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楼房养猪：要节约土地更要高科技养殖
本报记者 蒋政 郑州报道

楼房养猪模式，正在被越来越

多的养猪企业所接受。

据《中国经营报》记者不完

全统计，牧原、温氏、新希望、扬

翔、唐人神、京基智农等多家龙头

生猪养殖企业，均推出楼房养猪

项目。

部分项目匹配饲料厂、屠宰

场，借此探索集约化和一体化

经营。

仅从当下来看，楼房养猪利

弊同存。摆脱土地限制并且在生

产效率上的提升，使得很多资本

涌入。但不同于平层猪场，楼房

养猪需要支付更加高昂的建设成

本，并且对生物防控、运营管理的

要求更高。这均对实际操盘者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

楼房养殖

楼房养猪在我国并非新事

物。早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福

建周边陆续出现楼房养猪。不

过彼时的楼房只是平层猪场向

上叠加。

规模猪企介入这一模式最

早可追溯到 2017 年，扬翔股份是

第一个吃螃蟹的企业。该公司

建成高层楼房养猪场，并在 2017

年投入使用。此后不断有企业

入局。

楼房养猪在近期备受关注是

源自一座高26层的养猪大楼投入

使用。

日前，中新开维现代牧业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中新开维”）在湖

北鄂州投资40亿元，建设2栋养猪

大楼。其中一栋高 26 层，是世界

最高、单体面积最大的楼房养猪示

范基地。仅一栋生产大楼年出栏

量可达60万头。

显然，从楼房高度以及单一

项目投资金额，中新开维开创了

历史。按 照 该 公 司 的 说 法 ，大

楼的每一层功能分区明确，项目

建设使用了存 量 工 业 用 地 ，并

且项目用地的面积仅占普通养

殖模式的 5%，节约了 95%的用地

面积。

结合楼房养猪在我国发展的

历史，“节约土地”几乎是所有猪企

布局该模式的首要原因。

服务粤港澳大湾区的京基智

农，很多项目均采用楼房养殖模

式。根据该公司回复投资者的表

述，该模式具有土地集约、运行效

率高、生物防控效果好、节能环保

等优势。

扬翔股份董事长莫金枝在接

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扬翔股份当

时在做育种、生物安全防控等方

面的技术研究，需要规模更大的

养殖场来验证数据。苦于广西山

多地少，找不到足够大的地方盖

猪场，只好向上建楼。

国内一家头部养殖企业相关

人士告诉记者，在地价贵、猪价坚

挺、大场地缺乏的区域，楼房养猪

最受欢迎。

记者注意到，除了扬翔和京基

智农之外，温氏、唐人神、罗牛山、

新希望等公司的楼房养猪项目，大

多集中在南方地区。其中，新希望

在土地成本较高的浙江全部采用

楼房猪场。

对于养殖企业而言，增加出

栏的前提是寻找到大片适合平

整土地盖建猪场。而受环保政

策趋严、养殖用地稀缺等因素影

响，诸多企业希望将猪场向上要

空间。

政策暖风在 2019 年底吹来。

自然资源部、农业农村部联合发布

《关于设施农业用地管理有关问题

的通知》，明确“养殖设施允许建设

多层建筑”。

也就是以此为节点，楼房养猪

模式开始在国内铺开。据《中国经

营报》记者不完全统计，自2020年

以来，年出栏达百万头的楼房养猪

项目频频出现。

其中，牧原的“牧原肉食产

业综合体”项目，有 21 栋 6 层楼

房猪场，年出栏 210 万头。中新

开维的两栋 26 层楼房猪场，出

栏量为 60 万头。唐人神在 2021

年兴建 100 万头圈自整自养楼房

猪舍。

不过，也有企业对楼房养猪

保持观望。新希望方面告诉记

者，公司在楼房养猪模式更经济

的地方搞，取决于成本投入哪个

更合理。如果这个地方猪价高，

固定资产投资增加一点也没关

系，可以规划楼房养猪项目。但

如果成本算不过来，就不会建楼

房，最终是一个算好账才决策的

事情。

另有南方某头部猪企相关负

责人对记者表示，公司虽有布局

这一板块，但是并不是所有都适

合。简单来说，楼房养猪管理难

度上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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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启怀旧模式 白酒行业掀“复刻热”

