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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部分 牧场绩效及财务管理

第一章 牧场组织架构及岗位职责

1.牧场组织架构

牧场内的工作繁多复杂，良好的牧场运营管理离不开牧场团队工作的高效率

工作，牧场管理的最大困难是人员的管理，完善合理的组织架构是牧场实现高效

管理的基础。根据牧场生产的不同模块，牧场应具备主要的组织架构如图 8.1.1

所示：

以上组织架构中的人员配备可根据牧场规模大小适当调整，对于规模较小的

牧场，繁育组和保健组的主管和员工可适当进行合并。

2 岗位职责

2.1 场长

2.1.1 负责牧场年度、月度生产计划及目标、成本、效益的执行落实，把控全年

各项费用预算的制定和监控。

2.1.2 负责定期组织召开牧场经营分析会，对重点工作计划及完成情况进行总结

评估，结合绩效考评等激励手段，全年推进牧场重点工作完成。

2.1.3 负责制定和完善牧场各项规章制度，如奖罚制度、采购流程、财务制度、

考勤制度、设备维保制度、各项工作流程和标准等，监督各项制度的执行落地。

2.1.4 负责各部门之间工作的协调和配合以及人员管理。

场长

饲养组 繁育组 保健组 挤奶组 犊牛组 设备组 后勤组

主管

TMR 制作工

饲喂工

清粪工

主管

育种员

主管

保健员

主管

挤奶工

主管

接产员

饲养员

主管

电工

维修工

水暖工

主管

档案员

绩效员

保管员

会计、门卫

食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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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 负责与牧场外部工作的对接和处理，如环保、供电、畜牧等政府各部门的

对接。

2.1.6 负责牧场生产安全的整体管控和各项重点工作落实跟进。

2.1.7 根据员工的专业背景、个人发展规划和意见，对员工进行专业技术类和管

理类的培养，储备和输出一定的技术及管理类人才。

2.1.8 定期关注牧场员工各个时期思想动态，及时开展谈心工作，避免出现员工

关系纠纷及投诉事件，合理合法用工。

2.2 饲养主管

2.2.1 牧场牛群管理

2.2.1.1 每月负责梳理牧场牛只的产奶量、体况评分、繁殖状态以及存栏。

2.2.1.2 每月根据牛只的泌乳天数、体况、奶量、繁殖状态及疾病进行分群，并

识别无饲养价值牛只按照流程反馈场长。

2.2.1.3 负责牧场粪污清理及奶牛舒适度管理，如卧床、运动场的维护管理。

2.2.2 牧场饲喂管理

2.2.2.1 负责监控 TMR 日粮配料和投喂制作的精准度、制作效果、营养配方执行

情况和奶牛营养表现，及时调整存在的问题。

2.2.2.2 负责监控饲草料使用进度及库存量，对饲草料库房进行管理，及时提报

采购计划。

2.2.2.3 负责饲草料的感官验收、取样送检工作。

2.2.2.4 负责牛舍料槽的卫生及饲喂通道卫生的管理。

2.2.2.5 负责 TMR 搅拌车、投料车使用过程的监管和维护的管控。

2.2.3 青贮管理及粪污处理

2.2.3.1 负责土地租赁及种植、青贮收割、储备、质量检测等相关工作的安排。

2.2.3.2 负责青贮使用过程的监管、过渡、检测等相关工作。

2.2.3.3 负责牧场粪污处理，保持厂区环境卫生。

2.2.4 信息及档案管理

2.2.4.1 负责制定饲养管理的相关制度和要求并监管执行落地，定期组织管理沟

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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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2 负责监管饲养相关信息的收集分析并及时调整饲喂管理，如干物质采食

