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影响饲料企业生产成本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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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饲料企业是联系着种植业、农产品加工业和养殖业的中间产业，生产成本受到原料价

格和养殖产品价格的双重制约。随着原料价格上涨，饲料成本不断加大，饲料产品越来越

呈现出低利化的趋势。迫于生存压力，饲料企业不得不降低生产成本，然而这并非一朝一

夕的事情，习惯了粗放型管理的饲料企业不可能短时间内完成向集约型企业的转变，这需

要一段艰难的历程，更需要饲料企业从战略发展的高度来重新审视现有的成本控制思想与

成本控制措施，从全局角度来统筹安排成本控制的布局。现实管理中，大部分企业往往高

度重视制造过程的成本控制，却忽视了成本控制的预防管理与系统管理，没有过多考虑生

产工艺、产品设计、配方设计、原料选用等因素的负面影响，在生产成本控制上抓小放

大，使生产成本始终居高不下。 

    饲料企业的生产成本控制原本就是一个系统工程，在产品研发与市场定位之初，成本

控制工作就已经渗透其中，在配方投入生产之前，决定成本大局的数值就已确定，真正的

成本控制应当是在事前与事中对成本进行控制。事前要做好市场定位、产品设计、配方设

计等成本预测，成本决策，成本计划，成本目标的制定，成本指标分解工作；事中要做好

原料采购、原料仓储、生产制造、成品仓储、设备维护等工作，事后要做好成本控制完成

情况的考核，执行情况的分析与控制成果收益分配方法等。与其他成本相比较，制造成本

更易于量化与控制，但经过整改之后，对产品成本降低的作用就会变得越来越小，反而系

统管理对成本的影响却贯穿企业发展的始终，稍有疏忽，就会造成无限放大的蝴蝶效应。 

    1 系统管理对生产成本的影响 

    饲料企业的生产成本可细分为原料成本、制造成本、包装成本、折旧成本、损耗成

本、仓储成本等，这几项成本虽然由技术、品管、采购、生产等部门分线控制，却是牵一

发而动全局，一个部门的工作失误或微小调整都会对整体的成本控制工作造成影响，系统

思考对企业成本控制取得成功尤为重要。 

    案例1：某公司原料日装卸量可完成350t左右。由于原料采购计划没有协调到位，某

日，原料到货量突然增至700t。为及时完成卸车任务，生产部门只能高薪聘请外部人员协

助卸车，制造费用中的人工成本因采购部门的计划不周而增高，同时对本公司人员工作情

绪造成负面影响。 

    案例2：配方师为降低成本而使用了未经试验的新原料，但由于该厂生产工艺不具备使

用该原料的条件，导致生产效率大幅下降，人工成本及制造费用大幅上升，同时还影响了

其他产品的正常供应，给市场造成一定波动。 

    案例3：某产品中，因主要原料的产地及生产工艺发生改变，原料密度比以前小，用量

虽然相同，但成品体积变大，成品包装尺寸未变，不能装下原有的重量，而被迫采取其他

方法补救，结果生产时间被大量浪费，生产效率大幅下降，客户纷纷投诉，产品内在质量

虽然没有下降，但却降低了产品在客户心目中的形象，其影响是深远的。 

    案例4：因标签标识药物属农业部限制使用品种、执行标准编号更改、营养成分分析值



改变(总磷、食盐、粗灰分、粗蛋白质、赖氨酸、蛋氨酸等）等原因，需要重新制作新的饲

料标签，原有标签全部作废，造成损失。 

    案例5：空豆粕包装实际重量是160g/条，原料入库时，却按130g/条扣包装重量，相当

于每包豆粕少入库30g。以豆粕使用量10 000t/年、包重80kg计算，每年少入库豆粕

3.75t，以2 250元/t计算，直接损失8 437.5元。 

    案例6：成品库房漏雨，没有及时检查，出库后，接到众多投诉，企业支付赔款的金额

超出修理成品库的资金。 

    类似的案例还有很多，从这些案例可以看出，单个部门进行单项成本控制并不难，但

总体成本控制却需要部门间高度协调的系统控制，不经过各方面的充分论证而单一改变影

响总体成本的某一环节，势必会影响全局。因此，饲料企业生产成本的降低是建立在各部

门、各岗位协同作业基础之上，既没有哪个部门起着决定性作用，也没有哪个部门能够单

独将生产成本控制下来，牵一发而动全局的成本控制连锁反应要求企业必须高度关注影响

成本的各类因素，探询成本控制的系统管理模式成为现代饲料企业必须破解的管理难题。 

    2 影响制造成本的生产因素 

