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企业战略：中国饲料行业发展新趋势 

张利庠 

    

    饲料产业是中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截至2005年底，中国饲料总产量达1.07亿

t，占世界总量的1/8，连续多年位居世界第2位。饲料工业产值达2 742亿元，在我国统计

的40个工业门类中排名第20位左右，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 

    然而，饲料行业也面临着许多问题。首先，基础薄弱。饲料产业的基础是养殖业，养

殖业不发达，饲料产业肯定不发达。我国养殖户大多还是传统的散养户，而且综合素质比

较低，这就严重地制约了现代饲料业的可持续发展。2006年上半年，我国饲料总产量4 800

万t，增幅同比下降近10个百分点，饲料产品质量合格率仅为89%，同比下降2.1个百分点，

这种反常的现象就是受养殖业波动造成的。其次，饲料安全形势仍然严峻。“十五”期

间，全国累计报告在猪肉产品中由瘦肉精引发的中毒事件20余起，中毒人数超过1 400人，

影响之大，可以想象。第三，进入行业门槛低，竞争混乱。全国1.07亿t饲料被大约1.5万

家饲料企业瓜分，还有众多没有任何生产许可证和注册的小企业，产业竞争度比较低，小

企业恶性竞争，产品质量参差不齐，造成“大企业搞不好、小企业死不了”的尴尬局面，

严重影响了饲料行业的良性发展和经营秩序。第四，饲料产业全面推动新农村建设的作用

有待加强。新农村建设必须发展生产，现代饲料业能够带动种植业、支撑养殖业，降低排

泄物对环境的污染，提高养殖生产效益，增加农民收入，促进农村生产发展、生活富裕、

生态良好的协调统一，这一切必须依靠现代化的大型饲料企业拉动。第五，饲料企业的整

体管理水平有待提高。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大企业战略可以有效地解决以上问题，是未来中国饲料行业发

展的必然选择和发展趋势。 

    1 为什么要实行大企业战略？ 

    1.1 符合我国经济改革的政策要求 

    自20世纪90年代后，培育和造就大企业集团一直是我国国有经济战略调整与企业改革

的重要组成部分。《“十五”计划纲要》明确提出，要努力“形成一批拥有著名品牌和自

主知识产权、主业突出、核心能力强的大公司和企业集团”。在这方面，饲料行业成绩显

著。截至2005年，我国前10名的饲料企业总产量达到2 502万t，约占全国总产量的23%，形

成了正大、新希望、通威、温氏、南宝、唐人神、正邦、海大等一系列名牌企业，为我国

经济建设做出了较大的贡献。 

    1.2 符合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 

    任何事物的发展都分为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主要矛盾规定和制约次要矛盾，不抓主

要矛盾，次要矛盾难以解决，也找不到解决各种矛盾关系的正确方式和方法，只有抓住主

要矛盾，其他次要矛盾才会迎刃而解。饲料行业的主要矛盾就是大企业，重点发展大企

业，才能全面提升饲料行业的整体升级，把我国由饲料大国发展成为饲料强国。 

    1.3 有利于夯实养殖基础 

    我国大型饲料企业借助自身的技术优势，通过产业链的延伸和服务营销的推广，公司+

农户、订单养殖、公司+养殖联合体等一系列的策略实施，不但有效地解决了养殖品种、养

殖管理、防疫治病、养殖设备、人才培养等问题，而且以龙头企业带动进行组织创新，不

断扩大养殖规模提高养殖水平，使得养殖的整体水平大大提高，为饲料行业的可持续发展

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众多的小企业限于自身的能力，仅仅出售饲料，基本没有服务措

