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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对我国优质猪培育的若干问题进行量化分析和探讨 ,利用农场模型的方法 ,构建含或不含地方猪血缘

的商品猪场的生物经济模型 ,并考虑模型的生物学效率 ,对模拟的 2 个猪场进行保本分析、成本结构分析和性状边

际效益分析。结果显示 ,模拟的各 600 头母猪的 2 个猪场 :瘦肉型良种商品猪场每年利润为 56101 万元 ,净能利用

效率为 27169 MJ/ kg ,全群料重比为 31106 ; 而含地方猪血缘的优质商品猪场 ,相同生猪价格、土杂猪价格销售和优

质优价 3 种条件下的年利润分别为 - 21192 万元、- 91139 万元和 35198 万元 ,保本生猪价格为 81256 元/ kg。上述

优质商品猪场净能利用效率只有 31158 MJ/ kg ,全群料重比仅为 31534。研究表明 ,猪肉优质优价和降低饲料成本

是优质猪培育和利用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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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o2economic model study of the breeding of Chine se quality p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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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dis cuss the Quality Pig Breeding by quantity analysis approach , two bio2economic farm models for

biological efficiency with or without Chines e Indigenous Swine were develop ed to conduct break2even , cos t2s tructure

and marginal profit analys es . The models were applied to a commercial pig farm with 600 s ows including Chines e In2
digenous Swine . Annual profits under three price ass umptions (the s ame price as Lean Meat hog , lower price of local

hybrid hog or higher price of Quality Pig) were resp ectively , - 21912 , - 91319 and 93187 thous and yuan. The break2
even price was 81256 yuan/ kg and efficiency in net energy utilization and feed conversion was 31158 MJ / kg and 31534

resp ectively. The annual profit , efficiency in net energy utilization and feed conversion efficiency of the Lean Meat com2
mercial pig farm of 600 s ows was 56011 thous and yuan , 27169 MJ / kg and 31106 , resp ectively. The res ults show that

high price with high quality and reducing feed cost are the keys to Quality Pig Bree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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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消费需求兼顾生产性能和肉质风味的优质

猪培育正成为我国猪育种的热点。培育优质猪大多

需要加入我国地方猪血缘 ,《中国培育猪种》[1 ]记载

的利用地方猪种与引入品种培育的 40 个新品种

(系) ,目前所剩无几 ,近来又陆续培育了新太湖猪、

六系、苏中猪、荣昌一号、大河乌猪新和鲁莱黑猪新

品种 ,以及冀合白猪和撒坝猪配套系[2 ] ,它们的推

广前景也不乐观 ,同样可能被淘汰。一方面培育优

质猪需要我国地方猪血缘 ,另一方面利用地方猪血

缘培育的猪种不能持久利用 ,其中的原因值得深究。

我国目前对优质猪的育种研究多停留在概念性层

面。例如曹洪战[5 ]利用生物经济模型对优质猪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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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方案进行过优化。对优质猪培育问题开展量化研

