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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豬肉價
格有所回升，但遠未回到

過去幾年的高位。林金斌認
為，生豬產能面臨過剩的形勢暫時未

有改變。目前福建省內生豬零售價在 8.7-9
元/斤（人民幣，下同）左右，「我預判未來
三至五年豬肉價格必定還會下來，到時福建
省內肉價最低跌至五六塊都是完全有可能
的。」
內地養豬業短短兩年內已經歷了兩場危機：

非洲豬瘟影響了供應量，新冠疫情影響了消費
量(需求)。林金斌表示，前幾年豬肉價格「保
持高位」很長一段時間，導致很多外來資金和
行業投入農業板塊盲目追風，特別是東北三省
和中原地帶養殖規模很大，客觀上導致養豬場

「井噴式」無序擴張，為整個行業都埋下了隱
憂。

養豬業正面對大浪潮
「在2019年到2020年上半年，（福建省）

豬肉均價在17元/斤左右，而生豬最高價賣到
每斤21元。與之前的7-9元相比，一年半時間
內翻了一倍。」林金斌告訴記者，由於豬肉價
格起伏較大，養豬行業傾家蕩產的非常多，某
種程度上相當於「靠天吃飯」，「講實話，我
因為幸運才能賺到錢。」
雖然這兩年林金斌經營養豬場略有盈利，但

他認為，大浪潮來臨時沒有人能夠獨善其身。
「即便沒有非洲豬瘟，全國養殖場布局量已
經接近飽和，所以當看到別人去投資豬場時，
我只在現有豬場內做一個小規模的擴張」。去

年，林金斌的養
豬場年出欄12,000頭左右的
黑豬，但他相信未來惟有發展全產
業鏈才能降低風險。「我們做整個豬的
全產業鏈，也是想呼籲更多鄉村振興的新農
人倣傚，不管是種菜的、養魚的，都能夠往
全產業鏈去發展。」
作為養豬專業戶，林金斌認為「豬肉美食」

要吸引消費者，除了價格和味道外，科技含量
也十分重要。據他介紹，福建省農科院、福建
省標準化研究院均在其公司設立了工作站，雙
方共同聯動研發標準化產品。「比如抹茶、薑
黃和豬肉包子的搭配，更加有利於人體營
養的吸收。我們讓技術轉移進一步結
合市場需求，推動食品產業科技成
果更好地實現轉化。」

●林金斌表示，做全產業鏈的人，他的初心和敬畏心，不敢去做任何忤逆於市場規律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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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內地豬肉價格的暴漲暴跌，很多傳統養殖戶正在謀求轉型，而發展飲

食業成為當中首選。福建省有年收入上億元（人民幣，下同）的養豬大戶也

開始牛刀小試，今年以來投資數百萬元開餐飲店，力推各種「豬肉美食」，

且將飲食文化與當地的非物質文化遺產相結合，發展多個子品牌吸引顧客。

專家指出，民營養殖業希望擺脫「看天吃飯」的困境，嘗試打造全產業鏈模

式的探索值得肯定，但也要留意由此帶來的系統和管理風險，穩紮穩打才能

做大做強。 ●香港文匯報記者 蘇榕蓉福州報道

去年暑假的一個夏天，林金斌坐在辦公室接
受中央電視台《致富經》欄目採訪時，還

只是福建省一個純粹的養殖戶，是官媒認證的
「養豬致富」榜樣。那時的他沒有想過，一年
之後自己會一口氣開了四家餐飲店，直接銷售
自家炮製的豬肉美食，而且還將「剪紙」這一
民間藝術結合其中，開始探索「文化致富」的
道路。

2019年賣豬年收上億
現年42歲的林金斌是福州人，從19歲起擺攤

賣豬肉，其後全力經營國產黑豬養殖，經過二
十多年的努力，在2019年達到了年營收上億元
的規模。然而他清醒地看到，不少同行盲目擴
張，加上非洲豬瘟的不確定性，養殖業未來面
對許多隱憂，於是下定決心向餐飲業轉型，新
註冊了「福建味傳伍虎」公司，今年春節後投
資40餘萬元，先開了一家「樣板店」試水。
這家約110平方米的「樣板店」在一個產業

園內，旁邊就是4,000平方米的豬肉加工廠。香
港文匯報記者走進該廠的加工車間，看到工人
們都戴着口罩，身着全套食品廠潔淨服在流水
線上忙碌，乍一看還以為是穿着防護服的檢疫
人員。

開店兩個月已實現盈利
「豬其實是很愛乾淨的，所以我們做豬肉美

食，最重要的也是衞生和新鮮。」林金斌笑着
告訴記者，該店主要銷售各類豬肉包和香腸，
以蒸煮撈為主，可自由搭配有機米湯、桂花紅
茶、手工魚丸等食品。由於豬肉加工廠近在咫
尺，出貨後一分鐘即可送到店面，顧客直觀上
就感覺「特別新鮮」，因此很快受到園區內打
工仔和附近居民的追捧，開店兩個月已實現盈
利，預計一年半可回本。