本报记者 刘旺 北京报道

“复刻”这一似乎是潮流领域

专属的词汇，如今也可以用到白

酒身上。

近日，泸州老窖特曲60版宴

席装在国庆期间正式上市，其标

志性的“工农形象”图案唤起了人

们对“工农联盟”的时代回忆，引

起了业内的广泛讨论。

实际上，不止泸州老窖，老

酒复刻在业内已然形成了一股

风。包括茅台、五粮液、洋河、

古井贡酒、全兴等品牌纷纷拟

推 出 复 古 老 酒 产 品 ，开 启“ 怀

旧”模式。

“文化驱动”无疑是老酒复

刻的优势，能够迅速唤醒消费

者的记忆，甚至在短期内形成

销量爆发。但随着消费习惯的

转变，主流消费人群的迭代更

新，名酒复刻若想向年轻消费

群体靠拢，或许需要更多的创

新和故事。

“复古”风潮

2019 年，《中国经营报》记者

就曾在电商平台购得了一款沱牌

曲酒（93 分复刻版），其外包装、酒

瓶与 20 世纪 80 年代的风格极为

相似。

而这款产品与沱牌过往的光

辉岁月不无关系。1989 年第五届

全国评酒会上，沱牌曲酒获得了93

分的成绩，并跻身中国17大名酒前

列，成为川酒“六朵金花”之一。

实际上，细数目前进行复刻的

白酒产品，大多是酒企辉煌的见

证。例如泸州老窖特曲60版，则代

表着60年代，泸州老窖“工农牌”特

曲，在全国评酒会上荣获“中国名

酒”称号，成为浓香型白酒的典型

代表，并坚持沿用60 年代荣获“中

国名酒”时期老窖池进行酿造。

古井贡酒推出的“老瓷贡”，则

是在上世纪90年代风靡一时，创造

了全国大单品的神话。此外，还有

洋河“中国洋酒”复刻版；双沟传统

“山河大曲”复刻版；五粮液也推出

了一款经典五粮液，升级复刻自上

个世纪60年代的“梅瓶”五粮液（俗

称“鼓型瓶”五粮液），而五粮液经

典的“梅瓶”造型曾为上世纪 60～

90年代的五粮液产品初次使用过。

白酒行业专家杨承平告诉记

者，“企业在选择复刻的品牌时，也

有一定的考虑。首先，品牌要有一

定的历史、文化基因，为当地消费

者所熟知；其次，也要跟自身的产

品体系形成互补。”

复刻包装是一方面，更多的

品牌选择老名酒的重启，如金徽

酒旗下陇南春、汾酒旗下的杏花

村、洋河旗下的双沟……纷纷打

起了重启、复兴牌，或成立营销公

司，或给予资源倾斜，金徽酒甚至

专门募资进行车间技术改造，可

见各个酒企对老酒、名酒品牌复

兴的重视程度。

白酒营销专家蔡学飞认为，

“白酒产品复刻与重启名酒品牌严

格意义上差别不大，从属性上看，

中国酒是中国历史文化的载体，也

是区域民俗的代表，承载着消费者

的历史记忆，本身就有文化属性；

老酒、名酒品牌本身就有品牌号召

力和市场消费基础；中国酒类消费

结构升级的方向就是品牌化与品

质化，老酒、名酒有着先天优势，再

加上自身的稀缺性，带来了产品溢

价的提升。”

