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永好：用新质生产力和数字化武装传统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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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牧行业作为关系民生的传

统行业，一直是经济发展的重要

支柱和社会稳定的基石。近一段

时间内，肉蛋之类的农副产品价

格波动较大，市场价格持续走低，

这对于上游的养殖、农业有着较

大的影响。上升到整个农牧产业

来看，很多细分领域难以摆脱行

业周期的影响。

新希望集团是一家以现代农

牧与食品产业为主营业务的民营

企业集团，由著名民营企业家刘

永好先生于 1982 年创立。经过

四十余年的发展，已成为拥有世

界第一的饲料产能，全国第二的

冷链物流订单规模，全国第三的

生猪养殖规模，全国第四的肉食

品加工能力，全国第五的乳品产

量，是中国最大的肉、蛋、奶综合

供应商之一。作为国内农牧产业

的头部企业，新希望集团对于农

牧产业的发展以及行业周期的应

对有着较为丰富的经验。

在《中国经营报》创刊 40 周

年之际，刘永好接受了本报记者

的独家专访，并向记者阐述和介

绍了新希望集团的发展思路和心

得，以及当下农牧产业的现状和

未来发展的脉络。刘永好认为，

目前，国内农牧行业已经接近高

速发展和扩张的状态，部分细分

领域的市场体量已经接近天花

板，企业竞争需要继续开发更多

的细分领域和市场，要更为敏锐

地捕捉市场需求和变化。此外，

在“一带一路”的指引下，海外市

场也有更多的机会，民营企业应

该加速向海外发展，寻求更为广

阔的市场空间。

“在当下的市场竞争格局下，

大家都认为中国企业的竞争更为

激烈，但我认为竞争并不是所谓

的价格战，而是企业要进一步提

高自己的产品质量和服务标准，

为消费者提供更好的产品和服

务。”刘永好告诉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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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科技进步与全球化的

深入，国内现代服务业发展迅

速，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的重要组

成部分，不仅推动了经济的增

长，还提升了服务的质量和效

率。作为以实业投资为主的现

代服务业企业，均瑶集团创始于

1991 年 7 月，目前已形成航空运

输、金融服务、现代消费、教育服

务、科技创新五大业务板块。

在《中国经营报》创刊 40 周

年之际，均瑶集团党委书记、总

裁，均瑶健康董事长王均豪接受

了本报记者的独家专访，并回顾

了均瑶集团的发展历程以及企

业的使命和愿景。“从我哥哥创

业开始算，1984 年起，均瑶集团

到2024年正好40年，我创业也已

经有 37 年的时间。2024 年也是

均瑶健康成立30周年，我们的目

标很清晰，‘三十而立，冲向国

际’。”王均豪告诉记者。

王均豪认为，作为中国第一

代企业家之一，就要敢想敢做，

做任何行业、做任何企业都要对

标国内行业的情况，对标国际行

业的情况，只有这么对标，才能

够知道自己在哪里，未来怎么

走，才能具备真正的核心竞争

力。“核心竞争力具备偷不去、买

不到、带不走、拆不开的特点，不

是挂在墙上的标语，而是要把使

命和价值观体现在工作当中。”

王均豪如此表示。

王均豪：做百年老店 做全球益生菌领域的领跑者

新希望集团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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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相关部门的统计，自

2024年以来，饲料、生鲜乳的价格

持续走跌，相关产业和企业的业

绩表现也出现了相应的波动。对

于目前农牧产业出现的市场波动

和未来的发展脉络，刘永好在采

访中给出自己的看法。

对于目前农牧行业的调整和

波动，刘永好认为，以新希望集团

旗下的产业来看，2024 年饲料产

业营收还是维持和往年差不多的

水平，乳业板块有一定的增长

量。但从上述产业所处的行业来

看，很多企业是出现了下滑的。

从整个消费经济来看，在经过了

三四十年的高速发展后，很多产

业已经接近了饱和的状态，这就

显现出了很多传统行业的根本问

题，即产品的创新能力不足，导致

消费能力受到了限制。此外，国

际形势更为复杂且多变，加上国

内房地产行业较之前的发展出现

了瓶颈，导致了公众消费在心理

上发生了变化。因此，对于我们

企业来说，更需求在这个节点作

出调整。

在谈及内卷式竞争这一话题

时，刘永好认为，核心的问题是由

于国内生产能力旺盛，但消费能

力不足导致的，这之间的矛盾困

扰着很多企业，也最终导致了很

多行业开始内卷，即不断地降低

产品价格以获取消费者。但问题

在于，无下限的降低价格最终会

导致消费者和企业双双受损，并

不是一个好的现象。

刘永好认为，传统企业的竞

争，应该“卷”在品牌、产品、科技

创新能力方面，最终打造出一个

优秀的中国品牌，向海外输出国

内企业的优秀产品、技术和管理

经验。

在谈及产品竞争力上，刘永

好指出，新希望集团的生鲜业务，

在很长一段时间是以猪肉的养殖

和屠宰为主的。

“但是我们后来注意到，消

费者对于肉食品的需求是存在

巨大差异化的。因此，我们又增

加了诸如小酥肉、猪大肠等细分

产品的生产和加工，到后来衍生

出相应的酱料及其他产品。同

时，我们也注意到，随着消费经

济以及电子商务的发展，物流系

统也是重中之重，新一代消费者

更为注重配送的时间效率，因

此，新希望集团也建立起了全国

性的物流配送体系。在新希望

的品牌加持之下，用合格的产品

满足年轻消费者的消费需求。”

