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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下养鸡“公司+农户”产业化 推动企业与农户双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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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广西玉林市是广西农业产业化示范基地,尤其是畜牧业在全区处在领先地位,目前全市生猪、家禽两大主导产业均已

走上规模化养殖的路子,其中养鸡规模约占广西的 1/4,养猪规模约占广西的 1/5。在玉林市养殖业中普遍采取“公司+农户”、

“公司+基地+合作社”、“公司+协会+农户”等生产经营模式,但大多数还是“公司+农户”模式,这些模式非常符合广西特色

农业产业化的发展方向。因此,在各级农业龙头企业的示范带动下,玉林市养殖业的产业化水平不断提高,形成了农户、企业与

市场联结严密的生产体系和较为完整的“养—产—售—加”产业链。近年来,养殖企业将企业发展和农民脱贫致富、履行社

会责任紧密结合,充分利用“公司+农户”林下养鸡产业化扶贫养殖模式,使贫困农民基本实现了年年增收、脱贫致富的目标,

走出了一条企业发展、农民增收、企业与农户合作共赢的道路。近年来,笔者对这一模式进行调研,认为这是一个值得巩固完

善和进一步推广的产业化发展模式。 

[关键词] 养鸡模式；社会效益；存在问题；解决建议 

 

1 “公司+农户”模式在玉林市发展的基本情况 

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由于经济社会快速发展,

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肉鸡市场的需求量也急剧增加,仅

靠农户单家独户的传统养鸡方式,远远无法满足市场需要。

为此,各地开始产生了零星的小规模、少批量肉鸡生产,初步

缓解市场的需求。然而,这种传统小规模生产方式和低效率

生产能力,因资金、技术、品种、管理、销售等要素的滞后,

产能始终无法扩大,无法提高广大农民的生产收入,也无法

满足消费市场日益繁荣活跃、人民消费水平不断提升的需

求。党中央、国务院对“三农”问题非常重视,提出了加快

农业产业化进程逐步实现农业现代化的战略部署,明确提出

了农村经济建设必须进行产业结构调整,推行规模化、产业

化经营的生产格局。玉林市各级各部门高度重视此项工作,

依靠本市丰富的山坡林、果地资源,以及广西优质三黄鸡、

各种土鸡的产业优势,将养殖业列为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内

容,对以“公司+农户”为主的产业化模式,在政策措施、资

金和技术上给予了持续的扶持和支持,有效激励了群众养鸡

的积极性,养殖农民增收明显。 

广东温氏集团在广东新兴县共同创出“公司+农户”的

产业化模式,揭开了农村养殖业产业化的序幕,千万家农民

走上致富路、阳光路。1995 年,原县级玉林市政府组团到广

东新兴县考察学习,1996 年就把这一模式引进玉林,在石南

镇农民企业家梁有强的养殖企业进行试点,由广东温氏集团

和梁有强合股成立玉林市广东温氏家禽有限公司率先推行

“公司+农户”生产模式,利用山坡林果地放养肉鸡,当年养

户156个,出栏肉鸡80万羽,平均每羽养殖报酬2.5元,从而

吸引了更多农户加入了“公司+农户”模式的养鸡生产行列,

养户队伍不断增加,养鸡规模不断扩大,上市肉鸡不断增多。

2011 年,玉林温氏禽业公司年有养户 1600 多个,年出栏肉鸡

2300 多万羽,产值达 60264 万元,养殖户全年劳务收入达

5200 万元,户均超 2万多元。 

多年来,在玉林市各级政府与有关业务部门支持鼓励和

广泛宣传下,养鸡企业和农户大力推行和采用“公司+农户”

