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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规模猪场发展的加速，集团化、专业化已

经成为养殖公司常规的组织形态。如何加强对猪场的有效监

管和绩效考核成为规模养猪企业发展的重要课题。许多公司

成立了事业部、生产技术部或生产育种部甚至分公司对猪场

进行多层次专业化管理，形成了猪场（利润中心）——片区（运

营中心）——事业部（管理中心）三级管理架构。但是事业

部离猪场的物理距离和管理距离都比较远，行之有效的管理

模式尚有待完善。本文就笔者的一线管理经验，从绩效评估

和对标管理的角度提出一点管理建议，供全国养猪同行参考。

1  评估前准备工作

1.1  评估计划
猪场评估前应制订评估计划，以通知的形式下发至猪场，

猪场可以按通知要求进行准备。具体来讲评估计划包括几部

分内容：评估时间（如需更改应提前通知），评估小组成员（公

司内部高管和外部专家，一般由财务、生产运营、育种和防

疫各一名成员组成）、评估目的（生产、育种和防疫等工作

的现状进行摸底调查，为后续规划、管理奠定基础）、评估

内容（现有组织结构，近 6 个月以来的经营损益表，生产、

育种和防疫关键报表，经营分析汇报，关键人员评价）、评

估方式（会议汇报、座谈、进猪场现场检查）、评估结果（撰

写猪场调研报告－问题、原因及对策）、明确材料提交截止

时间以及调研组总联络人（电话及邮箱地址在调研计划通知

中写明）。

1.2  评估前需提交材料
1）现有组织结构、人员，以及最近 6 个月份经营业绩

汇报（见图 1、表 1、表 2）；

2）最近6个月生产、育种、防疫等关键数据汇报（见表3—

表 6）；

3）最近 6 个月经营分析汇报——问题、原因、对策（见

表 7）；

4）猪场关键人员评价——猪场场长、技术主任、主管、

育种员等（见表 8）。

2  现场评估

2.1  听取工作汇报
现场汇报参加人员除了评估小组人员外，一般还会有片

区总经理或分管生产运营副总经理及相关人员，场里所有技

术岗位人员、财务人员参加。规模较大的场选派饲养员代表

参加，规模较小的场除勤杂工以外则全部参加，会议人数控

制在 20 ～ 30 人为好。汇报顺序先由场长汇报经营业绩、生

产情况；接下来由技术主任（主管）汇报育种和防疫情况，

再由场长分析原因。最后由场长和关键人员介绍个人简历并

进行自评，汇报时间约 30 ～ 45 min。猪场应做好会议准备，

尤其是准备好记录用的笔和纸，投影仪、打印机等办公设备；

办公条件差一些的应事先将材料打印好几份，再向评估小组

作口头汇报。

2.2  评估小组质疑与答辩
评估小组在阅读提交的材料，听取汇报后开始进行点评

与提出问题。一般先由财务人员针对盈亏状况进行提问，逐

项分析财务数据形成原因、背景；再由生产、育种和防疫专

家针对提交的 3 项数据进行提问，从生产的均衡性、死亡率

控制、用药和免疫情况、销售情况进行提问；技术主任（主

管）需要随时提供原始档案给评估小组查看。最后针对场长

管理方面所存在的问题、原因分析和解决对策提出评估小组

的解决意见，现场评估需指定一名秘书负责全程记录，形成

评估纪要。

2.3  进场检查
进场检查可以在汇报之前进行，也可以在之后进行。根

据行程安排和防疫隔离要求以及猪场生物安全级别掌握。评

估小组成员除技术人员外一般不需要进场检查，2 ～ 3 人进

场即可。可以由场长陪同，一般要看几个要点。首先看有没

有生产报表，是否上墙；再看药房，药品疫苗管理情况，是

否存在使用违禁药、过期药和白瓶药；有的公司制订有用药
图 1  组织架构

高勤学，动物遗传育种学博士，主

要致力于猪育种技术的研究和推广

应用。曾在康乐、正邦集团等大型

育种企业任职，有丰富的现场工作

经验。



主题策划
F EATURE

53 2013年 第7期  SWINE INDUSTRY SCIENCE  猪业科学

指导目录，是否有目录外用药。再看公猪站，公猪数量是否

与生产能力相匹配，有无精液生产报表，公猪日龄情况，精

液稀释室情况，卫生、设备情况。再看产房、配怀、后备和

保育、生产舍情况。检查的顺序可以根据猪场的布局调整。

2.4  关键人员座谈
在完成上述所有程序后，根据关键人员自评情况，可以

分别和他们进行一对一的谈话或者进行集中谈话。对优秀员

工要提出表扬并列为重点培养对象；对于基本称职但有缺点

不足的员工要当面进行批评教育；对于不称职的或严重不称

职的，若需要进行岗位调整或者再培训，应在评估结束后拿

出统一方案，一般不在现场作结论。

3  对标管理标准

3.1  胎次分布标准
1) 核心场标准：1-2 胎 80％，3-4 胎 20％ ；

2) 曾祖代场 GGP 标准：1-2 胎 35％，2-6 胎 65％，6

胎以上 5％；

3) 场 ：1-8 胎标准为别是：1 胎 20%，2 胎 18%，3 胎

16%，4 胎 14%， 5 胎 12%， 6 胎 10%，7 胎以上 -10%。

3.2  存货标准（以 1 200 头母猪场为例）
母猪：1 200 头（配妊 996 头，产房 204 头）；后备母

猪：100 头 ；公猪 48 头；仔猪 1 530 头，保育 4 080 头 ；育

肥 6 630 头。

3.3  防疫关键指标标准

种猪全年死亡率 3%，仔猪全程死亡率 8% ～ 10%，每

头出栏商品猪均摊药品防疫费用 80 ～ 100 元（含种猪防疫

费用）。

3.4  生产指标标准（以 1 200 头母猪场为例）
周配种 60 头；周分娩 51 头；头母猪年提供上市断奶猪

20 头。

3.5  经营绩效标准
仔猪落地成本 260 元，15 kg 仔猪头均制造成本 360 元，

50 kg 种猪头均制造成本 700 元， 100 kg 肉猪头均制造成本

1 200 元。

4  原因分析和综合评价
绩效评估和对标管理是集团总部了解和掌握猪场的运营

状态的重要手段，是常规管理的补充。通过绩效评估可以从

整体上把握猪场存在的问题苗头、运营趋势和团队的整体精

神状态，也可以增强团队凝聚力，发现许多片区解决不了的

问题，防止决策的主观性；从而为调整经营方式，改进管理

水平，以及从资产资本层面上变革提供参考。根据猪生产的

节律和管理措施调整需要缓冲的时间建议半年进行 1 次。对

于猪场数量较少的公司尤其建议引入外部独立评估人，最好

是兄弟单位具备实战经验的高管，可以针对性地公正地提出

管理建议，从而避免内部高管评估流于形式。

注：文章所有表格见插页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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