究和探讨 ,需要借助生物经济模型的手段。国内外

目前所构建的养猪生产模型 ,都是对后备母猪从购

买到全部淘汰做投入产出分析[6 10 ] 、模拟典型农场

的投入产出等。构建农场模型 (farm model) ,更适

合对农场收益及影响因素开展分析 ,这种模型仅

Albera 等[11 ]在确定 Piemontese 牛的育种目标时使

用过 ,而在养猪领域还没有查阅到相关的文献报道。

本文采用农场模型 (farm model) 的方法 ,分别

构建了优质猪商品场 (父本为瘦肉型猪种而母本含

地方猪血缘)和瘦肉型商品猪场的生物经济模型 ,通

过对模型输出结果以及利用模型计算的性状边际效

益的分析 ,旨在探讨优质猪培育过程中的一些关键

问题。

1 　材料与方法

111 　模型建立

利用农场模型方法 ,即以确定性生物经济模型

(deterministic bio2economic model) 来模拟一个猪场

每年的投入和产出。图 1 显示我国当前典型的猪场

生产流程 ,分为母猪模块和出栏猪模块。模型需要

输入生物学参数 (biological input parameters) 、管理

技术参数 ( management input parameters) 和成本价

图 1 　我国当前典型猪场的生产流程
Fig. 1 　Typical production flow of current Chinese pig farms

格参数 (cost & price input parameters) 。瘦肉型商品

猪场的参数取值是在对我国 2002 年至今参加“猪场

管理场间比较分析系统”的 257 个猪场样本 (合计生

产母猪数达 244 824 头)和 10 年来的养猪价格行情

分析后设置的 (表 1) 。含地方猪血缘的商品猪场的

参数以表 1 为基础 ,根据《中国培育猪种》记载的 8

个瘦肉型和 8 个新近培育的含地方猪血缘的品种

(系)的试验报告适当调整 (表 2) 。

112 　模型计算

模型通过 600 头母猪规模的猪场每年的成本收

益分析来计算猪场的利润。分为母猪和出栏猪成

本 ,母猪成本包括后备母猪购买费用及饲养到 90 kg

的费用 (目前后备母猪一般 60 kg 左右购入) 、母猪

饲料成本和非饲料成本 (包括妊娠、哺乳、空怀 3

类) 、配种费用等 ,出栏猪成本包括哺乳、保育及生长

育肥三阶段的饲料和非饲料成本。非饲料成本由畜

舍、兽医、劳务、水电、车辆、投资利息、管理费和销售

费用等构成 ,哺乳期还包括补铁、去势和断尾等额外

非饲料费用。由于哺乳母猪和仔猪需要共同管理 ,

二者的非饲料成本放在一起 ,但为研究方便 ,粗略按

哺乳母猪和哺乳仔猪 1∶2 的比例分摊。

模型收入分为淘汰母猪和出栏生猪收入 ,生猪

育肥阶段会由于健康原因淘汰销售一部分 (3 %) ,这

里设定淘汰平均体重为 60 kg ,价格比生猪低 20 %。

淘汰母猪的销售价格在后备与经产间 ,以及不同类

淘汰时间都有区别。含地方猪血缘的商品猪场设定

3 种价格 ,一种与瘦肉型良种生猪价格一样为 8110

元/ kg ; 一种是考虑到目前土杂猪价格比良种生猪

价格低 (参考广州嘉禾生猪交易市场) ,设为 7150 元

/ kg ; 一种是考虑到优质猪优价 ,每 kg 活重高于瘦

肉型良种生猪 015 元。

模型的计算公式为

经济效益 =出栏猪收入 +淘汰母猪收入 - 哺乳仔

猪成本 - 保育猪成本 - 生长育肥猪成本 - 母猪成本。

模型还研究了模拟猪场的生物学效率 ,利用以

下公式计算的净能利用效率作为评价指标 :

净能利用的生物学效率 = 总净能消耗/ 总增重

生产性状的边际效益参考王楚端[9 ]的差额法 ,

先计算基准条件下的商品猪场经济效益 ( P0) ,再分

别计算各主要生产性状发生一个单位改变后的经济

效益 ( P1) ,按差额法公式ΔP =ΔR - ΔC = ( R1 -

R0) - ( C1 - C0) = P1 - P0 计算。其中ΔP 为边际

效益 ;ΔR 为边际收入 ;ΔC 为边际成本。

模型通过 Matlab 615 软件编程运算 (具体的计

算公式和程序可以与第一作者联系索取) 。

2 　结果与分析

饲养含地方猪血缘母猪的商品猪场 ,如果按与

瘦肉型良种生猪相同的价格销售 ,600 头母猪规模

的猪场每年亏损 21192 万元 ,而瘦肉型良种猪场每

年利润为 56101 万元 (表 3) 。若将含地方猪血缘的

商品猪视为土杂猪销售 , 则猪场每年亏损高达

91139 万元之多 ,这可能是诸多含地方猪血缘的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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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1 　瘦肉型商品猪场模型所用各参数体系的当前设定值

