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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质生产力”是实现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新方向，新质生产力要求企业以科

技创新为主导，在数字经济的时代背景下，依托现代科学技术，实现生产运营的

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最终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企业要形成和发展新质生产力，

应加快数字技术的创新应用。奶牛畜牧企业的核心产品为泌乳奶牛产出的生鲜牛

乳，围绕生鲜牛乳的生产，企业生产经营分为保障生鲜牛乳生产的前端产前环节、

生鲜牛乳生产的核心产中环节以及后续的产后环节。在不同环节中，为实现生产

运营的高效益，行业产生许多前沿的数字化、智能化技术。甘肃前进牧业公司是

甘肃省内最大的畜牧企业，也是全国范围内畜牧养殖行业的龙头企业。但是，通

过对甘肃前进牧业公司的实地调研，以及对照行业前沿技术、理论的分析，甘肃

前进牧业公司在生产运营的各个环节上还是存在着数字化、智能化不足的问题，

需要设计合理可行的优化转型方案。第一，针对奶牛选育种问题上数据运用不足

以及公司向乳制品加工板块倾斜的问题，建议公司在原有的选育种模式保持不变

的前提下，尽量避免选种对生鲜乳生产力的不利影响，同时充分利用大数据信息

优化选种模式。第二，针对牧场温度调控、湿度调控技术设备不足的问题，建议

公司继续采用开放式牛舍建设，但增加挤奶厅等室内场所的湿度调控设备，同时

优化温度调控设备。第三，针对饲养环节人工参与过多、效率低下的问题，建议

公司采用自动化精准饲喂系统，自动化投料、回收料，避免过高的人工成本以及

相应的人员安全隐患。第四，针对泌乳环节自动化程度不足的问题，建议公司采

购自动化挤奶机器人等前沿设备，减少人工参与，降低公司成本，同时避免泌乳

环节对生鲜乳质量的不利影响。第五，建议公司加强对数字信息平台的建设与利

用，充分利用各项生产经营中的数据信息。第六，生鲜乳产出后建议采用生鲜乳

及时冷却技术，与冷链运输系统相配合，保证生鲜乳质量。第七，对于牛只防疫

与死淘牛只管理处理问题，建议公司采取多元化的牛只疫病检测，并在处理上做

好病死牛只环境隔离，避免交叉感染。在采取这些转型措施的基础上，加强管理

体系与组织架构建设，树立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战略目标，所有部门要加强信息

化建设，设立专门的数字信息化部门，同时注重改造供应部、一线牧场等核心部

门，同时加强对专业化技术人才的管理与培养，追求生产的合理性、高效性，能

够灵活地生产适应各种需求的高质量产品的生产技术和管理技术，并配合以必要

的资金支持与激励推动，为企业转型升级保驾护航，推动企业实现新的飞跃。

关键词：新质生产力；生产运营管理；畜牧企业；数字化；智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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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ew-quality productivity" is a new direction to achiev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enterprises, new-quality productivity

requires enterprises to be led by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n the contex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relying on moder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o achieve digital and intelligent transformation of production

and operation, and promot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enterprises. In

order to form and develop new-quality productivity, enterprises should

accelerate the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digital technology. The core

product of dairy animal husbandry enterprises is the fresh milk produced

by lactating cows. Around the production of fresh milk, the production

and management atmosphere of enterprises guarantees the front-end

prenatal link of fresh milk production, the core in-production link of fresh

milk production and the subsequent post-production link. In different

links, in order to achieve high efficiency of production and operation,

many cutting-edge digital and intelligent technologies have emerged.

Gansu Forward Animal Husbandry Company is the largest animal

husbandry enterprise in Gansu province, and also the leading enterprise of

animal husbandry industry in the whole country. However, through the

field investigation of Gansu Qianjin Animal Husbandry Company and the

analysis of the cutting-edge technology and theory of the industry, Gansu

Qianjin Animal Husbandry Company still has the problem of insuffici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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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gitalization and intelligence in every link of production and operation,

and needs to design a reasonable and feasible transformation and

optimization plan. First, in view of the problem that the company is

inclined to the dairy processing sector in the breeding of dairy cows, it is

suggested that the company should avoid the adverse impact of seed

selection on fresh milk productivity while keeping the original breeding

model unchanged. Second, in view of the lack of technical equipment for

temperature control and humidity control in the pasture, it is suggested

that the company continue to use open cattle house construction, but

increase the humidity control equipment in indoor places such as milking

parlors. Third, in view of the problem of excessive manual participation

and low efficiency in the feeding process, it is recommended that the

company adopt an automated precision feeding system, automatic feeding

and recycling of materials, to avoid excessive labor costs and

corresponding personnel safety risks. Fourthly, in view of the insufficient

degree of automation in lactation, it is suggested that the company

purchase cutting-edge equipment such as automated milking robots to

reduce manual participation, reduce company costs and avoid the adverse

impact of lactation on the quality of fresh milk. Fifth, it is suggested that

the company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and utilization of digital

information platform, and make full use of data information in various

production and operation. Sixth, it is recommended to adopt the fre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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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lk timely cooling technology after the production of fresh milk, and

cooperate with the cold chain transportation system to ensure the quality

of fresh milk. The pursuit of rationality and efficiency of production,

production technology and management technology that can flexibly

produce high-quality products to meet various needs, and with the

necessary financial support and incentive promotion, escort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enterprises, and promote enterprises to

achieve a new leap forward.

Key words: New-quality productivity;Production and operation

management;Animal husbandry enterprises; Digitization; Intelligent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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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导 论

1.1 研究背景

习近平总书记在“新时代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座谈会”上指出，要“加快形成

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动能”。总书记曾在多个重要场合都提到过新质生产力这

一全新概念，作为对高质量发展指引的新方向，“新质生产力”已经成为习近平

经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实现新质生产力发展，在国家层面上，应当进一步

加快产业战略转型，优化产业布局，着眼于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创新发展；在微

观经济发展层面上，要求各级企业在数字经济背景下，以科技创新、科技应用为

落脚点，推进企业生产、运营的数字科技转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整合科技

创新资源，引领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坚持科

学技术是决定性第一生产力的基础上，强调创新对科学技术发展的重要作用和意

义，是生产力从量变到质变的跃升。”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以数字技术为代表的现代科学技术应用是企业

实现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关键，企业将现代数字技术深入应用到企业生产运营各项

关节中，即企业生产运营的数字化、智能化转型（以下简称“数智转型”）。企

业的数智转型，是近年来关于企业发展的理论前沿问题与重要实践问题，也是在

当前数字经济大背景下，企业进一步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趋势（杨佩卿，2020）。

党的二十大再次强调，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

重大历史任务，是新时代下“三农”工作的总抓手。在此背景下，为实现乡村振

兴任务的顺利完成，“智慧农业”应运而生（张蕴萍和栾菁，2022）。智慧农业

是智慧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指在农业生产经营过程中充分运用相关数字化、

智能化先进技术，让数字科技为农业发展赋能。对于以农业为经济发展支柱的发

展中国家而言，智慧农业模式是消除贫困、实现后发优势、实现赶超战略的主要

途径（李伟嘉和苏昕，2023）。在农业整体产业发展中，农业企业已然成为推动

农村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王桂贤，2023），智慧农业则在农业领域企业生产与

运营过程的数智化转型下得以诠释。同时，智慧农业也符合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需

要，在农业企业语境之下，建设智慧农业要求农业企业提升科学技术的运用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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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企业数字化、智能化程度，这也符合新质生产力发展需要对企业提出的新的

需求与指明的新的方向。

在我国现存诸多农业领域企业中，畜牧行业企业无疑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之一。但就目前我国畜牧行业企业发展现状来看，多数畜牧企业仍然采用较为传

统的畜牧养殖技术（张雅燕，2023)，不仅影响企业经济效益发展，还存在违背

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总体要求破坏生态环境的情形。同时，低下的生产效益与数字

技术的运用不足，也不符合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并且，纵观学界研究成果，

企业数智化转型的理论研究与实务操作上，畜牧行业企业的成功案例也相对较少。

相关现代化技术虽然在畜牧行业企业中实施运用，但并没有系统地就数智化转型

在畜牧企业中运用，也缺少助力企业降本增效的理论与实践研究。以上即本文开

展研究的相关背景。

1.2 研究目的与研究意义

1.2.1 研究目的

企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是近年来企业发展重要的前沿研究问题与实践问题，

是数字经济背景下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趋势，更是企业实现新质生产力发展的

必然要求。“智慧农业”则是近年来国家在乡村战略历史任务下农业经济发展的

重要目标。新质生产力是新发展格局下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相对应和匹配的、具有

新特质的生产力，其要求畜牧行业企业加大科学技术的投入力度，提升企业数字

化、智能化程度。

在以上背景下，本文以畜牧企业生产运营管理为基本研究对象，以数字经济

时代实现新质生产力发展所需的数字智能信息技术运用为研究视角，以作为西北

地区龙头畜牧企业的甘肃前进牧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前进牧业公司”）

目前运行的生产运营管理制度为基本案例蓝本，探究前进牧业公司生产管理现状

存在的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方面不足等的问题，在分析各项前沿数智技术应用可

能性的前提下，探索出甘肃前进牧业公司数字化、智能化优化转型的可行路径。

本文研究通过对甘肃前进牧业公司的生产运营管理现状进行实地调研，对该

企业生产运营管理存在的问题以及数智技术应用不足的状况进行详细的梳理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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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明确甘肃前进牧业公司当前面临的转型需求。通过调研获得甘肃前进牧业

公司业务实际中的数智化现状，探索公司在生鲜乳生产全过程中，采纳运用畜牧

领域前沿的例如 VMS 智能挤奶系统、VMS 生鲜乳及时冷却系统、BLUP 选育种技术、

牛只识别传感、自动化环境控制、单体精准饲喂器、智能数据管理系统、GIS 技

术和物联网等数字化、智能化技术工具的可行性，并提出针对该企业的数智化转

型的可行方案。最后，提出在企业架构、人力资源、技术和资金支持等方面对公

司数智化转型所必需的相关保障，从而提出相对完整的转型方案建议。

1.2.2 研究意义

本文的研究意义包含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两个层面，具体如下：

（1）理论意义：在新质生产力理论内涵与要求下，通过对畜牧企业生产运

营活动进行阶段划分，并就各个阶段的前沿科学技术进行简要的梳理与介绍，再

通过对甘肃前进牧业公司数智化转型的可行路径探究，从而在理论层面实现对畜

牧企业数智化相关前沿技术与理论的实践运用，分析其在具体企业中运用可能性。

同时，经过研究提出甘肃前进牧业公司数智化转型的可行方案，为相关企业转型

提供理论依据，进一步推动畜牧养殖企业生产运营管理转型的研究进程，并为后

续的企业全流程、全环节管理数智化转型研究进行铺垫。

（2）现实意义：本文研究基于对甘肃前进牧业公司运营现状进行分析，通

过实地调查研究获取该公司生产运营的基本情况，并分析梳理出该企业存在的数

智化不足等问题，依靠数字经济与智慧农业背景下相关畜牧企业前沿技术，对甘

肃前进牧业公司数智化改造提出设计方案并论证其可行性。因此，本文研究的现

实意义在于，通过技术的运用方案，对甘肃前进牧业公司生产运营管理进行优化

和改造，加快企业数字智能等现代化转型步伐，提升企业新质生产力，助力企业

降本增效，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

1.3 文献综述

1.3.1 国内关于新质生产力相关研究现状

“新质生产力”是 2024 年全国两会的热门词汇，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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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新质生产力”这一新兴概念，新质生产力也已经成为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

理论内容。新质生产力概念诞生后，引起学术界热烈反响。针对新质生产力理论，

国内学界研究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

第一，部分研究不断深挖新质生产力理论的内涵以及新质生产力的基本特

征，对新质生产力概念进行学理阐述。例如在概念解析上，有学者提出新质生产

力是新一轮产业革命背景下高质量、高水平发展的新要求（蔡万焕等，2024）。

新质生产力是以科技创新为主导，实现关键性、颠覆性技术突破的生产力，在理

论上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生产力理论，本质上是社会生产力的一次重大跃升（周

文等，2024）。还有研究针对新质生产力是社会生产力跃升这一本质，深刻提出

社会生产力的每一次巨大跃升都科学技术发展为先导，科技创新是生产力发展的

关键因素，对于新质生产力发展，科学技术将起到更加重要的作用。还有研究指

出，新质生产力即是在科技推动下，对劳动力三大要素的新质变革（胡莹等，2024）。

其中，新质生产力所要求的新劳动者，是具有新技术使用能力的高素质劳动力；

新质生产力要求的新生产资料，是与科技创新下产生的新技术相匹配的数字化、

智能化生产设备；新质劳动力理论中的新劳动对象是结合现代技术的新生产工具

（沈坤荣等，2024）。对于新质生产力而言，追求高质量、高效能发展是其基本

目标，主体劳动脑力化、劳动工具智能化、生产要素数字化是新质生产力的鲜明

特征（肖峰等，2024）。数字经济是实现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关键，在现有研究中，

也都将数字经济作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数字治

理是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推动新质生产力形成的有效路径（焦方义等，2024）。数

据作为新生产要素可以更好地赋能传统生产力改造升级,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

化为新质生产力形成提供坚实的产业实体基础,数字基础设施为新质生产力的形

成提供坚实平台支撑（周文等，2024）。如前所述，数字经济背景下，数字化转

型为新质生产力的涌现发挥了基础性和关键性的作用（张夏恒，2024）。

第二，部分研究针对不同产业类型或不同地域具体产业的新质生产力发展

进行深入探索。首先，就地域来看，有学者研究我国不同地域的新质生产力发展

状况，并指出数字经济对新质生产力的形成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在我国东部地区

最为明显，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较为不明显（焦方义等，2024）。此地域差

异表明，受制于企业技术、资金等因素，西部地区产业新质生产力水平亟待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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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研究聚焦东北地区产业的新质生产力现状，针对存在的诸如技术推广难度大、

专业人才培养推进缓慢等各种问题，提出东北农业产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可行路

径（侯冠宇等，2024）。其次，就产业分类而言，有研究针对工业产业转型，提

出以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形成数字新质生产力推进新型工业化是数

字经济时代我国工业化的重要战略选择（任保平，2024）。还有研究针对农业产

业转型，指出将数字技术应用在农业生产全过程，会使得传统农业生产力三要素

发生改变进而产生数字农业新质生产力（王琴梅等，2023）。

1.3.2 国内关于企业数智转型相关研究现状

新质生产力要求企业变革生产要素，在数字经济背景下，企业需依托数智技

术提升新质生产力水平，最终实现企业高质量发展。因此，企业数智化转型是在

企业层面提升新质生产力水平的必由之路。对于畜牧行业企业数智转型展开研究

的前提是，对企业数智转型基础理论以及各行业转型共通问题开展深入研究，本

文在研究现状的介绍中，也先依此逻辑进行介绍。对于企业数智转型的基本理论，

有研究指出，概念意义上的企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是指企业利用云计算、工

业互联网、物联网、人工智能等现代化科技对企业生产运营的各个阶段与环节进

行数字智能改造，重新设置企业各项商业活动过程（阳镇等，2020），探索新的

企业商业运营模式（吴江等，2021），从而最终重构企业管理架构，以最终提升

企业价值（傅元略，2021）。学界相关研究一致认可，企业实现数字化、智能化

转型的核心要素是“数据”（罗斌元等，2022；王秉，2023），转型的目标是将

企业活动主体与数字化、智能化现代技术相结合（卢宝周等，2022）。企业数智

转型完成后，企业整体性生产运营结构可能被重构，在经济效益提升的基础上可

能出现原有业务结构不适配的情形，需要在宏观层面再进一步进行调整（朱秀梅，

2021）。同时，企业劳动力结构会转变，对信息技术领域的高质量人才的需求会

激增，智能化劳动者会成为劳动市场新型需求（张远等，2022）。数智转型后企

业要求在各生产环节建立更加安全的信息安全环境，且在专业技术人才明显缺乏

的背景下（董海燕等，2020），将倒逼企业不断更新和培训专业化的信息人才（杨

润等，2021），企业将具备较为完备的技术团队、数字化业务流程与产品、数字

化市场战略和数字化运营能力（王胜等，2021；陈剑，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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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到特定行业领域内企业的数智转型，国内大部分研究集中在制造业等第