量、剩料率、配料误差率、饲料转化率等，定期形成总结报告，指导生产。

2.2.4.3 负责核实和分析饲养相关信息如泌乳天数、产奶量、采食量等相关信息，

指导生产同时将相关信息反馈档案员处更新档案。

2.2.4.4 负责整理饲养相关文件档案，如采食量记录、干物质采食量记录、干物

质检测记录、转群记录、淘汰记录、采购记录及盘库记录等相关记录，并进行存

档。

2.2.4.5 每月定期总结饲养部工作内容并形成月度报告，包括但不限制以下信息，

如各牛群存栏变化、牛群结构、单产、成本、饲料使用量、淘汰、牛奶指标等。

2.3 育种主管

2.3.1 制定牧场年度、月度繁育生产计划和目标，包括冻精的使用量等，按照繁

育方案的执行及落实。

2.3.2 负责牧场配种工作及繁殖疾病治疗、防控工作。

2.2.3 负责根据标准化要求每月进行牛只发情观察、真实记录、监测及反馈，及

时根据发情记录进行配种工作。

2.2.4 负责对已配牛进行受胎观察、记录、监测及反馈。

2.2.5 负责根据牛只发情观察及配种情况结合饲养管理进行牛只分群。

2.2.6 有效利用牧场奶牛档案管理系统以及日常工作业务沟通，掌握整体牧场繁

育工作进度，保证繁殖数据当天准确录入信息系统。

2.2.7 负责每月汇总牧场相关繁育数据，形成繁育总结报告，总结各项繁育指标

达成情况，包括成本和存在问题和改善计划，并汇报场长。

2.4 保健主管

2.4.1 牧场防疫管理

2.4.1.1 制定牧场防疫计划和标准，并严格按照标准执行落实。

2.4.1.2 负责按照标准开展牧场的年度免疫计划如 K病、B病。

2.4.1.3 负责按照检疫计划开展检疫工作，同时对牧场突发且无法控制的疾病及

时进行采样送检工作，制定改善措施。

2.4.1.4 做好牧场的防疫、免疫、检疫记录，并进行存档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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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 日常保健管理

2.4.2.1 制定牧场日常防疫消毒制度及标准，并按照要求执行落地。

2.4.2.2 制定牧场的修蹄管理制度，并按照要求开展蹄部保健并做好相应记录。

2.4.2.3 制定牧场日常巡舍工作要求，完成全群的日常巡舍揭发病牛并进行治疗。

2.4.2.4 按照新产牛护理要求开展新产牛护理以及后续的新产牛监护工作。

2.4.2.5 按照各种疾病的治疗方案开展病牛治疗工作，并做好真实诊疗记录。

2.4.3 干奶管控

2.4.3.1 按照干奶流程和要求开展干奶工作。

2.4.3.2 制定异常牛只处理标准，结合饲养、繁殖、奶量等信息报场长后进行处

理。

2.4.3.3 针对牧场出现异常牛只的类型和比例进行分析，制定预防和改善方案。

2.4.4 信息管理

2.4.4.1 每日真实记录发病揭发、病牛用药治疗、新产牛护理（监护）等相关记

录并将相关信息在当日录入牧场信息管理系统。

2.4.4.2 制定保健生产目标和计划，每月总结和分析保健各项指标达成情况，并

形成总结报告分析原因和制定改善计划，反馈场长。

2.4.4.3 每月总结保健成本及药品消耗，及时反馈采购计划，并合理管控保健费

用。

2.5 挤奶主管

2.5.1 负责挤奶厅整体管理和各种规章制度的制定及培训、落实。

2.5.2 负责挤奶人员安排、操作流程、挤奶操作过程、设备清洗过程、蹄浴管理、

设备维护等相关工作的管理。

2.5.3 负责挤奶设备、制冷设备、挤奶系统等工作状态的管理和维护保养。

2.5.4 负责挤奶系统数据的分析、问题的排查和解决。

2.5.5 负责奶厅成本的测算和管控以及采购计划的提报。

2.5.6 负责挤奶工的培训和辅导工作。

2.5.7 负责挤奶数据的分析，包括但不限于奶量、质量、效率等信息的收集和分

析，形成报告反馈场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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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8 负责奶厅相关记录的监管、存档和反馈。

2.6 犊牛主管

2.6.1 负责围产牛转产房、接产管理、犊牛饲养标准和流程的制定和执行。

2.6.2 负责犊牛饲养过程的监控和饲养结果相关数据(如犊牛转群、接产、护理、

死淘、接产成活率、饲养成活率、难产率、发病率、饲养费用)等的收集和分析，

形成分析报告反馈场长。

2.6.3 负责犊牛组相关生产物品盘点结果的反馈和采购计划的提报

2.6.4 负责犊牛相关记录的整理、反馈和存档。

2.7 设备主管

2.7.1 负责牧场相关设备、车辆、供水供电、排污设备等及时维修保养的管理，

以及相应设备使用过程的监管。

2.7.2 负责牧场设备相关配件、工具的采购提报和月度费用的总结分析。

2.7.3 负责对采购的相关设备、配件的验收和储存管理。

2.8 后勤主管

2.8.1 负责牧场人员绩效管理和结果的出具，以及相应的奖励、福利、考核的兑

现。

2.8.2 负责牧场生产部门相关记录的审核、信息录入和存档，每月将系统信息与

牛群进行核对验证。

2.8.3 负责牧场人员食宿、食堂、卫生、考勤等相关工作的管理以及各项采购计

划的执行。

2.8.4 负责库存管理、费用管理、财务支出、会议管理、进出场管理等相关后勤

工作的管理。

2.8.5 负责后勤各项工作的总结分析，并形成报告每月反馈场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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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牧场绩效管理

