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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车一清洗一消毒，从各个环节严把防疫消毒关，

减少动物疫病发生。

8）加强行业自律。各养鸡园区分别成立养鸡专

业合作社，负责园区经营和管理，制定园区生产、管

理章程，走自我约束、自我监督、自我管理、自我规

范、自我完善、自我发展之路。

摘要 饲料行业安全生产关系着畜产品源头安全，本文对阜阳市饲料生产企业、行业监管情况进行了系统

分析，指出存在企业整体水平不高、产品单一、饲料经营不规范等问题，并对饲料行业的生产和监管提出了意见

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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饲料生产是现代化养殖业的坚强支柱，饲料安

全直接关系畜产品源头安全，为了解安徽省阜阳市

饲料产业发展情况，分析饲料产业发展过程中存在

的问题，笔者通过现场调查、召开座谈会等多种方

式，对阜阳市饲料生产企业、部分饲料经营企业和

规模养殖场进行走访调查，认真分析饲料生产企

业、执法监管部门的管理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并对

饲料生产和监管提出了意见和建议，仅供参考。

1 阜阳市饲料产业发展现状

1）饲料生产经营情况。截止 2015年年底，阜阳

市共有饲料生产企业 19家，生产配合饲料、浓缩饲

料企业 4家，生产动物源性饲料企业 5 家，既生产

配合饲料、浓缩饲料又生产添加剂预混合饲料的企

业 10 家。与 2013 年 26 家相比减少 7 家，减少

36.84%，主要是由于 2012年农业部实施新的《饲料

和饲料添加剂生产许可管理办法》，提高饲料生产

企业准入门槛，一些企业生产许可证到期后未再申

请许可。2015年阜阳市共生产饲料 41.75万 t，其中

配合饲料 33.79 t，浓缩饲料 4.43 万 t，添加剂预混

合饲料 3.39万 t，动物源性饲料 0.144万 t；16.7万 t

销售到阜阳市八县市区，25.05万 t销售到河南、江

苏、淮南、六安等周边省市；猪用饲料 14.6万 t，禽用

饲料 25.49万 t。

2）畜禽养殖饲料使用情况。2015年阜阳市规模

养殖场 35 035个，其中猪 847.32万头，牛 64.82万

头，羊 434.87万只，禽 8 739.86万羽。规模养殖比重

76%。本次调查规模养殖场 76个，使用饲料 7 396 t，

其中配合饲料 3 710 t，预混料 3 686 t。规模养殖

场使用配合饲料比例 14.47%，使用预混料比例

85.53%；本地生产饲料比例 21.05%，使用外地生产

饲料比例 78.95%。

3）阜阳市饲料行业的监管情况。2015年对阜阳

市 19家饲料生产企业进行了年度备案工作，对不

符合备案条件的 3家企业责令进行整改；抽检饲料

样品 295份，合格率 95%以上，其中省农委抽检 20

批次饲料样品进行“瘦肉精”等违禁药物检测，均未

检出；2015年共查处饲料经营使用违法案件 12件，

罚款近 2万元，没收不合格饲料 1 200 kg。

2 存在的问题

1）企业整体水平不高。阜阳市 19家饲料生产

企业，多为中小企业。2014年全省饲料总产量 515.9

万 t，阜阳市饲料产量仅为 31.58万 t，不能满足当前

管理前沿 111窑 窑



养殖与饲料 2016年第 10期

畜禽饲料需求。饲料生产企业规模小，年产量较低，

且饲料生产企业分布不平衡，企业多集中在颍东

区，而作为全国生猪调出大县的颍上县、临泉县则

没有一家饲料生产企业。

2）产品单一，缺乏竞争力。阜阳市饲料生产企

业产品种类类似，多为猪禽配合饲料及预混料，配

方大同小异，缺乏市场竞争力。企业科技创新投入

不足，新产品和高端产品开发能力不足，加之产能

利用率低，企业整体收益低，企业发展无动力，缺乏

长远发展后劲。

3）饲料经营零散不规范。由于饲料经营不需要

行政许可，随意搞间房子，放上几袋饲料就可销售，

致使阜阳市饲料经营点较多，经营饲料质量参差不

起，难以监管。

4）质量安全监管任务重。动物源性饲料生产企

业多，难以监管、自配料监管难、新型添加剂花样多

监管难、非粮原料的使用难以监管、小饲料生产企

业生产不规范，不按照工艺规程生产，自行检测制

度不落实等。

5）本地生产饲料使用比例较低。阜阳市规模养

殖场使用阜阳市生产的饲料比例较低，仅为

21.05%。存栏母猪 300头以上和 10 000羽蛋鸡以

上的规模养殖场，主要使用全国排名前十的饲料

（如大北农、新希望、正大、安佑等），很少使用本地

企业生产的饲料。主要由于规模养殖场业主相信品

牌饲料，认为全国知名企业产品质量有保障；售后

服务较好，不仅能及时提供新的养殖技术及防疫防

病知识，还向养殖场业主提供销售信息，增加养殖

场业主的利润。

3 建 议

1）提高秸秆饲料的利用率。积极推广秸秆青贮

的新技术，提高秸秆饲料利用率。加大对秸秆青贮、

种养结合的财政扶持力度；提高对购买秸秆青贮农

机补助力度，同时加大对养殖户秸秆青贮补贴，每

666.67 m2青贮秸秆市财政补贴 40～60元，提高养

殖户利用秸秆饲料的积极性；积极调整种植结构，

在沿淮三县积极推进粮改饲和种养结合试点工作，

创新农牧产业升级，打造链条丰富、持续发展的现

代农业发展模式。

2）鼓励企业进行科技创新。鼓励饲料生产企业

加大资金投入进行科技创新，积极与国内外大专院

校、科研院所和大型饲料企业进行合作，研究开发

新品种和新型饲料，同时淘汰生产规模较小、设备

落后的企业，支持规模较大、水平较高的饲料生产

企业进行扩建和升级改造，提高生产能力和饲料品

质。鼓励本土企业与全国知名饲料企业进行联合，

打造全省乃至全国名牌。支持有条件的饲料企业挂

牌上市，加大融资力度，更好地扩大生产。

3）引导企业向产业化发展。鼓励饲料生产企业

向畜禽养殖和屠宰深加工方向延伸，增强企业抗风

险能力，实行产业化。如建立饲料生产、畜禽养殖和

屠宰加工一体化产业，保障饲料企业发展的同时，

带动周边农村养殖业发展，此外企业转型回收农户

成品畜禽，保障农民权益，提升企业自身信誉，实现

产业化发展。

4）加大饲料生产监管力度。严格按照《饲料生

产企业许可条件》、《饲料和饲料添加剂许可管理办

法》要求进行，对不符合条件的企业予以取缔。加快

《饲料质量安全管理规范》实施，按照规范要求进行

生产和检验，实现饲料产品的可追溯。强化饲料生

产经营使用环节的监督检查，定期进行抽样检测，

发现违法行为及时进行立案查处。

5）加大饲料产业发展的政策支持力度。一是根

据养殖业发展需要，对种植业进行结构调整，大幅

提高饲料作物种植比重，扶持建设饲料主产区粮食

烘干设施，减少饲料粮霉变损失。二是饲料生产企

业应该在用地、资金、信贷支持方面享受农业产业

化相关政策支持。三是各级政府可以设立饲料产业

专项资金，用于饲料生产质量安全体系建设，通过

奖补方式淘汰落后设备，加大科技创新力度，加快

企业现代化产业化发展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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