二产业领域的转型，并对特定行业内的企业提出数智转型可行路径。因行业间生

产运营模式、内容各不相同，不同类型企业的数智转型有不同的战略模式选择（王

正新等，2023），有研究聚焦于制造业企业的数智化转型，提出技术人才培养、

设备增效的重要性，并通过数智化物联技术，实现“设备-生产线-工厂-供应商-

产品-客户”全链条信息互联（韦永军，2023）。还有学者基于能力成熟度模型

构建方法、价值链等学界理论，提出了一套覆盖制造企业全价值链业务活动、可

根据评价应用场景进行灵活调整的制造业企业数智化转型能力评价模型。另有研

究指出，传统行业企业的数智转型应当从点到面到体，从特定业务职能的数字智

能转型开始（赵剑波，2022）。而由于传统行业企业的管理模式中更容易产生路

径依赖现象，其信息化改革与数智化转型的难度更大（臧洪波，2021）。传统行

业的数智化转型不仅是简单的技术升级，还在于用数智化技术思想对企业的业务

结构、工作流程进行全面优化和彻底改革。

1.3.2 国外关于企业数智转型相关研究现状

新质生产力是诞生于我国的具有时代意义与中国特色的学术概念，但新质生

产力对企业提出的数字化、智能化改造要求并非首次，域外研究也存在许多关于

企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的成熟的研究成果。域外研究中，对于企业数智转型的

研究起步更早。对于企业数智转型的基本内涵，有学者研究提出企业数智转型就

是企业利用数字智能技术重建商业模式、优化运营管理（Mergel，2019），从而

实现企业竞争力的保持乃至提高（Verhoef PC，2021）。国外研究中，同样多数

集中在不同具体行业领域中的企业转型。例如学者 Lawam 最早设计了制造业数字

化工业模型（Lawam，1997），还有学者为提升工业生产效率，提出“SIMPLE++”

仿真系统优化模式（Kalasky，1997）。此外，国外早期研究集中在生产物流过

程中的数智化改造，如将生产流程与物流相结合，形成集成化策略（Maziar，2011），

或建设物流数字化 eM-Plant 框架（Chen，2002）。工业 4.0 时代到来后，农业

数智化迎来发展高峰（Laurens Klerkx，2020），国外研究集中在智能工厂建设，

即通过物联网等技术手段，让信息技术监控生产流程并进行智能化优化决策

（Young，2017）。同时，国外研究者普遍认可数智化转型对当下企业发展的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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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无二的重要性，有学者通过实证研究认为目前大部分企业只有通过数智化、自

动化改造才能进一步实现业务流程的优化（Wood Lincoln C，2022），其中又进

一步强调企业数字化平台建设与应用的重要意义（Musina D,2022）。

1.3.3 国内关于畜牧领域数智转型相关研究现状

畜牧养殖行业在产业分类中属于第一产业——农业，新质生产力理论在宏观

产业层面要求农业升级产业内涵，用智慧农业主推农业产业转型，在微观层面要

求农业企业加大技术投入，实现企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近年来，中央关于“三

农”问题的文件中也在不断强调现代农业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新质生

产力提出覆盖全产业的高质量发展要求，农业新质生产力提高也是题中之义。以

农业新兴技术为依托的智慧农业成为热门话题（李世杰，2019）。智慧农业，即

数字化、智能化、自动化等相关技术运用到农业生产活动中，将各项技术与农业

生产各环节深入融合（殷浩栋等，2021），从而实现提升农业生产效率目标（罗

浚文等，2020），同时带动生态经济建设（崔清泉等，2022）。中共中央和国务

院联合发布的《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鼓励数字技术及物联网在农业中

的应用，支持运用智慧农业将全部的农业产业特性融合起来（孙锦等，2019；李

燕，2021）。与此同时，国家多年来逐步加大对农业的财政拨款以及对农业企业

的直接补助（齐文浩，2021）。此外，国家还提出数字乡村建设的目标，数字乡

村即利用数字经济思想、信息技术创新，推动农村发展的质量、效益、动力变革，

促进农业的整体升级、农村的整体发展、农民的总体发展，进而促进传统农村向

智慧化、精准化、绿色化的现代农村转型（王胜等，2021）。发达国家的农业发

展水平较高，亦离不开新兴数智技术的推动（钟文晶，2021）。在传统农业发展

中运用物联网、物联网等信息技术进行数智自改造，无疑会极大地推动农业企业

发展（李伟嘉等，2023）。各大互联网科技公司亦逐步将数字技术应用到农业产

品研发中，推广农业信息科技产品（曾庆芬，2023），从而形成从农业初级产品

到消费者终端的完整的数智化农业产业链（杨佩卿，2020）。

在畜牧养殖领域，国家部委出台系列政策，推动畜牧养殖数字化发展。如

2019 年 12 月，农业农村部联合中央网信办率先印发《数字农业农村发展规划

（2019—2025 年）》，强调“建设数字养殖牧场”“加快应用个体体征智能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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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技术”，围绕畜牧企业数字化转型进行初步部署，要求畜牧企业集成应用智能

感知、信息分析、数字控制技术等行业内前沿科学技术，着力驱动畜牧企业数字

化转型（王桂贤，2023）。经过实证研究，正如新质生产力理论所深刻揭示的，

新兴科学技术因素已经成为影响甚至制约畜牧企业经济效益的最重要因素（李玉

伟，2023）。对于畜牧领域数智化的研究基本涵盖饲养活动的全过程，通过数智

化对信息处理运用，对奶牛饲养管理措施进行优化调整（冯建本，2021），如通

过生产大数据平台建设，对相关数据进行采集与利用，对生产运营全过程进行监

控与反馈从而实现优化调整（童向杰等，2020）。又如在饲料选择上，有研究提

出通过数字技术合理配置奶牛饲料配方，提高奶牛生产力（张雅燕，2023）。在

奶牛养殖活动中，多数学者对无线射频电子耳标（RFID）技术在奶牛个体身份识

别活动中的应用进行了研究（陈红莉，2016），但研究揭示，我国对于养殖动物

数字化信息收集技术相较于一些发达国家，仍然存在明显差异（王森，2023），

通过本文研究也可看到该问题也存在于甘肃前进牧业公司生产运营中。此外，就

我国全国范围内畜牧行业现状来说，畜牧行业的数智化发展存在一些普遍性问题，

如行业企业技术人员不足，专业素质有待提升（黄清虎，2022）；资源投入不足，

相关基础设施简陋（王德双，2020）；利用数字化技术进行蓄养动物免疫管理机

制缺失，落实防疫工作难度大（刘冬，2020），等等。

1.3.4 国外关于畜牧领域数智转型相关研究现状

在农业企业数字化、智能化研究中，国外各国在产业政策与微观企业发展上

普遍认可数字智能技术运用能够赋能农业，提升农业从业者的个人素质，提升农

业产业的经济效益（Neilly，2017）。更有国际权威组织提出在当今时代背景下，

数字赋能能够促进全球畜牧业及整体农业的发展，并助推解决全球范围内粮食安

全问题（FAO，2018）。此外，各国纷纷出台相应法律法规推动农业数字化、智

能化发展（王森等，2023），相应企业不断开发新型技术助力农业领域企业实现

数智转型升级。澳大利亚推出农业智能平台，可以自动搜集并关联相关数据，提

供养育建议（Jayaraman，2016）。日本 NEC 公司推出农业大棚传感器并投入应

用（Li D，2022）。另外，亦有研究认为，在国家整体农业数智转型中，大型农

牧企业应当起到引领作用，并且率先开展数智转型的农牧企业也能获得最大的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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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效益（Westerman，2015）。在奶牛等畜牧养殖领域，有研究设计三轴加速度

计研究奶牛和绵羊的咀嚼和咬合行为（Alvarenga F，2019），有研究设计九轴

多传感器对奶牛和山羊的基础行为进行研究（Sakai，2019）。

1.3.5 文献评述

新质生产力理论，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对于企业高质

量发展与生产运营管理领域的重大理论贡献。目前对于新质生产力理论的研究，

国内学界从宏观国家产业布局到微观企业转型都已经产生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但

该主题是近年来学界的新兴主题，还有许多理论问题亟待进一步研究探讨。

新质生产力发展需求对企业提出的核心要求就是依托现代数字技术实现企

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从而最终达到实现企业高质量发展的目标。虽然新质生

产力理论是我国独创、独有的理论贡献，但对于企业依托现代技术进行升级改造

的问题国内外均有较为充足的研究。目前，国内外对于企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

的基本理论及理念的研究虽然体量庞大，但在基本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对于特定

行业企业的研究则主要集中在对制造业等第二产业领域中的研究，对第一产业企

业的研究较少，对第一产业中畜牧养殖企业的研究则更少。

同时，在学界仅有的关于畜牧领域企业数字化、智能化技术应用的研究中，

多数研究成果都聚焦在对畜牧行业内某些特定的、具体的技术的应用上，并未就

畜牧企业整个生产流程内各环节的数智技术进行全面的梳理或介绍，更未针对某

个单一特定企业作为分析案例分析其技术应用现状与转型战略。因此，现有研究

对于畜牧企业生产经营整体流程数智转型研究的缺乏，这也构成本文研究的基础。

1.4 研究方法与结构

1.4.1 研究方法

本文研究案例分析与对比分析的基础上，采取文献研究与实地调查研究相结

合的方法。

第一，案例分析与对比分析。本文研究以甘肃前进牧业公司生产运营现状为

基本企业案例，梳理其生产运营过程中数字化、智能化不足的问题，提出进行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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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化转型的可行方案。在具体问题的发现与转型方案的提出中，主要将现存前沿

的畜牧企业生产运营技术与甘肃前进牧业公司运行现状进行比较，从而发现差异、

解决问题。

第二，采用文献研究法。本文研究通过兰州财经大学图书馆纸本资源以及中

国知网 CNKI、超星图书、中经网、Elsevier、EBSCO、万方科技等多个专业文献

渠道查阅新质生产力、企业生产运营管理、企业数智转型、畜牧养殖企业数智化

转型技术等多个领域的研究文献资料，对畜牧养殖企业生产运营管理数智化转型

研究的历史和现状有了较深刻的了解，同时了解“新质生产力”这一全新概念的

本质与内涵，梳理并总结了以前学者对此一问题的研究成果，在此基础上针对甘

肃前进牧业公司提出生产运营管理数智化转型的可行性方案。

第三，采用实地调查研究法。通过前往甘肃前进牧业公司实地调研，基于学

术研究目的获取甘肃前进牧业公司生产运营管理的具体规章制度、岗位职责等文

件，并与该企业生产运营管理层人员、下属牧场的相关一线业务人员进行沟通，

实地参观前进牧业生产牧场，了解前进牧业公司生产运营管理的相关制度与现状，

总结前进牧业在生产运营管理中实际存在的问题。对甘肃前进牧业公司生产运营

管理基本流程以及目前采用的数字化、智能化技术树立较为全面的了解与认识，

作为本文研究目的实现的前提与基础。

1.4.2 技术路线图

本文首先介绍新质生产力基本理论与企业生产运营管理的基本理论，进一步

就畜牧企业数智转型的各项前沿技术进行介绍分析。在现行技术介绍的基础上，

进一步对比分析甘肃前进牧业公司生产运营各环节现状以及数字化、智能化不足

的问题。最终，提出甘肃前进牧业公司生产运营数智化转型的可行方案与保障措

施。具体研究思路与基本结构，如图 1.1 技术路线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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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技术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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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新质生产力与畜牧企业生产运营管理数智转型概述

2.1 企业生产运营管理概述

2.1.1 生产运营管理概念及主要内容

在探究某一具体企业生产运营管理的优化转型方案之前，需要首先就生产运

营的基本概念和相关理论进行介绍。生产运营管理（Operations Management，

OM）就是对企业基本生产、经营过程所开展的企业管理活动（张才明，2018），

是对生产制造产品或提供服务的全过程或系统所进行的管理。生产运营管理涵盖

生产管理和运营管理全过程，包含在生产和运营过程中的一切企业行为

（Tsarouhas P，2023），例如购买原材料、进行生产、质量检测、物流管理等。

生产运营管理的内容体系包括生产运营战略规划、生产运营系统的规划与设

计、生产运营系统的运行与控制、生产运营系统的维护与更新等。其中，生产运

营战略规划即是对生产运营系统的运行控制等全方面进行长期的规划，以实现企

业的使命和目标为出发点，从生产运营管理的视角针对企业生产运营管理现状制

定企业生产运营战略，推动企业获得竞争优势（张才明，2018）。生产运营系统

的运行与控制中，包括：生产管理、质量管理、物流管理（王方华，2011）。生

产管理即是对生产过程的管理，主要包含以下几方面：第一，设计生产运作系统。

主要有产品或者服务的选择和设计、生产运作设施的定点选择与产品的产出控制、

生产运作设施的布置、服务交付系统的设计和工作设计；第二，生产运作系统运

行。包括生产的设计、组织和控制。第三，生产系统的维护与改进。包括设备维

护管理、全面质量管理、系统优化改进（王能民等，2023）。质量管理是针对产

出产品或服务的性质、性能进行监管与控制，保证符合企业经营需要。物流管理

是指对物流活动进行计划、组织、协调和控制，以达到最低的物流成本使客户获

得满意的服务（高丽娜和赵东明，2012）。第四，生产成本管理。生产成本管理

是控制生产成本、提高企业经济效益的关键环节。它通过对生产成本的核算、分

析和控制，发现成本控制的薄弱环节并制定改进措施，实现成本的降低和效益的

提高。在数智化转型中，生产成本管理可以借助大数据和云计算技术，实现对生

产成本的实时监控和精准核算。通过对比分析和趋势预测，发现成本控制的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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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并制定针对性的改进措施，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和市场竞争力。

2.1.2 生产运营管理目标与意义

生产与运营管理的目标是高效、低耗、灵活、清洁、准时地生产合格的产品

或提供客户满意的服务，最终提升企业效益（刘军军，2020）。高效是针对时间

来说，能够快速地满足客户的需求，并提升企业获取经济价值的效率。低耗是生

产相同质量和数量的产品，用更低的人力、财力争取到客户，使得低价财力和物

力的消耗量最少，降低企业生产经营成本，提升企业效益。灵活是指能快速适应

市场的变化，能够开发不同的新产品和生产不同的品种或者开发新的服务或提供

不同的服务，提升企业竞争力以及生命力。清洁是指加大环保力度，对环境减少

污染，这也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政策背景下的必然要求。准时是指能够在客户需

要的时间、数量内，提供所需要的产品及服务，在追求企业创造经济价值效率的

基础上也注重客户维护和企业形象建设。

企业开展并不断优化生产运营管理的意义在于：第一，可以提高企业的运作

效率，提高其生产效率，进而提升企业整体效益；第二，可以让企业有明确的发

展方向，让企业拥有面对市场大环境变化不断调整自我保持企业自身活力的能力；

第三，可以向客户提供满意的产品和服务，营造优良的企业声誉，打造企业形象

与品牌；第四，可以更好地树立企业形象，为社会多做实际贡献，让企业更好地

承担应有的社会责任（王方华，2011）。

2.2 新质生产力理论概述

2.2.1 新质生产力的内涵与特征

新质生产力是本文开展研究的主要视角，本文在探讨甘肃前进牧业公司生产

运营环节中数字化、智能化转型的具体方案时，始终以新质生产力发展需要为方

向与目标，以新质生产力发展要求为实现转型、探讨转型方案的理论工具，所以，

首先需要对新质生产力理论进行介绍。

新质生产力是习近平总书记于 2023 年 9 月在黑龙江考察调研期间提出的一

个全新概念。习近平总书记在新时代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座谈会上指出，“加快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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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动能”，是中国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争夺发