刘永好表示。

资料显示，截至 2023 年，新

希望集团旗下的饲料产能达到

了 2800 万吨，已然成为全世界

产能最大的饲料厂家。同时，新

希望集团的冷链物流被行业协

会评为全国第二名，养猪规模达

到了 1700 万头左右，位居全国

第三位；肉食品加工在 400 万吨

左右，产能位居全国的第四位；

新希望乳业销售额超 100 亿元，

市值超 100 亿元，位居行业的第

五位。

对于海外市场，刘永好讲到，

目前新希望集团在国外的项目和

公司盈利能力远高于国内，这使

得新希望集团在“一带一路”倡议

的带领下，加速海外扩张业务和

市场，在越南、印度尼西亚、菲律

宾、斯里兰卡、埃及、南非等国家

和地区建立了几十家工厂，产业

遍布世界各地。

“前不久，我女儿刘畅到埃

及做调研，埃及总理以及其他许

多政府官员会见了我们的企业

代表，对我们的企业在埃及的投

资发展以及为埃及食品工业进

步所做的贡献表示感谢，也体现

了我们在‘一带一路’上的作为，

得到了对方的肯定。当然，新希

望集团已经成为埃及最大的农

业和食品企业，展示了作为第一

批 走 出 国 门 的 民 营 企 业 的 风

范。”刘永好说。

农牧产业应改变竞争思维

对于数字化的更新，刘永好在

采访中多次强调，数字化的革新对

于传统行业具备非常重要的意

义。刘永好告诉记者，数字化的运

用，将极大地赋能和提升企业的运

行效率和成本节约。

“早在 9 年前我们就开始布局

相关产业，而这个布局不是简单的

疯狂投资，不是简单地去扩充建

厂，而是去扩充科技型的人员，进

行数字化的再造，使我们原有的生

产格局发生变化。我认为，这些做

法会使新希望集团的效率、科技含

量得到提升等，这或许也是解决办

法之一。”

