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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江苏省作为我国生猪主要产区之一，生猪养殖不断向着规模化方向发展。研究生猪养殖规模与经济效益之间的

关系对于指导江苏省生猪养殖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江苏省生猪养殖四种不同规模，利用 2002～2016年的相关数据

对其养殖成本、成本利润率进行分析得出中规模生猪养殖经济效益最佳。在此基础上，运用灰色局势决策法进一步测度

了江苏省不同生猪养殖规模的综合效益。结果表明：中规模生猪养殖在江苏省经济效益更高。进而从建立健全金融体

系、推动“公司+农户+合作社”的经营发展模式、保护生态环境和加强疫情防治工作角度，为有序促进生猪养殖中规模化

发展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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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Benefit of Swine Breeding Scale in Jiangsu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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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Jiangsu Province is one of the main pig producing areas in China, and pig farming is developing towards
large scal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cale of pig farming and economic benefits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guid⁃
ing pig farming in Jiangsu Province. Based on four different scales of pig farming in Jiangsu Province, the cost and
profit margin of pig farming from 2002 to 2016 was analyzed in the paper. It was concluded that the economic bene⁃
fit of medium-scale pig farming was the best. On this basis, the comprehensive benefits of different pig farming
scales in Jiangsu Province were further measured by using the grey situation decision metho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economic benefit of medium-scale pig farming was higher in Jiangsu Province. The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stablishing and perfecting the financial system, promoting the 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mode of‘company +
farmer +cooperative’, protecting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strengthening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epidem⁃
ic situation, some suggestions were put forward to promoting the medium-scale development of pig far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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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是传统养殖大省，养猪业在调整农村

产业结构、提高农业效益、增加农民收入等方面

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江苏省农业，尤其是畜牧业

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1]。近些年随着养殖技术、管

理方式的进步、城镇化的推进以及生态养殖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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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贯彻实施，江苏省生猪养殖在养殖规模上发生

了较大的变化，呈现出散户养殖比重下降，规模

化程度不断提高的局面。

国内外已有文献研究表明，生猪适度规模养

殖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占据一定的优势，倡导在

规模化的过程中要合理控制 [2-7]。规模化发展会

产生规模效益，规模达到最优时对于生猪养殖业

来说就会带来总经济成本的降低、净利润的提

高，从而提升规模养殖的经济效益 [8-11]。基于以上

背景和已有的研究成果，本文结合江苏省生猪养

殖不同规模的经济效益进行综合分析得出江苏省

经济效益最佳的养殖规模，进而对指导农户养

殖、稳定生猪生产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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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江苏省生猪养殖的现状

生猪养殖业是江苏省农业中仅次于粮食的第

二大产业，已成为江苏省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支

柱产业之一，是江苏省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 [12]。

2007～2016年江苏省猪肉产量总体呈上涨趋势。

2007年猪肉产量 183.60万吨，2016年达 216.36万
吨，年均上涨 1.66%。近十年来，江苏省猪肉产量

占肉类总产量的比重一直保持在 60%左右，可见

生猪养殖在江苏省的畜牧业生产中占主导地位

（见图 1）。

就生猪养殖规模而言，散户养殖的数量在逐

年迅速下降，2015年江苏省生猪散户养殖的数量

仅为 2007年的四分之一，说明散户养殖正在加速

退出江苏省生猪养殖模式，这与城镇化和生态养

殖政策有着密切关系；2007～2011年，小规模养

殖数量逐年上升，2011年开始快速下降，2015年
小规模养殖数量比 2007年减少 3 745户。2007～
2011年，中规模养殖数量上升较为迅速，2011～
2015年虽有下降，但是降幅较小，2015年中规模

