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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生猪产业技术效率与集聚度状况分析 

银西阳 岳杨森 贾小娟 章睿馨
1
 

（四川农业大学 管理学院，四川 成都 611130） 

【摘 要】：生猪产业技术效率与集聚度是生猪产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因素,为促进四川生猪产业健康发展,本

文运用随机前言分析方法,并结合集中系数对四川生猪产业的技术效率和集聚度进行测算分析。结果表明,四川生猪

产业技术效率从散养和规模两方面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生猪养殖技术效率低下;四川生猪产业属于寡占型产业,生

产布局合理,生猪生产区域优势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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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作为全国生猪大省,具有独特的盆地气候和自然资源,但四川当前生猪养殖面临环境压力、资源减少、养殖效益低等因

素的影响,生猪产业表现出养殖规模不足、产业化进展缓慢、生猪养殖传统区域优势难以发挥等问题,因此对四川生猪产业进行

结构化调整,优化产业布局,提高技术效率,合理配置资源是当前四川由生猪大省向生猪强省转变的关键。 

长期以来,农业一直是国内外专家学者研究的重点产业,同时农业区域化发展也是学术界讨论的热点。地理集聚在经济发展

方面的作用明显,对区域间的产业规模和产业经济效益具有重要作用,农业产业集聚的形成受到区域自然资源禀赋、劳动力丰裕

程度等因素的影响,农业地理集聚由自然集聚向社会集聚演变,从而形成完善的农业生产体系,技术创新、制度创新等因素将加快

这一过程。研究表明产业集聚与生猪养殖技术效率和成本节约之间存在相互联系,技术效率和资源配置会影响生猪产业的集聚化

发展,空间集聚程度的提高和合理的产业布局,有利于避免产业重复建设,促进资源的有效配置,增强地区竞争优势。 

当前产业技术效率和集聚度方法理论研究相对成熟,但针对畜牧业方面的研究相对较少,因此本文对四川生猪产业进行产业

技术效率和集聚度的综合研究具有一定的创新意义。基于全国和四川各市州生猪数据,本文将从产业技术效率和区域集聚度两项

总体指标出发,运用随机前言分析法并结合产业集中率,综合分析四川生猪产业技术效率和各区域间集聚程度,以期为四川生猪

产业持续健康发展提供政策建议。 

1 四川生猪产业发展现状 

四川拥有独特的盆地地形和亚热带季风气候,湿度和温度都适宜生猪养殖的需要。2017 年四川生猪出栏量为 6579.1 万头,

同比下降 5%,生猪出栏量稳居全国第一位,但紧随四川其后的河南、湖南两省的生猪出栏量出现了显著增长,增长分别为 3.6%、

3.3%,四川生猪生产形势不容乐观。生猪饲养产值方面,2016年四川生猪饲养产值达 1262.9亿元,占全国生猪饲养产值的 8.79%;

饲料供应和生猪屠宰方面,2016 年四川饲料产量达 1070 万吨,首次进入我国饲料产量过千万吨的省份行列中,生猪屠宰量保持

4000 万头左右;正大、温氏等生猪龙头企业相继在四川布局发展,养殖规模数量也在原有养殖基础上逐年增长。四川生猪产业近

几年虽面临环境保护、禁养区规划等问题,但整体水平还呈现稳步发展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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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四川生猪产业技术效率分析 

2.1模型的构建 

前沿分析是标注决策单位相对效率的基本方法,同时也是效率研究的主要方法,在估计上一般存在有参数和无参数两种。SFA

是前沿分析中参数方法的典型代表,即需要确定生产前沿的具体形式,模型设定如下: 

 

Yit为第 i个对象第 t期的产出结果;xit为第 i个决策单元第 t期的投入变量;f(xit,β)为设定 SFA模型的生产函数;vit为随机

扰动项,用于表示非可控因素的随机误差因素对于产出变量的影响,通常假设 vit～i.i.dN(0,σv
2);uit用于表示技术无效率项对于

产出的影响;通过γ的取值可以判断本批数据是否有必要用 SFA模型。 

本文采用 Cobb-Douglas生产函数,对四川省生猪养殖的散养方式和规模养殖方式的技术效率进行测算,并与全国平均水平进

行对比。基本模型为: 

 

其中,Y表示生猪的产量(头);K表示每头生猪投入的物质与服务费用(元/头),包含直接费用和间接费用两部分;L表示每头生

猪投入的人工成本(元/头);Vit为服从正态分布 的随机变量,用于测度误差项以及其他无法控制的随机因素;Uit是独立于

Vit的非负随机变量,用于表示生产的无效程度。进行参数估计时,Vit和 Uit都是误差项,因此无法确定其实际数值。 

2.2数据说明 

为分析四川生猪养殖的技术效率,本文采用 2007-2016年四川和全国的散养、规模养殖的成本与费用数据,选择生猪出产量、

投入的物质与服务费用和人工费用为主要变量。数据主要来自于 2008-2017年《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 

2.3实证分析结果 

本文使用 STATA12.0软件进行随机前沿分析,分析结果为四个部分。 

首先对随机前沿模型进行检验,回归系数均通过检验,说明模型具有良好的解释能力。四个模型的技术无效项γ的估计值均

非常接近于 1,表明生猪养殖产业的实际产出与理论产出的差距的确是由生产的低效率造成的,应用随机前沿模型分析生猪养殖

的技术效率是合理的。 

其次,主要解释变量 lnK 和 lnL 的回归系数估计值的绝对值都介于 0 到 1 之间,且都显著。物质费用变量 K 的回归系数在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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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模型中符号均为负,表明物质费用的投入对于生猪养殖技术效率的提高具有负效应,增加物质资料投入将会降低生猪养殖的技