施，对于养殖行业的整体提高作用不大。 



    1.4 有利于加强饲料安全管理 

    我国饲料行业虽然得到快速发展，但食品安全的形势依然严峻，饲料安全就是食品安

全，人们对肉食品的质量要求严重制约了我国养殖业的发展，饲料中重金属、不良添加剂

造成养殖的污染，加重了环境的恶劣，从而也造成了饲料行业的波动。监管职能、违规成

本、规模效应、社会责任等因素都促使大型饲料企业严格遵守国家的生产标准，而“游击

队型”的众多小型饲料企业迫于竞争的压力，往往迎合养殖户“皮红毛亮”、“粪便颜

色”等传统观念，铤而走险，违规生产。这些没有生产许可，甚至没有注册的小企业，往

往造成饲料安全问题后难于查处，这便使他们变本加厉，有恃无恐。所以，加强饲料安全

仍要依赖于大型饲料企业的健康发展。 

    1.5 有利于饲料行业全面升级 

    由于种种原因，饲料行业的周期波动已成事实。在饲料行业处于波峰时期，小企业一

哄而上，攫取利润，当处于低谷时期，小企业关门大吉，等待时机，大型企业则要坚持生

产，担当起度过难关的支柱作用。一方面，小企业的管理成本、生产成本、财务费用和营

销成本4项费用均低于大型饲料企业，而且从传统价值观念（“皮红毛亮”、“粪便颜

色”）上看，小企业的产品由于违规操作其产品，在众多散养户层面竞争力并不低于大型

企业，再加上小企业的后发优势和模仿能力，单从市场竞争上看，大企业不大，小企业不

小，区域市场相互撕咬。另外一方面，众多小企业的管理粗放，整体素质不高，浪费和污

染严重，严重影响了饲料行业的整体形象和水平。 

    2 怎样实施大企业战略？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长期的经济变化具有路径依赖的特征。我国饲料行业大型企业的

发展遵循了中国特有的环境和规律。因此，中国饲料行业发展大企业战略，就应当按照符

合中国饲料大企业成长规律的优化路径来规划未来的成长之路。 

    2.1 明确政府定位，发挥政策导向作用 

    市场经济并不是不要计划和管理。单纯依靠市场竞争小企业很难淘汰掉。第一，需要

政府必须作为，从安全监管、生产许可、质量检查、进入准则、经营标准、市场规范等众

多领域加强管理，提供一个大企业顺利成长的公共政策环境。第二，努力维护企业在国际

贸易中的正当权利。目前，中国已连续9年成为世界上遭受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也成为

世界上反倾销的最大受害国。因而，对于愈演愈烈的国际经济摩擦，我国政府需要从历史

和战略的高度予以应对，各个部门需要形成统一对外的协调机制。大力维护饲料企业的正

当利益。许多饲料企业反映在对外交往中缺乏有关国际惯例的知识和国际市场行情的信

息，也需要政府部门与饲料工业协会给予高度重视。第三，从资金、技术、人才、原料等

领域重点扶持一批有发展潜力的大型饲料企业，发展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的经济联

合体，提高产业集中度和产品开发潜力。 

    2.2 建立完善的现代企业制度 

    经验证明，世界上的优秀大企业都是在产权多元化过程中由单体企业衍生和发展起来

的，企业制度都经历从业主企业到有限公司再到股份公司的产权多元化过程，饲料企业要

做大做强做久不可能长期依靠资源垄断和家长制权力经济（不是家族制）。要以调整和优

化产权结构为重点，通过规范上市、整体上市、引入战略投资者，产权置换、相互参股等

多种途径进行股份制改革，实行投资主体多元化，在产权多元化的基础上，使企业的治理

结构真正有效地发挥作用，形成相应的决策机制、激励和约束机制。 

    2.3 通过特殊的虚拟经营迅速扩大企业规模 

    专家指出“纵观美国著名大企业，几乎没有哪一家不是以某种方式、在某种程度上应

用了兼并、收购发展起来的，几乎没有一家大公司能主要依靠内部扩张成长起来。”可

见，企业单纯依靠自身发展快速扩张难以形成大型企业集团。新希望与六合，通威与粤

华、粤海，亚太中慧联合扩张，荷兰泰高与北京德佳，荷兰德赫斯与禾丰，英国ABNN与辽

河……中国饲料企业在联合兼并的道路上进行了大胆的尝试和探索，但是这种探索也存在

着很多问题，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文化、战略、模式和人才的挑战。即使是国外并购案例，