养殖数量比 2007年增加 17 558户。大规模数量

整体呈现逐年上升趋势。中、大规模的快速发展

与江苏省在政策和资金方面的支持有着不可分割

的因果关系（见表 1）。
2 江苏省生猪养殖不同规模效益分

析

从经济学角度出发，规模才能产生效益，但规

模达到一个临界点后其效益呈反方向下降，因此

最佳养殖规模才能产生最大效益。本研究主要针

对江苏省生猪养殖不同规模的成本和经济效益进

行分析。通过分析，初步得出效益较好的养殖规

模。

为了使数据具有可比性，选取了近十五年生

猪每 50 kg主产品的相关指标数值并求平均值。

通过数据的比对发现，大规模的平均出售价格最

高，且其他三种养殖规模与其差距明显，说明大

规模养殖在出售生猪的价格方面具有较大优势。

中规模的总成本和生产成本最低，其次是小规

模、散户，大规模养殖的总成本和生产成本最高，

这是因为大规模养殖在成本种类方面涉及范围

广。例如地租、厂房设备建设与维修费、人工费、

废弃物处理费等，散户和小规模相对于大规模而

言，这些费用在成本中所占比例小甚至可以忽略

不计。从净利润角度分析，中规模略高于大规模

但相差不大，中、大规模的净利润明显高于散养

和小规模，其中小规模净利润最低（见表 2）。
通过上述分析，初步了解了四种养殖规模在出

售价格、成本和利润等方面的优劣势，为了能够清

晰地反映不同生产规模的经济效益，通过计算成本

利润率进行比较。成本利润率与生猪养殖经济效

益成正相关。通过计算，散户、小规模、中规模、大

规 模 的 成 本 利 润 率 分 别 为 12.16%、10.50%、
16.64%、15.68%（见表 2）。由此说明中规模生猪养

殖相对于其他三种养殖规模经济效益最佳。

3 江苏省最佳生猪养殖规模的选择

通过上述分析初步得出中规模相对于其他三

种养殖规模具有成本和利润上的优势，成本利润

率最高。为了进一步分析确定江苏省最佳生猪养

表1 2007～2015年江苏省生猪养殖规模情况

户

年份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资料来源：《中国畜牧兽医年鉴》（2008～2016年）

注：因为统计口径的变化以及 2015年之后的统计年鉴数据暂

未发布，仅选取 2007～2015年的数据

散户

1 958 993
1 740 370
1 503 358
1 308 711
1 147 841
869 928
724 881
592 499
471 200

小规模

35 110
37 051
39 632
45 048
47 535
43 168
40 510
37 396
31 365

中规模

28 278
33 569
39 042
47 766
53 693
50 150
52 468
50 926
45 836

大规模

932
1 961
2 070
2 998
4 008
5 692
5 572
5 992
5 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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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2007～2016年江苏省肉类总产量和猪肉产量

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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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规模，下面运用灰色局势决策法来论证说明。

3.1 模型选择

灰色局势决策法是当代管理学中灰色理论的

一种方法，灰色局势决策法主要包含事件、对策、

局势、目标四大要素。该方法是对不同目标进行

局势效果评价，从而在决策中选择最佳对策。在

生猪养殖过程中，影响养殖户养殖行为的因素多

种多样，最终通过不同成本效益指标反映出来。

通过灰色局势决策法对不同养殖规模的局势效果

进行测算，即将每种规模作为一个局势，从而最

终得出最适合江苏省的生猪养殖规模。

3.2 实证分析

利用灰色局势决策法，首先构造事件，即设定

江苏省最佳生猪养殖规模为 a1，则相应的对策为

散户、小规模、中规模和大规模，对应用 b1、b2、b3、

b4表示 [13-14]。

3.2.1 构造局势

S11=（a1，b1）=（江苏省最佳生猪养殖规模，散

户）

S12=（a1，b2）=（江苏省最佳生猪养殖规模，小

规模）

S13=（a1，b3）=（江苏省最佳生猪养殖规模，中

规模）

S14=（a1，b4）=（江苏省最佳生猪养殖规模，大

规模）

3.2.2 确定目标

选取《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中

2003～2016年的统计数据，计算不同养殖规模主

要指标的平均值（见表 3）。
影响决策的目标衡量因素：

表3 江苏省生猪养殖不同规模主要指标平均值

项目

主产品产量（公斤 /头）

产品产值（元 /头）

总成本（元 /头）

净利润（元 /头）

饲料费用（元 /头）

仔猪进价（元 /头）

资料来源：《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2002～2017年）

散户

101.63
1182.24
1063.48
119.73
525.59
316.29

小规模

100.49
1148.98
1057.34
97.43
588.65
335.20

中规模

101.21
1196.62
1037.13
159.05
566.85
362.84

大规模

98.05
1188.28
1030.88
159.25
542.05
373.95

目标 1：主产品产量。即按照调查期内主产

品实际产量计算，生猪的主产品产量按育肥猪出

栏活重计算。每头生猪主产品产量代表了不同养

殖规模的生产效率，它可以直接转化为经济效益

的表现形式，根据英国最新研究表明，生猪的最

佳出栏体重为 120 kg[15]。
目标 2：产品产值。每头生猪的产品产值是

生猪效益的直接体现，该指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

了市场价格水平，因此该指标的数值越大越好。

目标 3：总成本。每头生猪的总成本直接体

现了不同养殖规模的投入水平，在某方面也能折

射出不同养殖模式的技术和管理水平。成本与利

润挂钩，因此该指标越小越好。

目标 4：净利润。每头生猪的净利润直接反

映了不同养殖规模的盈亏状况，每个生产者都追

求利益最大化，因此该指标越大越好。

目标 5：饲料费用。饲料在生猪养殖中的成

本占有很大比重，因此该指标越小越好。

表2 2002～2016年江苏省生猪养殖不同规模每50 kg主产品相关指标平均值

指标

平均出售价格（元）

总成本（元）

生产成本（元）

净利润（元）

成本利润率（%）
资料来源：《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2003～2017年）

注：根据《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散户（养殖数量≤ 30头）；小规模（30头＜养殖数量≤ 100头）；中规模（100头＜养殖数

