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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企加快投資

新 聞 追 蹤
大公報記者 賀鵬飛鹽城報道（文、圖）

生豬業洗牌 現代化養殖成趨勢

「周圍農戶散養的豬基本上死光了
，一頭不剩。」 鹽城市亭湖區開泰生態
養殖場老闆張桂正對記者表示，去年7
月左右，非洲豬瘟蔓延至鹽城及周邊地
區，他的朋友圈裏哀聲一片， 「幾乎每
天都可以看到死亡幾百頭、上千頭的消
息。」

具備一定規模的養殖場尚且如此，
散養戶更是慘不忍睹。張桂正指出，由
於絕大多數散養戶缺乏專業的養豬知識
，特別是防疫知識，因而極易受到感染
。開泰養殖場附近一家採取 「公司＋農
戶」 模式的養殖場，旗下農戶之間交叉
感染嚴重，生豬死亡殆盡。另外一家規
模兩百多頭的小型養殖場，也由於防疫
不太規範而染上疫情，目前只剩下幾十
頭生豬存活。

豬農復產意願不強
安徽省的情況也大抵類似。該省養

殖戶老楊表示，他所在的村莊及周邊地
區有一兩百散養戶，養豬數量從一頭到
數十頭不等，但是去年暑期爆發疫情後
，所有散養戶養殖的生豬僅有三頭存活
。去年老楊的養殖場共有五六百頭生豬
和母豬，周邊養殖戶發生疫情後，他及
時將母豬轉移到一個偏僻的養殖場進行
隔離，並加強了消毒和防疫措施，最終
成功躲過一劫，成為所在鄉鎮唯一沒有
爆發疫情的養殖場。

統計顯示，雖然在生豬供應數量上
，內地規模養殖場戶和中小養殖場戶各
佔一半，但從生豬養殖場數量來看，
規模場戶佔比不到1%，中小養殖場戶
佔比超過99%。而中小養殖場戶特別是
散養戶大多養殖技術落後，管理水平
和生產效率低下，對疫病的防控能力
不足，因此在非洲豬瘟疫情中首當其
衝。

鹽城市的一份調研報告顯示，去年
上半年該市生豬飼養戶數量驟減，養豬
格局發生變化。無論是散養還是規模養
殖，飼養戶數均比2018年同期明顯減少
，其中散養戶減少了35%以上，規模養
殖戶減少了25%以上。原先一兩頭的生
豬散養戶大為減少，空欄戶增多；但規
模養殖戶養殖規模擴大，全年出欄肥豬
100頭以上的養殖戶明顯增加，呈現出
「少養不如不養，養豬就要養多」 的新

格局。
經過去年下半年新一輪非洲豬瘟的

強勢 「洗牌」 後，鹽城市散養戶數量進
一步減少。同時，由於不少散養戶血本
無歸，既缺乏復產資金，也喪失復產信

心，因而其復產願望遠不及規模養殖場
戶強烈。

「對於養殖戶來說，這次非洲豬瘟
比以往任何疫情的打擊都要大得多。」
鹽城市亭湖區養殖戶陳漢榮估計，目前
當地至少80%的養殖戶沒有復產，很多
養殖戶已經放棄復產的念頭，直接外出
打工去了。

智能系統全程管控
此外，官方也在進一步推動養殖規

模化程度。去年9月，國家發改委和農
業農村部聯合發布通知，實施生豬規模
化養殖場建設補助項目，各地政府也相
繼出台相關措施。例如，揚州市已調整
一般農用地6000畝，並設立5億元（人
民幣，下同）的生豬產業發展基金，重
點支持現代化大型生豬養殖場建設和產
業鏈發展。

「未來的養殖業將是一個資金密集
、技術密集的產業。」 全穩生技農業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執行董事張覺前斷言。
全穩生技已投入4.5億美元資金，在江蘇
省淮安市建成和在建的大規模養殖場多
達5座，另外還有1座飼料廠和1座生技
研發廠，預計到2021年可完成年產90萬
頭生豬的一期布局。

