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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年来，云南省鹤庆县畜牧业发展过程中传统养殖业仍占主体，品种单一、引种难、销售难、名特优产

品稀少等以致出现同质化现象，建议引导畜牧业向规模化、集约化方向发展，加大名特优产品的扶持力度；采取

多渠道的销售方式，开拓市场，扩大销路；引导民间资本兴建一批畜产品交易市场；引进企业，对畜产品深加工、

精加工；整合资金，助推畜牧业发展；加强对农户养殖技能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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鹤庆县位于云南省西部，滇西横断山脉南端，

云岭山脉以东，是大理州的北大门，全县国土面积

2 395 km2。全县辖 7镇 2乡，2015年末全县总人口

278 006人，其中农村人口 229 516人，占总人口的

82.56%，是传统农业县。以白族为主，有彝、苗、纳

西、傈僳等 24个少数民族，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

的 57%。近年来，鹤庆县畜牧业实现快速增长的态

势，是农民增收的主要渠道之一，在农村经济发展

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总体上看，仍处于生产

方式落后、投入不足、技术含量不高、产业化经营层

次较低、经济效益总体不高的状况，同质化现象突

显。需要打破传统的畜牧业生产经营格局，巩固畜

牧业在全县农村经济中的支柱地位，降低同质化给

畜牧业带来的负面效应，全面提高畜牧业生产经营

效益，从产、供、销环节实现利益最大化，解决“养什

么”、“怎么养”的问题；有效促进畜产品向高品质方

向发展，围绕供需市场，解决“卖什么”、“怎么卖”的

问题，切实增加农民收入。现将畜牧业发展同质化

成因及对策浅析如下。

1 畜牧业发展概况

1980年以来，牲畜存栏、出栏量及肉、奶、蛋产

量呈持续快速增长的态势，年均递增约 9%。2015年

全县生猪存栏 29.88万头，出栏 55.28万头；肉牛存

栏 6.5万头，出栏 3.5万头；肉羊存栏 16.4万只，出

栏 15 万只；家禽存栏 70.55 万羽，出栏 79.1 万羽。

2015年全县肉类产量达 58 295 t；禽蛋产量 3 321 t；

牛奶产量 11 474 t。2015年畜牧业产值 122 600万元，

占农林牧渔业的 52.6%；畜牧业产值在农林牧渔业

总产值中撑起“半边天”，畜牧业对加快农业结构调

整、助推农村经济发展、增加农民收入、保障市场供

给和社会和谐稳定做了重大贡献。

2 畜牧业发展同质化现状

鹤庆县畜牧业发展同质化现象突显，主要表现

在：品种单一（以养猪为主），产品性能、营销模式雷

同，传统养殖模式居多，从而出现“好的不多，多的

不好”现象，导致畜产品竞争力不强；市场流通不

畅，产品难以销售；产业结构不合理，缺乏深加工技

术，无法实现效益最大化。同质化问题制约了畜牧

业发展，成为鹤庆县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

3 畜牧业发展同质化原因分析

1）因受传统养殖观念影响，畜牧业内部结构不

尽合理。如 2015 年生猪产值占畜牧业总产值的

71.4%，牛仅占 7.8%，羊仅占 5.5%，禽仅占 4.9%；猪

肉占肉类总产值的 77.95%，牛、羊、禽合计占

16.54%；产品结构中，肉类产量较大，蛋产量低，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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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量甚微。畜牧业内部结构的不合理性，导致养殖

模式趋同，价格涨时大家蜂拥而上，价格跌时存栏

量急剧减少。

2）气候资源、土地资源大同小异，信息滞后，新

特项目和产品不多，而产品销售却是传统的集市交

易和小商贩的拉动，市场流通不畅，销路受限，导致

产品价格低廉，效益低下。

3）农户自身发展能力严重不足，尤其是资金和

养殖技术水平的局限性，畜牧业很难实现规模化和

集约化，同质化现象不可避免地或多或少出现。

4）基层科技服务体系不完善，科技服务的支撑

作用不够；多数农户科技意识和水平低下，传统的

养殖产品缺乏深加工技术难以发展成为新特优产

品，导致出现同质化。

5）缺少农业龙头企业的带动，广大农户无法承

受高成本投入和较长的收益周期，没有市场销售保

障就无法抵御市场风险，加重了同质化进程。

4 解决畜牧业发展同质化对策

1）引导畜牧业向规模化、集约化方向发展，加

大名特优产品的扶持力度。立足于各乡镇、村组的

实际情况，引导农户发展不同的养殖模式。力争做

到一村一品，规模发展，“宜牛则牛、宜猪则猪”，树

立传统养殖是保障，特色养殖突效益的品牌意识，

大力发展具有地方特色的养殖项目，如坝区小唇裂

腹鱼养殖，山区土鸡、肉驴养殖等，力求不同乡镇村

组的畜牧业发展差异化，精品化，新特化，避免出现

项目和产品的同质化，从而增加产品的竞争力，扩

大收益率，增加农户的收益。提高产品品质和服务，

打造产品竞争力。并向上级争取新特优养殖项目的

补助，促进特色养殖业发展。

2）采取多渠道的销售方式，开拓市场，扩大销

路。不再局限于传统的集市贸易和小商贩模式，大

力发展多渠道销售方式：一是采取“企业 + 农户”、

“协会（合作社）+农户”模式，依托专卖店和超市等

销售平台，将产品销售到城市中去，如六合乡松园

村设立县城土特产品专卖店和奇峰蔬菜进县城、昆

明超市专柜；二是积极发展“电商 +农户”模式，利

用现代网络营销方式，借助网络销售平台，实现产

品电商销售；三是采取订单销售模式。不再局限于

现有的市场和销售方式，以滇西北旅游城市香格里

拉、丽江和大理为依托，开拓旅游市场，提高产品品

质，积极探索订单销售模式，减少同质化的损失。

3）引导民间资本兴建一批畜产品交易市场，打

破现有零星的以乡镇农贸市场为主的交易格局，通

过政府立项支持和引导，按“谁投资、谁建设、谁受

益”的原则在县城周边、交通便利的地方兴建具有

一定规模的农产品交易中心，搭建销售平台，吸引

外商采购，促进产品流通。如鹤庆县新登生猪交易

市场通过列为农业部定点市场给予扶持建设，从年

营销几千头发展到年交易近 30万头的规模，在滇

西北闯出了名声，商品猪除了长期供应滇西各地

外，主要销往西藏、广西、贵州等地。2014年松桂镇

大牲畜交易市场投入运营，对全县的畜牧业发展起

到了“建一个市场、兴一项产业、富一方群众”的作

用。

4）引进企业，对畜产品深加工、精加工。引进规

模化企业对畜产品进行专业化深加工、精加工，打

造产品品牌。提高产品附加值，使畜产品有订单保

障，让农民从生产、加工等环节获得持续稳定的多

重利益，提升产品效益，促进农户增收，以解决同质

化难题。

5）整合资金，助推畜牧业发展。积极整合银行

贴息贷款和科技扶贫资金、产业互助资金、社会资

金等投向畜牧业发展，优先安排新特优畜牧业项

目，对农业龙头企业、交易市场、电商等安排专项资

金给予扶持，创新融资模式，积极开办各种类型的

小额贷款业务，为贫困群众发展畜牧业提供便利的

融资服务。

6）加强对农户养殖技能培训。加大对农户的技

能培训，着力培养农村特色产业示范带头人，科技

养殖能手、农民经纪人，提高农户的养殖技能和水

平，节约生产成本，实现劳动者有增收技能的目标，

促进畜牧业提质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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