运用绩效管理将牧场利益与员工切身利益连接在一起，通过合理的正向激励

引导，督促员工主动实现自我提升、自我管理，主动帮牧场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提升牧场业绩。

1 步骤指引

1.1 绩效引导流程

表 8.2.1 绩效引导流程

步骤 项目 操作指引

1
明确牧场

下阶段目标

根据牧场历史经营情况，合理制定牧场各项工作下一阶段需要达成的目标，

根据牧场想要达成项目的状态，确定绩效侧重方向。

2
梳理员工

工作职责

根据牧场下阶段目标来安排工作，同时根据员工的工作内容明确员工的工作

职责。

建议：形成相关纸质文件或展板，便于员工时刻了解自身工作职责。

3
明确工作

要求和标准

根据第 1、2步确定的各项工作目标以及员工工作职责，为实现目标各项工作

所需达成的标准以及具备的要求。

建议：形成相关纸质文件或展板，便于员工时刻了解自身工作职责。

（如：目标为牛奶菌落总数＜3万，乳房炎发病率＜2%；则在挤奶工作上需

要规范挤奶操作流程。工作标准及要求：前药浴消毒杀菌，且药浴时间不低

于 30秒；验奶，挤前三把奶检查是否有乳房炎；擦拭干净乳头，以免药浴液

残留在牛奶中；上杯要快，防止漏气、脱杯及时有效，避免过度挤奶或脱杯

有误导致乳房受损；后药浴消毒杀菌，预防乳房炎。）

4
筛选评

估项目

从第 1、2、3步的项目中，筛选出目前急需达成或提升改进的项目作为绩效

评估项目，提升员工对此类工作的重视度，将牧场利益与员工自身利益连接

在一起，进而保证此类工作目标的有效达成。

5
明确评估标准

和评估办法

根据第 4步确定的评估项目，根据问题严重程度及工作重要性，制定不同的

评估标准和办法，明确员工做到哪些是达成目标，没做到是不合格，达成如

何奖励，不合格如何惩罚。（此处需注意，做绩效管理的目的不是为了考核，

绩效只是一种管理手段，通过合理的正向引导来促使目标达成，因此绩效评

估一定要有奖有罚，且奖励大于罚款，避免员工出现抵触情绪；考虑到牧场

成本，可根据不同工作的重要程度制定不同的奖罚标准，奖罚尺度自行调节。）

6

形成纸质版考

核办法

（绩效计划）

各级管理人员及负责关键岗位工作的员工必须要有纸质版考核办法，确保牧

场关键目标达成与员工自身利益相关联。可以根据牧场的实际情况设计以下

两种绩效考核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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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的一事一奖罚（举例 1）：按照制度、流程、标准化操作或关键结果一

事一考核。例如员工推料不及时，发现一次考核 50元。

较复杂的绩效奖罚（举例 2）：绩效管理考核指标设置为明确可衡量的指标，

由专门的信息员利用信息系统进行核算。例如：接产成活率等指标，每增加

1%，奖励 100元。

7 签字备案

制定完成的绩效计划需直接上级与员工沟通，确保员工了解各评估项内容以

及标准、评估办法，双方达成一致后员工与直接上级进行签字确认，并备案。

签字备案环节很重要，相关签字文件可作为后期奖罚兑现的依据来源，因此

建议保存备案，当绩效有调整时，应重新签订新合约。

8
绩效执行与

绩效兑现

绩效应按月进行评估兑现，每月绩效结果必须进行公示，确保员工了解自身

绩效结果（奖罚情况）。对于绩效达成情况较好的员工，每月按时发放绩效

奖金，让员工知晓做得好是可以拿到奖励的，且当月便兑现，提升员工工作

积极性；罚款可在发放工资时进行集中扣除，但需告知员工，且相关罚款通

知需保存完好，确保后期兑现时有据可依。

9 材料归档
相关绩效、奖罚通知等材料建议在签字或公示完毕后进行归档备案，作为后

期兑现依据以及纠纷处理证明材料。

1.2 绩效计划模板举例

举例 1：绩效计划模板（一事一奖罚）

表 8.2.2 **牧场挤奶工奖罚办法

绩效指标 标准要求 评估办法

标准化挤奶操作

严格按照挤奶标准操作进行，先前药浴，

药浴时间不低于 30秒，挤头三把奶，检查

是否有乳房炎，然后擦拭、上杯、后药浴。

每被发现一次没按标准化

操作，扣 10元钱，全月均

按标准操作，奖励 100元。

... ... ...