其成功率也只有35%左右。因此，要根据中国饲料企业发展路径特点，结合现有文化观念传

统，建议更多采用特殊的虚拟经营模式，在组织上突破有形的界限来扩大企业规模。外



  

包、战略联盟是两种形式。但是，这种方式使企业的管理跨度从企业内部延伸到企业外

部，从而对企业的生产、营销管理演变为对供应链、供应商的管理，从传统的有形管理发

展到无形的信息和资源管理。 

    外包是社会生产专业分工高度细化下产生的生产方式。它实质上就是指借用、整合外

部资源，以提高企业竞争力的一种资源配置模式。研究表明，外包的公司比什么都在自己

公司运行效率更高、成本更低。第二，推行战略联盟。作为企业扩展的一种形式，它具有

比企业直接重组、兼并更强的灵活性反应力，能够适应市场运行和加快的需求，因而成为

当前一种新的合作方式。任何一个企业都不可能在所有业务上成为佼佼者，企业只有通过

联合行业中其他上下游企业，建立一条经济利益相连、业务关系紧密的行业供应链方可实

现优势互补及持续性竞争优势。当前，我国饲料企业还应更多与跨国公司结成战略联盟，

学习他们先进的管理经验，引进急需的技术，并以联合研发保持技术的领先水平。7+1、广

盟组织、中农财智等一些战略联盟都进行了大胆的探索，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然而，这

种由竞争关系企业形成的战略联盟也面临着新的突破。 

    2.4 走国际化道路 

    这是一个地球村的时代，我们饲料行业的发展不可能脱离国际竞争环境。大型企业一

定要在全球化的高度下整合最低资源、运用最高技术、引进最优模式、开发最大市场、使

用高效人才、树立国际形象。我们向世界走去，世界向我们走来，没有国际化的企业一定

不是中华民族的大企业。 

    2.5 坚持主业形成核心竞争能力是中国饲料大企业的必由之路 

    中国饲料企业在进行产业链整合的过程中，大多走了多元化和专业化关系的弯路。随

着饲料企业规模的越来越大、市场结构的日益细分化和多样化，企业战略管理显得愈加重

要，这种战略管理主要集中在多元化管理和核心竞争能力的培育上。大多数国内饲料大企

业还只能算作中小企业，其经营方向不宜过于分散，饲料大企业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还是应

当以做精主营业务的战略思想来增强企业实力，由于主营战略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在进行

中关键是要保持战略的连续性和一致性，主营业务一经选择就要相对稳定，在执行过程中

必须摆脱各种短期机会的诱惑，只有持续不懈地坚持下来，企业才会培育出自身独特的核

心竞争力，在做大的同时实现做强。纵观国外大企业的发展，就会发现他们大都经历了由

专业化、多元化到回归专业化的过程，现在的世界500强企业大都以高度专业化经营思想来

主导发展。我国成功的大型饲料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也都是奠定在主营业务上的。希望的猪

料、通威的鱼料、铁骑力士的鸭料、粤海的虾料、六和的肉鸡料、兴达的蛋鸡料、成农的

教槽料都是专业化的代表。 

    2.6 打造强势品牌 

    个别中国饲料企业虽然产量已经达到世界级规模（600万t以上），但是品牌没有形成

鲜明的个性，导致世界上只知道中国的饲料产品，但不知道中国的饲料企业。我们的饲料

企业在打造强势品牌方面差距还相当大。对于品牌内涵、品牌风格、品牌故事、品牌包

装、品牌延伸、品牌模式缺乏系统的研究和灵活的运用。打造强势品牌也是实现区域经济

快速发展的捷径，没有海尔、海信等一大批名牌，就没有山东青岛的区位优势。强势品牌

的塑造也是中国饲料行业的窗口，正大、希望、通威的品牌效应也影响了社会公众对饲料

行业的认识。 

    3 实施大企业战略的效果 

    通过实施大企业战略，可以实现优化结构效应、示范带动效应、名牌形象效应、择优

扶强效应、技术转移效应、全面推动新农村建设效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