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生猪绿色供应链利益分配  

甘筱青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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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九江学院，江西九江 ３３２００５；２．南昌大学理学院，江西南昌 ３３００３１） 

摘 要：基于低碳经济的视角，建立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生猪绿色供应链；基于供应链物流与价值流分析，构建生猪供应链

各节点利益分配模型；通过对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内３８个县市区生猪市场、饲料市场及猪肉市场的实地调研和跟踪调查，分析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生猪市场的现状以及存在问题；结合构建的生猪供应链各节点利益分配模型及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生猪供应链

实际情况，分析各节点的利润分配；结合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提出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绿色生猪供应链利润分配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生猪绿色供应链；利益分配 

中图分类号：Ｆ２２３    文献标志码：Ａ 

国务院已于２００９年１２月１２日正式批复《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规划》，标志着建设鄱阳湖生态经济区正式上升为国家战

略。鄱阳湖生态经济区是以江西鄱阳湖为核心，以保护生态、发展经济为重要战略，把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成为全国生态文

明与经济社会发展协调统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经济示范区和中国低碳经济发展先行区。 

随着近年来生猪养殖由大城市近郊区逐渐向中西部农村地区转移，以长江中下游为中心向南北两翼扩散的生猪生产带已经

形成。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生猪的常年饲养量达到１ ５００万头左右，是全国重要的生猪供应源，这一区域生猪供应在一定程

度影响着全国猪肉市场的价格波动、猪肉安全等［１－２］。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各地大力发展“猪－沼－果、油、菜、粮”，“猪

－鱼－果、粮”，“猪－沼－草”，“禽－沼－猪－粮”等各种形式的生猪立体循环养殖［１－６］，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生猪规模

养殖污染问题，保障了猪肉安全及稳定供给，形成了典型的生猪绿色供应链［１，５］，而鄱阳湖生态经济生猪绿色供应链各节

点的利益分配将影响着供应链的稳定有效运行，需要着重关注［７－１０］。 

１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生猪供应链 

通过鄱阳湖生态经济区３８个县市区的调研发现，在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已经形成生猪生态养殖模式，如江西赣州的定南，

江西萍乡排上镇，江西九江沙河，南昌进贤，上饶万年等等，他们基本上结合了循环立体养殖和健康养殖二者，形成了新的生

猪绿色供应链模式。 

１．１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生猪供应链 

生猪供应链上游节点主要有遗传供应商、饲料供应商、防疫供应商、种植农户。生猪养殖节点主要有２种类型单位构成：

生猪养殖公司和养殖散户。生猪养殖单位之间的关系一般存在３种：第一，相互独立；第二，“企业＋合作组织＋基地＋农户”

模式；第三，养殖协会模式。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生猪市场主要分成三部分：第一部分输向上海、浙江、广东等东部沿海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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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在江西省销售；第三部分输向香港、澳门等地，江西省是重要的生猪供港基地。生猪收购商以及生猪经纪人共同寻找

货源并将生猪从养殖户输送到屠宰厂，屠宰厂进行宰杀，部分猪肉流入到深加工企业进行深加工，部分猪肉以鲜肉形式流入市

场，在农村，以摊贩形式在集市上销售；在城市，以超市、农贸市场及专营店形式销售［１］，如图１所示。 

１．２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生猪养殖绿色闭环供应链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生猪养殖公司将粪便处理到农户自建的沼气池进行发酵，产生沼气作为农生活能源。同时生猪养殖公

司都建立了大型的沼气池，产生沼气免费输送到周边农户，沼液和沼渣用来灌溉农田，发展“猪－沼－果（粮、鱼、油、菜）”

生态农业发展模式，即“猪－沼－果”，“猪－沼－鱼”，“猪－沼－油”，“猪－沼－菜”，“猪－沼－草”等各种形式的生猪立体

循环养殖。农田里生长的绿色农作物以及农作物的秸秆可以作为生猪养殖公司的饲料来源，这样就形成了一个绿色闭环生猪供

应链，如图２所示。 

 

２ 生猪供应链各节点利益模型 

２．１ 生猪养殖节点利益模型分析 

生猪养单位包括生猪养殖公司和散养户，根据对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生猪供应链的调研发现，养殖成本一般 

