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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化为产能稳定提供保障

在河南省南阳市内乡县余关镇大花

岭村的一处开阔地带，占地2800余亩的

牧原肉食产业综合体让人大开眼界。放

眼望去，21栋楼房猪舍整齐排列，这片猪

舍年出栏量达210万头。据统计，2022

年全国生猪出栏69995万头，猪肉产量

5541万吨，同比增长4.6%。生猪产能稳

定、猪肉供给充足的背后是我国生猪产业

的高质量发展。

近年来，生猪疫病防控、环保政策、饲

料原料价格上涨等因素对生猪养殖提出

新的要求，推高了养殖成本。规模养殖场
具备规模效应，生猪生产规模扩大有利于
降低平均成本，从而增加收益。与生猪散
养户相比，规模猪场在机械化生产、生物
安全防控、精益化管理、生产效率等方面
具有显著优势。

据悉，我国生猪养殖规模化率从

2017 年 的 46.9% 提 升 至 2022 年 的

65.1%，推进生猪规模化养殖有利于提高
生猪养殖业抗风险能力，促进生猪产业平
稳有序发展，是生猪养殖业提质增效的重
要途径。

“目前，我国生猪养殖处在从传统养殖

向现代化养殖快速转型升级过程中。第5

轮猪周期大幅提升了生猪养殖规模化水

平，规模场出栏量已占六成，处在行业主导

地位，相信生猪产业未来会逐步走向稳定，

像国外一样，周期波动幅度也会缩小。”农

业农村部生猪产业监测预警首席专家、中

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副研

究员王祖力表示，在全国生猪养殖场系统

备案的18万家规模场，生产了超过60%的

猪，成为生产主力军和产能稳定器。

猪少价高伤民，猪多价低伤农。为了

让我国生猪产业发展更稳、让生猪价格波

动更小，决策者们想了多种办法。经过持

续摸索，在2021年9月，农业农村部印发

《生猪产能调控实施方案（暂行）》，确定了

全国能繁母猪存栏保持在4100万头左右

的调控目标。要求分级建立生猪产能调控

基地，把总的产能调控目标分解到各省，分

级落实调控责任，实行“三抓两保”：抓产销

大省、养殖大县、养殖大场；保能繁母猪存

栏量底线、保规模养殖场数量底线。

随着生猪产业的快速发展，生猪养殖
用地资源越来越紧张，生猪养殖进一步规
模化、标准化、集约化是必由之路。“今年7

月，国家生猪产业技术体系发布了《生猪

多层养殖技术指导意见》，生猪养殖用地

资源紧张，发展养殖业需向立体要空间，

提升设施农业高度集约化、标准化、设施

化、机械化、智能化水平，为生猪多层养殖

的新模式发展奠定基础。”国家生猪产业

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中山大学生命科学

学院教授陈瑶生说。

绿色化引领产业高质量发展

“今年的青枣个头大、味道甜，林老板

这批果又不愁卖咯！还真是养猪卖果‘两

头赚’哩。”近日，在福建省漳州市平和县

南胜镇法华村林振海的果园里，工人们手

里摘着果还不忘打趣一番。

林振海在法华村养了十多年猪了，家

里现在就有500多头生猪，对于猪粪的处

理问题，他有一肚子话可唠。“以前养得少，

还能随便处理，但随着猪越养越多，不仅周

边村民受不了，我自己也愁得不行，必须要

想办法消纳猪粪。”林振海便开始在养殖场

周边种植果树，铺设管网给果树施用适量

经过处理的沼肥。结果发现用了有机肥的

果子不仅长得更好，口感也有改善，他便向

周边种植户推广。如今，周边180多亩果

园里种的青枣、蜜柚、芭乐等水果年年都能

卖上好价，产品供不应求。

如何把粪污资源化利用是生猪养殖

的必解课题。如今，像林振海一样的生猪

养殖户比比皆是。“养猪粪污必处理、种植

施用有机肥”的理念深入人心。

位于江苏省盐城市大丰区的欣运家庭

农场是一家生猪养殖与有机农业循环发展

的综合生产基地，建有4.1万平方米的现代

化高标准猪舍，配备有20万立方米的黑膜

沼气池和沼液贮存池、3000立方米沼气储

气罐以及年产1万吨的生物有机肥厂房。

猪场内固液分离后的液体粪污，采取厌

氧发酵方式进行沼气发电，产生的沼液储放

在贮存池内，一部分通过地下管道输送到自

建的500亩江苏川鹿现代农业示范园，发展

优质果品和蔬菜；另一部分由地上管道输送

到周边农田，免费提供给农民。“我们处理好

了粪污，保护了环境，还能带领更多老百姓

致富，何乐而不为呢？”欣运家庭农场负责人

黄鑫告诉记者，周围的农民大多种植青贮玉

米，都用他们农场提供的粪肥做基肥，种植