直接上级签字： 员工签字：

举例 2：绩效计划模板（较复杂的绩效奖罚）

表 8.2.3 **牧场繁育员奖罚办法/绩效计划

绩效指标 计算方法 标准要求 评估办法

成母牛妊娠率
妊娠率=（本月妊娠成

母牛平均头数/本月成

母牛平均头数）×100%
达到 50%

成母牛每提高或降低

1.0%，奖励或罚款 150
元。

... ... ... ...

直接上级签字： 员工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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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绩效指标库

以下各部门参考的绩效指标库中的指标项目、名称及推荐值需要根据牧场的

实际情况制定，不能出现偏离牧场实际太多，确保员工通过努力能够短时间实现

才能起到正向的引导。

2.1 挤奶部

表 8.2.4 挤奶部推荐绩效指标

项目 名称 推荐值

挤奶操作

头两分钟产量占总产量的比例 ≥50%

单头牛挤奶持续时间 <4.3分钟

牛奶流量曲线 无双峰值

乳头评分 1+2分>90%

挤奶效率
并列式 ≥4.5批/h

转盘 ≥7批/h

牛奶质量

菌落总数 TBC <10000(cfu/ml)

体细胞数 SCC <200000(Cells/ml)

挤完奶 2小时后

牛奶温度
<4℃

2.2 繁育部

表 8.2.5 繁育部推荐绩效指标

项目 名称 推荐值

受胎率

成母牛孕检率 85%

青年牛孕检率 95%

成母牛妊娠率 42%（28%）

青年牛妊娠率 52%（40%）

其它

产犊间隔 ≤400天

青年牛平均产犊月龄 ≤24月龄

繁殖障碍淘汰率 <8%

产后 50（55）-78d参配率 >85%

产后 100d参配率 100%

平均产后首配天数 ≤75天

已孕平均配次 青年牛≦1.7，泌乳牛≦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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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保健部

表 8.2.6 保健部推荐绩效指标

项目 名称 推荐值

成母牛发病率

乳房炎 <2%
蹄病 <1%
产后瘫痪 <2%（5%）

胎衣不下 <5%
真胃变位 <2%
酮病 <3%
子宫炎 <2%
其它疾病 <1%

死淘率

成母牛月淘汰率
头胎牛场<1%
经产牛场<1.7%

青年牛月淘汰率 <0.8%

成母牛月死亡率 <0.4%

青年牛月死亡率 <0.2%

产后<60d <8%

防疫 口蹄疫抗体合格率 1:128 ＞98%

2.4 犊牛部

表 8.2.7 犊牛部推荐绩效指标

项目 名称 推荐值

饲养目标

经产牛接产成活率 ≥97%

头胎牛接产成活率 ≥92%

犊牛成活率 0-6月龄 ≥95%

平均日增重
60天断奶是出生重 2倍，2-6月
龄日增重≥1000g/天

疾病发病率
犊牛腹泻 <20%

犊牛肺炎 ≤2%

质量监控目标

犊牛被动免疫（24-72h血清总蛋白） ≥5.5g/dl，≥90%合格

初乳巴杀前
TBC<1*105CFU/ml、
TCC<1*104CFU/ml、

初乳巴杀后
TBC<1*103CFU/ml、
TCC<0 CFU/ml、

犊牛用奶质量 同上



第

八

部

分

301

2.5 饲养部

表 8.2.8 饲养部推荐绩效指标

项目 名称 推荐值

产奶量 成母牛年单产 30kg

青年牛 14月龄生长指标 体高>130cm、体重>380kg

营养代谢病 月发病率
酮病＜3%、真胃变位＜2%、产后瘫痪

＜3%、胎衣不下＜5%、子宫炎＜2%

剩料率

泌乳牛 3-5%

干奶牛 2%

围产、新产牛 5-7%

装料、投料误差

粗饲料 青贮±20kg、其它±10kg

精饲料 ±10kg

投料 ±2%

库存损耗

青贮 ≤15%、22%、40%

粗饲料 ≤5%

精饲料 ≤2%

干物质采食量
干奶牛 12.8-13.5kg

新产牛 干物质采食量达到 18kg转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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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财务报表及解读

