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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合同育肥模式

◼生产技术特征与经营策略

◼展望与挑战

主要内容 



非创新性的育肥方式，在我国已经“自南到北”成熟运行30多年；

• 山东近年来兴起的合同育肥模式是非洲猪瘟后期兴起的合伙人组织形式（新）；

• 养猪方式以外购仔猪、合同育肥、灵活销售为主要经营策略；

• 无或者极少的繁殖群体；

• 中小型公司的组织形式；

• 农牧行业的饲料、种猪、肥猪销售、采购等从业者为主要股东和牵头者的公司形式；

• 齐鲁文化的践行者。

一、山东省合同育肥模式

 ——“专门化而非专业化”合同育肥



1、区域结构变迁
• 非洲猪瘟的“后劲”很强



2、区域特征

山东生猪屠宰企业310家：运输网络和交通工具等。

山东是饲料生产和使用大省，现有饲料、饲料添

加剂生产企业2380余家，约占全国的1/7，极端代

工机制。

产业资本加持：种猪、疾病净化，资本主导后，

留下大量的产能，并且育肥和繁殖场为近年来新

式模式，生物安全条件良好；

被非洲猪瘟极度折磨后的“剩者为王”的养猪场、养

猪人及合同农户。



3、大型农牧企业培育的高规格合同农场与职业经理人

• 2020年以来多个上市公司发展的合同放养模式，培育了大量的高

规格合同农场与农户；

• 经过非洲猪瘟后期的“空气传播”洗礼与认知，季节性正压空气过

滤系统的必备生物安全武器，为安全生产提供了良好的基础条件；

• 温氏、新希望六和、环山、大北农、天邦、正邦、海大、大信、

嘉吉以及外企动保企业的职业经理人。



4、非洲猪瘟（2018-2025）两次产业技术革命的成就

• 高度接触性传播为唯一传播方式（2018-2020）的猪场生物安全升级体系，

密闭式、机械化养猪场的兴起，全面的改造与切断高度接触性传播的生物安

全措施。成就了第一次产业技术革命；

• 毒株多样性与有效补充的“空气传播”（2021-2025）发现、认知与措施，成

就了在长江以北特别是华北平原的高密度养殖区的“空气管理措施”，成为第

二次产业技术革命的出圈有力抓手；

• 即：（1）检测剔除为核心技术的新生物安全体系；

（2）空气传播发现与改善的再次升级生物安全体系建立。



5、多元化的销售政策

屠宰场多，大型、中型和小型的分布广泛；

二次育肥呈现的区域性特征，有效的补充了育肥的多种出栏渠道；

民间高手多、行业规矩对立又统一。



6、防“套路”能力强的管理者

• 管理者或者股东从业经历：饲料销售员、猪销售员、放养管理员、

猪贩子；

• 简单、粗暴和有效的管理方式。



7、灵活多变的股权组织形式与合伙人

• “平台+合伙人”模式：

• 公司平台：整合行业内的资源，提供采购、销售、饲料、动保、技
术、金融等支持，搭建平台。

• 合伙人：是行业中有经验和资源的优秀者，负责合作公司的经营。

• “公司+合伙人”的运作模式，集行业内优秀人员为一体，让利益相关
者参与其中的生产经营模式。模式兼具稳健性与灵活性。

• 1000万模式创建一个放养公司（服务部），大股东占比70-80%，合
伙人20-30%；

• 灵活的分配方式；

• 相互信任的“行业”人士。



8、灵活的融资方式与期货套保相结合

• 饲料厂融资渠道；

• 代理商融资渠道；

• 金融产品；

• 生猪期货锁定利润



二、生产技术特征与经营策略-支撑体系

• 支撑体系来源：自建、共建、共享

• 生物安全

• 饲料

• 生产管理

• 技术创新



1、生物安全

• 2021年开始果断简化生物安全体系，并完成加盟农场的生物安全
系统升级；

• 2023年初，全面改造猪舍积极性正压空气过滤系统，简单、实用
与低成本；

