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转型期饲料企业的生产管理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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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饲料行业第3次洗牌期的到来，饲料行业的发展越发呈现出品牌化、规模化、产业

化、专业化、精益化的特点。要与之相适应的，就要求饲料企业的生产管理也要能够跟得

上企业发展的步伐。但实际上，由于企业的应变速度远远落后于环境的变化速度，企业生

产管理正处于欲保持以往的管理水平而不能的尴尬境地，在饲料企业的生产管理中正呈现

出以下几个特点： 

    （1）急需打造稳定的职业化生产团队。同其他团队相比，以农民工为主体的生产团队

一直没有受到企业的足够重视，所以当民工荒从南至北席卷全中国时，不少饲料企业因事

先没有准备而吃了大亏，不少饲料企业出现了“大学生好找，装卸工难求”的状况。一方

面，企业需要大量生产员工。另一方面，用工不足严重影响了企业的正常生产及扩大发

展。不仅如此，随着新《劳动法》的实施，原本廉价的人工成本直线上升，饲料企业在一

夜间失去了人工成本低廉的重要竞争优势，生产团队的稳定与否在中国饲料行业的发展史

上首次成为制约和影响企业发展的瓶颈问题。现在对于许多饲料企业来说，都在挖空心思

怎样“留得住人、招得来人、用得住人”，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与前两年相比，外

界的环境已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中央的惠农政策、新《劳动法》实施、农民工队伍组成

发生改变、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思想的变化等），但企业的用工政策与工作环境依然没

有改变，二者的巨大反差使得企业处于非常被动的境界。解决这个问题并非仅仅是钱的问

题，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人工成本的剧烈上升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企业的用工思

想、工作环境、自动化程度等方面都要发生相应的变化才能跟得上社会的发展，这对正疲

于应付原材料价格上涨、疫病频繁、冰雪灾害、能源供应紧张等一系列问题的饲料企业来

说，无疑是雪上加霜，但从企业长远发展来看，如何开创性地运作企业的人力资源工作、

打造稳定的职业化生产团队是企业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2）自动化、机械化改造迫在眉睫。生产环境差、工作时间长、劳动强度高一直是我