樣板店的成功令林金斌有了信心，他趁熱打
鐵加快了開店步伐，10月份在福州市區一鼓作
氣開了三家新店，總投資約165萬元，其中兩
家面積約60平方米，一家110平方米，開張一
個月來平均每天營業額分別有3,000元和5,000
元的水平，均達到他的預期目標。
記者近日實地探訪其中一家分店，一進店內

就看到溫潤質感的竹製桌椅，牆上及桌上隨處
可見各種各樣的剪紙圖案，布置風格與傳統的
小吃店有很大不同。

布局發展非遺文化產業
「竹子來自鄉土，剪紙也是民俗。」林金斌

認為，做餐飲完全可以結合民俗文化來
發展，讓顧客用餐時倍感親切，同時
也能享受到美的熏陶。「我們品牌VI
就是顯示剪紙元素，喜慶祥和。」他
近期還投資了一部以剪紙為主題的網
絡電影，為發展非遺文化產業提
前布局。
長遠而言，林金斌的雄心是

「打造類似麥當勞、肯德基
的高品質中餐連鎖店」，孵
化多個連鎖子品牌，包括以輕
食連鎖為主的「味傳伍虎」、
以中式茶飲連鎖為主的「小伍
虎」等等，「立足於餐飲業，聯
動學院和政府，傳承和振興非遺
文化，讓非遺美學應用於生活的
衣食住行，實現資源融合與文化
輸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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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林金斌看來，麥當勞肯德基之所以擁有穩定的客戶群，
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客人可以免費上廁所蹭wifi。他希望
自己也能打造出知名的飲食店品牌，因此早在開樣板店時就
宣布，任何人都可以在店內休息、社交、辦公，不一定要就
餐。「人來了以後，自然而然就會帶來生意，開店最重要的
是要把大批的人流吸引過來，再把人流轉化為客流。」
他強調，最好的商業開店模式是要有利他之心，「雖然顧

客剛開始進店並沒有任何消費，但是我可以給顧客提供有溫
度的服務，提供一些更具中國溫良情感的東西。」據他介
紹，每個直營店都要配備衞生間，門店在設計上要有照顧路
人的各種思考，比如說大門不能關閉、衞生間標識要進門就
可見、服務員不會立馬對進店的路人詢問等。「顧客免費蹭
了一次兩次，蹭了十次總有一次會消費，慢慢地他們就會覺
得我的店很有溫度，也會介紹朋友過來。」

福建省養豬企業近
年來紛紛進軍零售市
場，向餐飲業轉型升
級。例如福州品質豬
肉的龍頭老大「烏狀
元」，已成為當地較

為知名的品牌，總共擁有23家專賣店、
4家社區LIFE店和1家食材 + 餐飲體驗
店「小烏食堂」。專家指出，全產業鏈
經營是中大型養殖企業謀求發展壯大的
有效途徑，可打破行業分工，同時介入
產業鏈上下游多個環節，形成一定內部
供需關係，有利於長遠發展。但提醒務
必要留意由此帶來的系統風險。

福建農林大學動物科學學院院長陳吉
龍教授向香港文匯報表示，中大型養殖
企業發展全產業鏈不僅能增強抵禦風險
的能力，而且可以獲得全產業鏈上每個
環節的利潤。但需要留意的是，全產業
鏈經營不僅拉長了產品線，還有更複雜
的產業線，其中的系統風險更容易發
生，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企業作為一個整
體抵禦內外部風險的能力。

陳吉龍舉例，動物疫病是畜牧行業中
面臨的主要風險之一，生豬養殖過程中
一旦發生疫病，生產和銷售都會受到影
響，這就需要企業主自覺遵守疫病防控
的政策，高標準建設養殖場，全程循環

封閉式管理，建立嚴格的生物安全防疫
體系，有效降低疫病尤其是非洲豬瘟等
烈性傳染病的風險，政府的監管也要及
時跟上，避免在全產業鏈經營過程中造
成疫病傳播。

其次，養殖企業發展全產業鏈，人才
配置要多元化，需要有養殖、疫病防
控、屠宰加工、檢疫甚至把當地傳統文
化融入餐飲的經營人才。但是陳吉龍在
調研中發現，不少規模養殖企業在快速
擴張，但人才梯隊建設未跟上，特別在
重大動物疫病面前，企業應有的優勢並
不凸顯，歸根結底是技術人才、管理人
才能力不到位。「系統風險管理最核心

的就是要有好的人才，要有好的制度，
從而在制度框架下發揮人的積極性，應
對各種可能的風險。」

業界切忌貪大求全
除此之外，養殖業亦應做好短期和中

長期規劃，健全應急管理和技術措施，
優化產業鏈利益聯結，形成全產業鏈風
險預警和動員機制。從業者應該充分認
識到，做全產業鏈切忌貪大求全，打造
價值鏈及核心產品是根基，比產業鏈重
要的實際上是價值鏈，如果能從產業鏈
到價值鏈，把一個環節做強做透、做到
不可替代，所有的環節都可以打通。

建穩定客戶群
借鑑肯德基

人才梯隊建設要跟上人才梯隊建設要跟上

●●林金斌林金斌

●林金斌表示，三家門店開業後受到消費者熱捧，令其信心滿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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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全產業鏈模式須留心管理系統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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