由猪仔购置成本、饲料成本、防疫成本、人力成本、固定资产折旧、死亡均摊成本以及其他水电成本等７个部分构成［１

１－１２］。猪仔购置成本：指小猪仔的购买费用，成本高低主要取决于猪仔重量ｑ１和价格ｐ１这２个因素，用ｃ１表示。饲

料成本：指玉米、豆粨、鱼粉、麸皮、预混料等饲料费用，成本高低主要取决于饲料重量ｑ２和价格ｐ２两个因素，在养猪生

产中，饲料成本约占总成本的７０％左右［１３］，用ｃ２表示。防疫成本：指养殖厂内生猪病情防疫、治疗以及医药费用等，

用表示。人力成本：指在生猪养殖过程中，由于雇佣劳动力所发生的费用成本，用ｃ３表示。固定资产折旧：指在生猪养殖过

程中，猪舍以及各种设备等固定资产折旧费用，用ｃ４表示，在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生猪养殖场均建立了沼气池等猪粪尿处理

生态系统，所发生的费用也归到固定资产成本。死亡均摊成本：指从生猪从小猪仔到出栏之间的死亡造成的均摊成本，用ｃ６

表示。其他水电成本：指在生猪养殖过程中，发生的用电用水费用，用ｃ７表示。 

在生猪总成本中，猪仔购置成本和饲料成本所占的比重比较大，一般在７０％～９０％之间，而且价格波动比较大，所以

猪仔购置价格ｐ１以及饲料价格ｐ２对总成本的影响比较大，而其他５项成本所占成本比例比较小，而且价格随市场的变动不

大，则生猪养殖的成本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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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猪养殖的收入主要来源于２个部分：生猪销售收入以及猪粪尿沼气沼液沼渣等销售收入。生猪销售收入用Ｙｙ表示，收入大

小取决于生猪出栏时候的重量Ｍ以及价格Ｐｃ。目前，在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生猪养殖场的沼气作为生活能源免费给周边村民使

用，沼液用来灌溉周边农户的粮田、果园、菜园和茶油田等，所以生猪养殖场的沼气沼液对养殖户来说没用产生直接的经济效

益，但是对整个区域产生了一定的社会效益［１］。生猪养殖场的猪粪尿沼气沼液沼渣等销售收入主要是猪粪的销售收入，这部

分收入在一定时期是比较固定的，而且占整个总收入的比重比较低，用ｙｚｆ表示。则生猪养殖的收入函数 

 

根据生猪养殖的成本函数以及收入函数可以得到生猪养殖的利润 

 

生猪养殖的利润率 

 

生猪从出生到出栏正常需要１４５～１６０ｄ，１５０ｄ左右，生猪养殖户资金周转期为５个月，月资金周转率ｒ１为２０

％。则生猪养殖的月资金收益率Ｉｙ 

 

２．２ 生猪收购节点利益模型分析 

生猪收购节点的主体主要是指从事生猪收购的单位和个人。生猪收购流通环节一般很不透明，主要由猪贩子和生猪经纪人

操作，但是其中的利润也是相当可观的［１４］。 

生猪收购流通节点的收益只要来自于收购猪和向下一节点屠宰厂之间的价格差价收入，生猪流通节点的收入用Ｙｌ，向生猪

屠宰厂销售的猪价为Ｐｌ，生猪宰收购流通过程中，重量损失率为ｖｓ。 

生猪收购流通节点的主要成本Ｃｌ：产地检疫费、免疫耳标费、运输费用和介绍费。产地检疫费一般为４元／头，在收购生

猪时应收取。免疫耳标费一般为１元／头。运输费用主要包括车辆费、司机费用和过路费等，这一费用与运输距离的长短有关。

介绍费是向当地经纪人支付的猪源寻找费，这一费用变动不大，经纪人收入相对比较稳定。 

生猪收购流通环节的利润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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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生猪屠宰节点利益模型分析 

目前我国实行生猪定点屠宰制度。企业要想成为定点屠宰厂，必须拿到当地政府的定点屠宰许可证；同时政府规定猪肉的

来源必须是定点屠宰厂。因此，定点屠宰制度带来了一定程度上的猪肉屠宰销售的行政垄断，但是定点屠宰企业之间的竞争非

常激烈。 

一头生猪经屠宰后主要产品是去皮带骨猪肉，副产品包括猪头、猪蹄、猪皮、猪下水、猪肥油、猪血、猪尾等，这些产品

与生猪毛重之间存在大致稳定的比例关系［１５－１６］。去皮带骨猪肉的价格为Ｐｔ，去皮带骨猪肉与生猪毛重之间的比例称

之为屠宰率ｖｔ，根据经验数据，屠宰率一般为７０％左右。各种副产品占收猪毛重的比例为ｖｆｉ，价格为ｐｆｉ。猪屠宰厂收猪

价格为Ｐｌ，收猪毛重为Ｍｖｓ，所以，屠宰节点的收入函数 

 