展制高点的关键路径。在其后的多次重大场合与重要会议中，习近平总书记多次

重申新质生产力对新时代中国产业发展与企业转型的重要价值，新质生产力理论

已经成为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部分与最新成果。

新质生产力的关键核心是科技创新，无论是国家产业升级还是企业实现转型，

都必须依托科学技术成果与创新精神。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学技术在生产

活动中作用的发挥，需要使科学技术能够应用于生产过程、渗透在生产力等要素

中，并转化为实际的生产能力。以最大程度释放人的创造性和保护生态环境为基

础，以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为支柱，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新质生产力的

本质仍然是一种“生产力”，但具有“新”的特质，生产力理论中的劳动者、劳

动资料、劳动对象都赋予了“新”的概念，是新发展格局下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相

对应和匹配的、具有新特质的生产力。根据新质生产力的基础，其具有两个原则，

第一，最大程度释放人的智慧，从而带动创造性。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激发劳

动者的创造热情和动力，从而创造更好的物质条件和精神氛围。释放人类的智慧，

培养劳动者顺应时代发展需要的产业转型要求的技术和技能，全面提高劳动生产

率，推动劳动者掌握新的科学技术技能，提升劳动者素养，让“新劳动者”成为

实现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主要动力；第二，最大程度保护生态环境，生态环境保护

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政策下的必然要求，更是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的重大特色。

在企业发展过程中，先进的生产力离不开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环境。因此企业在发

展生产力的同时必须保护自然环境，做到和谐共生，协调、可持续的发展。

通过新质生产力的根本原则，可总结出其基本要求是低污染、低消耗、低投

入，不仅满足可持续发展的根本要求，也符合企业降本增效的实质追求。新质生

产力是建立在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要求下的，以新理念、新技术、新形态为

主要内涵的生产力。因此，企业要加快增长方式的转变，积极响应新质生产力的

基本要求，实现高附加值、高经济效率和高社会效益。

因此，以新质生产力推动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实现路径在于，要以升级传

统产业、壮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和产业融合发展推动产业结构高端化，以创新

配套基础设施、要素资源流动和创新营销模式推动生产流通智能化，以基础研究、

创新人才和创新协同体系推动核心技术自主化，以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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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实体融合化，以绿色产业、绿色技术和绿色发展政策，推动产业发展低碳化。

（新质生产力基本关系图见下图 2.1）。

图 2.1 新质生产力基本关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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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新质生产力对企业生产运营提出的新要求

基于新质生产力的内涵与特征，其在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对实现高质量发展

指明方向。在宏观层面上，新质生产力发展要求国家调整整体产业战略布局，注

重新型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加强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数字治理，创建我

国数字经济发展推动新质生产力形成的有效路径。在微观层面上，企业发展应当

注重新型科学技术的赋能效果，用前沿技术、设备设施实现企业降本增效，优化

重构企业生产经营模式，推动企业生产运营活动的数智化转型。

在企业数智化转型的目标下，同样需要在企业层面实现生产力三要素的跃升。

第一，在劳动者方面，企业应当吸纳更多具有高技术能力的高素质劳动者，加强

对现有劳动者的新型技术培训培养，采用人才激励、资金投入等方式提升企业人

员的技术素养，如前所述发挥劳动者的智慧潜力。第二，在生产资料方面，企业

应当采用更具技术性的生产资料，吸纳行业内前沿现代化技术，采购现代技术使

用所必须的数智化生产设施设备，提升企业经营效益。第三，在劳动对象方面，

实现劳动对象转型，将数字经济领域产品纳入企业生产经营目标范围中，推动企

业整体数字化、智能化转型。

在生产力三要素的跃升之外，新质生产力对企业生产运营还提出了以下几方

面的新要求：第一，新质生产力强调创新驱动发展、创新引领发展，要求企业在

生产运营过程中不断引入新技术、新工艺和新模式，加大科学技术投入，实现技

术创新和产品创新。这不仅包括在生产设备、生产线和生产工艺上的创新，也包

括在产品设计、功能和服务上的创新。企业需要加大对研发和创新的投入，建立

健全创新机制，激发员工的创新活力，以应对市场需求的快速变化和竞争的加剧。

第二，新质生产力要求企业实现高效协同。在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的数字经

济时代背景下，企业需要打破部门壁垒，实现内部资源的共享和优化配置。通过

构建协同化的生产运营体系，实现各环节之间的无缝衔接和高效配合，从而提高

整体运营效率。此外，企业还需要加强与外部合作伙伴的协同合作，共同应对市

场挑战，实现共赢发展。在企业实现协同的过程中，大数据技术扮演重要的角色，

企业应当进一步提升对数据信息的利用程度，用数据将企业各个生产环节、各项

经营决策打通。第三，新质生产力要求企业提高生产运营的智能化水平。借助物

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企业可以实现对生产过程的实时监控、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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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和优化，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同时，通过智能化决策支持系统，企业可

以更加精准地把握市场需求和变化趋势，制定更加科学合理的生产计划和策略。

第四，新质生产力要求企业更加注重可持续发展。在生产运营过程中，企业需要

积极采用环保、节能、低碳的生产方式和技术，降低对环境的影响。同时，企业

还需要关注社会责任，积极参与公益事业，为社会做出贡献。第五，新质生产力

还要求企业具备快速响应市场变化的能力。在竞争激烈的市场环境中，企业需要

建立灵活的生产运营机制，能够迅速调整生产计划和资源配置，以应对市场需求

的变化。同时，企业还需要加强市场研究和预测，提前洞察市场趋势，为未来的

发展做好准备。

综上所述，新质生产力对企业生产运营提出了创新驱动、高效协同、智能化、

可持续发展和快速响应市场变化等新要求。企业需要积极应对这些挑战，加强自

身的技术创新和模式创新，不断提升生产运营的效率和质量，以应对市场竞争和

实现可持续发展。

2.3 企业数智转型概述

新质生产力理论要求企业进行数字化、智能化转型，重构企业生产运营，实

现技术驱动与创新引领。企业的数智转型即通过数字化、智能化的现代技术手段

改变企业创造价值的方式，改造企业运营模式，重塑企业商业价值（王秉，2023）。

其中，数字化、智能化又是相对并列的层面，企业数字化即企业的各项生产经营

流程通过数字化通讯工具完成，企业生产运营过程中产生的全部信息也以数字形

式存储和使用，庞大的数据同时作为企业下一步决策或后续运营的依据。企业的

智能化则是在数字化的基础上，更进一步触及公司核心业务，通过现代化技术手

段，实现生产运营流程中以数字为依托的自主智能决策，现代技术设备不仅代替

人工一般性、重复性劳动，也代替人工作出简单事项决策，因此数字化与智能化

实际上是一体两面，数字化重在对企业经营工具、经营依据的整合，智能化重在

对企业经营活动的改造，二者又合称为数智化。企业的数智化改造，要求企业不

断深化应用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以

及不同企业领域的专门性前沿数智技术，加速业务优化升级和创新转型，改造提

升传统动能（陈剑，2021）。数字化转型是企业面对新一轮技术浪潮的必然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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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是新质生产力提出的明确要求，数字化技术已经深刻地改变了企业的生产方式、

营销方式和服务方式，成为企业赢得市场竞争的关键。数字化转型需要企业具备

智能化的智商、灵活的机动性和高效的协同性，并要求企业与供应商、客户、合

作伙伴等形成紧密的合作，形成数字化生态系统。

数智化对于企业的意义在于，数字化技术可以有效提升企业经营效率和精细

化管理水平，提高客户满意度和品牌价值，塑造新型的数字化商业模式，为企业

的产业转型和升级提供支撑，提升企业新质生产力水平，推动企业实现高质量发

展的目标。

2.4 畜牧企业数智转型概述

2.4.1 畜牧企业生产运营基本流程

畜牧业是以植物性产品作为原料，通过利用畜养动物的消化合成作用，将其

转化成肉、奶、皮毛等动物产品（属于农产品的一部分）的产业。（畜牧业产品

产出基本流程见下图 2.2）。由于本文选择的研究对象为甘肃前进牧业公司，其

以奶牛为畜养动物，以泌乳奶牛产出的生鲜牛乳（原奶）作为主要产品，故本文

对于畜牧企业生产流程以及企业数智转型技术的介绍也以奶牛畜牧行业为主体

对象。

图 2.2 畜牧业产品产出基本流程图

奶牛畜牧行业生产运营流程主要包括：牧场、奶厅等基础设施建设-奶牛选

育种-奶牛饲喂-奶牛防疫-奶牛泌乳-生鲜乳运输与出售-奶牛淘汰等多个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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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便于研究与梳理，本文将其划分为“产前、产中、产后”三个环节。其中，产

前环节指在核心生产环节（即牛只养育与泌乳）之前，对即将开始的生产的保障

与基础设施建设，主要包括：第一，牧场选址与牧场及其设施的建设；第二，牛

只的选种、育种培养或对犊牛的选择采购；第三，对牛舍等养育场所及其通风设

施、温度调控设施等附属设施的建设。产中环节是指饲料通过泌乳牛的消化合成

作用转化为生鲜乳产品的主要生产环节，主要包括：第一，对牛只进行日常管理

和监控；第二，奶牛的饲养，包括对饲料的获取、投喂饲料的调配、具体饲喂等

活动；第三，牛只及其生活环境的防疫免疫及疾病预防。最为重要的为第四，生

鲜牛乳产出。产后环节即生鲜乳产品生产后，对产品的销售、运输以及对牛只后

勤保障等相关环节，主要包括生鲜乳产品的保存、生鲜乳产品的物流运输以及对

死亡、应淘汰牛只的识别与处理。（奶牛畜牧企业生产基本流程图见下图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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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 奶牛畜牧企业生产基本流程图

以下对畜牧企业生产运营中前沿数字化、智能化技术的介绍梳理，也按照“产

前-产中-产后”三个部分展开。

2.4.2 畜牧企业产前环节数智转型技术

产前环节是生产运营全过程的前端环节，对以泌乳奶牛产出的生鲜牛乳为主

要生产产品的畜牧企业来说，产前环节的技术改造目的是在核心生产启动前，通

过前端保障，提升可能的经济收益。根据新质生产力理论，在产前环节加大技术

投入与数智化改造，能够在前端降低企业生产成本，减少在产中环节不必要的经

济投入。具体到畜牧企业产前环节数字化、智能化转型的各项前沿技术：

第一，牛只的选种或育种技术。牛只作为生鲜牛乳的来源，对于畜牧企业的

生产是至关重要的，而牛只种类的品质以及产奶性质直接决定生鲜乳的产出品质

和产出数量。目前我国畜牧企业对牛只的选择方式主要包括两种模式：首先，最

常见的是从外引入优良牛只，其主要引入优良牛只的冷冻精子，再经过人工或自

然繁殖培养牛只后代，同时冷冻精子也用于奶牛受孕泌乳；其次，是从外引入一

批完整牛只，不再自行培育牛只后代，采购精子主要用于牛只的受精泌乳；再次，

是仅引入育种牛，通过育种技术培养正式使用的新牛只品种。对于从外引入牛只

的做法，主要考量的因素为所选择购入的牛只品种，进行牛只品种的分析与选择，

对此基本与技术无涉，而需要专业人员对牛只选择的专业知识和经验，而数字化

的主要意义在于通过海量数据分析，能够判断出生产力较高、能够满足企业生产

所需的牛只品种，并影响甚至决定企业对牛只品种的选择。涉及现代化数智技术

更多的主要是育种技术，目前较为前沿的育种技术主要包括分子育种技术和最佳

线性无偏差预测选育种技术。分子育种技术是基于基因库选择，通过基因设计和

转基因编辑繁育出具有更优良性状的牛种；最佳线性无偏差预测育种技术（BLUP

——best linear unbiased prediction），即通过充分利用亲属信息等数字化

信息群，对奶牛遗传潜力进行评估（武泽文，2019）。一些先进的畜牧企业还引

入了基因测序、表型分析等技术手段，进一步提升了选育种的精准度和效率。通

过基因测序，企业可以深入了解牛只的遗传特性，挖掘出优秀的遗传资源；通过

表型分析，企业可以对牛只的外部特征进行量化评估，为选育种工作提供更加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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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准确的信息支持。

第二，关于牧场环境优化的相关技术，主要包括温度、湿度调控技术和通风

设施设备技术。牧场环境直接影响到牛只的生活、成长环境，尤其对规模化养殖

而言，会间接影响到牛只的产奶量和产奶品质（林广宇，2023）。奶牛属于恒温

动物，体温一般稳定在 37.5-39.5 摄氏度之间，如果环境温度超过体温的稳定值

时，奶牛就会产生不适，容易产生热应激，进而导致食欲减少、产奶量减少，严

重时奶牛还会出现生殖系统受损病变。过高的环境温度自然会导致牛只体温过高，

且高温环境下牛只运动量减少、进食量减少，也会造成产奶量受到不利影响。同

样，如果环境温度过低，牛只自身肌体为保持体温稳定会提高进食率，从而降低

消化率，进而导致牛只免疫力下降，不仅加大企业生产成本，更会对牛只产奶量

造成不利影响。此外，环境湿度对于牛只产奶量同样十分重要。有相关研究表明，

奶牛适宜的生长湿度环境应为 50%-70%，如果环境温度超过 25 摄氏度，湿度环

境超过 70%时，奶牛就会出现精神不佳、食欲不振的问题，上述情况会造成奶牛

产奶量的极大降低。当奶牛舍内温度低但湿度高时，奶牛的体温调节会出现异常，

导致奶牛免疫力下降，产奶量下降。正基于此，对于牛只环境温度、湿度的调控

技术手段成为牛只养殖的关键性技术之一。目前实践中较常使用的是无线环境监

控设备，其基于无线传感技术研发，可以精确地测量奶牛养殖环境中的温度湿度

的变化，养殖场管理者可以将数个环境监控设备安装到不同的区域中，可以实时

准确地测量出奶牛生活环境中的不同参数。并且，智能环境监控设备不需要养殖

场管理者自行查看数据，只需要打开云端后台，就可以实时可视化地了解到养殖

场所有区域内的环境参数。智能环境监控设备还具有参数报警功能。当环境中的

某些参数，如温度或湿度超出正常数值可能会影响到奶牛的健康时，环境监控设

备会立即发出报警提醒。目前行业主要适用环境温湿度监测设备与牛只佩戴的能

够监测牛只体温的智能项圈相互配合，实现对牛只生存环境温湿度的有效监测。

通过环境监控设备和自动化温湿度调控设备的结合应用，当温湿度超过正常范围

时，能够自动唤醒调控设备，以保证环境温湿度均达到保证产奶量的有效数值范

围内（杨飞云，2019）。

另外，需要说明的是，就牧场环境而言还有牧场选址问题，牧场选址虽然属

于生产前端的“产前”环节，但其实际上涉及对地势、气候、产业布局等方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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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量，除通过云端大数据分析选择牧场地址外，基本不涉及数字化、智能化等技

术，在此不做介绍。而牧场场域和奶厅的建设，与牛只生存环境的温湿度控制息

息相关。在牧场生活区和产奶区如果加大建设投入，设计全封闭式的生活场、运

动场和生产场，温湿度调控设备能够发挥更好的调控作用，保证奶牛生活环境长

期处于事宜生产的区间范围内。但是，全封闭式的场域建设无疑加大了企业建设

成本。目前行业内基本较少采用封闭式生活场域建设，而对于奶牛泌乳的生产场

域采取封闭化建设，保证奶牛在产奶作业过程中不受到环境温湿度的不利影响。

（产前环节数智转型技术见下图 2.4）。

图 2.4 产前环节数智转型技术

2.4.3 畜牧企业产中环节数智转型技术

产中环节是畜牧企业生产运营的核心环节，也是新质生产力要求企业进行技

术改造的重点环节。对于以奶牛为主要畜养对象的畜牧企业而言，其核心产品是

奶牛泌乳阶段产出的生鲜牛乳。因此，产中环节的核心即牛乳的产出，产中环节

的各项现代化技术的目标也正是通过对泌乳奶牛的合理饲养实现产出牛乳的高

质和高量。各项技术根据泌乳奶牛的饲养与生产逻辑，划分为牛只个体识别技术、

牛只饲喂技术、牛只健康技术、牛只产乳技术、信息收集技术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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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牛只个体识别技术。牛只是畜牧企业的主要生产“工具”与产品来源，