国饲料企业的写照，从现有的饲料加工工艺来讲，大部分企业也只是解决了大宗原料配制

自动化的问题，不解决物料装卸自动化、投料自动化、添加剂配制自动化的工艺改造问

题，饲料企业就永远走不出劳动密集型企业的阴影，不可避免地要经受人员不足带来的种

种恶果。解决这个问题只有依靠技术创新与提高自动化程度：通过技术创新与提高自动化

程度降低生产成本，增加利润，进而抵消由于人员工资增长而带来的利润下降。这个行业

已经不能依靠人海战术挣钱了，自动化、机械化、智能化是发展的必然趋势，人工成本与

劳动效率将会最终决定企业的利润。 

    （3）生产管理从生产型向经营型转化，干部由执行型向决策型转化。长期以来，生产

员工质量意识淡泊、缺乏成本观念一直是困绕饲料企业生产管理人员的难题，探究其根本

原因，却是企业的管理体制与管理思想导致的。长久以来，饲料企业的生产员工都是在上

层领导的“威逼”之下，极不情愿地从事着产品质量的保证与成本控制工作，生产员工更

多地在考虑加工数量而不是成本与产品质量。一方面，企业采取了一些诸如产品质量、成

本控制与产量进行绩效挂钩的考核制度，以强化这方面的工作。另一方面，在工资中凭借



产品质量与成本控制带给员工的收益与员工的量化工资相比仍旧显得微不足道。如何突破

这个瓶颈，让每一名生产员工在作业时牢记安全、效率、质量的综合成本，如何能够让每

一名员工像管理者一样去考虑企业效益与成败的问题，说教并不能起到真正的作用，关键

是从体制上要调动起员工的积极性，这是转型期饲料企业要探索并要解决的问题。在这方

面，切实提升生产人员的参政地位、让员工持股、到岗到人的经济承包责任制等都不失为

好的方法。尽管车间不能成为一个完全独立的经营单位，但如果不把它变成一个模拟的经

营单位，不让它独自面对市场的风险与兴衰，生产员工永远不可能真正地树立起效率、质

量与成本的意识来。虽然在全国仅有少数的饲料企业敢于摸索生产管理方式的改革，但这

些尝式必将成为中国饲料企业生产管理体制发展的趋势。 

    （4）人际关系复杂化、职工思想活跃化，决定了管理重点必须“以人为本”。近年

来，农民工的素质普遍提高，他们已经不像80年代进城的第1代农民工那样主要是打工以贴

补家用了，这些农民工普遍年轻、文化程度较高，社会活动参与度较高，有自己的想法、

自己的主张，渴望能够融入到城市的大环境之中去。这种情况的变化，既增强了生产力的

潜力，也增加了管理的难度。这就要求生产管理人员既不能靠“地位权势”来管理，也不

能靠“技术权势”来管理，而是要靠协调人际关系来管理。转变用工思想、组织和协调好

与生产员工的人际关系、调动生产员工的积极性，成为生产管理者的首要任务。对于生产

车间来说，员工思想对生产制程的影响最大，必须把员工的思想管理渗透到其他一切管理

之中去，否则将一事无成；对于企业来说，要称雄市场，势必要令客户满意，要令客户满

意，必须先提升员工满意度，因此和谐管理成为新时代饲料企业生产管理的主旋律。 

    （5）管理方法综合化、管理手段自动化，生产管理干部的素质必须由“专才”向“通

才”转化，生产管理必须由定性向定量转化。这两年许多大型饲料企业为了提升工作效

率，加快会计与审计的效率和准确性，同时也为了避免人为失误给企业造成不应有的损

失，从原料入厂到产品出厂的每个环节都采用了计算机实时管理技术，ERP系统成为企业管

理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自动配料系统的操作与维护成为生产管理的重点，饲料企业的加

工技术已不仅仅局限于机电汽炉专业，许多先进的微电子技术和生物技术越来越多地应用

到了饲料的加工生产过程中。在这种发展趋势下，“生产队长”型的基层管理干部和“目

不识丁”型的生产员工显然已经不能适应企业发展的需要，生产管理迫切需要专业化、技

能化的员工和知识化、智慧化的管理干部。 

    （6）管理思想更加民主，管理格局更加开放，透明管理已成为主流模式。职工的技能

化、知识化，越来越要求自主管理，要求参与制定目标、自己掌握进展情况、自己评价结

果，要求领导给予启发提高的机会。这种发展趋势，决定了家长式的保姆式的领导方式早

已过时，民主与透明成为团队管理的两大要素。 

    （7）自动自发地培训与学习成为生产团队的一个重要特点。现代化饲料企业的生产融

合了动物营养、电子技术、生物技术等多种学科，完全实现了高速化自动化生产，饲料原

料的使用日新月异，加工设备的创新层出不穷，产品质量的要求与日俱增，饲料企业的生

产管理重点更偏重于保持设备的正常运行、原材料的正确使用与生产制程中的质量稳定，

因此要求职工必须专业化、管理人员必须知识化，不断地培训与学习成为生产团队的一项

重要工作。 

    中国饲料企业前30年走过的路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发展经济学所揭示的“贫困恶性循

环理论”：低工资→低教育→低技术→低劳动生产率→高劳动淘汰率→低工资。而现在，

民工荒与新《劳动法》正在成为打破这种循环的新生力量。我们可以看看日本的经验。在

上世纪50年代，日本的战后经济起飞主要靠的是廉价、肯干、守纪律的劳动力。但60年代

初，日本主动放弃这一优势，寻求高工资、高福利、高劳动生产率的发展战略。这不仅使

日本在经济上与欧美比肩后仍然有巨大的发展后劲儿，而且在进入人口老龄化之后，仍然



  

维持着强有力的国际竞争力。这种情况与我们饲料行业的现状何其相似。也许这种情况并

非饲料行业所独有，但随着WTO规则对各行各业影响的深入，结束恶性循环，实施三高策

略，重塑新的生产管理格局，提升企业的综合竞争能力，是饲料企业必须要走出的生存拐

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