全穩生技的母公司台灣穩懋集團是
全球最大的砷化鎵晶圓代工企業，產品
在全球市場的佔有率高達70%。依託母
公司的技術優勢，全穩生技自行研發了
一套iFarmer智能農牧管理系統，對旗
下養殖場進行智能化管理。全穩生技每
一頭仔豬出生後36小時之內，養殖員都
會為其打上RFID（無線射頻識別）耳標
，並將仔豬來源、性別、出生時間等信
息錄入iFarmer系統，系統會據此生成
施打疫苗、斷奶、轉場、保育、育肥、
出售等作業流程，實現生豬養殖全周期
可控、可追溯。

iFarmer系統根據豬隻生長情況進
行精細化餵飼，並配合物聯網對養殖場
環境進行自動控制，以及對環境信息進
行智能採集和分析，由此加強疾病預防
控制。通過運用這些先進技術，全穩生
技的養豬效率得以大幅提高。

例如，全穩漣水母豬保育場從2017
年5月份開始導入iFarmer，一年後胎產
合格數由導入前的10.26頭成長至11.49
頭，胎斷奶仔數則由9.67頭成長至
11.08頭，分別增加了11.9%和14.6%
。每頭母豬每年可上市3000公斤豬肉（
即120公斤的生豬25頭），遠遠超出普
通養殖場平均1400公斤的水平。

江蘇省農業農村廳的信息顯
示，去年以來，該省多個地市均
出現大企業加快投資大規模養殖
場的現象。例如，徐州市引進立

華、溫氏等十一家企業集團，在適養區新建高
標準生豬養殖場，目前已有八家建成投產，預
計2020年新增生豬產能150萬頭以上。淮安市
九個產能20萬頭以上生豬養殖集團正在積極增
產或加快建設進度，溫氏集團年屠宰能力達
100萬頭生豬定點屠宰場也已獲批。

在宿遷市，德康農牧百萬頭生豬項目已有
三個種豬場建成投產，另外還有五個商品代豬
場已經開工建設；光明集團一期萬頭種豬場已
建成投產，10萬頭育肥豬場預計將於3月底建
成。

江蘇省政府辦公廳去年10月下發的《關於
穩定生豬生產保障市場供應推動生豬產業高質
量發展的實施意見》明確提出，到2022年，
全省養殖規模化率達到85%以上；到2025年
，養殖規模化率進一步提高至88%以上。

前瞻產業研究院發布的分析報告指出，未
來一段時間內，規模經濟仍將驅動中國生豬產

業的轉型發展，規模化養殖將是生豬養殖行業
的主要趨勢，中小散養戶退出的市場空間，將
由大型的規模化企業來填補。

艾媒諮詢分析師認為，生豬養殖的專業化
進程在不斷加快。未來，細分企業不斷整合壯
大，而其他養殖戶走向專業化分工。除了傳統
的繁育到肥豬出欄一體化的養殖模式外， 「種
豬培育→仔豬哺育→育肥飼養」 的專業化分工
協作比例將不斷增加。此外，適度的規模經營
可有效克服養豬業生產的瓶頸，提升產品的安
全性，提高經營效益，實現規模化養殖與效益
並行。

轉型
發展

非洲豬瘟爆發一年多來，內地生豬數量據估算已銳減一億頭
左右，由此導致豬肉乃至相關食品價格飆漲。這場前所未有的疫
情，在對國計民生造成巨大衝擊的同時，也進一步改變了中國的
生豬產業結構。不計其數的散養戶因為血本無歸而黯然退場，同
時也有不少實力雄厚的大企業趁機入場，生豬養殖的規模化、專
業化進程加速。

豬瘟改變產業結構 散戶紛敗走

種養結合 降低風險
非洲豬瘟疫情橫掃中國，讓生豬養

殖業的高風險性暴露無遺。業內人士建
議，在加快生豬養殖規模化、專業化的
同時，還應積極推廣種養結合和循環農

業，延長生豬養殖產業鏈，以降低單一生豬養殖的高
風險。

「別人家的大米一斤（500克）只賣兩塊錢，我
家的有機大米三塊五一斤還不夠賣。」 鹽城市亭湖區
開泰生態養殖場老闆張桂正不無得意地說。他利用自
家的幾畝農田種植大米、玉米和蔬菜，並將養殖場的
豬糞發酵做成有機肥，由此種出的農產品不僅非常安
全，而且口感遠勝於使用化肥的農產品，因而非常暢
銷。