为确保乃至进一步提升产品质量，必须对产品源头即牛只进行合理化管控。但就

以泌乳奶牛为主要养殖对象的畜牧企业而言，单个牧场的奶牛数量平均在 5000

头以上，以前进牧业公司为例，下属包括自有牧场与合资牧场在内共 18 个牧场，

每个牧场牛只数量平均在 5000 头以上，位于张掖市甘州区石岗墩开发区的石岗

墩牧场牛只数量超过 10000 头，被称为“万头牧场”。面对如此庞大的牛只数量，

如果全部通过人工监管显然不现实，人工成本更是不可估量。因此，现代畜牧企

业生产运营中，普遍采取智能耳标或智能项圈等对牛只个体进行识别监控的技术。

目前畜牧企业最常用的是 RFID（Radio Frequency Identification）无线射频

识别电子耳标，即给予每个牛只一个电子身份信息，从而收集和存储各个牛只的

血统、年龄、疫苗注射情况等相关养殖信息。此外，部分畜牧企业在耳标之外还

同时使用智能项圈。智能项圈带有运动量检测、体温监测、发情期检测等重要功

能。首先，基于上文所述牛只温度对产奶的重要影响，体温监测与环境温度控制

相互配合，确保牛只体温保持在适合区间内。其次，牛只具备一定的运动量对于

产奶品质也十分重要，对此，除在设计牛舍等生活区时设定牛只运动场外，智能

项圈能够检测牛只的运动情况，合理分配进入运动场的牛只数量与运动时间。同

时，牛只的运动规律也可协助判断牛只是否存在怀孕或疾病等问题，因此牛只运

动量检测与疾病预防同样存在一定的相关性。最后，基于信息数据的分析，智能

项圈能够精准预测各个牛只的发情时间与发情状况，助力对牛只繁育工作。

第二，牛只饲喂相关智能技术。如前所述，泌乳牛生鲜乳的产出主要是通过

牛只生物性的消化作用完成的，产奶的质量与数量自然与对牛只的喂养有直接关

系。在牛只饲喂的相关技术中，主要着眼两个方面，其一是饲喂所需饲料的生产

或者选择相关技术，其二是饲喂行为本身相关的技术。首先，对于饲料的配方等，

与畜牧企业本身的生产运营关系并不直接，在此不做过多讨论。主要通过畜牧企

业（或专业的饲料加工企业）通过粗饲料与精饲料合成配方，依据牛只不同成长

与生产阶段产出犊牛料、新产料、高产料等饲喂饲料。其唯一与畜牧企业生产运

营联系的问题在于，如何选择饲料获取来源从而降低企业生产成本，获取饲料方

式主要包括从外部购买和内部自行配方加工两种模式。其次，对于饲喂活动的技

术，目前行业内常用的是 TMR 单体精准饲喂系统，根据奶牛的个体需求、生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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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和生理状态，实现精准饲喂（刘冬，2020）。智能饲喂系统通过自动计量饲料

的投放量，根据奶牛的实时数据调整饲料供应，在不同牛只类型（如犊牛、成母

牛、奶公牛、泌乳牛等）分区域建舍的前提下，保证奶牛的营养需求得到满足，

从而提高产奶量及奶品质量。此外，智能饲喂系统还能够记录每头奶牛的进食情

况，为牧场管理者提供饲料利用率、奶牛健康状况等关键信息，进一步优化饲喂

方案。自动化剩余饲料回收系统则能够将每日剩料进行回收，一方面能够优化饲

喂方案，另一方面也避免饲料的浪费，推动企业降本增效。

第三，牛只泌乳相关智能技术。牛只生鲜牛乳的产出是畜牧企业产品产出的

核心环节。目前，通用的技术是通过自动化挤奶设备代替传统的人工挤奶。以利

拉法公司 VMS 自动挤奶系统为例，其全自动化的挤奶设备端口，可以同时完成牛

只乳头药浴杀菌和挤奶工作，同时极大提升自动化套杯（即精准将设备挤奶端口

对准奶牛乳头进行挤奶）效率，整体提高产奶效益。此外，该领域最前沿的技术

为自动化挤奶机器人技术。普遍使用的自动化挤奶系统虽然实现了多奶牛同时挤

奶，并且实现挤奶前后药浴杀菌与挤奶能够一次性完成，但因牛只个体差异的原

因，仍然存在套杯后非正常脱落等情况，无法完全脱离人工监管与干预。但自动

化挤奶机器人几乎可以排除人工参与，能够自动完成牛只套杯并解决牛只套杯过

程中出现的非正常脱落等问题，使生产过程更加具有效率。

第四，生产经营过程中全过程数据的平台系统技术。通过智能平台的建设，

可以将上述各项生产经营环节中产生的与生产相关的数据收集并汇总，并智能分

析（韦永军，2023）。同时，该数字智能平台设计移动数据端，能够保证饲养人

员通过智能手机等移动设备实时调整和监控生产过程，并且在一个生产周期结束

后可以就生产运营的各项问题进行反馈和提出改进建议。

（产中环节数智转型技术见下图 2.5）。



兰州财经大学 MBA 学位论文 甘肃前进牧业生产运营数智转型研究——以新质生产力为视角

25

图 2.5 产中环节数智转型技术

2.4.4 畜牧企业产后环节数智转型技术

产后环节是畜牧企业生产运营过程中的后续环节，即在核心产品——生鲜牛

乳生产完毕后，存在对产品的保存、运输，以及可能发生的其他对牛只处理环节

的技术。产后环节作为后期环节，在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目标实现的过程中，对

企业转型以及经济效益提升起到保驾护航的作用。

第一，生鲜牛乳冷却与冷链运输技术。生鲜牛乳的生产完成并不代表着企业

获得生产收益，企业的主要收益来源于对生鲜牛乳的对外出售。因此，在生产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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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保证生鲜牛乳产出的质量与数量，但如果将生鲜牛乳的品质保持到销售后，其

依然无法转化为经济效益。且生鲜牛乳本身就是易于变质的产品，所以生鲜牛乳

的即时冷却和冷链运输技术就成为必不可少的现代化技术。仍以 VMS 系统为例，

通过自动挤奶系统，智能设备能够在避免与外界环境接触的条件下，挤出牛乳，

牛乳直接通过设备挤奶端口在不接触外部空气的情况下进入挤奶设备管道。挤奶

设备管道直接与冷却系统以及冷链相连接，可以让生鲜牛乳在绝对无菌无污染的

状态下直接进入冷却储藏空间，冷却设备采取自动化及时冷却技术，甚至可以直

接接入鲜奶运输车的奶罐，进入运输环节。

第二，死淘牛只相关技术。牧场还会出现牛只死病的情况，首先，对于发病

牛只如前文所述，可以通过智能项圈等牛只个体识别监控技术通过对牛只运动量、

体温等指标的监控在早期发现并预警。此外，在精准饲喂技术与数字化信息平台

结合的技术条件下，牛只如出现进食状况异常等情形时，也能对相关牛只疾病问

题做到早期发现并预警。牛只疫病的发现与治理是畜牧企业非常重要的生产活动，

一旦对于牛只疫病发现不及时，可能导致疫病在牛群乃至整个牧场间传播，可能

造成的经济损失难以估量。根据目前的企业生产实践，基于专业保健人员凭借防

疫知识与经验进行的防疫管控基本足以满足企业生产需要，但是随着生产经营环

节各项现代化技术的运用，以及牛只饲料配方的不断更新，牛只在生产过程中产

生的新型疫病可能层出不穷，这就需要企业进一步开拓多元化的牛只疫病发现、

预警、防止手段。此外，牛只疫病在治理之外，更应当加大牛只病因调查的重视，

其中大数据背景下对数据收集、分析技术能够起到重要作用，在企业生产活动在

一定时期稳定的情况下，能够通过控制变量的方式发现牛只发生疫病与饲料成分、

饲喂活动以及环境等等因素的关联性，进一步加强对牛只疫病的前期预防。随着

技术的发展与人工智能的普及，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能够通过视频监控与人工智能

相结合的技术手段，发现原本需要人工识别的牛只外在病症，更加及时和全面地

监测牛只疫病情况。另外，当牛只确实出现需死淘情形，相应现代技术能够对待

死淘牛只在精准识别的基础上进行环境隔离，直到将相应牛只运输至无害化处理

机构处理，其间避免与在岗生产牛只交叉感染。对于淘汰肉牛，收购企业往往采

取自动化分离保鲜杀菌技术，因与畜牧企业生产技术无涉，本文不予讨论。

（产后环节数智转型技术见下图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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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6 产后环节数智转型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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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甘肃前进牧业公司生产运营管理现状及问题

3.1 甘肃前进牧业公司基本情况

3.1.1 甘肃前进牧业公司简介

甘肃前进牧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 2008 年，注册地位于甘肃省张掖市

甘州区，是以良种泌乳奶牛养殖繁育、优质鲜牛奶生产、肉牛繁育购销、牧草种

植加工、有机肥生产为主导的大型民营企业。

甘肃前进牧业公司现存栏奶牛 60000 头，拥有奶肉牛养殖牧场 20 座，目前

主要饲养荷斯坦系、蒙贝利亚系奶牛，日产高品质生鲜牛乳 820 吨；现有在职员

工 1800 余人，公司资产总额 30 亿元。公司自有饲草料种植基地 8.5 万亩，日生

产能力 450 吨的乳品加工厂 2 座、年生产能力 50 万吨的有机肥生产工厂 1座，

年生产能力 10 万吨的饲料厂 1座。公司生鲜乳和乳制品远销陕西、四川、新疆、

广东、贵州、福建等地，是四川菊乐、贵阳三联、重庆天友、新疆天润、广东燕

塘、深圳晨光、福建长富等知名乳企的合作伙伴。公司已经形成了以张掖市甘州

区前进村为中心的奶源辐射基地，对推动张掖市区域经济发展、服务城乡居民生

活、增加农民收入、壮大集体经济、解决城市农村就业问题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图 3.1 甘肃前进牧业公司企业标识

3.1.2 甘肃前进牧业公司牧业板块组织结构

甘肃前进牧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是甘肃前进现代农业发展（集团）有限公

司的主要子公司。甘肃前进牧业公司是集团公司的前身，在公司发展日益壮大、

各板块生产经营链条逐步完善的背景下，甘肃前进现代农业发展（集团）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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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于 2022 年成立，其余关联公司分别成为集团公司下属子公司或关联公司。集

团公司下属五个板块，甘肃前进牧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牧业板块、甘肃传祁乳业

有限公司与甘肃传祁甘味乳业有限公司乳业板块、甘肃前进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

司生物有机肥板块、甘肃圣康源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饲料加工板块、甘肃瑞云

物流有限公司冷链运输板块（前进集团组织结构见下图 3.2）。限于本文研究主

题限制，在此主要介绍集团公司牧业板块即甘肃前进牧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的组

织结构。

图 3.2 前进集团组织结构图

甘肃前进牧业科技有限公司下属前进牧场、石岗墩牧场、德瑞牧场、德联牧

场、德华牧场、陇黔牧场、蜀汉牧场、五泉牧场、蓼泉牧场、神洲牧场、新华牧

场、晨光牧场、东联牧场、绿洲牧场、汇源牧场、泰川牧场、燕塘牧场等二十家

牧场，各个牧场除石岗墩牧场外，均以甘肃前进牧业公司下属子公司的独立法人

形式存在，以自己的名义对外签订合同、实施法律行为。石岗墩牧场则属于甘肃

前进牧业科技公司下属牧场，对外签订合同或实施行为均以甘肃前进牧业公司名

义进行。各个牧场中，德联牧场、陇黔牧场、蜀汉牧场、汇源牧场、晨光牧场、

燕塘牧场等牧场是甘肃前进牧业公司与贵州南方乳业股份有限公司、四川菊乐食

品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晨光乳业有限公司、广东燕塘乳业有限公司等外地知名农

牧企业、乳业企业合资设立。各个牧场属于甘肃前进牧业公司主要生产单位，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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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场外，围绕生产事业，甘肃前进牧业公司下设质量中心、繁育保健中心、化验

中心、饲养中心、后备中心、信息中心等全局负责生产活动。在生产之外，对于

公司基本运营，甘肃前进牧业公司下设财务部、法务部、监察部、供应部、销售

部、设备部、项目部、基建部、粗饲料部、人力资源部、工会、党建办公室、文

化宣传部、奶肉牛销售部、综合办公室等机关各部门。（甘肃前进牧业公司基本

组织架构见下图 3.3）。

图 3.3 甘肃前进牧业公司基本组织架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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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甘肃前进牧业公司与生产运营相关的机构分工

如前文所述，甘肃前进现代农业发展集团已经成为具有相当规模的，甘肃省

内最大的奶牛养殖企业群。其生产运营分工设置较为繁杂，基于前文将奶牛养殖

企业生产运营划分为“产前-产中-产后”三个阶段，并就各个阶段的核心环节进

行了简要介绍，现同样围绕这三个阶段对甘肃前进牧业公司相应的机构部门分工

进行简要的介绍。

首先，对于产前环节。由公司机关项目部与基建部具体负责牧场基础设施的

建设，牛舍内设备设施由供应部根据各个牧场的需求进行采购供应。繁育保健中

心负责对所需冻精的指标、牛用兽药等指标进行规定和选择，同样由公司供应部

根据繁育保健中心要求结合牧场需求开展采购供应。

其次，对于产中环节。牛只个体识别技术相关的设备设施由公司供应部进行

采购，相关的数字信息由公司信息中心进行管理，并定期根据牧场数据反馈给牧

场生产部门。饲养阶段所需的饲草料同样由供应部根据牧场需求进行采购，主要

采购内容为饲喂所需的精饲料以及原料。公司粗饲料部负责牛只饲喂所需的粗饲

料的供应，主要方式为将公司拥有出租权的土地向农户出租，由农户进行青贮玉

米种植，再进行回购。集团公司饲料加工板块子公司即甘肃圣康源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负责饲料加工和成品料供应。泌乳环节的具体挤奶工作以及牛只的日常管理

由各个牧场自行负责，公司饲养中心对各牧场的饲养工作进行统一管理和宏观调

控。

最后，对于产后环节。各个牧场作为基本生产单元，产出的生鲜牛乳进入冷

链储存。集团公司下属物流公司负责生鲜牛乳的运输工作，同时联系与公司有业

务往来的运输公司具体负责生鲜牛乳的运输。在疫病预防上，公司供应部根据繁

育保健中心要求以及各牧场需求，负责采购供应兽用药品与疫苗，具体的疫苗使

用与防疫由各牧场完成。出现死淘牛只情况下，对于病死牛由牧场进行无害化处

理，低产量的需淘汰牛只由公司奶肉牛销售部负责对外出售。

（甘肃前进牧业公司生产运营分工架构见下图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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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 甘肃前进牧业公司生产运营分工架构图

3.2 甘肃前进牧业公司生产运营数智现状分析

3.2.1 前进牧业公司生产运营现状信息资料获取

为实现对甘肃前进牧业公司生产运营数字化、智能化现状进行分析研究，并

从基于改进目标提出合理化建议的研究目的，本文必须以前进牧业公司现行的生

产运营管理模式为基础。为获取相关真实信息与资料，通过各种渠道联系到甘肃

前进牧业公司法务部、供应部、各牧场等相关生产单位工作人员，采取谈话交流

等方式获取信息资料，对甘肃前进牧业公司生产运营过程中的生鲜乳生产、原材

料采购、合同审查等管理流程有了一定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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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生产活动而言，各牧场为核心生产单位，并实行牧场场长（以合作社形式