奶牛场经营的 3个主要财务报表，主要为平衡表（资产负债表）、收益表、现

金流量表。

一 平衡表

平衡表能够通过展示资产、债务以及权益，来了解牧场当前的财务状况。可

以通过对比前后几个月、几年的资产负债表分析出重要的趋势。它是平衡资产和

负责。平衡表常用的会计计算公式为：

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资产净值）

资产平衡表能及时反映牧场经营的财务状况，反映资金的投入状况和经营的

财务状况。能反映经营的信贷和财务的合理性。资产平衡表被垂直分为两部分：

左侧为资产，右边为负债。进一步划分为 3 类：流动的、中期的和长期的资产和

负债。其中流动资产及现金或短期内可以转化为现金的资产。包括普通收入项目

如饲料和谷物、待售家畜、生长作物的价值、供给和预付成本、应收账目。流动

资产是经营生产的项目，这些经营的唯一目的是销售奶牛和犊牛、或者是生产中

消耗的项目如奶牛饲料，大多数情况下，要在一年内或更短的规划期限内对流动

资产进行核查。

中期资产是生产过程中使用的资产，指生产经营的常备和永久部分。此类资

产包括奶牛和种畜、机械和设备。人们将中期资产归为 1-10年的规划范围。

长期资产也是生产过程中使用的资产。通常超过 10年，并且通常属于牛场真

正的不动产。此类资产包括建筑、土地和改进。

负债的划分（流动的、中期的、长期的）

负债的分类方式和资产相似。长期负债的原始贷款期限超过 10年，用来购置

长期资产。这些负债可以分为两部分，现行会计年中期到长期贷款，按照现行会

阶段的要求将转变为流动负债，而延期的部分仍属于长期负债。类似的，当前将

到期的中期贷款部分转变成流动负债，剩余部分仍属于中期贷款。中期负债的原

始贷款期限是 1-10年，用来购置中期资产。当然，有时负债的结构和此并不相同，

这就可能对推荐的债务结构产生影响，并且可能导致财务问题。流动资产是当年

到期的长期和中期贷款部分，也包括当年必须偿还的所有其他贷款。不包括预期

的流动运营费用，但属于逾期账目都属于流动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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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3.1 简化的平衡表

初始资产 初始负债

项目 金额 项目 金额

流动资产 流动负债

牛场类 27250 牛场类 18000

非牛场类 2000 非牛场类 0

中期资产 中期负债

牛场类 175000 牛场类 70000

非牛场类 9000 非牛场类 0

长期资产 长期负债

牛场类 220000 牛场类 170000

非牛场类 77000 非牛场类 0

总计 总计

牛场类 422250 牛场类 258000

非牛场类 88000 非牛场类 0

总资产 510250 总负债 258000

牛场净值 164250

总净值 252250

二 牛场收益

收益表可以证明牧场经营是盈利还是亏损，也可以评估牧场的偿还债务能力。

计算等式是收入减去费用，（销售额-销售成本-运作成本）+/-财务清单变化+/-资

金变化=税前收入-支出，牛场收益表包括牛场的收入和费用信息。

现金运作表

现金运作表被分为两个部分，分别为现金收入和现金支出。现金收入分为家

畜收入、作物收入和其他收入。所有的家畜（淘汰的奶牛、肉用犊牛、种畜）和

畜产品（奶和其他奶制品）销售记录到家畜部分。所有的农作物销售记录到谷物

部分，其他销售记录到其他收入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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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金支出也被分为 3个部分，作物支出、家畜支出、间接支出。所有的作物

支出细节记录到作物部分，所有的家畜支出细节记录到家畜部分，所有其他支出

记录到间接支出部分。现金运作收入减去现金支出得到净现金运作收入。

库存清单调整

库存清单解决存货（流动资金）如饲料和谷物、待售家畜、易耗品和预付费

用、应收账目和应付账目。这些导致了牛场运营收入的调整。当我们调整库存进

行出售，减少的存货用现金购置，这是现金运作表的记录方式。实际情况是要从

现金运作支出中将其减去。负值得资金调整处理方式和此相同。

资金调整

资金调整可以解决一些资金项目变化，奶牛和种畜、机械和设备、建筑和改

进。利用资金项目值得起仡变化和购买资金，我们可以计算折旧成本。资金调整

要汇总到调整的牛场净运作收入或者增加了牛场净收入。用来返还可能的未支付

劳动，管理和税前值股本。

表 8.3.2 牧场收益表

行号 项目 数额

现金运作表

1 牛场现金运作收入 150000

2 牛场现金运作支出 78250

3 净牛场现金运作收入（1-2） 71750

财产清单调整

4 清单项目调整 750

5 调整的净牛场现金运作收入（3-4） 71000

资金调整

6 资金变更调整 20000

7 牛场收入净值（返回劳动、管理和税前股

权资金）

5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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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现金流动计划和记录

