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贸易报 CHINA TRADE NEWS 编辑：徐淼 电话：95013812345-1216 myfalv@163.com 制版：张迪

2012年6月28日 星期四 07Corporate Governance公司治理

“外行”养猪能否一本万利，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不过，近年来，中国养猪业越来越受到明星企业的青睐，

的确是不争的事实。对此，中投顾问农林牧渔业研究员宋

杰凝认为，国内养猪行业集中度非常低，整个行业呈现出大

行业小公司的格局，而且，国内农业正在经历转型关键期，

规模化发展是大势所趋，各大资本都想抢占先机成为养猪

行业的“领头羊”。与此同时，生猪养殖业的利润很高，据

统计，2011 年，生猪养殖平均成本为每头 1300 元，销售批

发价为 1800 元，除去各项额外消耗后收入 400 元，利润率

约为 22%。加之，生猪养殖业享有国家财政补贴，根据农

业部规定，标准化规模养殖在 3000 头猪到 1 万头猪的企

业，国家会给予 80 万元的财政补贴，这对于投资企业来说，

具有相当大的诱惑力。此外，有些企业自身也在面对本行

业景气度不断下滑的窘境，它们有为企业寻找新的业绩增

长点的需求，希望通过进入养猪业，实现企业多元化发展。

据了解，国内的猪肉消费市场非常庞大。2011 年，中

国肉食消费占居民消费总额的 5.8%，其中 90%以上是猪

肉，消费额约为 1 万亿元。再加上，近年来，猪肉价格不断

上涨，这才出现了各路资本齐投养猪业的现象。“大批资金

雄厚的企业进入养猪业，将有利于养猪行业的规范化、标

准化发展，有利于国内猪肉价格的稳定。”宋杰凝说，不过，

大企业利用其资金优势建立大规模生猪养殖厂，也会给中

小型养猪企业带来更大的竞争压力，特别是一些个体散户

养猪企业，将很有可能在竞争中被淘汰。

当然，未必只是中小型养猪企业会“中枪”。实践证

明，大企业从事养猪业虽然具有资金、技术、渠道等优

势，但也同样面临疫病、价格周期性风险等问题。在激

烈的市场竞争中，如果不能进行有效的风险管控，找到

适合的经营方法，一些“外行”的投资者也未必就能让自

己投进来的钱升值。

宋杰凝指出，对于消费者而言，养猪行业的规模化

发展，将有利于控制猪肉价格大幅度波动，有利于维持

市场猪肉价格稳定。随着越来越多实力雄厚的企业进

入养猪行业，中国养猪行业的集中度将不断提高。未

来，国内养猪市场必定会出现被少数实力雄厚的养猪大

企业垄断的现象。

微话题

编者按：近年来，随着猪肉日见走俏市场，养猪产业已经成为各路资

本竞相角逐的领域。饲料企业、钢铁企业、煤炭企业、信托企业，无论与养

殖有无关系，这些企业都纷纷高举养猪大旗，誓将养猪事业进行到底。

只是，即使拥有了这份热情，这块猪肉却并不容易“嚼”出味道。事

实是，虽然生猪养殖利润可观，但风险也很大，不管是土地、人才，还是环

保、管理，抑或是疫病、天灾，不管哪方面出现差错，企业都可能面临风

险。更何况，许多本身充满变数的企业并无养猪背景，甚至与养猪界毫

无关联。利益面前，资本的逐利冲动不知要将这些企业带向何方。

资本跑去当猪倌儿 几多欢喜几多愁

本版撰文 本报记者 徐淼 霍玉菡 杨颖

晨彩飞扬 simonV：市场总不乏动作快者，是

否聪明之举，实属见仁见智。瞧，一向专注住宅的

房企说启动商业地产项目；地产大佬乐搞体育，喜

办学校；IT 企业则大步走向农业，不一而足。近闻

钢铁老大又有新动作，2012 年更传出武钢养猪与

山西焦煤杀猪。古语云“隔行如隔山”，现实则不

然。真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迷途metoo_u：“恒大地产遭美国机构香橼投

资做空股价一度暴跌 17%”恒大是中国地产标杆性

企业！做空恒大的目的是什么？真是叫人浮想联

翩。恒大如果真的被高估，那么整个中国地产就

有被做空的危险。这到底是地产行业为了松绑自

己传出的谣言，还是真的有资本大鳄来了先散布

谣言动摇市场信心，再做空市场？

HalfMoon22：[代价]最近在琢磨基金管理和实

体经济的相似性。在资产管理中，有的损失是暂时

的，是为下一步的盈利而付出的代价。而有的损失

是永久的。实体企业中，有的投入是为了盈利，而

有的投入则是在惯性运作下的损耗。在早期辨别

两者的区别，是企业或基金活下去的关键之一。

大金地V：美国纽约佩斯大学的研究表明：一

个品牌拥有的社会化网络粉丝越多，这个品牌公

司的股票价格表现就越好。即使考虑到整个市场

的因素也是如此。这项研究结果表明社会化网络

的用户口碑、忠诚度对于消费者行为和企业品牌

业绩的强大影响力。

徐智麟_V：其实在众多稀缺资源中，企业的不

造假经营也是很珍贵的稀缺资源。企业初期时不

造假，会使它的毛利很低，在同业竞争中处于被

动。由于不造假是稀缺资源，谁拥有它，最终就会

给它带来巨大的经济利润。努力找到这样的行业

进行投资。

龙应台野火集★：中国 3 家石油垄断企业每年

在国内开采的原油超过 2 亿吨，成本远低于国际油

价，却按国际油价卖给消费者，每年仅此一项净利

就达2000亿元。垄断油企开采本属全民的资源，却

总是高价卖给市场，同时享受着高工资高福利和高

额利润。对多数 A 股股东而言，回报更干脆为负。

Becky 小兔 V：[外企与民企区别之责任篇]外

企各司其职，以企业为团队，成员多有担当，于是

在责任均担下，更多的同事愿意共同去闯、去干，

不怕偶尔犯错；私企各护其职，以部门为团队，部

门推诿，有担当者多被当做众矢之的，只得多谨慎

而墨守成规，少有突破。总结：别拿外企的思维混

民企，各司其职，自护其部，唯 O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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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年早些时候，武汉钢铁集团公司总经理