成立的生产单位则为合作社社长）第一责任制。除各牧场具体开展各项生产活动

之外，总公司生产部门，即繁育保健中心、质量中心等部门，对生产活动提供宏

观上的管理与保障。此外，总公司机关相关部门，整体负责各项事宜。例如，总

公司供应部负责所有牧场及生产单位生产所需原材料的采购供应工作；总公司粗

饲料部负责相关土地出租以及粗饲料产出事宜；总公司法务部负责公司生产运营

过程中所有对外签订合同的起草、审查和修改工作。以下就甘肃前进牧业公司核

心产品生鲜牛乳生产运营过程中的现状，同样按照上文“产前-产中-产后”环节

进行介绍和分析。

3.2.2 前进牧业公司产前环节现状

基于上文介绍，以泌乳奶牛产出的生鲜牛乳为主要产成品的畜牧企业，其“产

前环节”主要包括牛只的选种、育种活动，以及牛舍环境温度、湿度的调控等方

面。新质生产力理论下，对企业产前环节新质生产力水平的评定标准在于，产前

环节的数字化、智能化程度是否对其后的产中生产环节产生不利影响，是否从先

前角度就整体抬高了企业生产运营的各项成本。

首先，甘肃前进牧业公司对于生产牛只的选育种，采取国内畜牧企业的通行

做法，即从国内外生物科技公司购买优良种牛冷冻精子，再根据人工繁育进行牛

只的产出。具体做法是，以公司现有存栏奶牛为基础，与冻精供应方签订采购合

同，从供应方获得优质奶牛精子，以公司繁育保健中心为主导进行下一代泌乳奶

牛的繁育。并且，随着国内外奶牛繁育技术的进步，冻精供应公司已经能够通过

技术控制对外出售精子繁育出犊牛的性别，能够保证性控精子繁育出泌乳雌性奶

牛，保证采购公司的生产经营所需。同时，选购精子也主要用于奶牛受精进入泌

乳期所需。甘肃前进牧业公司自成立以来，选用的牛只品种主要是原产于荷兰的

荷斯坦奶牛。自 2024 年开始，为提升生鲜乳产出的质量与数量，甘肃前进牧业

公司计划将逐步替换牛只种类，选用原产于瑞士的蒙贝利亚奶牛。截至开展本文

研究时，甘肃前进牧业对外采购蒙贝利亚牛只性控冻精的采购合同已经进入签订

阶段，并就存栏单产较低的荷斯坦奶牛进行逐步出售淘汰。在公司决策转型之前，

企业自创办以来就一直选用荷斯坦系奶牛，并未根据生产现状作出更换牛只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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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决策。

其次，对于牛舍环境温度和湿度控制方面，前进牧业公司各个牧场在挤奶场

和生活场均配备了温湿度监测以及自动调控装置。对于牛只的个体体温，部分牧

场采用的智能项圈同时具备检测牛只体温功能，并对体温超过正常数值的牛只进

行预警。如前所述，牛只生存环境的温湿度至关重要，会严重影响到牛只产奶量。

但是由于西北地区天然存在昼夜温差较大、湿度较低的问题，而牛舍基于牛只生

活需要以及企业生产运营成本考量必须开放通风不能完全封闭建设，故牛舍以及

挤奶场的温湿度调控作用有限，这也是制约西北地区畜牧业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前进牧业各个牧场通风设施主要为风扇，牛只生存环境的温度调控设施除了外墙、

挡风墙等建设外，并无其他温度调控设施。对于湿度调控设施，前进牧业公司更

是完全阙如。另外，对于牧场选址问题本身涉及现代化技术因素较少，且甘肃前

进牧业公司本身坐拥祁连山天然自然条件，依托当地政府对农村民营企业的政策

支持，甘肃前进牧业公司凭借获取政府出让的大片土地，以独资或合资形式建立

多个天然牧场，具有得天独厚优势，本文对牧场的选址和建设技术问题不再涉及。

3.2.3 前进牧业公司产中环节现状

基于上文介绍，产中环节是企业实现新质生产力水平提升发展的核心所在，

产中环境的数字化、智能化水平决定了企业生产经营的整体水平。评价企业产中

环节的新质生产力水平，其核心在于现代化技术是否运用在生产环节中，是否对

生产效益起到重要的提升作用。以泌乳奶牛产出的生鲜牛乳为主要产成品的畜牧

企业，其产中环节主要包括牛只个体识别、牛只的饲喂、牛只泌乳生产活动等方

面。

首先，对于牛只个体识别技术。前进牧业公司各牧场均为牛只配备个体电子

耳标，耳标主要功能是为每一头牛配备一张“身份证”，包含牛只年龄、血统、

均产、总产等信息。除耳标外，部分牧场牛只同时使用智能项圈，项圈的主要功

能是记录和检测牛只发情状况，再配合上牧场饲养人员对牛只多样性发情状况的

观察，能够精准捕捉牛只发情信息，智能项圈再将相关数据传输后台，后台就能

够形成关于每个牛只个体的发情信息库。

其次，对于牛只饲喂问题。在饲料的选择上，前进牧业公司选择精饲料与粗



兰州财经大学 MBA 学位论文 甘肃前进牧业生产运营数智转型研究——以新质生产力为视角

35

饲料合理混合配比形成符合牛只成长需求、提升奶牛单产的饲料配方。泌乳牛食

用的主要粗饲料为青贮玉米，前进牧业公司获得青贮玉米的主要方式是，将名下

以及各子公司名下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土地出租给承租农户，与各承租农户建

立种植回收关系，由农户在各土地上种植青贮玉米，在达到公司事先告知的青贮

玉米回购标准的前提下，回购农户种植的青贮玉米作为饲喂的主要饲料来源。此

外，对于牛只营养所需的菜粕、豆粕、玉米芯、压片玉米、碎壳豆皮、麸皮等精

饲料，前进牧业公司主要采取对外采购方式。采购具体流程是按照公司相关管理

办法，根据供货数量与合同总金额，分别采取公开招标、邀请招标、询价比价等

方式，在 3至 5家投标供应商或备选供应商中，通过价格、账期、可供货数量等

方面的评价，最终确定签署精饲料采购合同的供应商。当粗饲料和精饲料都进场

后，根据饲养需要，或直接进行饲料投喂，或通过前进牧业公司下属饲料加工板

块的甘肃圣康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进行饲料加工，最终形成投喂饲料。在投喂方

式上，甘肃前进牧业公司数智化程度相对较低，首先在牛舍分配上，将饲喂需求

不同的犊牛、产奶牛等分区域安排，其次在牛舍设计上保证护栏能够允许牛只完

整头部探出食用饲料，在栏外设计投放点，为保证饲料全部投放在牛只能够接触

到的高度，或者将栏外地面架高，或者在栏外另设盛放饲料的饲料槽。具体投放

由饲养员完成，饲养员驾驶能够自动控制投放量和投放频率的饲料投放车，根据

不同投料区域，在定速下沿着牛舍道路两边的护栏行驶，在行驶过程中饲料车自

动将定量的饲料投入护栏边的饲料投放处完成饲料投放。待牛只进食完毕后，由

饲喂人员进行“推料”，即使用特定工具将经食用剩余的饲料回收并二次利用，

避免饲料浪费，助力企业降本增效。同时，根据每个区域的当期投放数量以及回

收数量，能够对下期投料计划进行合理调整。

最后，对于作为生产核心的牛只泌乳环节，甘肃前进牧业公司各个牧场普遍

采用奶厅泌乳方式。每个奶厅中央配置挤奶转盘，奶厅员工将牧场存栏泌乳期奶

牛引导进入转盘，奶牛进入转盘后乳部朝外，奶牛沿着转盘形状前进依次进入挤

奶区，待奶牛全部进入挤奶区后，由挤奶员工使用消毒毛巾依次进行乳头消毒，

再使用转盘设备进行套杯药浴（此时为泌乳前的药浴，称为“前药浴”），药浴

完成后再套杯正式挤奶。挤出的生鲜原奶进入运输管道，最终完成储存。挤奶完

成后，挤奶杯会自动脱落结束挤奶，挤奶员工再进行套杯药浴（此时为泌乳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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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药浴，称为“后药浴”），奶牛依次离开挤奶区域，挤奶生产环节正式完成。

泌乳是奶牛养殖企业的生产核心，目前国内奶牛养殖企业大多采取自动化奶

厅进行泌乳生产。甘肃前进牧业公司在泌乳环节还存在数字化、智能化、自动化

不足的情形，主要表现在具体的挤奶过程还需要人工挤奶工在配合自动化设备的

条件下开展，并未实现泌乳过程的完全自动化，更未实现智能化，具体问题留待

后文探讨。

3.2.4 前进牧业公司产后环节现状

基于上文介绍，以泌乳奶牛产出的生鲜牛乳为主要产成品的畜牧企业，其产

后环节主要包括生鲜牛乳的冷链储存与运输、死淘牛只管理等方面。产后环节是

实现企业生产运营数字化、智能化转型的最后环节，更是实现企业新质生产力发

展的保障环节。在产后环节评价企业新质生产力水平的标准在于，判断在现代技

术的依托下，能否将产中环节产出的产品切实转化为企业经济效益。

首先，就生鲜牛乳的冷链储存与运输，目前甘肃前进牧业公司已经相对纯熟。

生鲜牛乳的冷链储存与自动化挤奶设备关系密切，目前市场内存在的设备基本是

一体两套设备。具体而言，通过自动转盘与人工操作相结合，泌乳牛产出的牛乳

通过机械设备设置直接流入密封管道，该管道同时与冷藏奶罐相接通，保证牛乳

在从牛体到奶罐之间不会与外界接触造成污染。冷链运输环节即只需要通过罐式

半挂车等运输设备直接将奶罐装车进行运输。在公司原奶销售部门与买受人达成

交易意向并订立合同后，根据合同约定进行运输。

其次，死淘牛只管理包含牛只的疫病预防以及出现死淘情形之后的处理。牛

只的疫病预防与人体的疾病预防相类似，甘肃前进牧业公司通过采购各类必需兽

用疫苗和兽用药品，对牛只疾病进行预防。通过耳标信息记载的疫苗接种信息及

时对需要接种、还未接种的牛只进行预警报告。由防疫技术人员每年两次对 12

个月龄以上牛只采取皮内注射结核菌素观察变态反应法（PPD）结核检疫。前进

牧业公司牛只免疫管理主要采取人工方式，从疫病观察、日常检疫到疫病处理都

由专业技术人员负责，公司出台《防疫免疫管理制度》进行规范。同时，牧场牛

舍内外设置病毒消杀装置，对进出牛舍乃至牧场的人员车辆进行必要的消毒预防，

并通过公司管理制度对进入生产区域的人员车辆提出防疫要求。当牛只出现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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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时，由繁育保健中心及时进行隔离治疗。对于发生突发性牛只死亡等按照流

程进行上报处理，公司出台《突发牛只安全事故及淘汰牛只处理程序制度》进行

规范，并及时根据相关政策隔离拉运至无害化处理中心进行无害化处理。公司对

于年产量低于一定标准的牛只进行定期淘汰，以保证公司经济效益，淘汰牛只由

奶肉牛销售部负责通过询比价、招投标等方式进行对外出售；对于奶牛产下的公

牛犊，公司或进行肉牛繁育，或直接与肉牛以及突发非病害死亡牛只一起出售处

理。公司奶肉牛对外出售根据公司《奶肉牛销售管理制度》规定进行规范。

3.2.5 前进牧业公司生产运营数智现状分析总结

基于以上梳理可以得知，甘肃前进牧业公司虽未行业内先进企业，且生产运

营各个环节的自动化程度相对较高，但是与前沿技术相比还存在技术落后、数字

化与智能化程度不足、人工参与过高、新质生产力不足等问题。这也给甘肃前进

牧业公司引入先进的数字化智能化生产工具、设备设施，实现数智转型留下空间，

具体转型方案以及转型可行性分析在下文具体展开。

3.3 甘肃前进牧业公司数智方面存在的问题

3.3.1 问题的发现与梳理方法

甘肃前进牧业公司生产运营环节各个阶段的基本现状已如前述，在此基础上，

需要总结出甘肃前进牧业公司生产运营过程中就数字化、智能化等方面存在的不

足与问题，探讨出现影响新质生产力水平的原因。问题的发现与梳理过程，采取

如下两个研究方法：

3.3.1.1 对比分析研究法

通过将畜牧企业生产经营各环节前沿技术与甘肃前进牧业公司生产经营各

环节现状相对比，即可从比较判断中得到目前甘肃前进牧业公司生产经营在数字

化、智能化乃至低端自动化方面与国内、国际领先经验做法的差距，从而梳理出

其存在的问题。基于研究逻辑的一致性需要，在后文的分析中也按照“产前-产

中-产后”划分各环节存在的不足与问题，也能够更加清晰体现甘肃前进牧业公

司现状与前沿技术之间存在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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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2 调查研究法

通过对甘肃前进牧业公司各生产经营部门开展调查研究，征集生产各环节存

在的数字化、智能化存在的不足与问题。具体方法是，联系到“产前-产中-产后”

各环节一线生产人员，通过问题问询与沟通交流，收集整理各个环节可能存在的

不足与问题，涉及的问题除了现代化技术的运用，还涉及人工参与程度、人工成

本、人工结构、技术可替代性等问题。

3.3.2 前进牧业公司产前环节数智转型存在的问题

3.3.2.1 选种分析缺乏数字化信息支持

首先，在牛只育种技术上。对于牛只受精需要以及牛只繁育需要的满足，甘

肃前进牧业公司与国内大多数牧业公司一样，并未开发自己的育种生产板块，而

是从外部购买冷冻精子进行育种和奶牛受精。大多数牧业企业都采取这种育种手

段，原因在于畜牧育种是一种非常专业化、技术化的行业领域，如果牧业企业要

开拓自身的育种板块，需要非常巨大的技术与资金投入，并且需要专门的育种行

业许可证。同时，也得益于畜牧育种的专业化和专门化，国内涌现了一大批专门

从事育种的畜牧种业生物科技公司，行业内专业的分子育种技术、最佳线性无偏

差预测育种技术（BLUP）等现代技术也为这些专业化公司所采用，其规模化、专

业化的生产，使得国内牧业企业通过采购获取的冷冻精子已经能够满足自身生产

经营的需要，并且成本也在可接受的范围内。因此，除特殊的生产经营需要外，

一般以生鲜牛乳为核心产品的牧业企业，都不具备开发育种板块的动机，这也符

合经济理性人的基本逻辑。

因此，甘肃前进牧业公司在产前环节中关于奶牛选育种的问题上，就育种而

言不存在不足与问题，但选种问题仍需要关注。在选种上，缺乏基于数字信息对

不同品种奶牛的产奶状况的大数据比对，选种缺乏信息支撑。海量生产数据对牛

只选择的影响，仅限于根据生产数据筛选出产量较低的低产牛，并根据生产需要

以及公司管理规定进行定期淘汰。另外，甘肃前进牧业公司自成立以来就选择国

内最常见的荷斯坦奶牛作为奶牛品种，但近期公司决策将奶牛品种全面替换为蒙

贝利奶牛。该决策的作出基于集团公司战略转型的需要，荷斯坦奶牛与蒙贝利亚

奶牛都是产奶量很高的奶牛品种，但蒙贝利亚奶牛的产奶量相比于荷斯坦奶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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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奶量并未高出很多，公司如此决策的原因在于，近年来生鲜乳市场出现疲软态