现金流动计划和记录是具有双重目的的财务报表，它将实际现金流动和计划

现金流动结合在一起，这样，它既是计划的又是历史的报表。在这里当我们提到

支票簿时，我们指的是资金所有者可以立即从中得到现金的容量、存钱设备或账

目。它可以是某金融机构的正式支票账户，也可以是钱包里的现金，或是存储于

其他地方的可取资金。

现金流量计划和记录可以为 4个主要的财务管理部分

 经营收入

 经营费用

 资本购买

 偿还本金，利息以及新的借款

这 4个主要部分同样可以根据经营管理的不同进行分类，依次为

 市场计划

 生产计划

 投资计划

 债务计划

表 8.3.3 现金流量计划和记录构成部分

序号 财务管理 经营管理

1 经营收入 市场计划

2 经营费用 生产计划

3 资本购买 投资计划

4 偿还本金，利息以及新的借款 债务计划

现金流计划和记录可以根据以上 4部分建立，可以按月或季度等周期建立。

现金流量计划和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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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3.4 现金流计划和记录

序号 项目 计划值 真实值 差值

收入

1 期初留存现金 500 500 0

2 资本销售额 0 0 0

3 牛奶销售额 10000 10500 500

4 小牛销售额 200 250 50

5 泌乳牛销售额 800 500 (300)

6 种牛销售额 1000 800 (200)

7 其他销售额

8 总销售现金量 12500 12550 50

经营和生活费用

9 农药 0 0 0

10 肥料、石灰等 0 0 0

11 种子和庄家 0 0 0

12 其他作物费用 0 0 0

13 机械维修-农场 0 0 0

14 小计-作物（3-9行相加） 0 0 0

15 机械维修-牧场 200 150 (50)

16 饲料 750 1000 250

17 育种 300 250 (50)

18 兽医和药物 250 225 (25)

19 其他家畜费用 100 150 50

20 小计-家畜（15-19行相加） 1600 1775 175

21 劳动力 0 0 0

22 机械租借费 0 0 0

23 建筑物和栅栏维修 0 0 0

24 运费 1750 1800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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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天然气、燃气、汽油（牛场消耗） 250 200 (50)

26 保险 0 0 0

27 利息-牛场 1250 1200 (50)

28 租金-牛场 0 0 0

29 公共开销-牛场 600 575 (25)

30 税收-牛场 0 0 0

31 差旅费 100 50 (50)

32 贮存和仓库费 0 0 0

33 杂费 50 75 25

34 其他费用（详细说明） 0 0 0

35 小计-以上各项（21-34相加） 4000 3900 (100)

36 牛场经营支出（14+20+35） 5600 5675 75

37 生活花费 2000 1800 (200)

38
其他私人消费-包括税收和其他非牛

场相关费
250 300 50

39 期末留存现金 500 500 0

40 现金盈余/赤字 （8-36-37-38-39） 4150 4275 125

资金购买

41 奶牛和种畜 0 0 0

42 机械和设备 0 0 0

43 建筑和设备 0 0 0

44 土地和扩建 0 0 0

45 小计-资本购买（41+42+43+44） 0 0 0

46 现金盈余/赤字（40-45） 4150 4275 125

债务

47 贷款＃1借款 0 0 0

48 贷款＃2借款 0 0 0

49 贷款＃3借款 0 0 0

50 现金盈余/赤字（46+47+48+49） 4150 4275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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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贷款＃1借款 500 500 0

52 贷款＃2借款 0 0 0

53 贷款＃3借款 0 0 0

54 现金盈余/赤字（50-51-52-53） 3650 3775 125

55
能够（计划）或已支付（实际）给主

要贷款的积累的利息
1000 1000 0

56
能够（计划）或已支付（实际）给主

要贷款的积累的本金
2650 2775 125

57
从主要的债主得到的最新的借款（若

54行为赤字，记为正数）
0 0 0

58 期初的贷款-主要贷方 100000 100000 0

59 期末贷款-主要贷方（58+57-56） 97350 97225 (125)