前用沼液施肥，作物都长得非常好。

随着近几年我国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整

县推进等项目的实施，以生猪产业为代表的

畜牧业绿色化程度也越来越高。截至2022

年底，全国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达到78%，规

模养殖场设施装备配套率达到97%，畜禽粪

污资源化利用水平明显提升，养殖主体有效

处理畜禽粪污的意识显著增强，基本解决了

规模养殖场畜禽粪污直排问题。

智能化走上高速发展的快车道

在河南省邓州市福航养殖场种猪舍

内，一头猪走上种猪性能测定站，这个外

观酷似“大铁箱”的设备可不简单。几秒

后，耳标识别时发出“滴”的一声，设备瞬

间识别出猪的身份。此时，食槽内已经准

备好了饲料，供其自由采食。

在猪采食的过程中，智能设备工作的

“重头戏”开始了。此时，这头猪的采食时

间、采食量、采食次数、体重等有效信息都

被设备读取，并上传到专门的数字平台。

经过后台运算，猪日增重、料肉比等情况

在饲养员手机上就可以看到，种猪健康状

况是否优良一看便知。

这种智能化的科学喂养会根据猪的
头数、日龄、采食习惯等进行精准饲喂，既
提高了猪采食量，也减少了饲料浪费，从
源头降低料肉比与碳排放。相较于传统
的干料喂养，吃这种粥料的猪，在保育育
肥阶段每头可提升效益150元左右，那么
1000头猪便可多带来15万元的收益。

在生猪产业发展中，智能化设备可伴

随猪的一生，福航养殖场的运作模式是如

今大型养殖场的缩影。放眼全国，畜牧业

智能化的浪潮席卷而来，智能化设备已经

在养殖、生产加工、管理、销售等各个环节得

到应用。“归根到底，养殖场的最终目的是获

取最佳的经济效益。

对于生猪养殖大场来

说，智能化程度越高，

规划越科学，就更有可

能在市场竞争中抢占

先机。”中国畜牧业协

会副秘书长刘强德说。

除 了 规 模 养 殖

场，中小散户也是我

国生猪产业的重要组

成部分，在这场智能

化的浪潮中，他们又

能否受益呢？

“在未来，生猪中小散户可能会转型成

合作社或者家庭农场，逐渐走向规范化、标

准化。生猪产业永远呼唤顺应时代潮流的

‘新农人’以及具有本土特色的养殖方式。

智能化便是助力更多生猪养殖人才的有效

手段。”农信互联副总裁于莹对记者说。

对于中小散户来说，成本是其考虑的

第一因素。为生猪养殖中小散户提供物

美价廉的智能化科技既是市场所需，也是

中小散户走向智能化的重要出路。

南京亥客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王晓

冰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们研发出的环

控器从几百元到1万元不等，而进口同类

型的环控器价格可能高达2万-3万元。”

作为一家主要提供养猪智能化技术的企

业，亥客技术有限公司除了研发对标养殖

大场的智能化设备，还把目光转向无力承

担高额费用的中小生猪养殖户，研发出价

格低廉的产品，力图简化操作流程，让散

养户也能轻松掌握。

如今，很多生猪养殖的智能装备都纳入

了农机购置补贴的范围，在拥抱智能化畜牧

业浪潮的进程中，中小散户也不是“局外人”。

“目前，对于我国畜牧业来说，智能化

程度最高的两个畜种是生猪和家禽。对

于生猪产业来讲，我们在精准饲喂、环境

控制、发情繁殖管理、疾病预防、诊疗方面

都有了比较成熟的效果。比如智能机器

人在巡检猪时，对猪进行体况3D扫描的

精准度已达99%以上。”刘强德表示，“无

论是国家政策的指引，还是从技术的提

升，都标志着我国的生猪产业智能化正在

走向高速发展的快车道。”

（综合新华社、中国农网）

我国生猪产业化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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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魏县一家农业企业工作人员用手机APP展示猪场信息。

在我国，生猪和粮食

一起担当“安天下”的重

任，猪价被当作“百价之

窗”，生猪产业一直被各

方所关注。随着社会经

济的发展，我国生猪产业

也逐渐脱离传统养殖方

式，走出现代化和高质量

发展的新路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