饲养优质肉鸡的方法,“公司+农户”模式在玉林得到广泛的

响应并取得成功,至今全市已有参皇、春茂等 20 多家养鸡企

业推广这一模式,加快推进了玉林市养鸡业由传统养殖向集

约化、标准化方向发展的步伐,更有效地增加农民收入。近

年,温氏等公司又在养猪业上推广这一成功模式。 

2015 年,全市饲养 10—100 万羽种鸡规模的 20 多家企

业推行这一经营模式,联系农户4万户,利用5.6万亩林果地

进行林下养鸡,年出栏优质肉鸡2亿多羽,养户纯收入近5亿

元,户均 1.25 万元。目前,全市养鸡产业化有效地推动食品

加工业、饲料、兽药、餐饮、运输物流等产业链的形成,全

行业就业劳动力近 70 万人。随着种鸡饲养企业和肉鸡饲养

农户不断发展和壮大,养鸡业已成为玉林市农村经济快速发

展的重要支柱。 

2 “公司+农户”养鸡生产模式的社会经济效益 

2.1 实现农业企业从“粗放式”经营到“集约化”发展

的转变,提升了养殖业发展水平 

玉林市从推行“公司+农户”林下饲养肉鸡的生产模式,

进一步衍生发展为“公司+基地(合作社、协会)+农户”等养

殖生产新模式,全市已成立养殖专业合作社 980 多家。这种

农户、企业与市场形成“三位一体”的模式,以龙头企业为

载体并承担市场风险,实行规模生产、企业化管理,实现了

“统一品牌、统一市场调控、统一技术指导、统一销售、统

一防疫”五个统一,从生产、供应、销售逐步延伸至加工、

饲料、兽药等养鸡产业链各个环节,使养殖业不断走向成熟,

带领广大农民走上产业化、现代化养殖业之路。新的养鸡生

产方式的形成和发展,有效地改变了小规模、低效能传统养

殖方式,不仅加快了养鸡集约化、规模化发展,还有力促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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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化龙头企业的产生和养鸡业健康、快速发展。 

2.2 发展加工业,延长产业链,提高产品附加值 

林下养鸡生产快速发展的同时,肉鸡产品的加工也得到

了快速发展。过去生产出来的肉鸡仅通过销售活鸡产品获利,

不仅工作量大,经济效益也不明显,市场风险也高。为提高生

产效益、规避市场风险,玉林市参皇、春茂、凉亭等规模养

鸡企业开始发展鸡肉产品深加工,计划年加工量可达 9000

多万羽。春茂集团、凉亭集团肉鸡加工产品源源不断销往北

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地,肉鸡产品深加工,不仅提高了农

产品附加值,还大大降低了养殖业的风险。 

2.3 实现产业化扶贫,带动贫困农民脱贫致富 

多年来,采取“公司+农户”模式的养鸡企业通过与农户

签订合同,向农户提供种苗、饲料、兽药、技术,并对签约的

肉鸡进行保价回收,农户仅负责饲养肉鸡。在这种模式中,

龙头企业能够帮助养殖农民解决资金、技术、销售、创品牌

等问题,农民又可就近就业、不占农田发展生产,有效利用山

坡林果地从事养鸡业,这不仅有利于调整农业产业结构,而

且有效增加农民收入,解决了农民和下岗人员的就业问题,

尤其是给贫困山区农民脱贫致富带来福音。 

2.4 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 

“公司+农户”模式养鸡不但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还带

动一批运输物流业、加工业、饮食业、服务业、兽药、饲料

业等行业发展,促进相关产业集聚发展。 

3 存在问题 

3.1 个别农户缺乏诚信。当市场价高于公司的合同收购

价时,个别农户就违约私自把肉鸡拿到集贸市场去卖,损害

了签约养殖公司的利益。 

3.2 国家给予养殖业的扶持资金和政策较少,在一定程

度上制约了养殖行业快速发展。 

3.3 未能全面享受国家相应的养殖用地、用电等惠农政

策。部分地方认为水产畜牧业没有地方税收贡献,对各种惠

农政策的贯彻落实力度不够,部分养殖企业未能享受到国家

相应的养殖用地、用电等惠农政策。 

4 建议 

4.1 对各级农业龙头企业分级给予流动资金的支持,以

带动更多农户脱贫致富。建议国家从用地、用电、用水、税

费等方面出台减免政策,扶持行业发展；建立国家级、省级、

市级等各级种鸡、肉鸡、蛋鸡企业的分级扶持奖励机制,对

推行“公司+农户”模式的各级龙头企业及重点种鸡场、健

康种鸡场实施扶持奖励标准,激励企业更快发展。 

4.2有关部门依法加大对违约盗卖肉鸡的行为查处力度,

切实维护养殖业的合法生产经营秩序。 

4.3 进一步搭建合作渠道、平台,鼓励和支持国内有实

力的企业开拓境外养殖业市场,特别是到东盟各国发展养殖

业,参与养殖业国际合作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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