势，而集团公司近年在乳业板块新成立甘肃传祁甘味乳业有限公司，主要业务为

奶酪等奶制品的生产与代加工，蒙贝利亚奶牛的最突出特点就是其生鲜乳能够极

大满足奶酪制品的需求。因此，甘肃前进牧业公司的选种决策实际上主要基于整

个集团公司的经济发展考虑，所以需要回应的问题是，如此选种是否能够满足牧

业板块的自身发展需要？尤其是面临生鲜乳市场行情低迷的现状，应当在选育种

决策上尽量避免对牧业板块生产本身造成不利影响。

3.3.2.2 牧场湿度调控技术缺乏

在牛只生活环境的温湿度调控上。西北地区具有天然的温差大、湿度低的不

利因素，但其不利因素从利益方面又成为致使牧草丰美、营养丰富的有利因素。

但不稳定的室外温度与过低的湿度确实会对奶牛的产奶量造成不利影响，正因如

此，牛舍环境的温度、湿度调节技术成为畜牧企业的重要技术。但甘肃前进牧业

公司对牛只生存环节湿度调控完全缺乏，并未针对西北地区湿度会影响牛只产奶

的问题，设置相应的湿度调控手段。仅就温度上设计了牛舍与挤奶厅温度调控设

备，对湿度不足问题缺乏关注。且就仅有的对于牛只生存环节温度调控的设施，

也仅限于生活场风扇和奶厅空调等低端设备，具体见下文所述。

3.3.2.3 牧场温度调控技术不足

甘肃前进牧业公司仅对牛只生存环节的温度进行调控，但仍有不足之处。甘

肃前进牧业公司对于温度调控问题所采取的技术手段包括：第一，智能项圈能够

检测牛只体温异常，同时向工作人员发出预警，工作人员根据预警判断属于个体

奶牛发生疾病还是整体性的环境温度过低，从而采取不同应对措施。第二，牛舍

以及挤奶奶厅拥有温度调控设备。牛只生活的主要环境为牛舍，基于通风的需要，

甘肃前进牧业科技有限公司旗下各牧场牛舍均采取开放式设计。挤奶大厅采取封

闭式设计，并配备中央空调等温度调节设备。但对于牛舍，因其开放式结构，没

有配备相应技术。面对夏季温度较高情形，牛舍仅采取风扇通风等降暑手段；对

于冬季低温，则采取防风墙等设施建设防止牛只受寒。牛只本身具备调节体温的

生物能力，西北地区的气候也不会对牛只生鲜乳产量或者品质造成过大的影响，

但是甘肃前进牧业公司对于牛只生存环境的温度、湿度调控技术明显不足，忽略

了潜在的对经济效益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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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从新质生产力理论的角度来看，前进牧业公司产前环节数智转型仍存

在以下问题：第一，技术创新不足。新质生产力理论强调创新驱动在提升生产力

中的关键作用。然而，当前前进牧业产前环节在数智技术应用方面缺乏足够的创

新。企业往往只是简单地引进现有技术，而没有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进行技术创

新和定制化开发。这导致数智技术在产前环节的应用效果有限，难以充分发挥其

潜力。第二，数据价值未充分挖掘。新质生产力理论还强调数据的价值挖掘和利

用。在前进牧业产前环节中，虽然企业已经开始采集和应用数据，但往往只是停

留在数据的表面，没有深入挖掘其背后的价值。这导致数据无法为企业的决策提

供有力支持，也无法为产前环节的优化提供有效指导。第三，资源配置不够优化。

新质生产力理论要求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和高效利用。然而，在前进牧业产前环

节中，由于数智化转型的不到位，导致资源配置不够优化。企业往往无法准确掌

握资源的需求和供给情况，难以实现资源的精准匹配和高效利用。这不仅增加了

企业的生产成本，也影响了生产效率的提升。

3.3.3 前进牧业公司产中环节数智转型存在的问题

3.3.3.1 牛只信息利用率不足

首先，在牛只个体识别技术上。由于国内畜牧企业在牛只个体识别技术的开

发与使用上数智化程度相对较高，甘肃前进牧业公司就此也基本不存在技术不足

与问题。甘肃前进牧业公司旗下各牧场牛只，均同时配备无线电射频电子耳标与

智能项圈，能够起到牛只个体识别、运动量检测、发情期检测、体温异常检测等

作用。同时，通过后台智能数据平台，还能够根据电子耳标记录的牛只信息，对

牛只疫苗接种信息、单产等数据进行检测记录。但仍然存在的问题是，对于牛只

识别技术下获取到的牛只信息并未充分利用，信息的全面利用与生产效益转化率

还有待提高。

3.3.3.2 牛只饲喂活动人工参与度过高且饲喂设备落后

其次，在牛只饲喂相关技术上。就饲料供应方面，甘肃前进牧业公司有其自

身优势，其利用乡村企业身份获得的政策支持优势，能够获取相对于其他企业更

多的土地使用权，从而保证作为泌乳奶牛主要饲料成分青贮玉米的足额供应。并

且，在集团公司饲料加工板块的支持下，形成完整的粗、精饲料生产运营链，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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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压缩生产成本，提升企业经济效益。因此，就饲料供应方面，甘肃前进牧业公

司已经较充分地发挥自身优势，形成的供应链条较之于其他企业更为完善，不存

在数字智能不足的问题，相关技术的升级发生在饲料加工具体领域，与本文研究

的主题无涉。

甘肃前进牧业公司在牛只饲喂方面存在的数字化、智能化、自动化不足问题，

主要集中在牛只饲喂活动上。前进牧业公司旗下牧场，就牛只饲喂方面所采取的

唯一现代化技术手段，仅是撒料车的使用。除撒料车在饲养人员的操作上进行自

动定点投料外，其他所有饲喂环节基本上全部依靠传统人工实现。因为此技术化

不足问题，造成巨大的人工成本浪费，不利于企业经济效益，且就人员安全、牛

只饮食安全上都造成较大的经营风险与隐患。

3.3.3.3 牛只泌乳环节人工参与度过高且设备智能化不足

在泌乳生产环节上。甘肃前进牧业公司采用转盘式自动化挤奶设备，具有一

定的智能化、自动化水准，但转盘式挤奶设备已不是前沿技术，其存在的问题显

而易见。在挤奶生产作业上，需要挤奶人员进行多次操作，第一，需要挤奶人员

引导牛只进入转盘“工位”；第二，需要挤奶人员人工使用消毒毛巾对牛只进行

乳头消毒；第三，在前药浴、挤奶、后药浴等环节上，都需要挤奶人员进行人工

套杯；第四，在挤奶过程中，因技术限制和牛只个体差异，会出现异常的脱杯现

象，需要挤奶人员在挤奶全程进行巡视，及时发现不正常的脱杯现象并重新消毒

套杯；第五，在挤奶全部完成后，需要挤奶人员再次引导牛只离开奶厅回到生活

区域。由此显见，在现有技术下，泌乳生产环节的人工成本较大，并且导致生产

环境效率相对低下。同时，在人工操作环节中不可避免存在污染风险。

3.3.3.4 数字信息利用率及效益转化率低

在数据收集分析上。甘肃前进牧业长期与北京一牧科技公司开展合作，多年

来都使用该公司的“一牧云”数字化平台收集、分析、利用在生产运营环节得到

的相关数据与数字化信息。一牧科技公司是国内领先的数智化牧场专业解决方案

提供商，基于“一切为了牧场”的理念，为数智化牧场提供专业解决方案，通过

数据智能和网络协同链接所有围绕牧场的人和物，属于具备专业化技术的国家高

新技术企业。因此，甘肃前进牧业公司在数字化信息收集利用上相对先进，不存

在信息收集落后的问题。但是，在信息收集的基础上，甘肃前进牧业科技有限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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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公司在信息的充分利用上存在问题。目前，对于信息的利用，还停留在对牛只

信息管理、牛只单产记录等层面，没有进一步拓展。例如，没有将每日的投料信

息与推料数据进行分析，从而不断优化用料计划，逐步缩小投料误差，进而减少

推料回收投入。也没有通过庞大的牛只信息分析、比对不同饲料配方、不同疫苗

规划对牛只健康及产奶量的潜在影响，从而优化用料与用药，在庞大数据的支撑

下提升经营效益。

此外，从新质生产力理论的角度来看，前进牧业公司产中环节数智转型存在

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技术创新与应用滞后。新质生产力理论

强调技术创新在推动生产力发展中的关键作用。然而，畜牧企业产中环节在数智

技术应用方面存在明显的滞后现象。第二，数据资源开发利用不足。新质生产力

理论指出，数据资源是现代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前进牧业产中环节在

数据资源的开发利用方面存在明显不足。企业往往只关注数据的收集和存储，而

忽视了对数据的深度挖掘和分析。第三，生产组织方式和管理模式落后。新质生

产力理论要求生产组织方式和管理模式与数智技术相适应。然而，前进牧业组作

为畜牧企业，产中环节的传统生产组织方式和管理模式仍然占据主导地位。通常

采用分散式、手工式的饲养管理方式，缺乏统一的管理标准和规范。这导致生产

效率低下、资源浪费严重，难以适应数智化转型的需求。

3.3.4 前进牧业公司产后环节数智转型存在的问题

3.3.4.1 未引入生鲜乳及时自动冷却技术

在生鲜牛乳冷链储存与运输技术上。目前国内冷链管理技术日趋成熟，甘肃

前进牧业公司也依托业内拥有先进技术企业，通过冷库租赁等方式满足冷链储存

需要，本身并无生产经营数智化问题。唯其需要改进的是，应当引入鲜奶及时自

动冷却技术，延长生鲜乳保质时长，提升经济效益。

3.3.4.2 疫病发现预警技术缺乏

其次，在牛只疫病防治与死病牛只淘汰技术上。如上文所述，根据智能项圈

反映并预警的体温异常信息、运动量异常信息，以及从每日投料推料数量反映的

进食异常情况，能够及时发现牛只出现相关疫病的情况。即便大部分疫病的病症

都在体温等方面反映，对于病症不反映在体温、运动量、进食量上的疫病，无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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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上述技术手段发现，仍需要专业防疫人员以及饲养人员通过观察发现。因此，

需要引入更多的牛只疾病发觉预警相关技术设备。在牛只淘汰方面，并不涉及相

关生产经营现代化技术，主要通过无害化处理进行妥善处理即可。

另外，在生产经营“产后”环节中，数字化、智能化技术介入相对较少，主

要技术也集中在冷链管理、疫病防治、无害化处理等方面，与畜牧企业本身的生

产经营关系并不密切。而畜牧企业在此环节上更应当注重的是管理问题，例如，

冷链技术本身具有专门化特点，且业内技术日益成熟，并不需要畜牧企业在其上

投入技术成本，但对于生鲜牛乳的调配与冷链的管理与使用，则需要畜牧企业根

据企业效益最大化原则进行合理规划；例如，在发现疫病甚至牛只病死情形时，

如何及时有效地对发病牛只进行隔离，防止疫病传染，这同样需要根据牛只疫病

特征在牛舍设计上、在牛只区域划分上作出合理规划。

此外，从新质生产力理论的角度来看，前进牧业产后环节数智转型仍存在以

下问题：第一，前进牧业在产后环节将数智技术用于简单的数据记录和信息查询，

未能充分发挥数智技术在产品加工、销售、物流等方面的潜力。此外，一些关键

环节的数智化改造滞后，如智能化仓储系统、物流追踪系统等尚未普及，影响了

产后环节的整体数智化水平。第二，供应链管理能力不强。新质生产力理论要求

企业具备强大的供应链协同能力，以应对市场的快速变化。产后环节的数智化转

型不仅要求企业内部实现数字化管理，还要求企业能够整合供应链资源，实现与

上下游企业的协同合作。然而，前进牧业产后环节的供应链协同能力普遍较弱，

目前许多畜牧企业的供应链管理能力不强，无法有效整合供应链资源，实现供应

链的数字化和智能化管理。这导致企业在面对市场变化时反应迟钝，无法及时调

整生产计划和销售策略。这不仅影响了企业的运营效率和市场响应速度，也增加

了企业的经营风险。

3.3.5 前进牧业公司精益管理存在的问题

精益生产管理是通过系统结构、人员组织、运行方式和市场供求等方面的变

革，使生产系统能很快适应用户需求不断变化，并能使生产过程中一切无用、多

余的东西被精简，最终达到包括市场供销在内的生产的各方面最好结果的一种生

产管理方式。对于前进牧业在力争精益生产方面还存在以下问题：

3.3.5.1 未利用大数据分析拓展销售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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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销售范围相对行业顶尖企业较小，品牌知名度不足的问题。甘肃前进牧

业公司已经形成了以张掖市甘州区前进村为中心的奶源辐射基地，并成为甘肃省

牧业生产、乳制品生产的龙头企业。甘肃前进牧业公司生鲜乳以及乳业板块子公

司甘肃传祁乳业乳制品远销陕西、四川、新疆、广东、贵州、福建等地，是四川

菊乐、贵阳三联、重庆天友、新疆天润、广东燕塘、深圳晨光、福建长富等知名

乳企的合作伙伴。但其销售范围只停留在国内的部分省份，前进牧业生鲜乳以及

传祁乳业“云上传祁”品牌虽在甘肃省内有一定的知名度，但其对于外省的消费

者而言依旧没有知名度。同时，其品牌知名度即便在甘肃省内也集中在张掖市辖

区内，对外市的知名度辐射也有限。在销售市场拓展上，甘肃前进牧业公司基本

还是采用传统拓展方式，依靠原有固定客户，未利用大数据等现代化信息技术拓

展销售渠道、增强品牌竞争力。

3.3.5.2 产品多元化精细化程度低

前进牧业是以良种泌乳奶牛养殖繁育、优质鲜牛奶生产、肉牛繁育购销、牧

草种植加工、有机肥生产为主导的企业，其中是以优质鲜牛奶为主要生产产品。

随着经济发展和生活质量的提高，在奶制品消费市场中的消费者更偏向于有机、

低糖、低脂的奶制品，因此，对奶制品生产原料的生鲜乳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但是，前进牧业各个牧场中绝大多数牧场只能生产普通生鲜乳，唯有德瑞牧场（甘

肃德瑞牧业有限公司）一家牧场能够生产有机生鲜乳。因此，甘肃前进牧业在产

品多元化、精细化上还需加强。

3.3.5.3 产品地域辐射不足

甘肃前进牧业公司生鲜乳产品的目标客户集中在甘肃省周边地区，鲜奶主要

向甘肃、宁夏等周边省份乳企供应，向外省供应生鲜乳的企业也局限在与甘肃前

进牧业公司有合资合作关系的几家企业。因此，其目标客户拓展性不足，没有打

开更大范围的省外市场。

3.3.6 前进牧业公司数智转型存在问题总结

基于上述研究，甘肃前进牧业公司生产运营数智转型存在的普遍问题包括：

第一，技术并非行业最前沿技术，科学技术能力有待提高；第二，各个环节的人

工参与率相对低下，导致企业面临较高的人工成本以及人员庞大带来的工伤风险；

第三，数字化信息的利用程度不足，没有将海量的数据信息通过数据整合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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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化为决策信息，从而转化为企业生产力。另外，从新质生产力理论的视角来看，

甘肃前进牧业数智化转型存在相关问题主要源于以下几个原因：第一，新质生产

力理论强调技术创新在提升生产力中的关键作用，但前进牧业在实际应用中往往

受到传统思维模式的束缚，对新技术持保守态度，对新技术的认知和应用能力有

限，无法充分发挥技术创新在提升生产力中的作用；第二，新质生产力理论强调

数据资源在提升生产力中的重要性，但前进牧业在实际操作中缺乏有效的数据收

集、整合和分析手段。同时，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方面的顾虑也限制了数据资源

的共享和利用，未能将数据资源转化为企业的竞争优势。此外，企业在数据文化

建设方面缺乏足够的重视和投入，导致员工对数据资源的认识和利用意识不强；

第三，新质生产力理论强调供应链协同在提升生产力中的作用，但前进牧业在实

际操作中缺乏有效的协同管理手段，主要源于缺乏统一的供应链管理平台和信息

共享机制。此外，企业在供应链合作伙伴的选择和管理方面缺乏科学有效的标准

和机制，导致供应链协同效率低下，协同合作机制不完善，内外部合作不够紧密，

影响了数智化转型的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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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甘肃前进牧业公司生产运营数智转型优化方案设计及保