Table 1 　Input parameters of Lean2type commercial pig farm model

管理参数 生物学参数 成本价格参数

项 　目 设定值 项 　目 设定值 项 　目 设定值

生产母猪数/ 头 600 发情周期/ d 21 保育猪非饲料费用/ (元/ d/ 头) 0170

后备母猪购入日龄/ d 130 怀孕期/ d 114 生长育肥非饲料费用/ (元/ d/ 头) 0165

后备母猪购入体重/ kg 60 断奶至发情间隔/ d 12 怀孕母猪非饲料费用/ (元/ d/ 头) 1150

后备母猪初配日龄/ d 240 母猪非生产天数/ d 6813 哺乳仔猪饲料价格/ 元/ kg 4100

后备母猪第 1、2、3 类淘汰

　日龄/ d

180 第 1、2、3 个情期母猪受

　胎率/ %

80/ 15/ 5 哺乳仔猪非饲料费用 (含哺乳

　母猪) / (元/ d/ 头)
1120

后备母猪第 1、2、3 类淘汰

　体重/ kg

90/ 130/ 140 后备母猪配种分娩率/ % 75128 后备母猪或空怀母猪每天的

　非饲料费用/ (元/ d/ 头)

1100

后备母猪第 1、2、3 类淘汰

　率/ %

3/ 6/ 3 生产母猪配种分娩率/ % 77127 相差 1 %屠宰率的出栏猪价差

　/ (元/ kg)

0109

母猪第 1、2、3 类淘汰占

　当胎淘汰率/ %

50/ 20/ 30 初产母猪相对于经产母猪的

　窝产仔系数

0194 相差 1 %瘦肉率的出栏猪价差

　/ (元/ kg)

