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农业科学 
第 2 卷◆第 1 期◆版本 1.0◆2019 年 1 月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630-4678 

Copyright  c  This word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24 

Agricultural science 

当前畜牧业发展的瓶颈及其对策研究 
 
范承志 
黑龙江省海林农场 
DOI:10.32629/as.v2i1.1517 
 
[摘  要] 我国农业的主要组成部分是种植业和畜牧业,其中畜牧业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随着生产方式的快速转

变和受市场价格波动的制约,加之产业自身受技术、疫病、投入、环保等各种因素的影响,养殖业现处于一个打破坚冰、突破

瓶颈的关键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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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国畜牧养殖业的发展目标 

我国畜牧养殖业的发展目标是率先实现现代化,建设生

产发展、资源节约、环境友好、优质安全的畜牧业。如今,

我国畜牧养殖业发展开始进入创新发展阶段,无论是科技创

新还是管理创新,都对畜牧养殖业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

作用。在畜牧养殖业快速发展的同时,还需要对粮食安全、

农业供给等问题给予高度的重视,在村镇中建设现代化农

业、畜牧养殖业基地,加大力度延伸农畜产品产业链,以实现

集群特色产业与村镇的有机结合。同时,还需要大力推进科

技创新,因为畜牧养殖业的创新发展是我国科技创新的一个

重点发展项目,重视并支持畜牧养殖业的创新发展,有利于

加快农业科技改革,实现我国畜牧养殖业的发展目标。 

2 我国畜牧养殖业的发展思路 

目前,我国畜牧养殖业发展速度比较快,在某些地区已

成为当地经济的支柱性产业,为推动当地经济发展做出了重

大的贡献。作为新农村建设的主要经济来源,我国畜牧养殖

业发展的总体思路是在对其他优秀产业发展模式给予借鉴

的同时,结合本地区的发展特点来发展环保节约、优质安全、

保质保量的现代化畜牧养殖业,保证畜牧产品的质量以及生

产的安全性与效率。同时,通过加强相关部门的重视及引导,

加大宣传力度,实行养殖规模化。此外,还需要构建与完善相

关规章制度,以确保畜牧养殖业的优质发展,提高畜牧养殖

业的经济效益。 

3 畜牧业发展的瓶颈 

3.1 龙头企业带动力不够 

国内企业在对产品的科技上投资较少,导致畜产品的加

工及包装方式较为落后,缺乏对企业整体科学的经营管理和

对企业未来的发展的明确规划。而少数已经形成一定规模的

企业也只着眼于自身的经营和发展,没有将发展的目光放在

整个畜牧业上,并没有起到畜牧行业的带头作用,缺乏在行

业内的领导力,因此在市场上也没有强大的竞争力。在这种

情况下,畜牧业的高速发展受到了极大的限制。 

3.2 科学技术推广不力 

目前,我国畜牧养殖方式已经由每家每户分散养殖向专

业化、集约化、规模化方向转变。但是,我国部分畜牧养殖

人员的技术水平低下,所采用的养殖管理方法落后,未得到

改进与优化,无法满足现代畜牧业发展的需求。而且我国农

业科技人员的技术普及意识不强,没有将新型养殖技术应用

到实际生产中。如果我国畜牧养殖人员的自身综合素质与养

殖水平无法满足现代畜牧养殖业可持续发展的需求,畜牧养

殖业的创新发展就会受到阻碍。 

3.3 从业人员素质不能满足产业需要 

现在畜牧业的从业人员的专业技术水平普遍偏低,没有

学习并运用我国绿色畜牧业生产的综合配套技术的能力;另

一方面,绿色畜牧业中的大量理论成果和生产实践的融合性

不高,从业人员很难快速的将新型理论成果融于现实的生产

中,从而提高畜牧业生产水平。而从企业管理者的角度分析,

多数管理者对于绿色畜牧业的应用意识不足,依旧采用他们

熟悉的传统经营管理方式,从而影响到了畜牧业生产方式上

的改良问题。 

3.4 饲料药品等监测机构不健全 

对于畜产品安全极为重要的饲料和兽药,我国尚没有完

全健全的监督检测的机构。并且出于对生态状况的保护,地

方政府经常颁布限牧令,以减少牲畜对自然环境的破坏。这

一系列的措施导致养殖户过度重视禽畜、牲畜的生长速度及

产肉量,部分无良养殖户开始滥用生长激素,人为的加快禽

类、畜类的生长速度,缩短生长周期,以增加自己的经济利益,

给人们的健康埋下隐患。 

4 畜牧业发展的对策 

4.1 转变生产方式,大力推进规模化和专业化养殖模式 

我国畜牧业发展过程中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比如：进

口量增加、人们饮食结构变化、大型病毒疫情的爆发、自然

灾害影响等。针对不同因素,可以将影响畜牧业市场供求量

的因素分为 2 大类,具体分为：主观因素是家畜饲养户在养

殖销售渠道不畅通和引入品种不优质等;客观因素是受外界

市场影响,比如：国外进口量增加、家畜价格不稳定、饲料

与医疗成本提升等,都会导致市场需求发生变化。对于这些

问题,主要是以行业发展趋势为导向,不能随意养殖,相信科

学养殖方法的实效,具体应该做到以下几点。 

4.1.1 明确行业发展方向。要结合行业发展趋势,对其



农业科学 
第 2 卷◆第 1 期◆版本 1.0◆2019 年 1 月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630-4678 