“老酒、名酒复兴的一个大背

景是传统文化复兴，带动了老酒、

名酒为主的国潮品牌，这些品牌的

主力消费人群依然是当下白酒品

类的主要消费群体，没喝过也听说

过、见过。但随着消费群体的更

迭，品牌的消费历史记忆会越来越

模糊，因此这个阶段对品牌复兴来

说非常关键。”蔡学飞表示。

高科技养猪

“现代化的楼房养猪，绝不是

平层猪场向上叠加，而是按照自

动化、智能化要求设计的高科技

养猪。”扬翔股份副总裁高远飞告

诉记者。

不可否认的是，楼房养猪加

速了我国生猪养殖工业化、集约

化的趋势。并且，楼房养猪提升

了养殖环节的智能化水平，对于

提质增效有很大帮助。

在中新开维的养殖大楼里，

设有母猪舍、产房、生猪保育与育

肥室，饲料采用智能化投喂。同

时，智能环控和通风系统会实时

监测和控制环境温湿度、有害气

体浓度，集中通风、集中消毒、高

温屏障和全密闭场房，保障生物

安全。

扬 翔 股 份 在 此 前 披 露 的

招 股 书 中 详 细 阐 述 楼 房 养 猪

项目。

其中，在养殖端配备智能硬

件设备如精喂仪、饮水宝等，并

投入智能饲料工厂精喂坊以及

与养殖场连接的输送系统，实现

精准饲料加工和精准饲喂。另

外，还采用地沟通风系统、空气

过滤系统，保障空气清新，降低

疾病传播风险等。

需要注意的是，楼房养猪的

前期投入更高。这对于企业来讲

是一项巨大的成本投入。

高志飞提到，普通平层猪场，

分摊到每头母猪上的费用在8000

元-12000 元，普通楼房养猪的费

用在16000元左右。而自动化、智

能化更高的楼房养猪项目，费用

可能到26000元每头。

但是，在很多企业看来，后期

运营以及养殖效率的提升，可以

抹平前期的固定投入。

搜猪网首席分析师冯永辉曾

表示，楼房养猪有助于优化饲养

管理。传统的定点分段饲养，会

把母猪、育肥猪等平面分在不同

地方，但楼房养猪可以采取在同

一地点分层养殖。

唐人神在回应投资者提问时

表示，楼房养猪的猪舍环境好于

平房，利于生猪生长和健康度的

提升；楼房养殖可以打造规模化

优势，每个点都在25万头以上，固

定费用可以摊薄。

与此同时，富有更多高科技

元素的楼房养猪项目，能够释放

更多人力。

“通常情况下，一个拥有1000

头母猪的养殖场，直到猪仔断奶

这一环节，需要 13～17 个人。对

于扬翔股份而言，因为自动化和

智能化程度高，只需5个人即可。”