0110

母猪/ 公猪年淘汰率/ % 20 经产母猪胎均产仔数/ 头 9130 后备母猪饲料价格/ (元/ kg) 1150

母/ 公猪淘汰平均体重/ kg 190 母猪死亡率/ % 2160 空怀母猪饲料价格/ (元/ kg) 1145

断奶至第 1 类淘汰间隔/ d 7 哺乳期仔猪死亡率/ % 6100 怀孕母猪饲料价格/ (元/ kg) 1155

配种至第 2 类淘汰间隔/ d 40 哺乳期日采食量/ (g/ d) 25 哺乳母猪饲料价格/ (元/ kg) 1175

配种至第 3 类淘汰间隔/ d 60 哺乳期日增重/ (kg/ d) 01170 每个情期配种费用/ 元 50

母猪年产胎次/ 胎 2115 保育猪死亡率/ % 4150 保育猪饲料价格/ (元/ kg) 2130

第 3 类淘汰配种情期数/ 个 215 保育猪料重比 1190 生长育肥猪饲料价/ (元/ kg) 1170

仔猪初生重/ kg 1150 保育期日增重/ (kg/ d) 01350 后备母猪购买价格/ (元/ 头) 1 000

哺乳期/ d 24 生长肥育猪死亡率/ % 3150 出栏猪基准价格/ (元/ kg) 8110

保育期末重/ kg 25 生长肥育猪料重比 2180 哺乳仔猪料净能/ (MJ/ kg) 6139

生猪出栏重/ kg 93 生长育肥猪日增重/ (kg/ d) 01680 保育猪料净能/ (MJ/ kg) 8119

育肥猪淘汰销售率/ % 3 后备/ 空怀母日采食量/ (kg/ d) 2140 生长育肥猪料净能/ (MJ/ kg) 9118

育肥猪淘汰销售体重/ kg 60 怀孕母猪日采食量/ (kg/ d) 2150 怀孕母猪料净能/ (MJ/ kg) 8152

出栏猪基准瘦肉率/ % 64 哺乳母猪日采食量/ kg/ d 4150 空怀及后母料净能/ (MJ/ kg) 8158

出栏猪基准屠宰率/ % 73 哺乳母猪料净能/ (MJ/ kg) 8162

表 2 　母猪含地方猪血缘的商品猪场模型设定参数 3

Table 2 　Input parameters of Quality Pig farm model

繁殖指标 增重耗料指标 出栏指标

项 　目 设定值 项 　目 设定值 项 　目 设定值

　后备母猪初配日龄/ d 237 　 仔猪初生重/ kg 1116 母猪淘汰体重/ kg 172 　

　母猪年产胎次/ 胎 212 仔猪哺乳期日增重/ (kg/ d) 01164 生猪出栏重/ kg 90

　断奶至发情间隔天数/ d 8 保育期日增重/ (kg/ d) 01350 出栏猪基准瘦肉率/ % 60123

　后备母猪配种分娩率/ % 78 保育猪料重比 2120 出栏猪基准屠宰率/ % 73181

　生产母猪配种分娩率/ % 82 生长肥育猪料重比/ 3141 出栏猪基准价格/ (元/ kg) 8110

　初产母猪产活仔数/ 头 9157 生长育肥猪日增重/ (kg/ d) 01650 出栏猪基准价格 2/ (元/ kg) 7150

　经产母猪活产仔数/ 头 11146 出栏猪基准价格 3/ (元/ kg) 8160

　　注 : 3 为与瘦肉型猪场不同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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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品种 (系)不得不最终淘汰的主要原因。如果引入

优质猪的概念 ,消费者愿意为优质猪的肉质风味支

付更高的价格 (体现优质优价) ,优质商品猪场还是

可赢利的 (表 3) 。

表 3 　有/ 无地方猪血缘的模拟商品猪场经营分析

Table 3 　Business analysis for simulated commercial pig farm with or without Chinese indigenous swine

经济技术指标
不含地方猪血缘的

瘦肉型商品猪场

含地方猪血缘的商品猪场

生猪价格 7150 元/ kg 生猪价格 8110 元/ kg 生猪价格 8160 元/ kg

　猪场总利润/ 万元 56101 - 91139 - 21192 35198

　猪场总收入/ 万元 780137 868143 937191 995181

　猪场总成本/ 万元 724136 959183 959183 959183

　每头出栏猪利润/ (元/ 头) 54124 - 71100 - 17103 27195

　每头出栏猪收入/ (元/ 头) 755167 674161 728158 773156

　每头出栏猪成本/ (元/ 头) 701143 745161 745161 745161

　保本生猪价格/ (元/ kg) 71489 81256 81256 81256

　保本销售生猪头数/ 头 8 027111 21 094189 14 206126 11 149179

　保本饲料价格/ (元/ kg) 11949 11552 11721 11862

　保本单位变动成本/ (元/ kg) 51996 51441 61035 61530

　　从表 3 的分析结果来看 ,优质商品猪场通过提

高产量来保本是不现实的 ,但达到 81256 元/ kg 的

保本生猪价格则有可能。通过调低饲料配方来降低

饲料单价 ,是保本或提升利润的有效方法。含地方

猪血缘可能意味着需要的能量蛋白和氨基酸水平不

用太高 ,但最适合的需要量是多少 ,还需要进一步

研究。

优质商品猪场难以获利的关键原因在于其成本

太高 ,每头出栏猪成本比瘦肉型商品猪场高 44118

元 (主要是保育和生长育肥期成本) (表 4) ,成本高

源于饲料成本的增幅太大 (53148 元/ 头) ,主要由于

饲料报酬太低 (全群料重比为 31534∶1) ,从而每 kg

增重需要净能为 31158 MJ ,猪群生物学效率不高。

与瘦肉型良种商品猪场相比 ,优质商品猪场窝

产活仔数的边际效益几乎降了一半 ,但增重、料重

比、瘦肉率、屠宰率和肌内脂肪含量等性状的边际效

益有不同程度的增加 ,说明这些增重耗料性状和胴

体肉质性状有加强选育的必要 (表 5) 。但如何在肉

质风味不会明显下降的同时提高增重和饲料报酬性

状 ,还有待进一步研究解决。

表 4 　有/ 无地方猪血缘的模拟商品猪场成本

及技术指标对比

Table 4 　Costs and technical results of simulated commercial
pig farm with or without Chinese indigenous swine