量≤ 1 000头）；大规模（养殖数量>1 000头）

散户

571.53
518.72
511.76
63.07
12.16

小规模

557.23
505.75
504.82
53.09
10.50

中规模

579.97
498.07
496.25
82.89
16.64

大规模

600.12
519.67
517.17
81.47
15.68



1期 许 鹤等：江苏省生猪养殖规模效益分析 107

目标 6：仔猪进价。仔猪是养殖基础，仔猪价

格决定了农户养殖偏好和养殖规模。

3.2.3 列出不同目标下的白化值

根据表 3可以得出各目标下的白化值：

目标 1的白化值：u111=101.63，u112=100.49，u113=
101.21，u114=98.05

目标 2的白化值：u211=1182.24，u212=1148.98，u213
=1196.62，u214=1188.28

目标 3的白化值：u311=1063.48，u312=1057.34，u313
=1037.13，u314=1030.88

目标 4 的白化值：u411=119.73，u412=97.43，u413=
159.05，u414=159.25

目标 5的白化值：u511=525.59，u512=588.65，u513=
566.85，u514=542.05

目标 6的白化值：u611=316.29，u612=335.20，u613=
362.84，u614=373.95
3.2.4 效果测度的适用公式

（1）对于按照适中值进行测度的适用于公式

（1）。
rij = min{ }uij,u ( )0

max{ }uij,u ( )0 …………………………（1）
其中，rij为第 j个对象在第 i个指标上的标准

值 ,uij为第 j个对象在第 i个指标上的白化值，u ( )0
为适中值。

（2）对于按照大者为优进行测度的适用于公

式（2）。
rij = uijmax uij …………………………………（2）
（3）对于按照小者为优进行测度的适用于公

式（3）。
rij = min uijuij

…………………………………（3）
3.2.5 计算各个目标的效果测度并表示出决策矩

阵

目标 1：每头生猪主产品产量，按照适中值测

度，见公式（1），取 u ( )0 1=120，可以得出目标 1的
决策矩阵为：

M 1 = é
ë
êêêê

ù
û
úúúú

r111
S11

r112
S12

r113
S13

r114
S14

= é
ë
êêêê

ù
û
úúúú

0.8469
S11

0.8434
S12

0.8171
S13

0.8171
S14

目标 2：每头生猪的产品产值，按照上限效果

测度，见公式（2），可以得出目标 2的决策矩阵为：

M 2 = é

ë
êêêê

ù

û
úúúú

r211
S11

r212
S12

r213
S13

r214
S14

= é

ë
êêêê

ù

û
úúúú

0.9880
S11

0.9602
S12

1.0000
S13

0.9930
S14

目标 3：每头生猪的总成本，按照下限效果测

度，见公式（3），可以得出目标 3的决策矩阵为：

M 3 = é
ë
êêêê

ù
û
úúúú

r311
S11

r312
S12

r313
S13

r314
S14

= é
ë
êêêê

ù
û
úúúú

0.9693
S11

0..9750
S12

0.9940
S13

1.0000
S14

目标 4：每头生猪的净利润，按照上限效果测

度，见公式（2），可以得出目标 4的决策矩阵为：

M 4 = é
ë
êêêê

ù
û
úúúú

r411
S11

r412
S12

r413
S13

r414
S14

= é
ë
êêêê

ù
û
úúúú

0.7518
S11

0.6118
S12

0.9987
S13

1.0000
S14

目标 5：每头生猪的饲料费用，按照下限效果

测度，见公式（3），可以得出目标 5的决策矩阵为：

M 5 = é
ë
êêêê

ù
û
úúúú

r511
S11

r512
S12

r513
S13

r514
S14

= é
ë
êêêê

ù
û
úúúú

1.0000
S11

0.9436
S12

0.8717
S13

0.8458
S14

目标 6：每头仔猪进价，按照下限效果测度，

见公式（3），可以得出目标 6的决策矩阵为：

M 6 = é
ë
êêêê

ù
û
úúúú

r611
S11

r612
S12

r613
S13

r614
S14

= é
ë
êêêê

ù
û
úúúú

1.0000
S11

0.8929
S12

0.9272
S13

0.9696
S14

3.2.6 计算多目标的局势综合效果测度并写出决

策矩阵

综合效果测度公式：rΣ1j = 1n∑p = 1
n

rp1j，则

rΣ11 = 16 ( )0.8469 + 0.9880 + 0.9693 + 0.7518 + 1.0000 + 1.0000
= 0.9260