高远飞表示。

对于很多养殖企业而言，楼

房 养 猪 在 于 生 物 防 控 压 力 较

大。由于该模式生猪养殖密度

更高，对于猪瘟疫情防控提出更

高要求。

高远飞告诉记者，对于楼房

养猪而言，每一层都是一个独立

的主体。猪场各功能单元之间相

互独立，每一栋楼房底层架空，形

成天然的隔离，层与层之间互不

关联、互不交叉，且每一层内是小

单元设计，独立封闭空间切断病

原的传播和交叉污染。

他还介绍道，公司为了减少

生猪与外界的接触，对母猪采用

闭锁繁育模式，整栋楼具备了后

备母猪自我供给能力，确保满产

后整栋楼母猪只出不进，避免了

引种带来的生物安全风险，有较

高的生物安全保障。

更加重要的是，很多猪企借

助楼房养猪项目进行产业集聚，

发力上下游一体化的布局。

牧原股份在 2020 年打造河

南内乡县 210 万头现代化肉食产

业综合体项目。园区共计由 21

栋 6 层楼高的楼房猪舍组成，每

栋年出栏 10 万头。该项目单体

年出栏 210 万头生猪，集生猪养

殖、饲料加工、生猪屠宰和肉食

等深加工为一体，项目投产后，

将为牧原股份成为全球最大养

猪和生猪产业链企业提供重要

支撑。

扬翔股份则是制定“料养宰

商产业链一体化”运营模式，即通

过给楼房猪场配套饲料加工车

间、屠宰加工车间、有机肥加工车

间，将饲料、养猪、屠宰、加工整合

在一起。

老酒复兴并非一成不变

蔡学飞告诉记者，白酒产品

复刻目前分为两个方向，一个方

向是主打纪念意义，强调收藏价

值；另一个方向是通过复刻产品

来补充自身产品价格带。

“目前来讲，复刻需要酒企具

备几个基因，第一要有一定的品

牌历史文化；第二要有历史代表

性产品；第三是当下一定要拥有

一定的企业运作能力，不然不会

形成影响力，市场也不会买单。

同时，企业一定要搞清楚自己的

定位，是针对团购市场还是针对

大众消费市场，然后根据自身定

位选择品牌建设、渠道建设等。”

蔡学飞说。

另外，记者注意到，复刻产品

大多针对中高端白酒消费市场，

例如，五粮液在京东的售价为

2899元；沱牌曲酒复刻版售价358

元；全兴大曲复刻版“年代记忆

60”、预定“年代记忆80”标杆价分

别为718元/瓶和498元/瓶。

而在渠道端，复刻产品重视

团购渠道。根据《新京报》此前

的报道，全兴大曲 60/80 版明确

提出团购渠道，直供团购型名酒

客户，建立特定消费圈层，直达

消费末端，同时还将布局老酒消

费特通渠道和电商渠道。泸州

老窖特曲 60 版则通过举办多场

30 人左右的小型“礼宴”，拉近与

消费者的距离。

河北沧州的白酒经销商王强

（化名）告诉记者，他曾带着当地

一些中年消费者参加上述类型品

鉴会，效果较为可观。

和君咨询高级合伙人、酒水

事业部总经理李振江曾撰文指

出，“文化底蕴”是名酒复兴的根

本，而“文化驱动”是名酒复兴的

核心动力。

李振江认为，汾酒的“活态文

化生态链”、全兴的“品全兴，万

事兴”、西凤的“红色”文化等名

酒品牌的成功复兴，都是在其特

有的文化传承上进行创新和发

展，实现了品牌价值的回归，充

分说明了“文化和历史”是老名

酒发展的根本，是名酒的价值基

础，“文化驱动”是老名酒复兴的

加速器。

王 强 告 诉 记 者 ，酒 厂 主 打

“文化”，确实能够唤醒很多消费

者的记忆，但仍有很多消费者更

偏爱当下的营销概念，例如，在

当地市场非常火热的丛台活分

子酒，就主打青春、活力的文化

主张；还有小刀酒，则是彰显刚

毅果断、不屈不挠的性格，很受

年轻消费者喜欢。“老酒复刻在

第一时间能够吸引的是中老年

消费群体，想要向年轻消费者渗

透，则需要把老洒品牌的历史文

化传递出去。”

蔡学飞认为，老酒、名酒品

牌复兴的一个很重要条件是要

有大资本加持，大资本是品质创

新和品牌推广的必要因素，这是

第一位的；其次，要有技术创新，

复兴不是将原来的产品一成不

变地提供给市场，因为消费环境

在变，消费者的喜好也在变，必

须要有创新；最后，要有文化创

新，不能一味地讲以前的故事，

还要迎合年轻消费群体的消费

理念和消费习惯。

多家龙头生猪养殖企业，均推出楼房养猪项目。 视觉中国/图

一家酒品销售店铺内收藏的各种品牌老酒。 视觉中国/图

楼房养猪在近期备受关注是源自一座高26层的养猪大楼投入使用。

不可否认的是，楼房养猪加速了我国生猪养殖工业化、集约化的

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