障措施

4.1 甘肃前进牧业公司生产运营数智转型优化方案

4.1.1 产前环节转型优化方案及可行性分析

4.1.1.1 利用大数据信息进行分析选种

针对牛只选育种问题，由于甘肃前进牧业公司并不采取自行育种经营模式，

而是从外部购买需求冻精进行繁育，因此并不涉及育种技术转型问题。在选种问

题上，应当加大对数字化信息的利用程度，利用大数据信息分析比对不同品种奶

牛之间就生产规律、生产量、生活适应程度等方面的信息，从而选择最符合公司

发展需要与经济效益需要的奶牛品种。

此外，基于生产经营效益的需要，就选种问题上，甘肃前进牧业公司应该在

保障集团公司乳制品加工板块前期快速发展的基础上，关注生鲜乳市场长期稳定

的较大市场需求量，尽量减少因集团公司在选种战略决策上对牧业板块的不利影

响。具体优化方案为，在荷斯坦系奶牛产奶量更大的前提下，可保持荷斯坦系奶

牛的主导地位不变，选择二到三个牧场改用蒙贝利亚系奶牛，专门为乳业板块生

产供应所需生鲜牛乳。近年来，生鲜乳市场出现疲软现象，因此可以将特定牧场

牛只改为蒙贝利亚奶牛，不会对牧业板块造成过大影响，但生鲜乳市场仍然体量

较大，不能过于压缩导致对牧业板块发展造成不利影响，因此或选择性更换部分

牧场牛只种类是可行的决策。

新质生产力理论强调了创新驱动和技术进步在提升生产力中的关键作用，其

在甘肃前进牧业公司以及整体畜牧领域选育种共工作中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首

先，创新驱动是推动牛只选育种工作不断发展的重要动力。畜牧企业应积极引进

和研发新的数智技术，推动选育种方法的创新。通过不断创新，企业可以突破传

统选育种的局限，提高选育种的精准度和效率。其次，技术进步是实现牛只选育

种工作智能化、数字化的关键。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不断发展，畜牧

企业应充分利用这些先进技术，提升选育种的智能化水平。通过技术进步，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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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实现对牛只生长、繁殖、健康等各方面的精准监测与预测，为选育种提供科

学依据。此外，新质生产力理论还强调了资源的优化配置和高效利用。在牛只选

育种工作中，企业应通过数智技术实现对资源的精准配置和高效利用。例如，通

过数据分析预测牛只的营养需求，制定个性化的饲养方案；通过智能监测及时发

现并处理疾病风险，降低治疗成本等。这些措施不仅有助于提高选育种的效率和

质量，也有助于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企业经济效益。

4.1.1.2 优化牧场环节温湿度调控设备设施建设

针对牧场环境建设问题。首先，针对上文梳理的甘肃前进牧业公司在环境温

度调控方面的不足，可以建设室内牛场，将牛舍进行封闭化建设，从而避免西北

地区过大的昼夜温差对牛只产奶量造成的不利影响。同时，建设封闭化牛舍后，

在牛舍内需安置温度调控设备，保证牛只生存环境稳定在适宜生存的温度范围之

内。在设计封闭牛舍之后，由于牛只的运动、阳光也是十分重要的因素，全程室

内生存反而更不利于牛只生活与产奶，因此同样有必要建设相配套的室外牛只运

动场。以上改造设想，仅是根据生产需要与现有不足，结合当下国内具备的现代

技术与设备条件的展望，但并不符合公司目前发展需要。上述改造的逻辑前提是，

当下温度状况对牛只产奶量的影响较大，改造后生鲜牛乳产量提升带来的经济效

益能够覆盖改造与维护所花费的经济成本。但是，根据国内牧场生产运营实践，

极端气候除外，温度对牛只产奶量的影响并未达到“较大”的程度，但建设上述

封闭型牛舍以及配套的温度调控设施，花费的经济成本无疑是巨大的。同时，甘

肃前进牧业公司的主要市场范围还集中在以张掖市为中心向甘肃及周边省市辐

射的范围内，而在该市场竞争范围内，同业竞争企业也基本都采取开放式牛舍设

计。因此，花费巨额成本改造封闭式牛舍，并不一定能有效提升市场竞争力及市

场份额从而提升经济效益。所以，封闭型牛舍改造方案并不可信，但基于甘肃前

进牧业公司确实存在的不足，同样建议加强对牛舍温度控制的重视与投入，具体

方案为：加强现有温度保障措施的投入，就牛舍冬季防风墙等建设加大一定的投

入力度，在成本可控的范围内尽量减少昼夜温差及冬季低温对牛只产奶量的影响；

在挤奶大厅等室内场所，加强空调、风机等温度调控设备投入，选取业内先进自

动化技术设备，保障在生产核心环节不受温度因素的不利影响。其次，针对甘肃

前进牧业公司湿度调控上的技术不足问题，面对湿度调控技术完全阙如的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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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至少保障在奶厅等生产核心环节开展的区域加装湿度调控设备设施，尽量避免

湿度对生产核心环节造成的影响。

4.1.2 产中环节转型优化方案及可行性分析

4.1.2.1 引入精准饲喂系统

针对牛只饲喂方面存在的问题，如上文分析，甘肃前进牧业公司在饲料配方

与饲料获取方面基本不存在问题，其数字化、智能化不足的问题集中体现在牛只

具体饲喂作业上。可采取的转型方案包括：取消撒料车撒料模式，采用精准饲喂

系统及配套设备设施，对牛护栏及投料区进行改造，架设饲料槽，利用自动化投

料机械设备将每份饲料沿投料区精准、自动投放，牛只进食完成后，饲料槽内剩

余饲料由投料机械设备在第二次沿投料区前进过程中进行自动回收；此外，饲料

槽内还应设计自动称重装置，在进食时间段结束后，对槽内饲料（即剩料）自动

称重并上报数据，从而根据数据优化每日投放饲料计划；同时，对于剩料较多等

反映牛只进食异常的情况，能够自动预警，指示饲养人员关注特定区域的牛只是

否存在发病问题。上述转型方案设计的技术并无太大实现障碍，目前国内行业前

沿技术早已达到上述标准，但因为甘肃前进牧业公司作为发展近 20 年的畜牧民

营企业，习惯于传统的饲喂方式，形成人工饲喂牛只的路径依赖，而忽视了饲喂

环节存在的低效率情形。其次，在经济成本方面，上述转型方案也具有可行性。

以同属甘肃境内的另一家畜牧企业为例，其引进购买的全套自动化精准饲喂系统，

每套价格在 800000 元左右，配套设施每套 50000 元左右，设备总体年维修费用

50000 元。规模在 5000 到 10000 头牛只的牧场，每场所需设备在 4 套左右，设

备使用寿命年限在 5年以上。因此，经过不精确的估算，若牧场全部采用该自动

化饲喂设备系统，每个牧场每年的经济成本约为 730000 元。而就甘肃前进牧业

公司运营现状而言，单个牧场的饲养加饲喂人员约 40 人，平均月工资在 4300

元左右，且每个牧场使用 2 辆撒料车，撒料车价格约为 10000 元，使用年限 5

年以上。若全部替换为自动化饲喂，相应的饲养人员并不能取代（涉及饲喂配方

和饲喂计划的安排），饲喂人员约 20 人则可被替代。因此，实施饲喂环节转型

前，年成本约为 2068000 元；实施饲喂环节转型后，年成本约为 1762000 元，并

且，通过招标采购还可以选择价格更加低廉的饲喂系统供应商。（精准饲喂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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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入经济可行性分析见下表 4.1）。另外，人工驾驶撒料车本身还面临一定的工

伤风险，公司对工伤员工进行赔付同样是一项不容忽视的经济成本。因此，饲喂

环节的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在经济成本上同样具备可行性。

表 4.1 精准饲喂系统引入经济可行性分析

引入精准

饲喂系统

后成本

设备成本

主体设备

单价

配套设备

单价
数量 维修费 使用时长 年均成本

800000 50000 4 50000 5 年 730000

人工成本
人员工资 人员数量 年均成本

4300 20 1032000

原先饲喂

模式成本

设备成本

撒料车单

价

配套设施

单价
数量 维修费 使用时长 年均成本

10000 - 2 - 5 年 4000

人工成本
人员工资 人员数量 年均成本

4300 40 2064000

转型后节省成本 +306000

4.1.2.2 引入自动化挤奶机器人系统

针对牛只挤奶环节存在的问题，甘肃前进牧业公司存在的数字化、智能化问

题较为突出，虽然业内普遍采取自动化转盘式挤奶设备加挤奶人员人工相结合的

运营方式，但人工成本较大、挤奶过程中脱杯现象导致效率低下、人工参与的污

染风险等劣势仍不容忽视。目前行业内的前沿技术为自动化挤奶机器人，该机器

人设备在转盘系统的基础上加装使用，能够减少人工参与，同时避免脱杯等问题。

因此，可采取的转型方案是全面引入自动化挤奶机器人设备，减少人工参与。在

经济成本分析上，仍以甘肃境内某畜牧企业为例，其引进购买的自动化挤奶机器

人设备系统，每套价格在 1100000 元左右，每套设备的配套设施设备（包括挤奶

优先系统、必要橡胶垫圈等）价格总计在 100000 元左右，综合一套自动化挤奶

机器人设备价格在 1200000 元左右。规模在 5000 到 10000 头牛只的牧场，每场

所需设备在 8套左右。而该设备的年维护费用为 50000 元，设备使用寿命年限在

10 年以上。就甘肃前进牧业公司运营现状而言，单个牧场的挤奶人员约 20 人，

平均月工资在5000元左右。目前采用的一般转盘式挤奶系统设备单价在2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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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左右，每个牧场需要 2台设备，使用寿命 10 年以上。实施挤奶环节转型之前，

本环节每年的经济成本约为 1610000 元；实施挤奶环节转型后，因减少人工参与

的基础上仍需要保留至少 3到 5名挤奶人员，每年的经济成本约为 1310000 元。

据此，在实施该技术转型后，经济成本下降。同时，同样在招标采购环节，在与

科技公司长期合作的基础上能够购买到价格更低的设备。并且，人工成本（主要

为员工薪酬）近年来一直处于上升态势，而奶厅也是工伤多发的生产场所。因此，

经综合考量，实施现代技术改造仍具备一定的经济可行性。（自动化挤奶机器人

系统引入经济可行性分析见下表 4.2）。

表 4.2 自动化挤奶机器人系统引入经济可行性分析

引入精准

饲喂系统

后成本

设备成本

主体设备

单价

配套设备

单价
数量 维修费 使用时长 年均成本

1100000 100000 8 40000 10 年 1010000

人工成本
人员工资 人员数量 年均成本

5000 5 300000

原先挤奶

模式成本

设备成本

挤奶系统

单价

配套设施

单价
数量 维修费 使用时长 年均成本

2000000 - 2 10000 10 年 410000

人工成本
人员工资 人员数量 年均成本

5000 20 1200000

转型后节省成本 +300000

4.1.2.3 提升信息整合与利用率

针对信息化平台的使用问题甘肃前进牧业公司长期与北京一牧科技公司开

展合作，使用其研发的“一牧云”信息化平台，但就信息化平台的使用以及对数

据的利用上，甘肃前进牧业公司还需进一步加强。具体而言，应加强各信息数据

之间的联通，例如，根据牛只耳标得到的身份信息（包含年龄、品种等）可用作

牛舍区域分配（也即饲喂区域分配）的规划依据，牛只疫苗接种或其他与防疫相

关的信息也可作为饲喂区域分配的依据。当今社会已经进入云数据时代，企业发

展已经不再缺乏对数据的获取手段，而对数据的有效利用才是通过数字化提升企

业竞争力的关键所在。而对于畜牧企业的生产运营，因为调整的对象牛只是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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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因此各个环节的数据本身就具备一致性、联系性的特点，更需要将各个环节

的数据作整体分析，从而最终通过数据的合理利用提升牛只生鲜乳产量，增进公

司经济效益。另外，在数字化技术的不断拓展的背景下，原有的如 GIS、财务共

享平台等已经日趋成熟的传统技术，仍应继续使用，并纳入整体的数字化、智能

化技术生态之中。

4.1.3 产后环节转型优化方案及可行性分析

4.1.3.1 引入生鲜乳及时自动冷却系统

在生鲜乳冷链储存与运输技术上，国内领先畜牧企业，在冷链管理技术的基

础上引进生鲜乳及时冷却技术，仍以省内某畜牧企业购进的设备为例，其购进设

备每套 400000 元，但各牧场所需设备 2套，共计 800000 元。生鲜乳及时冷却技

术是在冷链管理技术以及自动化挤奶系统自带的冷链管道技术的基础上，为保证

生鲜乳质量与及时储存，进一步提高了生鲜乳的储存效率和可储存时长，从而达

到提升企业经济效益的目标。该设备成本也在可控范围之内，故建议甘肃前进牧

业公司考虑在产后环节引入该自动化设备。

另外，就奶肉牛淘汰和疫病防治方面，主要依托外部专门化企业及该领域的

相关技术，作为畜牧企业本身就这一环节的技术投入空间较小，故不再提出相应

的转型技术。

4.1.4 精益管理的优化方案及可行性分析

4.1.4.1 利用大数据分析进行宣传提升品牌知名度

利用大数据分析加强精准宣传，开拓销售市场，增强品牌知名度。加大品牌

宣传，明确品牌特点。在品牌宣传上，牧业产品（生鲜乳）与乳业产品（乳制品）

及要区分也要联系。区分在于，牧业产品与乳业产品针对的市场不同，客户范围

也不同，宣传方式与营销重点自然也不同，因此必须根据不同的市场属性与产品

特点进行宣传以增强知名度；联系在于，牧业与乳业存在关联性，前进牧业板块

因经历了长期的发展历程，品牌积淀深厚，能够带动乳制品的宣传，而随着乳业

乳制品竞争力的不断提升，乳业市场的宣传效应也逐渐开始反哺牧业板块产品的

品牌知名度与市场竞争力。

4.1.4.2 提升产品多元化与精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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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前进牧业以优质生鲜乳为主要产品，面对生鲜乳市场不景气的行业现状

以及市场需求特征，应当做好产品转型。首先，进一步拓展有机生鲜乳生产牧场，

新增 2到 3个通过有机认证的有机牧场，进一步打开有机生鲜乳市场。其次，在

选育种向蒙贝利亚奶牛倾斜的背景下，把握机遇开拓奶酪加工市场，增强与全国

奶酪加工企业开展合作，供应适宜于奶酪制作的生鲜乳产品。

4.1.4.3 加强目标客户管理

甘肃前进牧业公司应当与中国奶业协会进一步加强合作，通过应该举办线上

线下活动，如新品发布会、推介活动、赞助活动等吸引媒体和公众关注；借助社

交媒体上的意见领袖或者网红进行推广；利用数据分析工具，洞察市场趋势和消

费者企业行为。

4.1.5 生产运营数智转型优化方案总结

在产前环节，选育种阶段要大力加强对大数据信息的使用，在牧场环境建设

上，不用采取封闭牧场设置，但是应当进一步加强牧场温度、湿度调节设备的投

入；在产中环节上，针对泌乳与饲喂环节均存在的技术设备落后、人工参与过多

的情形，在分析经济可行性的基础上，应当引入行业内最为前沿的精准饲喂系统

与自动化挤奶机器人吸引，以提升企业经营效益；在产后环节，进一步加强冷链

储存与冷链运输、牛只防疫工作的数字化、智能化程度。另外，基于新质生产力

理论的优化方案为前进牧业数智化转型提供了有力的指导，通过对产前-产中-

产后环节存在的问题进行详细的优化方案设计，并结合新质生产力理论的要求，

深化技术创新应用、建立完善的数据整合与共享机制、提升供应链管理数字化水

平、合理规划投入成本以及加强政策学习和引导等措施的实施，前进牧业可以有

效解决当前存在的问题，推动各环节的数智化转型进程。同时，在实施过程中需

要注意明确转型目标、加强组织领导以及注重风险防控等关键点和注意事项，确

保转型工作的顺利推进和企业的稳定发展。

4.2 甘肃前进牧业公司生产运营数智转型保障措施

4.2.1 管理体系与组织架构建设

管理体系与组织架构是甘肃前进牧业公司实现生产运营数字化、智能化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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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础，只有在管理上加强对现代技术的重视，在组织架构上增加数智化转型所