    制造成本是生产成本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由电耗、汽耗、煤耗、水耗、物料损耗、

设备维护费用、人工费用、管理费用等构成。现实管理中，饲料企业常用产品出成率、设

备利用率、产品合格率、生产计划完成率、成品包重误差、原料包装残留量、成品水分误

差等指标对制造成本进行控制与考核。在制造过程中，影响产品成本的因素很多，但归纳

起来，离不开人、机、料、法、环这5类主要因素。 

    人，是指岗位人员配备是否充足、合理，人员的熟练程度与操作规范程度，人员的士

气与团队凝聚力等状态。在其他因素既定状态下，成本控制的主导因素是人，制造成本就

是由生产现场的岗位操作人员进行控制的。举例来说，熟练工比非熟练工的工作效率要

高，人员充足比人员不足的工作效率要高，士气高昂的员工比情绪低落的员工工作效率要

高，在同样条件下，技能高超的操作工比新操作工的生产成本要低，等等。 

    机，是指生产设备运行与保养情况以及生产设施、生产工具是否齐备、状态是否良

好。举例来说，用皮带机装车比人工装车效率要高出很多，但要承担皮带机的日常维护费

用与消耗费用，虽然人工装车虽然降低了设备维护成本，但提高了人工成本、降低了生产

效率，从总体上导致生产成本增高。再比如，锤片用到一定程度时就要更换，否则粉碎电

耗就会大幅增加。 

    料，是指配方、原料、备品配件、工具以及其他生产必需物资是否充足、齐备、完

好。在现实管理中，由于等待、寻找、计划不周等因素造成的生产浪费往往占有很大比

例。 

    法，是指生产组织、计划安排、生产工艺与作业方法等。举例来说，由于饲料原料大

多以包装形式进厂，在将原料投入生产线时就产生了两种作业方式，解口或划口。从生产

效率而言，划口高于解口，但从成本计算，划口造成了大量的可回收物资的浪费。再比

如，正常情况下，成品包装不需要折边缝口，但如果成品包装因为质量问题或因为缝包机

问题，需要缝包前先进行折边操作，就会大大降低缝包速度而导致生产效率下降。 

    环，是指温度、湿度、天气情况等在内的自然环境，厂区、库房、生产车间及现场管

理等在内的工作环境以及规章制度、企业文化等在内的人文环境等。举例来说，许多饲料

企业存在“生产看天气”的现象，因自然气候引发雷击电气设施、线路发热、库房进水、

设备被淹等事故而导致被迫停产进行抢修的事件时有发生，这些都直接或间接地降低了生

产效率，造成浪费而增加了生产成本。在中国北方，经常出现因冬季温度低而引发的液体

添加管道堵塞、蒸汽管道中冷凝水增多、动物性油脂结块等事件。而在南方的饲料企业



中，却经常出现因环境湿度大、温度高而引发成品水分超标、储存原料易发生变质等事

件，如果在建厂之初或在生产制程中不采取有效措施避免这些现象，浪费的生产成本也是

可观的。 

    除此之外，还有许多细小环节同样影响生产成本。举例来说，饲料厂生产能力设计是

以配料系统的工作能力为标准进行设定的，能否达到设定的配料能力是影响生产效率的重

要因素。在实际生产管理中，有许多因素制约和影响着配料能力，比如：在多秤配料系统

中，配料仓分布及使用、配料顺序是否合理影响配料周期，原料与料仓的配套使用会影响

配料速度与配料精确度，对混合机下仓的走料时间控制、以不同的方式添加同量的原料、

设备运行状态、环境温度对原料流动性能的影响也会影响配料周期，等等。因此，在对某

项成本进行控制时，只有系统分析各个因素之间的关系，并找到它们相互作用的平衡点，

才能有效实施成本控制。 

    3 影响制造成本的非生产性因素 

    制造成本控制，应当从生产工艺流程设计与产品设计做起。影响制造成本的非生产性

因素主要包括生产工艺及布局、设备选用、原料选用及配方组成、产品加工标准等。 

    3.1 生产工艺及布局 

    先占市场、后建工厂是现代饲料企业的普遍做法，这种做法的基本流程是：依据主要

产品设计标准确定最佳的生产工艺流程，依据未来一定时间的销量决定生产能力与规模，

然后再依据确定后的工艺流程与生产能力选用合适的设备与确定生产配套设施的合理布

局。按照这样的流程确定下来的生产线，对生产成本的小时生产能力、吨产品水电费、吨

产品备件费、吨产品维修费、吨产品人工费、吨产品原料损耗等因素都能够明确计算出

来，生产出来的产品的制造成本是最低的、品质是最好的。专业生产线与非专业生产线的

区别就在于此。 

    然而在现实生产中，以专业生产线生产特定产品的企业并不多，许多企业都停留在一

条生产线同时生产多系列产品的阶段，结果导致该降的成本没有降下来，该保的品质没有

做到，企业吃尽了交叉污染的苦头，质量事故层出不穷，生产制造过程中由于频繁更换生

产品种而带来的无用功与时间浪费惊人，在这样的基础上去追求生产效率的提升与生产成

本的降低显然是没有多大意义的。 