rΣ12 = 16 ( )0.8374 + 0.9602 + 0.9750 + 0.6118 + 0.9436 + 0.8929
= 0.8702

rΣ13 = 16 ( )0.8434 + 1.0000 + 0.9940 + 0.9987 + 0.8717 + 0.9272
= 0.9392

rΣ14 = 16 ( )0.8171 + 0.9930 + 1.0000 + 1.0000 + 0.8458 + 0.9696
= 0.9376

所以综合决策矩阵为：

M = é

ë
êêêê

ù

û
úúúú

rΣ11
S11

rΣ12
S12

rΣ13
S13

rΣ14
S14

= é
ë
êêêê

ù
û
úúúú

0.9260
S11

0.8702
S12

0.9392
S13

0.9376
S14

通过模型分析，得出四种养殖模式的综合效

果测度：散户为 0.9260、小规模为 0.8702、中规模

为 0.9392、大规模为 0.9376。从计算的结果可以

看出，江苏省生猪养殖模式综合效果从优到差依

次为中规模、大规模、散户、小规模。因此，对于

江苏省来说最佳的养殖模式是中规模养殖。

中规模生猪养殖的综合测度结果最优，表明

江苏省应提倡和鼓励中等规模养殖模式。规模化

带来的是规模效益，先进的养殖技术和管理经验

促使中规模养殖模式达到经济效益最优。尽管大

规模和中规模的测度结果相近，但是一味地扩大

规模也会造成规模效益递减。同时，大规模养殖

也要考虑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小规模综合测度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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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最低反映了其在主产品产量、成本控制等方面

的缺陷。虽然散户的综合效果不是最差的，但是

向着规模化养殖转变的方向不可逆，其也有可能

会慢慢淡出江苏省生猪养殖现存的四种模式。

4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4.1 研究结论

通过对四种不同生猪养殖规模每 50 kg主产品

的总成本、生产成本进行分析发现并不是规模越大

成本越低，散户成本小于小规模、中规模成本小于大

规模且都低于散户和小规模，这说明当规模达到一

定程度时，继续扩大规模会产生规模效益递减。

在进行经济效益分析中，主要利用的是反映

生产盈亏的成本利润率指标。计算结果表明生产

利润由高到低分别为中规模、大规模、小规模和

散户，进一步验证了中规模生猪养殖在江苏省更

具有经济效益。

运用灰色局势决策法测度出江苏省生猪养殖

模式综合效果从优到差依次为中规模、大规模、

散户、小规模。因此，对于江苏省来说目前最佳

的养殖模式是中规模养殖。

4.2 政策建议

通过多角度论证发现，中规模养殖方式对于

江苏省的生猪养殖具有更优的经济效益，所以应

着力推进江苏省的生猪养殖向着中规模化发展。

随着生态建设力度的加大，划定限养禁养区，这

种规模化的发展更加符合时代的要求 [16]。推动生

猪养殖中规模化需要多方面的共同努力。

第一，建立健全金融体系。对于养殖户来说，在

扩大生产上首要问题就是资金问题，资金短缺严重

制约着生产规模的进一步扩大。在信贷方面，促使

信贷和金融机构给予农户信贷支持，并制定相关惠

农政策，减轻农户在资金来源方面的压力。

第二，推动“公司+合作社+农户”的经营发展模

式。合作社作为公司与农户之间的桥梁，既提高了

公司生产经营效率，也提高了农户同公司进行谈判

的地位。合作社能够实现公司与农户之间的信息对

称，达成公司与农户在收益上共赢的目标。

第三，在生态环保政策的框架要求下推动规

模化发展。养殖业污染问题是目前我国在环境治

理过程中不容忽视的，作为生猪养殖大国，生猪

养殖每年产生的排泄物十分堪忧。因此划定养殖

小区，增强养殖场环保意识，提高其对排泄物的

处理能力显得尤为重要。注重猪场周围的绿化既

有助于缓解猪场产生的污浊气体，也有助于降低

人畜来往引发的疾病传播。改善猪场粪便传统清

洁方式和排水系统，从源头减轻污染物 [17]。此外，

监管也需要及时到位，建立必要的惩戒制度和措

施，兼顾经济效益和生态环境。

第四，加强疫情防治工作。规模化的发展另

一个不可忽视的方面就是疫情防治工作。假使疫

情防治工作不到位，不仅会造成养殖场巨大的经

济损失，而且若产生人畜共患性疾病，还会造成

一系列社会问题。疫情防治工作需要从源头做

起，包括引进的仔猪、饲料、药品等都需要有安全

保障。养殖过程中对生猪做好疫苗接种，猪舍和

养殖场定期消毒，对于外来人员和物品要严格消

毒检查，避免外来病菌的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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