上述種養結合的模式可謂一舉多得，既提高了農
產品品質，省去了購買化肥的開支，又將豬糞變廢為
寶，解決了養殖場的污染問題，另外還增加了養殖戶
的收入，降低了生豬養殖的風險。但由於土地難租，
張桂正的種養結合難以擴大。他希望政府部門積極協
助進行土地流轉，引導養殖戶發展種養結合或者家庭
農場，促進養殖業的健康發展。

此外，全穩生技也正在江蘇省漣水縣新建一個佔
地約2000畝的循環農業產業園，該產業園除了種養

結合外，還準備發展觀光產業。據全穩生技執行董事
張覺前介紹，該產業園除了有機稻米、花果蔬菜之外
，也將種植中草藥，同時巧妙地運用了造園藝術技巧
和手法，打造蘇州園林風格的觀賞庭園，並開闢魚塘
養殖高端魚類，形成集畜牧養殖、農業種植、蔬果採
摘等相關產業聯動發展的生態農業模式。

張覺前直言，養豬最大的困擾就是糞尿。為此，
全穩生技旗下豬舍在設計時就進行了糞尿分離，通過
半導體薄膜透析的方法處理尿液，將尿素結晶取出尿
素氮並獲得反滲透水循環使用。

而豬糞則在有機肥處理場腐熟、發酵製成有機肥
，發酵過程中產生的沼氣還被用來發電，供養殖場直
接使用。

▲全穩生技每一頭仔豬出生後36小時之內，養
殖員都會為其打上RFID耳標 受訪者供圖

▲鹽城市亭湖區開泰生態養殖場一角

假疫苗害慘養殖戶
目前豬瘟疫情雖然有所緩解

，但並未得到徹底控制。業界期
待國家組織科研機構，加快非洲
豬瘟疫苗的研發進程，同時加大

打擊銷售假疫苗和病死豬等不法行為。江蘇一
位匿名養殖戶透露，自豬瘟疫情爆發，養殖戶
人心惶惶，預防疫苗卻一直沒有研發出來。在此
情況下，一些不法分子到處高價推銷所謂的非
洲豬瘟疫苗，很多不明就裏的養殖戶購買後給
豬隻注射，出現大量不良反應甚至死亡案例。

除銷售假疫苗外，還有一些不法分子趁機
收購和販賣病豬和死豬，導致非洲豬瘟疫情進
一步擴散。安徽省養殖戶老楊稱，去年疫情流
行時，當地政府部門曾在主要道路設卡攔截，
防止疫區病死豬進入當地，但仍有一些不法分
子躲過關卡，每天深夜從偏僻小路將疫區豬肉
運進當地。

老楊和其他養殖戶為此曾自發組成巡邏隊
，每天深夜到各偏僻路口巡邏，並曾當初抓獲
運送病豬的車輛。不過對方很快找來一大幫地
痞無賴，將老楊等人打傷，等警察趕到時對方
早已一哄而散。

更有甚者，前述江蘇省養殖戶指，一些疫
區官方人員，違規開具動物檢驗檢疫證明，令
疫區豬隻披上合法的外衣，被長途販運到其他
地區，導致了疫情的進一步擴散。

去年12月，中央紀委、國家監委也曾披露
，浙江省慈溪市附海鎮農業農村辦公室工作人
員岑佰恩，利用負責全鎮畜牧生產巡查、動物
防疫檢疫、病死豬處理等職務便利，非法收受
財物，被養殖戶舉報後得到查處。

老楊和前述江蘇省養殖戶均希望，相關政
府部門加大對銷售假疫苗和病死豬等不法行為
的打擊力度，避免養殖戶上當受騙和疫情進一
步擴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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