术效率。与物质费用相反,人工投入变量 L对于技术效率的具有正效应,增加人工投入可以促进生猪养殖技术效率的提升。 

对四川和全国平均水平的生猪养殖产业技术效率进行比较可知,无论是散养还是规模养殖,四川省生猪养殖技术效率均低于

全国平均水平,四川省生猪养殖行业还有很大的技术进步的空间。从生猪两种养殖方式的对比可以看出,无论是在四川省还是在

全国范围内,与散养方式相比,规模养殖方式的人工投入对于技术效率的促进作用更大,当然,规模养殖的物质投入对技术效率进

步的抑制作用也更强。 

3 四川生猪产业集聚度分析 

产业集聚是由一个主导产业带动下的大量密集联系的企业和支撑机构的集中,从而形成强劲、持续的竞争优势。从生猪产业

来看,产业集聚是在地方政府的支持下,大量的养猪企业与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在一定区域空间内有机集聚,通过资源共享、分

工合作、技术扩散等方式进行资源配置。在生猪大省中,一般养殖大户和养殖企业数量颇多,应该充分利用这一优势加强猪企间

的合作,利用产业集聚发挥其规模效应、技术效应等集聚效应。 

行业集中度在市场结构体系中是最基本的影响因素,充分反映出市场的垄断和竞争程度,通常运用行业集中率(CRn指数)、基

尼系数、逆指数等指标进行测算。本文结合生猪产业的市场结构特征,对四川生猪产业集中度进行测算,生猪产业行业集中度 CRn

通常表示生猪生产规模最大的前几位市州猪肉产量份额占全省猪肉产量份额的比重的总和。该指标可以反映生猪产业在前几位

市州的集聚程度和排名前几位市州的变化情况,n通常取前 4位或前 8位表示。计算公式为: 

 

式中 CRn表示四川生猪产业集中率指数;ki表示四川省前 n个市州猪肉产量之和;n为生猪产业中产量规模居前 n位的市州。

按照贝恩分类法,行业集中度 CR4<30%或 CR8<40%,则该产业为竞争型产业,反之,CR4>30%或 CR8>40%,则该产业为寡占型产业。 

四川 2007-2016 年间生猪产业相对集中,CR4 和 CR8 数据测算都显示四川生猪产业属于寡占型产业,生产布局合理,生猪生产

区域优势明显。近年来,随着我国生猪龙头企业相继布局四川各市州,生猪产业结构的调整等为四川生猪产业集聚度优势发挥提

供了持续的动力,从而带动周边区域生猪产业科学健康发展。科研院所、高校与企业间进行的产学研科学合理引导等也为优化四

川生猪产业集中度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4 结论与建议 

4.1结论 

基于 2007-2016年全国和四川各市州的生猪产业数据,本文运用随机前言分析法、产业集中率等方法对四川生猪产业技术效

率和集聚度进行研究,剖析四川生猪养殖技术效率与生猪专业化程度。主要研究结论如下:从四川生猪产业技术效率分析来看,四

川省生猪产业的技术效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较低的生猪养殖技术效率使得四川生猪养殖的实际产出与理论产出之间存在一定

差距,四川的生猪产业有巨大的技术进步空间;物质费用的投入会对生猪养殖技术效率的提高产生负作用,而人工投入则会对生

猪养殖技术效率的提高产生正效应;与生猪散养相比,规模化生猪养殖会促进技术效率的提高,使得生猪养殖更加具备技术效率,

但是规模化生猪养殖的物质投入对技术效率进步的抑制作用也更强。从四川生猪产业集聚度分析来看,2007-2016 年四川生猪产

业发展相对集中,属于寡占型产业,生产布局较为合理,具有明显的生猪生产区域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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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政策建议 

4.2.1促进养殖模式转变,优化生猪产业布局 

四川生猪养殖模式需科学合理转变,适度增加规模化养殖人力资源的投入,同时在优势区域采用生猪集约化生产方式,促进

生猪产业转型升级。各市州应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大力引进生猪重点企业,促进产业增强竞争力。从四川生猪产业技术效率和集

聚程度的研究分析来看,应重点加强川东北经济区生猪产业规模化发展,向该区域适当给予政策倾斜,壮大川东北经济区生猪产

业地位,着力发展产业专业化程度高的区域有利于带动辐射周边经济区,实现新的产业规模增长极。 

4.2.2推动产业技术创新,带动产业效益提升 

加强生猪产业技术效率的研究,对于生猪产业水平和区域间产业集聚度的提升有巨大的推进作用。加大高校、科研院所和龙

头企业的研发资金投入,争取科研技术在生猪产业实践中快速应用,实现科研成果价值转换。在对生猪生产主体技术研发的同时,

饲料产业、猪肉深加工技术等的研发也很重要,对饲料加工企业进行科研技术帮扶,运用校企合作平台,采用现代生物技术,充分

利用区域种植业结构模式,开展高效、低成本、低氮磷排放的新型饲料研究,解决人畜争粮矛盾并加快饲料加工新技术的转化与

推广。 

4.2.3培养生猪产业人才,提高产业人群素质 

生猪产业集聚规模的提高,离不开对生猪产业人才的知识、素质培养。在四川生猪产业养殖群体中大多数没有相应的专业知

识技能,完全依靠自己长期积累的经验和方法对生猪进行养殖。政府应定期对养殖户进行培训,传播当前生猪养殖先进饲养技术,

生猪企业也应经常对员工进行技术培训,增长养殖、屠宰、加工等方面技术知识,提高综合能力。加强高校、科研院所生猪产业

技术人才的培养,对生猪产业结构组织中,生猪产业高学历、复合型人才的培养显得尤为重要,产业人员的技术知识的提升有利于

四川生猪产业持续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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