屠宰厂的成本主要有４个部分构成：生猪收购成本、人力成本、资产折旧成本以及水电成本等，由于人力成本、资产折旧

成本以及水电成本随时间变化不大，相对比较稳定，而且占总成本的比重比较小，在此把其固定为ｃｔ，则屠宰节点的成本函

数 

生猪屠宰环节的利润只要取决于收购价格、屠宰厂的屠宰率、向猪肉市场销售价格以及副产品收入。生猪屠宰的利润率 

 

生猪屠宰资金周转期一般为５ｄ，月资金周转率ｒ３为６。则生猪收购的月资金收益率Ｉ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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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市的利润ｒｃ一般在４％～１０％之间，超市利润率随着市场变化以及国家宏观政策变化而变化，而且变化幅度比较大，

则利润Ｒｃ＝ＰｔＭ（１－ｖｓ）ｖｔｒｃ。 

３ 生猪供应链各节点利益分享比较分析 

生猪供应链各环节中猪肉重量与生猪出栏毛重的关系可以看出，影响最终消费市场猪肉重量占生猪毛重比例的因素主要有

收购运输过程中的重量损失率ｖｓ和屠宰率ｖｔ，与收购运输过程中的重量损失率ｖｓ成负相关，与重量损失率ｖｓ成正相关，重

量损失率ｖｓ一般情况在２％～４％之间。与屠宰率ｖｔ成正相关，屠宰率ｖｔ一般情况在７０％左右。生猪养殖的利润主要取决

于生猪出栏价格、饲料价格及猪仔价格，生猪收购的利润主要取决于价格差，生猪屠宰的利润一方面取决于价格差，另一方面

取决于屠宰率。从资金周转期来看，生猪养殖户的资金周转期最长，达４～５个月，一般为１５０ｄ左右，而其他三个环节的

资金周转期均在７ｄ之内，由此可见，生猪养殖户的资金利用率最低，同时承担的风险最大。 

４ 实证分析 

根据鄱阳湖生态经济区２０１０年２月份生猪、收购、屠宰以及猪肉市场的统计数据，利用上述所描述的利益模型，分析

各节的收益情况，具体情况如下表２。 

 

 

从表２可以看出，整个供应链共分配利润３９９．４元，其中生猪屠宰环节利润所占比例最大为３８．８％，生猪收购环

节的比例最小６．１１％，养殖节点环节利润比例为２５．５５％，生猪销售环节利润比例为２９．５４％。从利润率来看，

最高的是生猪屠宰行业，最低是生猪收购环节。 

从表２还可以看出，生猪养殖的利润以及利润率都不低，但月资金收益率最低。生猪养殖的利润以及利润率都不低，由于

生猪生长周期比较长，导致资金周转期比较长，一般在４～６个月，进一步导致月资金收益率比较低，在整个生猪供应链中月

资金收益率最低，是生猪收购环节的１／５，生猪屠宰环节的１／２０，生猪销售环节的１／３６。正所谓“养猪不如贩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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贩猪不如杀猪，杀猪不如卖猪肉”。 

生猪养殖环节一旦购进仔猪或养殖自繁自养的仔猪，就要遵循生猪生长周期规律，进行４～５个月的养殖，而在这期间，

一旦饲料价格持续或者迅速上扬，导致猪粮比下降至５．５：１以下，生猪养殖单位就面临着亏损压力。 

目前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生猪价格持续缓慢走低，２月１日到２月１４日价格基本在１１．５元／公斤左右，二月下旬可是

持续走低，在２月２１日之后生猪价格已经跌在１１元以下，具体情况如下图３。 

 

生猪价格持续走低，但是饲料市场上，玉米价格在高位持续不下，导致２月份猪粮比低于盈亏平衡点６　１，而２月份只

有１／３的时间猪粮比在５．５：１的警戒线上，特别是２月下旬，猪粮比持续低于警戒线，３月份如猪粮比继续走低或在低

位保持，生猪养殖户的利润将要减少，甚至出现亏损，具体情况如图４。 

 

５ 对策建议 

从上述模型以及实证分析可以得出：在整个生猪供应链中生猪养殖环节工作量最大，但资金月收益率最低，而且生猪养殖

环节影响对市场的价格影响显著，所以政府要注重加大对生猪养殖单位的政策扶植和技术支持，生猪养殖单位要不断调整生猪

产业结构，推行标准化管理，加强政策扶持和完善信息服务等，具体对策建议如下： 

（１）养殖单位应调整结构，提高质量，保证价优。养殖单位应引进优良品种，以取得价格优势，同时加强饲养标准化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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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提高生产水平，降低生产成本，增强抵御市场风险能力。在猪价持续低迷时期，淘汰低产弱质母猪，适当压缩养殖规模，