邓崎琳的一则言论，将武汉钢铁这个“钢铁侠”与

生猪联系在了一起。邓崎琳透露，今年，武钢准

备建一个万头养猪场，预计年内就能出栏。

消息一出，各界一片哗然。尽管此后武钢表

示，养猪在其业务中所占比例并不大，也不会成

为武钢的重要收入来源。但是，钢铁企业薄利人

人皆知，加之，近年来，非钢产业似乎已经成为了

武钢重要的发展方向，各界对其此举自然也十分

关心。

据了解，2011 年，武钢大力投资的非钢产业为

其挣得了 20.8 亿元的利润，已经占据整个集团利

润的七成，并帮助企业在钢铁业的严冬期保持着

17.4%的利润增幅。而对于将辅业作为独立的相

关产业来做大，甚至涉足养猪这样的新业务，邓崎

琳坦承，这实属“无奈之举”、“迫不得已”。邓崎琳

的判断是，至少 5 年以上，中国钢铁业都将处于一

个经营非常困难的境地，“利润空间非常小”。

至于为什么会选择养猪？武钢宣传部一位

负责人解释，猪肉毛利率在去年年初就已达到

20%左右，而钢铁业目前的毛利率不到 6%，销售

利润不到 3%。孰高孰低显而易见。

点评：尽管“养猪”在武钢非钢业务中所占比

例不大，该事件多半也是被媒体当成噱头在炒

作。但是，随着一众企业养猪，作为一个钢铁企

业，这个辅业怕是和主业远了点。

目前，受铁矿石资源短缺、物流成本抬高等

影响，连续两年，中国钢铁生产行业年销售利润

率已不到 3%，远低于全国工业行业 6%的平均利

润水平。与此同时，中国钢铁产能严重过剩，按

粗钢表观消费量在 6.88 亿吨左右计算，产能过剩

率约已达到 122%。钢铁产业现在十分困难。在

这种情况下，“主业不好，就去开发辅业”的思路

自然也就被摆上了正道。

尽管企业盈利能力非常重要，然而，众多网友

呼吁，钢铁行业对于国家经济发展的重中之重。在

钢铁业艰难度日的当口，武钢更多的精力应被放在

产品研发上。“猪谁都能养，但特种钢不是谁都能造

的。”一位网友这样表达了他的看法。这也就是说，

武钢与其乱枪打鸟，慌不择路，不如宁缺毋滥，在做

好主业技术创新后，再分些精力发展市场容量大，

发展前景广阔的行业。若颠倒了主次，以短期盈利

的短视眼光引导企业走多元化的发展道路，则必将

置企业的主业与特色于不顾，最后，企业的长期发

展也将受到不利影响。中投顾问农林牧渔业研究

员宋杰凝表示，主业亏损的企业涉足养猪业虽然是

企业的多元化战略，但同时，涉足不太有经验的行

业也将给企业带来更多经营风险。

“钢铁侠”养猪

“煤老大”养猪

6 月 11 日，国内第二大煤炭企业山西焦煤集

团这个“煤老大”站在了舆论前沿。原因是它与

双汇集团签署了一份合作协议，根据协议，两家

公司将在太原市阳曲县开工建设生猪屠宰加工

项目，预计项目建设时间为 1 年，建成后年屠宰生

猪量将达 200 万头，年肉制品加工量将达 10 万吨，

销售额将达 30 亿元至 40 亿元，项目力争 1 年内建

成投产。此后，双方有志进军养殖和饲料生产

产业，3 期总投资达到 8 亿元至 10 亿元。

点评：作为与武钢同一出身的国企，山西煤老

板的养猪行径则似乎获得了大家的接受。众所周

知，说到煤炭必提山西，说到山西，就躲不过煤老板。

从上世纪 80 年代，各路民营资本大规模进入

山西煤炭领域，煤老板伴随着煤炭市场的繁荣而

生。到如今，全国经济转型、结构调整的逐渐深

入，煤炭行业也势必面临转型，这些煤老板也开

始重新寻找着自己的定位。据了解，自 2004 年开

始，山西省就进行了煤炭资源领域的改革，焦化

企业数量骤减。随着资源整合、重组兼并的推

进，山 西 煤 焦 企 业 艰 难 转 身，转 型 触 角 无 所 不

及。山西省委书记袁纯清也明确表示，山西煤老

板是历史现象，随着时代发展将淡出历史舞台。

当然，煤老板不会消失，他们只是趁着“保增长”、

“ 稳增长”的态势华丽转型，挖掘新的途径和机