据了解，新希望集团开启了数

字化的高层全员培训，用六个月时

间把200多个中层以上的干部全部

培训，再跟哈佛及其他高校联合，

让员工对数字化和科技有新的认

识。近几年的时间，新希望集团推

行了15个数字化的灯塔项目，通过

灯塔项目提升员工能力、品牌、效

率、效益。

“尤其是在新希望集团的物流

体系的建设上，数字化的监控使得

我们在物流的损耗上减少了一至

两成，这不仅使公司受益，也让我

们的物流司机、七八十万个体老板

减少了不必要的损耗和成本。”刘

永好告诉记者。

对于赋予数字化的冷链物流

行业，新希望集团已经成为该行业

的排头兵之一，这就是新希望集团

以科技赋能传统行业的一次尝

试。“希望能成为传统企业变革的

一个案例，对于新希望集团而言，

这些投资是具备前瞻性的，希望用

新质生产力和数字化的能力来武

装传统产业。”刘永好说。

适应数字化发展

谈及均瑶集团和《中国经营

报》的渊源，王均豪回忆起自己

是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第一次

开始了解宏观经济，也是在那时

开始了解了《中国经营报》。

“《中国经营报》一直伴随着

我们企业的发展，不知不觉中均

瑶集团已经有 33 年的历史了，

均 瑶 健 康 也 已 经 成 立 了 30 周

年，我们企业是和《中国经营报》

一起成长过来的。”王均豪表示。

根据王均豪的介绍，经过 30

多年的发展，均瑶集团已经成长

为 一 家 具 备 国 际 竞 争 力 的 企

业。他举例说，均瑶集团下面有

4 家 上 市 公 司 ，就 像 盖 大 楼 一

样，一个大楼要有几个柱子，每

个柱子都希望能够拥有核心竞

争能力，做到国内民营企业的前

列，乃至拥有国际竞争力。

在他看来，企业的新质生产

力和核心竞争力息息相关。“什

么是新质生产力？新质生产力

是在国内能够具备核心竞争力，

在国际能够参与竞争，能够站在

喜马拉雅山顶独孤求败，找不到

竞争对手。”王均豪告诉记者。

“ 在 均 瑶 集 团 的 成 长 过 程

中，我们始终对标国际，因为只

有具备国际竞争力才能拥有真

正的新质生产力。所以这么多

年，均瑶集团一直默默地耕耘。

比如目前均瑶集团的吉祥航空

已经走向国际，数字仿真技术模

拟机已经做到了全球唯三，上海

世外教育集团高中教育板块也

具备了国际高中的竞争力，金融

服务业在全国处于民营前茅，均

瑶健康的出口已经得到 70 多个

国家的认可等。”王均豪自豪地

告诉记者。

“我始终在思考：什么是好

企业？得到的答案是，好企业

就是让顾客、员工、股东、社会

满意。”根据王均豪的介绍，均

瑶集团目前形成了“一二三四

五”的文化体系。具体来看，包

括：一使命，为社会创造价值，

建 国 际 化 现 代 服 务 业 百 年 老

店；二个恒，恒心、恒新，持之以

恒、持续创新；三文化，效率文

化、感恩文化、主人翁文化；四

满意，顾客满意、员工满意、股

东满意、社会满意；五思维，战

略 思 维 、互 联 网 思 维 、辩 证 思

维、系统思维、法治思维。

对标国际

回顾起均瑶健康的发展历

程，王均豪告诉记者，自己这辈子

创业最骄傲的事是在均瑶乳业时

期的出淤泥而不染，并开启了“断

臂工程”。

“1994年，我们秉持‘让一杯牛

奶强壮一个民族’的使命进入乳制

品行业。但牛奶行业发展到2000

年左右的时候，价格上卖得比水还

便宜，我们当时的目标是：好牛奶

不掺水。到了 2008 年，行业危机

来了，出现了三聚氰胺事件，我们

立刻做了‘断臂工程’，就是把纯牛

奶业务全部砍掉。断臂是为了转

型，也是为了更好地求生。”王均豪

告诉记者。

据了解，开启“断臂工程”前的

均瑶乳业，已经成为当时长三角地

区的第二品牌，在这样的情况下，

均瑶乳业还是毅然决然地把冷链

系统全部废掉，转型为常温乳酸菌

饮料企业。随后的发展中，均瑶健

康逐渐感知到消费者对于益生菌

的需求，开始了在益生菌赛道上的

争夺。

作为国内“常温乳酸菌第一

股”，均瑶健康创立于 1994 年，其

前身是均瑶乳业，是均瑶集团旗下

第四家上市公司。30年来，均瑶健

康积极培育、构建以益生菌为抓手

的大健康支柱品类，在夯实常温乳

酸菌品牌地位的基础上，围绕消费

者健康需求和消费习惯，多元化布

局并开拓健康食品细分领域，积极

布局海外市场，致力于让中国的益

生菌走向世界。

王均豪提到，经过多年的发

展，如今的常温乳酸菌饮料市场进

入卷价格的阶段，有的产品已经卖

到两三块钱左右的价格。“但我们

不卷价格，我们要做升级，因为它

是一个新质生产力的产品，只有卷

技术才能不断地促进新消费。”

“用益生菌打个比方，它是个

好人，但我要做好人当中的世界冠

军。目前，均瑶健康已有 4000 多

种自有知识产权菌株的资源库，其

中 50 多种菌株已实现商业化应

用，经过多年的动物实验或者医学

循证，每株菌都变成了单项冠军，

取得了国际、国内的专利。”

据了解，在目前的益生菌行

业，中国人均消费只有0.4美元，而

意大利的人均消费是 10.04 美元。

王均豪指出，国内益生菌产业才刚

刚开始，正处于一个婴儿期，因此

大家要保护这个行业，不要一开始

就卷价格，而是要做好产品，消费

者觉得好的才是真正的品牌。

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的消

费者对于产品的诉求已经从基本

功能向更高层次的健康、情感诉

求发展。

为了做好技术研发和突破，

为消费者提供更优质的产品，均

瑶健康和江南大学签了20年的战

略合作，并在上海青浦成立均瑶

润盈益生菌“黄埔军校”，共同研

发功能性专利菌株，不断寻求新

突破，致力于实现“科学家+企业

家”“1+1=11”，让中国的菌走向世

界的目标。

对于接下来均瑶健康的产品

布局，王均豪指出：“根据我们对

消费者需求的数据分析，需求最

大的是关于肠道健康的产品，其

次是喝酒不伤肝的产品，还有就

是减肥的产品。根据大数据研究

消费者，再把适合的产品推广给

消费者。”

根据他的介绍，目前，均瑶健

康在B端市场已经拿到了70多个

国家的出口许可。在 C 端市场，

2024年线上的益生菌销量比2023

年有所增长。他表示，这就是通

过科技赋能、新质生产力创造出

来的消费新空间。每个菌株、每

个技术要进步，科技要赋能，我们

要耐得住寂寞。

“要让产品说话，这样才能形

成真正的核心竞争力。对于均瑶

健康来说，我们的定位很清晰，就

是要把企业做成百年老店，做全球

益生菌领域的领跑者。”王均豪告

诉记者。

积极布局海外

资料显示，截至2023年，新希望集团旗下的饲料产能达到了2800万吨，已然成为全世界产能最大的饲料厂家。 对于赋予数字化的冷链物流行业，新希望集团已经成为该行业的

排头兵之一。

新希望肉食品加工在400万吨左右，产能位居全国的第四位。 受访者/图

均瑶集团党委书记、总裁，均瑶健康董事长

王均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