• 2023年底，逐步得到验证和最后一次难关；

• 2024年，全行业非洲猪瘟低流行率，共享生物安全与价格红利



饲料安全

4.运输过程管控：
 车辆二级清洗消毒机制

运输过程GPS监控

1.选用安全原料：

疫情严重时，严选东

北玉米（烘干）

不用猪源蛋白

3.生产环节管控
制粒净区严格管控

装车区域隔离，无接触

2.工艺保障：

双调双保工艺

能够保障85℃，3分钟

2、饲料-代工选择的标准（安
全）



成本优势

校正料比2.5左右，
长肉成本6.5-7元/kg



• 勇于舍得，大道至简，

• 不做袋装料，只做散装料

• 只有6个料号，生产，成品管理，

简单高效

• 部分工厂的产能空间，与大农场就

近合作

抱团取暖-满产与产能外溢



3、生产管理

监测体系：

• 温度、湿度；

• 通风量；

• qPCR的病原核酸监测体系，采样及采样器的创新迭代应用；

• 料塔与采食量远程监控；



温度监测



通风



qPCR病原核酸监测体系



料塔称重与日采食量



4、技术创新与快速传播

2024年10月聊城大学、禾邦农业、至达康农牧联合成立 “至康养猪研究院-SHS Academy 

of Swine Research”， 研究院成员全部来自养猪一线职业经理人或企业研究院，与高校科研硬

件相结合，以技术创新、技术应用转化、生猪养殖服务作为主要内容，聚焦生猪养殖健康问

题及生产效率提升。



华北平原地区传播特征监测与阻断规律研究

3月4日（阳性猪群） 3月7日（空栋舍）

标号 位置 结果 位置 结果

空气样品0-1 30min 36.78 1#栋舍空气样品 38.68

空气样品0-2 1h 39.06 2#栋舍空气样品 37.04

空气样品0-3 2h 38.12 3#栋舍空气样品 阴性

空气样品0-4 4h 37.012

空气样品0-5 6h 36.68

空气样品0-6 10h 35.94

⚫ 自主研发空气大功率空气采样器，应对田间状态下的气溶胶监测，实用与科研监测导向；

⚫ 定期、定点投放，区域性预警；

⚫ 舍内投放，及时决策；

⚫ 积累数据、宏观调控进苗与出栏节奏。



“暖康”现场需求开发与使用效果

到场后不同使用组7天内栏位腹泻率与日采食量

猪苗到场后7天内，暖康使用组栏位腹泻率显著低于生姜组（卡方分析，P<0.05）；

                             暖康使用组平均猪只日采食量明显高于生姜红糖组猪群。

                             进场后七天，暖康组弱猪率0.4%，生姜红糖组弱猪率6.45%。



◆ 通过搅拌融合，使药物和水均匀分散，形成混悬液，药物混悬液经过集成式控制器控

制泵送频率匹配料线速度，药液附着颗粒饲料，实现精准加药。

◆ 操作说明: 以打1吨饲料为例，按2-3%的药液配制添加，配置后药+水总体积不超过

20-30升。配置后开启搅拌充分形成混悬液后，同步开启料线与设备加药系统。。

饲料加药器——农场的机械助手



小结：山东省新的合同育肥模式，为北方，

特别是山东养猪守住了我们的“倔强”，是

非洲猪瘟以后山东本土企业实现逆势增长

的最典型代表。



三、展望与挑战

⚫猪苗

健康度，适度；价格、合理；供应，稳定；

⚫代养费

⚫高效育肥场

⚫内卷、抱团到整合

⚫技术升级与社会资源深度整合



资料来源：

• 调研与交流；

• 公开报告；

• 研究院内部数据；

• 朋友圈；

• 新猪派、新牧网等。



报告完毕、谢谢大家！

聊城大学“猪传染病防控”创新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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