建立现金流量计划和记录应当从收入部分着手来完成。一些使用者想要更详

细了解或忽略其中的一些类别。第 1个月将实际的期初留存现金填入实际和计划

两栏中（第一、二栏的第 1行）。然后将预计的期末现金留存量输入计划一栏（第

一栏第 39行），这也将成为第 1行第 4栏中下一账目期间的期初留存金量。这样

一来，预计的期末现金留存量可以表示现金的流出，同时将在现金账目上一直保

持一定的留存现金水平。期初留存现金以及所有销售额总计得出了总的现金量。

现金花费部分包括 3个类型：

 作物费用

 家畜费用

 企业一般管理费用

通过这种方式，经营者可以看到经营中作物和家畜部分涉及到的各种直接成

本。一般管理费用则可以归到作物或家畜部分。如果牛场只有一种类型的家畜-奶

牛，则家畜部分则变成了奶牛场的直接现金成本部分。其他的现金费用涉及到家

庭和非牛场经营费用。这些在第 37和 38行中表示。总的现金量减去牛场经营费

用和家庭/非牛场经营费用得到第 40行中表示的现金盈余或赤字数目。

接下来再看 41-45行的资本购买或投资计划。账目期间的所有资本购买信息都

记录到这里。第 40行减去资本购买数额等于 46行中资金盈余或赤字数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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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步进入债务部分，首先处理所有的债务人的信息，而非主要的那个。47-53

行输入向其他所有权人新借的资金数额以及除向主债务人外偿还的本金。第 46行

输入新借的资金减去偿还的本金的数量。这就得到了 54行的新的资金盈利或赤字。

现在我们要考虑主要债权人了。55、56、57、58和 59行用来表示有关主要债权人

的项目。第 55行输入向主要债权人贷款到应付的利息。不要在 55行输入一个比

54行更大的数额。如果 54行中的数额比应付利息大，请在 56行中做出提示。这

是向主要债权人偿还的本金。因为这是向此债权人能贷到最高限额的贷款，所以

所有的现金盈余都要用来偿还贷款，且不足的数额又得通过其他贷款补足。如果

还需要更多余的资金，在 57行中输入需要的数额。剩余的现金则用来偿还债务。

前一个月份（第 1阶段）期末贷款额成为下一个月份的期初贷款额（第 2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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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成本分析

为了帮助牧场提高养殖收益，定期分析成本变化趋势，合理调控配方，持续

降低养殖成本，特制定成本管理标准化流程。

一 基础条件要求

1 硬件设备

计算机一台

2 电脑软件

牧场数据信息管理平台（以下简称牧场信息系统）、office办公软件（office 2007

及以上版本）。

3 人员配置

数据统计员一名，会使用 office办公软件，定期记录统计数据。

二 操作标准

1 日常数据维护

1.1 维护牧场信息系统奶量登记数据，包括自用量和自用牛头数、隔离量、隔离牛

头数需每天维护。

1.2 维护牧场信息系统牛群事件。发生调群的，需在当天维护完成。

1.3 维护牧场信息系统库存管理模块数据，定期维护入库单、入库单价、出库单，

月末完成出库单价试算（系统自动计算）。

1.4 维护牧场信息系统配方模块配方表数据，包括标准配方表和实际投料份数。

1.5 工资表，每月记录牧场人数和工资发放额。

1.6 制造费用类，每月统计水电费、煤、汽柴油、育种、兽药、奶厅消耗、奶厅设

备维修、其他设备维修、垫沙垫草等费用支出。

1.7 淘牛，每月记录淘牛、死亡牛、出售牛数量和金额，需分别记录成母牛、后备

牛、母犊牛、公犊牛。

1.8 财务费用，每月记录借款金额、支付的利息。

1.9 折旧费用，每月统计房屋、设备等资产初始投入金额、开始使用日期。

2 每月出具成本分析表



第

八

部

分

311

2.1 饲草料购销存明细表

表 8.4.1 ** 牧场 ** 年 ** 月饲草料购销存明细表

大类 明细类 名称
单

位

月初结余 本月购进
本月

领用
月末结余

数量

T

单价

元/T

金额

万元

数

量

T

单价

元/T

金额

万元

数量

T

数量

T

单价

元/T

金额

万元

分为精

饲料、

粗饲料

和添加

剂三类

分为成

品饲

料、青

贮、豆

类、秸

秆类等

-- T

Q0=

上月

月末

结余

P0=

上月

月末

结余

S0=

Q0**P0/10000
Q1 P1

S1=

Q1**P1/10000
Q2

Q=Q0+Q1-

Q2

P=(S0+S1)/(Q0+Q1)