会。而在这群转型大军中，山西焦煤这个“煤老

大”选择了养猪。

中投顾问农林牧渔行业研究员郑宇洁认为，

山西焦煤和双汇的合作前景将十分乐观。作为

当地龙头企业，山西焦煤在当地具有资金、市场、

土地以及人脉优势，而双汇的品牌、技术、现代化

管理以及巨大的销售网络优势也很突出，两者

“强强联手”，势必会做出成绩。此外，山西的地

理条件非常适合畜牧业发展，当地政府对畜牧业

也是大力支持，两者合作前景将一片光明。

而广东省社会科学综合开发研究中心主任、

教授黎友焕则认为，山西焦煤集团这样的省区大

型国企养猪的政治意义远大于市场意义。他表

示，国企应该对涉及国计民生的行业担当更多的

稳定性责任。而从养猪这个行业的发展趋势来

看，规模化养殖才是趋势，这其中必涉及屠宰、运

输、市场建设、食品安全和市场准入等诸多层面，

如果由国企来养猪，就能解决多层次的现实问

题。最为重要的是，目前，不少境外财团已经对

中国生猪产业虎视眈眈，如果境外大财团深入介

入本行业，社会问题将越发突出。

上市公司养猪

随着猪肉价格不断上涨，养猪业丰厚的利润

让许多上市公司羡慕不已。因此，2011 年以来，

不仅顺鑫农业、大康牧业、新希望等公司纷纷传

出斥巨资养猪的消息，而且一些原本主营业务与

养殖风马牛不相及的上市公司也纷纷公告要投

资养猪。

今年 5 月，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唐人神）把自己的养猪事业发展到了国外。据

其发布的公告显示，唐人神的全资子公司香港大

业投资有限公司将出资 3200 万元与华特希尔有

限责任公司（美国）合作成立合资公司，旨在打造

国际种猪育种企业。

据报道，今年上半年，至少有 5 家上市公司公

告投资养猪业，而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有近 30 家

上市公司拥有生猪养殖业务。

点评：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

往。在高涨的价格之下，一些上市公司挺进养猪

业的确情有可原，但擅入一个对资金、土地、环

保、人才、管理等都要求不低的产业，上市公司的

赢面究竟有多大呢？

事实上，近年来，养猪业早已是各路资本竞相

追击的领域。近来，不仅生猪价格大幅看涨，就是

饲料成本也在不断上升，虽然养猪业“钱”景可期，

但养殖成本也在日渐升高。在这种情况下，一些

上市公司想在不是自己主营业务的农副业盈利，

并非易事。

众所周知，2009 年年初，网易掌门人丁磊就

曾高调立下养猪“誓言”，然而，3 年过去了，我们并

没有尝到网易养猪场出产的猪肉。一些评论人士

甚至对网易3年不见猪跑的“成果”发出了“纸上谈

猪”的感慨。是什么阻碍了网易实施养猪的大

计，或者成因复杂，不过，从另一个侧面我们可以

看到，投身养猪业并不一定就能够快速赚钱。

然而，令人担心的是，不少上市公司却没有

认识到这种风险。对它们来说，投身养猪事业更

像是其诸多财务投资项目的一种，而且它们坚信

就算没有挣到最高的利润，好歹也不会赔多少。

只是，事实真的是这样吗？如果网易的例子还不

能说明养猪业有多大风险，那么，看看数据或者

更能令人信服。

据了解，2007 年 5 月起，猪肉价格曾以前所未

有的速度上涨，2009 年 4 月又滑至低谷，养猪反而

赔 钱；2010 年 时，一 头 猪 大 概 要 亏 100 多 元，而

2011 年 6 月份，一头猪则能挣到几百元。

生猪市场变幻莫测，利润波动极大，风险如

影随形。上市公司，尤其是主营业务非养殖业的

上市公司应该充分评估风险，切不可看到有利可

图就一哄而上。

“外行”养猪
小心“中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