    例如：在同等生产规模状态下，专业蛋鸡料生产线与一般畜禽料生产线同时生产蛋鸡

料时，其生产成本相差很远；在不同生产规模状态下生产同一种产品时，其生产成本也会

相差很远，20t/h的生产线与0.5t/h的生产成本是不一样的。 

    3.2 设备选型 

    饲料生产工艺经过20多年的发展现已较完善和成熟，从最初的间歇式人工操作发展到

现代的除投料工序以外都可以机械化全自动操作，从原来单一的畜禽料生产线发展到可生

产高标准、高质量的虾苗料生产工艺、膨化鱼料生产工艺等，有些饲料企业还采用了粉料

热处理工艺等。工艺的进步带来生产设备的革命，不同生产工艺需要不同的生产设备，不

同类型的设备所加工出来的产品质量不仅有着巨大差异，它的生产效率和制造成本也是不

一样的。 

    例如：在同等情况下，生产3.0mm以下颗粒料时，抱箍式制粒机环模装配速度远远高于

螺栓式制粒机环模装配的速度；虽然双轴浆叶混合机比单轴混合机的一次性投资要大，但

双轴混合机的混合时间比单轴混合机要节省2～3min，而且混合均匀度要高于单轴混合机；

同样体积的螺杆式空压机比活塞式空压机投资大，但螺杆式空压机产生的压缩空气质量与

稳定性是活塞式空压机无法比拟的；同样压缩比、同样口径的不锈钢环模虽然比合金钢环



  

模价格要高出一倍，但不锈钢环模的品质保证时间、环模使用寿命与耐磨性却是合金钢环

模所无法比拟的，使用成本大大低于合金钢环模；虽然进口减压阀的价格是国产减压阀的

几十倍，但进口减压阀的使用寿命却是国产减压阀的几千倍，由此节省的设备维修时间、

设备故障时间带来的生产效益、品质稳定性更是国产减压阀无法比拟的。诸如此类的例子

还有很多。 

    因此，在设备与配件选型时，一次性投资固然要考虑，但更应该考虑的是设备维护费

用与配件性价比以及所有与之有关的隐性成本与综合收益。 

    3.3 原料特性及配方组成 

    对于配方来说，原料的价格与营养成分是决定配方成本的关键，但对于饲料加工来

说，受水分、粗纤维含量、粗脂肪含量、糊化温度等因素影响的原料加工性能是影响生产

效率及生产成本的重要因素。 

    举例来说，原料水分不仅会影响粉碎效率，还会影响制粒过程的蒸汽添加量，半成品

水分含量大，蒸汽添加量就会减少，物料因调质温度低而不能完全糊化，制粒生产效率下

降，生产成本增高；粗纤维含量高的原料易于粗粉碎，却对蒸汽添加有明显地抑制作用，

半成品就会因调质温度低、水分含量低而降低制粒速度与颗粒质量；脂肪含量大的原料易

于制粒，却不利于粉碎，粉碎时常常因为粉碎机筛孔被堵而造成电流升高、电耗增大、生

产效率下降；含糖量大的黏性原料是加工性能最差的原料，因其含糖量大，容易黏仓、黏

设备，不仅影响混合的效率，长时间使用，输送设备会因黏满了物料而变得负荷增加，严

重时，还会发生刮板机链条断裂、提升机大带断裂等设备事故。同时，对制粒性能也会产

生不良影响。 

    因此，配方师在考虑配方组成时，不仅要考虑成本，还要考虑配方的生产加工性能，

因为配方是通过生产转换为成品的，不适宜于生产加工的配方，即使再合理、成本再低，

也没有实际意义。举例来说，配方师在饲料配方设计中应优先选用营养价值高、制造成本

低的饲料原料。如果同一配方中添加多种液体成分，会造成混合时间延长、配料批次减

少，使生产成本增高；配方组成越复杂，配料周期越长，生产成本越高；配方越多、产品

结构越复杂，生产效率就会越低。 

    3.4 产品加工标准 

    料型、粉碎粒度、颗粒直径、颗粒长度、调质温度、分级筛尺寸、粒料含粉率、粒料

粉化率等生产工艺参数是主要的产品加工标准。这些产品加工标准的确定大都是依据动物

生长需要确定的，但有时也会掺有市场销售的炒作因素而发生改变。加工标准越高，生产

成本越高。例如：水产料的加工标准高于畜禽料，生产成本明显高于畜禽料；在同类产品

中，颗粒料的加工成本明显高于粉料的加工成本，粉碎粒度小的加工成本高于粉碎粒度大

的加工成本，直径小的颗粒料加工成本高于直径大的加工成本，含粉率与粉化率越低加工

成本越高。避免过度加工、合理设定参数是降低制造成本的一项有效措施。 

    综上所述，影响生产成本的因素很多，只有从企业实际出发，深度剖析各个因素对生

产成本可能造成的连锁反应以及彼此之间的联系，由此获得成本控制的思想与方法，成本

控制工作才有可能取得显著的效果。以质量求生存，向管理要效益并非是一句空话，饲料

企业应像建立质量管理体系一样，建立起具有企业特色的成本控制体系，并进行流程化、

制度化、规范化管理，企业的成本管理工作才会变难为易、化繁为简，全员、全面地进行

成本控制才有可能得到真正的贯彻实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