/10000
S=Q*P/10000

精饲料
成品饲

料
精补料 T 20 3500 7 100 3400 34 20 100 3417 34.17

粗饲料 青贮类
玉米青

贮
T 1000 450 45 100 900 450 40.50

月度小

计
-- -- -

2.2 饲喂成本明细表

表 8.4.2 饲喂成本明细表

饲草料名称

每头泌乳牛日饲喂 每头干奶牛日饲喂 每头后备牛日饲喂 每头犊牛日饲喂

饲喂量

(kg)

单价

(元/kg)

金额

(元)

饲喂量

(kg)

单价

(元/kg)

金额

(元)

饲喂量

(kg)

单价

(元/kg)

金额

(元)

饲喂量

(kg)

单价

(元/kg)

金额

(元)

泌乳精补料 10.25 3.20 32.80 0.00 0.00 0.00

干奶精补料 6.11 3.00 18.32

育成料 3.31 2.80 9.27

青贮 20.83 0.45 9.38 9.89 0.45 4.45

小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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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养殖成本明细表

表 8.4.3 养殖成本明细表

项目 养殖成本(元） 说明

饲喂成本 2.35 饲喂成本=泌乳牛饲喂成本+干奶牛饲喂成本

泌乳牛 2.17 泌乳牛饲喂成本=泌乳牛日饲喂总金额/日产奶量

干奶牛 0.18 干奶牛饲喂成本=干奶牛日饲喂总金额/日产奶量

人工 0.34 人工=月工资额/月产奶量

制造费用 0.20 制造费用=月度制造费用额/月产奶量

淘牛费用 -0.06 淘牛费用=-月度淘牛净收益/月产奶量

财务费用 0.09 财务费用=年度实际支付利息/年产奶量

生物资产折

旧
0.15 生物资产折旧按原值、折旧年限和残值计算

固定资产折

旧
0.20 固定资产折旧按原值、折旧年限和残值计算

成本小计 3.07 养殖成本构成包括饲喂、人工、制造费用、淘牛费用、财务费用、生物资产折旧、固定资产折旧

2.4 现金成本明细表

表 8.4.4 现金成本明细表

项目 现金成本（元） 说明

饲喂成本 3.02 饲喂成本=泌乳牛、干奶牛、后备牛、犊牛饲喂成本合计

泌乳牛 2.36 泌乳牛饲喂成本=泌乳牛日饲喂总金额/日交奶量

干奶牛 0.20 干奶牛饲喂成本=干奶牛日饲喂总金额/日交奶量

后备牛 0.40 后备牛饲喂成本=后备牛日饲喂总金额/日交奶量

犊牛 0.06 犊牛饲喂成本=犊牛日饲喂总金额/日交奶量

人工费用 0.37 人工=月工资额/月交奶量

制造费用 0.00 制造费用=月度制造费用额/月交奶量

淘牛费用 -0.14 淘牛费用=-月度淘牛总收入/月交奶量

财务费用 0.10 财务费用=年度实际支付利息/年交奶量

成本小计 3.35 现金成本构成包括饲喂、人工、制造费用、淘牛费用、财务费用

三 关键评价指标

1 泌乳牛日饲喂成本

计算公式：泌乳牛日饲喂成本（元/头）=（高产牛日饲喂成本*高产牛数量+

中产牛日饲喂成本*中产牛数量+低产牛日饲喂成本*低产牛数量+新产牛日饲喂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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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新产牛数量）/泌乳牛数量合计。

2 泌乳牛单位饲喂成本

计算公式：泌乳牛单位饲喂成本（元/千克/头）=泌乳牛日饲喂成本（元/头）*

泌乳牛数量合计/日均产奶量（千克）。

3 成母牛单位饲喂成本

计算公式：成母牛单位饲喂成本（元/千克/头）=[泌乳牛日饲喂成本（元/头）

*泌乳牛数量+干奶牛日饲喂成本（元/头）*干奶牛数量]/日均产奶量（千克）。

4 养殖成本

计算公式：养殖成本（元/千克）=成母牛单位饲喂成本+人工+制造费用+淘牛

+财务费用+生物资产折旧+固定资产折旧。

5 现金成本

计算公式：现金成本（元/千克）=全群单位饲喂成本+人工+制造费用+淘牛+

财务费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