需的必要部门、机构，才能从公司宏观战略与管理层面为转型做好铺垫。

建设有利于企业转型的管理体系与组织架构，首先需要公司宏观战略上作出

数智转型的正确决策，即在公司管理层角度，应首先梳理转型必要性的正确认识，

而正确认识树立的前提，则在于要对牧业行业市场现状以及前沿技术有充分的了

解与把握。甘肃前进牧业公司设立“生产总监”与“运营总监”两个管理层岗位，

作为整个牧业公司生产运营活动的直接分管负责人，在两个岗位的岗位职责中均

有“及时掌握市场与行业现状”的要求，也就要求管理层作为领导者与决策者，

必须把牢企业发展方向，在当下畜牧企业发展现状下，必须加强对现代化技术的

重视，及时发现和意识到公司在数字化、智能化方面的不足，正确设计转型方案，

落实转型要求，提升公司现代化水平。

在具体的管理体系建设上，首先要在所有部门（不仅局限于生产部门和各生

产单位）梳理企业现代化、生产运营数智化的观念，并以各部门及生产单位负责

人带头，探索本部门工作业务范围内的现代化改良、数智化转型路径。

在具体的组织架构建设上，应当建设信息部门或数据部门等专门负责生产运

营各项数字化、智能化事项的部门。目前甘肃前进牧业公司设有信息中心，具体

负责生产运营中产生的各种数据、信息的收集处理工作，以及信息化设备的运营

维护工作。但是，目前甘肃前进牧业公司信息中心的工作重心主要在后勤数据保

障与办公平台系统等信息平台的维护上，应当转变信息中心的职能，在数据保障

的基础上也应起到整个公司数智转型的引领与牵头作用。

在转型实施过程中，虽然要求各部门及生产单位都树立数字与现代化意识，

参与到公司整体生产运营的转型中来，但供应采购部门与各牧场仍是转型的重点

与核心。对于供应采购部门来说，应当准确把握市场行情，关注流程，提高整体

效益。在与质量中心、繁育保健中心等生产管理部门充分沟通的基础上，选择技

术先进、服务全面、产品优良的设备设施供应商，在设备与物资方面保证公司转

型的实效。各牧场作为生产一线单位，也作为现代化技术的实操实用单位，必须

加强对现代化技术的学习、培训，发挥数智技术设备提升产能的效用，早日实现

先进技术、先进设备在各个牧场的普及。

综上，管理体系与组织架构建设首先需要需要公司宏观战略上作出数智转型



兰州财经大学 MBA 学位论文 甘肃前进牧业生产运营数智转型研究——以新质生产力为视角

54

的正确决策，要对牧业行业市场现状以及前沿技术有充分的了解与把握。其次，

企业技术创新引领管理体系升级，新质生产力理论强调技术创新在提升生产力中

的关键作用，畜牧企业应积极引入先进的养殖技术、疾病防控技术和信息化管理

手段，提升养殖效率和管理水平。同时，企业应建立技术创新机制，鼓励员工开

展技术创新活动，推动管理体系的不断升级。再次，数据驱动优化组织架构。数

据是新质生产力理论中的重要元素。前进牧业应充分利用大数据技术，对养殖过

程、市场行情、客户需求等数据进行收集、分析和应用。通过数据分析，企业可

以了解市场动态和客户需求，优化产品结构和销售策略；同时，企业还可以根据

数据分析结果调整组织架构，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和高效利用。最后，协同合作

强化组织效能。新质生产力理论注重协同合作在提升组织效能中的作用。前进牧

业应加强与供应商、客户、合作伙伴等外部主体的沟通与协作，实现资源共享和

互利共赢。在企业内部，各部门之间也应加强协同合作，打破部门壁垒，形成合

力推动企业的发展。

4.2.2 专业人才管理与培养

新质生产力转型发展的第一步就是对劳动者的改造，培养具备现代技术操作

适用能力的高质量高素质劳动者。畜牧企业数字化、智能化各项技术属于新型现

代技术，技术的使用以及效用发挥，也都需要专业化、专门化的技术支持，需要

吸纳专业技术人才进入公司核心团队（张远等，2022）。但甘肃前进牧业公司目

前面临专业化、现代化人才缺失的现状。甘肃前进牧业公司从乡村企业脱身，因

此在公司人员结构中有许多原为甘州区前进村村民的“元老级”人物，且公司主

要业务均在乡村开展，因此公司人员存在学历不高、缺乏专业技术的普遍状况。

这样的人才现状显然不利于公司下一步的数智转型，而近年来甘肃前进牧业公司

也通过招聘途径不断改善公司人员结构，在生产运营领域招募更多高学历、高能

力的技术化人才。同时，甘肃前进牧业公司作为甘肃奶业协会的核心成员，也长

期与甘肃畜牧工程职业技术学院等省内外畜牧行业高校开展合作，作为公司人才

输送渠道。在正式实施转型战略后，在公司对外招聘等人才获取途径上，应当进

一步加强技术能力的考核比重，提升专业化人才在生产一线人员中的占比。

在生产一线招募技术型人才后，仍应当重视人才的培养，从而发挥技术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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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实际效用。首先，专业化技术人才进入公司后，公司仍应当与省内外具备专业、

现代技术的机构展开合作，重视技术人才进入公司后的继续教育与能力再提升。

其次，注重公司内部学习交流，专业技术人才还应当牵头负责对内开展对其他一

般员工的教育培训，以提升生产板块整体性的技术能力与专业化水准。

企业应该尊重员工的智慧和能力，可以给员工授权，让员工自主管理，在组

织的职责范围内自行其是，如果有出错找出内因即可。同时，企业也要支持员工

的创新性，前进牧业的管理层多数年龄较大，员工则多为年轻人，企业应该倾听

员工的建议和意见，在战略和制度改革中支持员工创新和改进。

综上，注重前进牧业专业人才管理与培养可以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专业人

才具备丰富的专业知识和实践经验，能够为企业提供技术支持和创新动力，提升

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可以推动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专业人才是技术创新的重要

推动力量，前进牧业通过加强专业人才的管理与培养，可以提高养殖效率、降低

生产成本、改善产品质量，以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可以促进企业文化建设与发

展，专业人才不仅是企业技术创新的主体，也是企业文化建设的重要参与者。通

过专业人才的示范和引领作用，企业可以塑造积极向上的文化氛围，增强员工的

归属感和凝聚力，推动企业健康发展。

因此，前进牧业需要以技术创新为导向，构建人才培养体系。新质生产力理

论强调技术创新在提升生产力中的关键作用，前进牧业应结合自身的技术需求和

发展方向，构建以技术创新为导向的人才培养体系。通过制定详细的培养计划、

设置合理的课程体系、开展实践锻炼等方式，培养具备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人

才队伍。同时，利用数据驱动，优化人才管理决策。数据是新质生产力理论中的

重要元素。前进牧业应充分利用大数据技术，对人才管理过程中的数据进行收集、

分析和应用。通过数据分析，企业可以了解人才的结构、分布和流动情况，为制

定人才管理策略提供科学依据。同时，企业还可以根据数据分析结果，优化人才

选拔、培养和激励机制，提高人才管理的效率和效果。最后，强化协同合作，推

动人才资源共享。新质生产力理论注重协同合作在提升组织效能中的作用。畜牧

企业应加强与高校、科研机构等外部主体的合作与交流，共同开展人才培养和技

术研发工作。通过合作与交流，企业可以引入外部优质教育资源和技术成果，丰

富人才培养的内容和形式；同时，企业还可以与合作伙伴共享人才资源，实现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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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共赢。

4.2.3 资金与激励支持

任何企业在任何领域的转型，都离不开必要资金的支持。因此，在甘肃前进

牧业公司管理层树立数字化、智能化转型的明确的企业发展目标后，应当对转型

落地提供充分的资金投入。资金投入包括三个方面，第一，加强对现代化技术引

进、设备设施采购的资金投入；第二，加强对专业化、现代化人才吸纳的资金投

入，主要体现在对技术人员在薪资上的优待；第三，加强对生产人员的技术培训

方面的资金投入。

企业转型离不开资金支持，但从整体经济效益角度考虑，任何转型都是为了

在长远眼光下提升公司经济效益。甘肃前进牧业公司实施数智转型后，提升了奶

牛生鲜牛乳产量，进一步提升公司经营效益；同时，各项自动化、数字化设备的

运用，全面替代了生产运营中的人工密集环节，极大降低了企业人工成本，有利

于企业效益增进。首先，合理规划投入成本，前进牧业在数智化转型过程中应合

理规划投入成本，避免盲目投入和浪费。根据企业的实际情况和财务状况，制定

详细的数智化转型计划和预算。同时，注重投入产出比的分析和评估，确保投入

成本能够带来实际效益。其次，探索多元化的融资方式。前进牧业可以通过政府

补贴、银行贷款、风险投资等多种方式筹集数智化转型所需的资金。此外，企业

还可以考虑与合作伙伴共同投资，实现资源共享和风险共担。通过多元化的融资

方式，降低企业的资金压力，推动数智化转型的顺利进行。

企业资金投入还应当与人员激励挂钩，除在加大对人才资金投入方面对现代

化技术人才在薪资上优待以外，还应当专门对各生产环节上就转型有突出贡献的

员工进行激励嘉奖。入职企业的绝大多数员工是为了通过自己的劳动换取生活经

济来源，只有企业生产运营数智转型的观念及其重要性在普通员工的薪资上有所

体现，才能在企业整体形成重视现代化技术、全力推动转型的氛围，更有利于企

业转型的最终实现。

4.2.4 数据整合与完善

新质生产力理论强调技术创新和数据资源利用在提升生产力中的关键作用。

数智技术的应用是生产运营数智化转型的核心，前进牧业应根据自身的实际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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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业务特点，选择合适的数智技术，如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实现对生

产运营的全面监控和优化。同时，企业还应加强与外部技术提供商的合作与交流，

引进先进的数智技术和解决方案，提升自身的技术实力。数据是数智化转型的基

础和关键，应建立完善的数据治理体系，确保数据的准确性、完整性和安全性。

具体而言，企业应制定统一的数据标准和规范，明确数据的采集、存储、处理和

使用流程；同时，加强数据质量的监控和管理，确保数据的真实性和有效性。此

外，企业还应建立数据共享机制，促进数据在各部门之间的流通和利用。企业应

加强对数据的收集、整合和分析，挖掘数据资源的潜在价值，为生产运营提供有

力支持。通过数据资源的利用，企业可以实现对市场需求的精准把握和预测，优

化产品设计和生产计划，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和使用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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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总结与展望

5.1 总结

新质生产力是国家产业战略选择，也是对企业发展的必然优势。在新质生产

力理论的背景下，企业依托现代科学技术开展的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是数字经

济时代对企业发展提出的新要求，也是在数字信息化程度不断加深、各种新型技

术不断涌现的时代背景下，企业追求自身发展的必经之路。农业企业也需要数智

赋能，现代化技术的运用无疑会给农业企业发展带来新的机遇。

畜牧企业是各种类型农业企业中的重要部分，而以奶牛为养殖对象的奶牛畜

牧企业又是各种类型畜牧企业中的重要部分。奶牛畜牧企业的核心产品为泌乳奶

牛产出的生鲜牛乳，围绕生鲜牛乳的生产，企业生产经营分为保障生鲜牛乳生产

的前端产前环节、生鲜牛乳生产的核心产中环节以及后续的产后环节。不同环节

中，为实现生产运营的高效益，出现许多前沿的数字化、智能化、自动化技术。

甘肃前进牧业公司是甘肃省内最大的畜牧企业，也是全国范围内畜牧养殖行

业的龙头企业。但是，通过对甘肃前进牧业公司的实地调研以及对照行业前沿技

术、理论的分析，甘肃前进牧业公司在生产运营的各个环节上仍然存在数字化、

智能化、自动化不足的问题。围绕这些问题，本文提出甘肃前进牧业公司转型优

化方案：第一，针对奶牛选育种问题上公司向乳制品加工板块倾斜的问题，建议

公司在原有的选育种模式保持不变的前提下，尽量避免选种对生鲜乳生产力的不

利影响。第二，针对牧场缺乏温度调控、湿度调控技术设备的问题，建议公司继

续采用开放式牛舍建设，但增加挤奶厅等室内场所的湿度调控设备。第三，针对

饲养环节人工参与过多、效率低下的问题，建议公司采用自动化精准饲喂系统，

自动化投料、回收料，避免过高的人工成本以及相应的人员安全隐患。第四，针

对泌乳环节自动化程度不足的问题，建议公司采购自动化挤奶机器人等前沿设备，

减少人工参与，降低公司成本同时避免泌乳环节对生鲜乳质量的不利影响。第五，

建议公司加强对数字信息平台的建设与利用，充分利用各项生产经营中的数据信

息。第六，生鲜乳产出后建议采用生鲜乳及时冷却技术，与冷链运输系统相配合，

保证生鲜乳质量。第七，对于牛只防疫与死淘牛只管理处理问题，建议公司采取

多元化的牛只疫病检测，并在处理上做好病死牛只环境隔离，避免交叉感染。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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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对于大量资源和物质投入、大量污染排放的粗放型增长方式，建议公司以低

投入、低消耗、低污染为特征的新型增长方式转变。在采取这些转型措施的技术

上，加强管理体系与组织架构建设，着重改造数字化、智能化转型的核心部门、

专业部门，同时加强专业人员的招募与培养，并配合以必要的资金支持，为企业

转型升级保驾护航，甘肃前进牧业公司定能实现新的飞跃。

5.2 展望

畜牧企业的数智化转型是提升竞争力、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基于新

质生产力理论的视角，畜牧企业应加强技术创新、数据驱动和协同合作，制定详

细的转型规划和保障措施，确保数智化转型的顺利推进。未来，随着技术的不断

进步和市场的不断变化，畜牧企业还应持续关注新质生产力理论的发展动态，精

准把握市场需求和变化，快速响应市场变化；可以推动企业的创新发展，提升市

场竞争力。在新质生产力视角下，畜牧企业数智化转型的未来发展趋势将有如下

几点：第一，智能化生产将成为主流。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应用，畜牧企业的

生产过程将实现更高程度的智能化和自动化。智能化生产将帮助企业提高生产效

率、降低人工成本、优化资源配置，进一步提升企业的竞争力。第二，数据驱动

决策将成为常态。在数智化转型的过程中，数据将成为畜牧企业决策的重要依据。

企业将通过数据挖掘和分析，精准把握市场需求和变化，制定更加科学的决策方

案。同时，数据驱动决策也将帮助企业优化管理流程、提升运营效率。第三，跨

界融合与协同创新将成为趋势。畜牧企业的数智化转型将不再是孤立的，而是将

与其他行业、领域进行跨界融合与协同创新。通过跨界合作，畜牧企业可以引入

更多的创新资源和技术，推动数智化转型的深入发展。同时，跨界融合也将为畜

牧企业带来新的商业模式和增长点。第四，绿色发展与资源循环利用将成为永恒。

新质发展力强调绿色发展，注重绿色发，强调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协调，推动

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实现可持续发展。畜牧企业将长期坚持绿色发展

理念，加强环保设施建设和管理，实现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和减量化排放。同时，

推广绿色养殖技术和模式，降低生产过程中的能耗和排放，实现经济、社会和环

境的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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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记

李白诗云“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过往的岁月已经一去不复返，但

人始终无法放下追忆往昔的情怀。回首研究生阶段的三年学习生涯，是一幕幕场

景、一份份思绪在脑海中如走马灯式的闪现：获知被录取时候的喜悦、等待录取

通知书邮寄时候的期待与焦虑、线上上课的新鲜、课堂讨论的热烈、线下见到新

同学的欣喜、参与学校活动的活力……当然，还有开题答辩的焦灼、撰写论文的

绞尽脑汁与挑灯夜战。

三年硕士研究生学习生涯至此走近尾声，以此毕业论文为完满句号。兰州财

经大学是我的本科院校，而在研究生阶段真心感恩能够与母校再续前缘，让我在

兰州财经大学学习生活共计七年。在这七年里，我学习到了充足的专业知识，而

毕业论文写作本身是一次有益的学术探索与深入，其本身既是对过往学习收获的

检验与总结，也是将来学术研究学习以及实务工作的崭新的起点。在此，要对本

论文完成过程中给予我谆谆教诲的刘治宏老师以及帮助过我的同学们表示感谢。

毕业论文虽是研究生阶段学习生活的终点，但却不是学习与探索的终点。毕

业论文是向研究生阶段学习提交的最后的答卷，也是开启新的学习与探索之新征

程的号角。

作者：陈晓睿

2024 年 5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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