技术指标
不含地方猪血

缘的商品猪场

含地方猪血缘

的商品猪场

每头出栏猪成本/ (元/ 头) ,其中 701143 745161

　母猪成本 153143 126194

　仔猪哺乳成本 24183 24183

　保育成本 126199 149105

　生长育肥成本 396118 444179

　每头出栏猪分摊饲料成本/ 元 511198 565146

　饲料占总成本比例/ % 72199 75184

关键技术指标 :

　每头母猪年出生仔猪数 19187 24177

　每头母猪年断奶猪数 18168 23128

　每头母猪年出栏大猪数 17121 21146

　全群耗料总重/ t 2 999192 4 101173

　全群销售头数/ 头 10 465 13 012

　全场料重比 31106 31534

　全群净能利用效率/ (MJ/ kg) 27169 31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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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有/ 无地方猪血缘商品猪场的性状边际效益比较 3

Table 5 　Marginal profits of traits of simulated commercial pig
farm with or without Chinese indigenous swine

性 　状 变化量

边际效益/ 元

不含地方猪血

缘的商品猪场

含地方猪血

缘商品猪场

窝产活仔数/ 头 + 1 339119 166170

保育期日增重/ g + 50 72131 113124

生长育肥期日增重 + 50 89143 100142

保育期料重比 + 011 - 81154 - 104118

生长育肥期料重比 + 011 - 200109 - 238162

哺乳期死亡率/ % + 1 - 39185 - 28116

保育期死亡率/ % + 1 - 51121 - 45120

生长育肥期死亡率/ % + 1 - 98170 - 111125

瘦肉率/ % + 1 160157 192199

屠宰率/ % + 1 144151 173169

肌内脂肪含量/ % + 011 121158

　　注 : 3 指每头母猪分摊

3 　讨 　论

1)优质商品猪场通过降低饲料成本能提升一定

的利润 ,但猪场发展关键还在于生猪价格的“优质优

价”。很显然 ,培育优质猪的目的在于消费需求 ,如

果生产成本高的优质猪肉与一般瘦肉型良种猪肉相

同的价格 ,甚至土杂猪肉价格更低 (目前市场) ,则优

质猪的培育就会亏损。从我国现阶段的猪肉消费来

看 ,尤其在欠发达地区还难以全面做到“优质优价”。

我国优质猪培育必须首先针对高消费地区的市场 ,

与品牌培育同步进行。

2)本研究通过构建模型来探讨优质猪培育的问

题 ,可以在设定条件下开展量化分析。然而 ,研究所

用模型参数是在对我国当前养猪生产和市场深入研

究以后设置的 ,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研究结论也具有

一定的普遍性 ,鉴于我国不同地区自然经济条件的

差异较大 ,而且优质猪的生产模式可能不仅仅依赖

于集约化生产 ,所以对本研究结果的应用应该结合

本地区实际情况。

3)按比较育种学的观点 ,笔者认为优质黄鸡的

育种与优质猪的选育具有一定的可比性。从市场角

度比较 ,猪肉和鸡肉同为我国肉食消费的主体 ,消费

者都追求一定的肉质风味 (特别我国的烹调习惯) ,

从育种素材上比较 ,优质黄鸡应用了地方黄鸡和快

大鸡为育种素材 ,优质猪的培育也将以引入品种和

我国地方品种为育种素材。尽管从黄鸡的育种可以

预测到优质猪的培育将成为热点 ,但优质猪的培育

远比优质黄鸡的育种要困难 ,其周期长 ,繁殖慢 ,难

以在选择肉质风味时屠宰大量猪只。所以 ,优质猪

的培育需要一些大机构 (如国家级)在足够财力的支

持下做长期的育种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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