Copyright  c  This word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25 

Agricultural science 

未来半年的发展情况进行预测,结合互联网与畜牧业的相关

报道,总结国内外行情,并结合这些情况对国内畜牧业肉类

进口量与政策进行调整和变动,从地区行业发展情况对下一

个阶段的家畜价格波动进行预测,并预测其价格多少。 

4.1.2 从地方政策出发。结合各个大品牌需求,与其建

立良好的合作关系。养殖业未来发展必须要与当地大型企业

建立合作关系,确保农民养殖家畜一出栏就能够打开销路,

并降低畜牧业养殖的成本与额外投入资金。在大型企业的支

持下,畜牧业就有了保障,收入增加,其中存在的风险也会降

低,产业链终端环节问题能够得到解决,进而更好的促进当

地畜牧业整体发展。 

4.1.3 根据市场销量趋势调整未来半年的养殖计划。调

控养殖计划需要考虑疫情、饲料价格波动、国家进出口政策

和季节的影响这几个因素,选择价值产出 高的家畜品种作

为主要的饲养品种,提高销量和收入。总之,在各地政府因地

制宜的引导下,将原有的小型散养式的养殖户逐渐联合发展

成为规模化的、标准化的养殖小区或养殖场。规模化养殖在

大幅度提高畜产品质量的同时,更是对无害化畜禽类粪便处

理的实现提供了可能。随着畜牧养殖业集约化的提高,畜牧业

有了向标准化、产业化发展的趋势。现如今,国内大规模的养

殖场已然小有规模,由散养式到规模化的养殖方法的转变既

能提升养殖的专业化水准,又能为企业带来空前的经济效益。 

4.2 科学转变经营方式 

一是转变饲养方式。目前畜牧业还没有完全摆脱传统养

殖模式,从生产方式上进行改革,提倡“集中连片、各有重点、

你我不同、和平发展”畜牧业发展新格局,逐步减少散饲养

户,扩大单元饲养规模,进一步向集约化、工厂化、现代化的

方向发展。二是完善建厂审批制度。对新建的规模养殖场,

必须经畜牧部门审核、审批,凡场址选择、饲养规模、环保

条件、技术力量、疫病防控、布局结构等达不到标准的,一

律不允许兴建。三是坚持“三退三进三结合”原则。规模小

的养殖场户要退出散养、退出庭院、退出村庄,进入规模、

进入小区、进入市场,与龙头企业相结合、与环保相结合、

与新农村建设相结合,大力发展标准化、生态化、园林式养

殖小区,促进散养户向养殖小区集中,改变传统的生产模式,

改善农民居住环境,提高畜产品质量。 

4.3 强化法律法规,建立可追溯动物食品标签制和安全

优质饲料生产体系 

我国在保障公民的食品安全方面做的确实不够到位,导

致近几年重大食品安全问题频出,公众对食品安全的关注达

到了前所未有的状态。因而,在目前的情况下,国家完善食品

安全保障体制,建立追溯动物食品标签的制度是极为必要

的。只有保证了动物类饲料和食品的安全,公民的食品安全

才能更有保障。畜牧业的养殖发展与饲料工业的发展有着密

不可分的关系。因此生产饲料的企业更是要严格执行饲料营

养标准,规范生产工艺,谨慎使用添加剂,助力畜产品的安全

发展。 

4.4 注重环境保护,坚持走可持续发展道路 

畜牧业的发展在满足人们的口腹之欲的同时对农业经

济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但也对生态环境带来了巨大的破

坏。无处理的禽畜的代谢物会对水源、大气和土壤造成污染,

过度放牧加重荒漠化,人畜共患疾病和抗生素耐药性的提升

严重威胁人畜健康。因此,在经济利益的提升下,也要注重对

生态的保护,坚持可持续发展道路,倡导无害化、健康化养殖

新理念。 

4.5 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大力发展养牛生产 

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人均高脂肪的猪肉占有量过高,

高蛋白的牛羊肉和牛奶占有量严重偏低。这是由于我国猪肉

养殖和禽类养殖较为普遍,牛羊肉的养殖较少。因此畜牧业

发展需要调节结构,大力倡导牛羊肉的养殖,调整畜牧业的

发展方向,这不仅能够提高经济效益,还顺应了健康饮食的

发展潮流。 

5 结束语 

近年来,我国畜牧养殖业发展迅速,受到了国家的重视

与支持。为了实现我国现代畜牧养殖业的创新发展,使产品

数量与质量得到有效提升,应改善现状,针对出现的问题制

订一系列的对策。例如,完善基础设施,创建更好的养殖环

境；运用先进的养殖技术,提高生产效率,促进养殖户经济效

益的提升,从而促进我国畜牧养殖业健康稳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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