴发，

就造成巨大经济损失。

2 应对风险的措施

农村中小规模的养猪户在开展养殖之前，首先

就要有风险意识，对各种养殖风险要有正确的判断

并知道如何规避和防范这些风险。对可能出现的各

种风险要进行有效的分析和评估，要有往最坏处思

考、往最好处努力的思想准备，并结合自身实际的

养殖情况和养殖条件作出正确的决策。

2.1 选好场址规避自然风险

规避自然风险，养殖场选址最关键。一是养殖

场选址应选在国家规划的宜养区范围，这是前提条

件。二是要结合养殖目标、养殖品种、养殖规模、生

产产品，交通、饮水、粪污处理、生物隔离等所需要

的自然条件、最佳条件来进行养殖场选址。三是养

殖场基础设施建设中通过规范化设计有效解决好

隔离、养殖流程、保温、通风、采光、排污等方面的不

利因素，规避或降低自然风险。

2.2 随行就市调整生产结构

信息时代为生猪生产的发展带来了良好的信

息基础，因此，养猪户要全面收集信息，了解国家和

地方养殖业政策，生猪生产形势，生猪疫病流行情

况，粮食市场变化，生猪产品价格波动等情况，结合

生猪养殖生产周期和市场变化规律，对自身养殖场

生产结构提前作一些预判和调整，做到随行就市。

在预计生猪市场将要下滑过程中，逐步减小生产规

模，淘汰生产能力低下的母猪，优化生产群体，维持

发展基础。在生猪市场进入低谷时，着手基础母猪

准备，扩大生猪规模，备战下一波市场的到来，以此

降低市场突变给生猪生产带来的损失。在此过程中

也决不能松懈生物安全措施，更要避免跟着散养户

走“一哄而起、一哄而散”的老路。

2.3 降本增效进行科学管理

养猪业和其他商业模式有相似之处，即以最低

的投入获得最大的产出是基本的追求目标，但它不

同于一般的商品生产，其生产周期不是工厂化可以

改变的，只能采用客观科学的手段去干预生产的环

节，进而获得最大的投入产出比，获得最大的效益，

这是技术管理的关键之所在。

1）把握疫情动态，及时作出调整。重大疫情的

发生一般都有突发性的特点，必须及时通过新闻媒

体和地方政府发布的信息准确把握生猪疫情动态，

与应对市场下行一样及时调整饲养结构及规模。如

疫情势头严重，当采取部分出栏甚至于全部空栏，

借此机会对整个猪场作彻底消毒和全面修整。待疫

情得到控制，再重新恢复生产。

2）科学压缩成本，达到提质增效的目的。一是，

从基础设施建设开始，就应合理规划和施工，减少

不必要的劳动力消耗，不盲目扩大投入。二是，根据

目标要求选择出栏率高、日增重快、抗病力强的生

猪饲养品种。三是，采用先进科学饲养技术，加强生

产和财务分析管理，最大限度地压缩成本支出，使

猪场饲养管理水平达到既经济又高效的最佳状态。

3 结 语

农村中小规模养猪场具有数量多、面广等特

点，其不同程度地存在一些共性和个性风险，如自

然环境和气候变化地风险，市场变化和行业竞争地

风险，养殖技术和生物安全地风险等，只有及时采

取有效措施防范这些风险，才能保障生猪养殖户的

经济效益和农村生猪产业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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