减少损失；同时，预测生猪价格回升时点，适时补充优秀后备母猪，确保猪群结构合理和品种优化，提高生猪市场竞争力。 

（２）政府应结合实际情况，在财政补贴、税费减免、信贷发放、生猪保险等方面给予养殖户（场）必要的支持。同时加

大疫苗研究投入，降低生猪疾病防疫防治难度和风险。 

（３）相关部门要加强信息发布、市场监测、市场监管和价格监测预警工作。认真做好数据上报，建立数据网络化系统，

分析生猪价格波动周期性变化规律，发布价格信息和价格变化趋势预测，指导养猪生产企业及时调整养殖结构；密切关注生猪

生产和市场价格变化情况，关注猪粮比价，加强信息引导，采取相应措施，避免生猪生产大起大落。 

参考文献： 

［１］ 高阔，甘筱青．农产品绿色供应链研究进展［Ｊ］．安徽农业科学，２０１０，３８（１７）：９２５２－９２５

３，９３３５． 

［２］胡凯，甘筱青，薛俭．一类赊销供应链的批发价契约研究［Ｊ］．复旦学报：自然科学版，２００７，４：５４４－

５４８． 

［３］吴坚，利锋．南方农村沼气发展新模式的环境经济分析［Ｊ］．生态经济，２００８（３）：６１－６４． 

［４］钟波兰．构建农产品绿色供应链［Ｊ］．物流科技，２００８，４：４８－５０． 

［５］胡凯，甘筱青．我国生猪供应链的现状，问题与发展趋势［Ｊ］．安徽农业科学，２００７，３５（１２）：３６６

７－３６６８． 

［６］马祖军．绿色供应链管理的集成特性和体系结构［Ｊ］．南开管理评论，２００２，５（６）：４７－５０． 

［７］潘会平．供应链合作的利润分配机制研究［Ｊ］．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２００５（６）：８７－９３． 

［８］叶怀珍．供应链中合作伙伴收益原则研究［Ｊ］．西南交通大学学报，２００４，３９（１）：３０－３３． 

［９］鲁其辉，朱道立．质量与价格竞争供应链的均衡与协调策略研究［Ｊ］．管理科学学报，２００９，１２（３）：５

６－６． 

［１０］ＢＥＡＭＯＮ Ｂ Ｍ．Ｄｅｓｉｇ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Ｇｒｅｅｎ Ｓｕｐｐｌｙ Ｃｈａｉｎ［Ｊ］．Ｌｏｇ

ｉｓｔｉｃｓ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１９９９，１２（４）：３３２－３４２． 

［１１］ＳＩＬＫＥ Ｂ，ＪＩＬＬ Ｅ．Ｈｏｂｂｓ，ＷＩＬＬＩＡＭ Ａ．Ｋｅｒｒ．Ｓｕｐｐｌｙ Ｃｈａｉｎ Ｒ

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 ｉｎ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ｓｈ ｐｏｒｋ Ｓｅｃｔｏｒ［Ｊ］．Ｓｕｐｐｌｙ Ｃｈａｉｎ Ｍ

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Ａ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２００１，６（２）：７４－８３． 

［１２］ＦＲＡＮ　ＯＩＳ Ｇｕｅｒｒｉｎ．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ｔｏｃｋ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Ｐｏｌｉ

ｃｉｅｓ ｉｎ ａ Ｔｗｏ－ｓｔａｇ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Ｐｉ



 

 8

ｇ Ｓｌｕｒｒｙ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Ｉｎｖｏｌｖｉｎｇ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Ｆａｒｍｓ［Ｊ］．Ｃｏｍｐｕｔｅ

ｒｓ ａｎｄ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ｓ ｉｎ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２００４（４５）：２７－５０． 

［１３］余德谦．降低养猪饲料成本的措施［Ｊ］．广东饲料，２００９（８）：４１－４２． 

［１４］胡新旭，生猪养殖产业链相关行业利润分配分析［Ｊ］．饲料广场，２００７（１３）：２５－２８． 

［１５］任荣华．２００７年我国猪肉价格上涨原因和生猪屠宰收益分析［Ｊ］．农业技术经济，２００８（３）：１０－

１６． 

［１６］ＬＥＭＫＥ Ｕ，Ａ．Ｖａｌｌｅ Ｚａ′ｒａｔｅ．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

ｌ Ｔｒｅｎｄｓ ｏｆ Ｓｍａｌｌｈｏｌｄｅｒ Ｐｉｇ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ｉｎ Ｎｏｒｔｈ 

Ｖｉｅｔｎａｍ［Ｊ］．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ｓ，２００８（９６）：２０７－２２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