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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防疫条件审查，普及检疫证明机打出证，提高动

物及动物产品检疫监管水平。六要提升病死动物无

害化处理能力，每个乡镇都要建设无害化处理尸化

池，畜禽标准化规模养殖场要设立无害化处理设施

设备，确保病死动物达到无害化处理水平。

5 实施经营体制机制创新工程

要以畜牧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建设为重点，创新

畜牧业经营体制，提高畜牧业组织化程度，充分发

挥畜牧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在技术推广、行业自律、

维权保障、市场开拓方面的作用，带领养殖户发展

生产，壮大集体力量，增强闯市场的整体实力、抵御

市场风险的能力，大力推行龙头企业＋合作社＋饲

养场（户）的生产经营形式，从根本上实现小生产与

大市场的有效对接。

摘要 我国经济水平近年呈高速发展，人民消费水平迅速提高，随之肉禽蛋奶类食品需求量猛增。良好的市

场环境使得畜牧养殖业得到了空前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从事养殖行业，成为畜牧养殖专业户。然而这些养殖专

业户在行业内还是新手，无论是技术还是经验都无法抵御畜牧养殖业所面临的风险。本文就风险管理在畜牧养

殖中的应用问题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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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巨大的市场需求带动下，畜牧养殖业变得越

来越庞大，伴随着这种需求，行业环境越来越复杂。

并且市场渡过了初期的野蛮生长后，越来越向精细

化和专业化方向发展。市场变化过于迅速，而且更

加隐蔽。市场的竞争性加强，而且个体专业户所面

临的风险加剧，抵御风险的能力降低[1]。本文结合畜

牧业以往的养殖经验，探讨一下如何在经营中进行

风险管理。

1 畜牧养殖业的风险来源

畜牧养殖业因其行业特性，属于高风险行业，

养殖行业各个环节的不利因素都有可能带来意想

不到的损失。畜牧养殖的风险主要包括自然风险、

市场风险和技术风险。

1.1 自然风险

畜牧养殖产业涉及动物家禽的畜养繁殖，所以

跟自然环境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比如气候的变

化、牧草的生长、疾病的传播、水质的好坏等自然条

件都会严重影响畜禽的生长。而这些自然风险具有

不规律性的特点，难以提前预防，而且多变，很容易

对养殖业造成重大影响。因此，养殖专业户一定要

在生产劳作时采取措施，降低其给养殖户带来的经

济影响。

1.2 市场风险

市场是养殖户能够把产品化作经济效益的枢

纽，而好的市场环境能够给养殖户带来丰厚的收

益。但是市场环境往往是多变的，且这种变化呈现

不规律性和忽然性。养殖业是一个长周期的生产过

程，相对于市场具有严重的滞后性。而且养殖业所

生产的产品往往不能储存，这就导致养殖业抵御市

场波动的能力是被动的、薄弱的。市场对于养殖户

的影响是致命的。随着我国养殖业的爆发式发展，

国内涌现出大量养殖企业及相关加工、销售企业。

各个环节层层分拨利润，并且都存在激烈竞争。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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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使市场风险愈演愈烈。但是这种层层市场风险最

终的承担者还是位于产品链底端的产品供应

者———养殖户[2]。

1.3 技术风险

养殖户的知识储备能够为养殖户解决生产过

程中的各种突发情况。如果养殖户知识储备不足，

很可能在饲养过程中因管理不当或不能及时应对

突发情况而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例如，改良畜牧

养殖品种，现阶段研究室都在用基因改良蛋鸡、生

猪和奶牛基因，使其抗病毒能力增强，产蛋、产肉、

产奶能力更强，能够很好地提高经济效益。目前我

国很大一部分养殖个体户都是农民，具有知识弱

势，而且学习接受能力差，知识面窄，这为养殖户提

高养殖技术，抵御风险造成障碍。而现在养殖业飞

速发展，很多养殖户都是入行 1～2年的新手，知识

储备差，提升养殖技术，抵御技术风险迫在眉睫。

除了以上 3 点，还有一些其他因素，例如国家

政策对养殖行业的影响，养殖户面临的资金周转问

题等，这些都会对养殖户的正常运营构成威胁。

2 畜牧养殖业的风险管理

现阶段，养殖户介入养殖行业完全是追逐利润

的市场行为，开始生产活动之前必然会有一个风险

评估。但是，由于养殖户知识水平有限，局限于眼界

问题，往往不能发现一些潜在风险。以至于在介入

养殖业之后，往往会心生退意，在生产过程中三心

二意，从而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所以，农户在决定

投资之前，应该清醒认识到当前复杂多变、竞争激

烈的市场环境，对各种因素有一个基本判断，再结

合自身抵御风险的能力进行风险评估，然后做出决

策。并且在入行后，应有基本的风险管理意识。

2.1 加强知识储备，科学化管理

经过以上分析，必须认识到养殖业风险是多变

的、复杂的、隐蔽的。养殖户首先应该解决的是自身

内部风险。在生产过程中，用心去经营农场，不能认

为养殖只是简单地喂食打扫。要注意家畜在不同阶

段的不同特点，注意食物配比、温度变化、季节性流

行病等。随时注意观察家畜的健康状况，产奶产蛋质

量。要注意养殖栏舍的布局合理，通风条件等。从自

身做起，避免因自身不足造成的损失[3]。

2.2 建立风险应急措施

养殖户所面临的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贯穿始

终，无法避免。为了把风险降到最低，养殖户需建立

应急防范措施。例如，定期接种疫苗，防治疾病传

染；主动配合当地畜牧部门，推行畜牧疾病防治措

施；与当地商业保险公司合作，抵御经济风险等等。

2.3 政府引导建立预防机制

畜牧养殖是关乎当地农民收入水平的重要行

业，政府应担当引导角色。例如，在土地批准和资金

扶持方面给予优惠；组织科技下乡活动，把农民需

要的生产知识宣传到户；组织当地企业形成行业协

会，互相交流经验等。

3 结 语

畜牧养殖业已经成为我国一个重要行业，但是

畜牧养殖业所面临的风险也在逐步加大，如何进行

风险管理、降低风险对养殖户造成的损失，已经成

为所有养殖专业户所面临的重要问题。跟紧市场，

努力提升自己，积极落实防御措施，这样才能更好

地抵御风险，获得更大的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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