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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雄州家庭适度规模猪场现状与思考

邢志先 1 杨培昌 1* 盛文波 1 陈德良 2 王新华 3 姚军本 4

1.云南省楚雄州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云南楚雄 675000；
2.云南省大姚县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云南大姚 675400；

3.云南省南华县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云南南华 675200；

4.云南省双柏县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云南双柏 675100

收稿日期院2014-09-26
基金项目院云南省现代农业生猪产业技术体系渊云财教[2013]160号冤
*通讯作者

邢志先袁男袁1959年生袁高级畜牧师遥

摘要 通过对楚雄州适度规模养猪场现状调查及分析，总结归纳家庭适度规模养猪场的形成过程，同时指

出存在的问题及应对之策，供同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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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适度规模猪场作为家庭农场袁是农村经济
的重要组成部分袁是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遥 由于大部
分家庭适度规模猪场是在低层次上发展起来的袁普
遍存在养殖环境不规范尧养殖环节标准化程度低等
问题遥 为提升家庭适度规模猪场的经济效益袁需从
注重养猪场选址与布局尧种猪质量的选择尧生产规
范化尧养殖设施配套尧制定针对本场疫病的免疫程
序尧养殖环节污染物的无害化处理 6个方面进行提
升改造遥
1 家庭适度规模猪场的形成
1.1 社会劳动分工逐渐明确

随着农村生产效率的提高，社会劳动分工的要

求也随之明确。农村产业经济由小而全逐步向多元

化、专业化方向结构细分，原来传统家庭小而全的

生产模式已不适应现代家庭经济结构的发展。虽

然，务工经济是当前部分农村的主要经济来源，但

也还有许多人留恋于传统的农业经济。就是这些不

离不弃的留恋者，他们为了从农事中获得更多的收

益，改变了传统农业经营模式，创造出了使收入水

平能与当地城镇居民相当，实现较高的土地产出

率、劳动生产率和资源利用率的家庭适度规模农场

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家庭农场。家庭农场作为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以农民家庭成员为主要劳动

力，以农业经营收入为主要收入来源，利用家庭承

包土地或流转土地，从事规模化、集约化、商品化农

业生产，保留了农户家庭经营的内核，坚持了家庭

经营的基础性地位。适合我国基本国情，符合农业

生产特点，契合经济社会发展阶段，是农户家庭承

包经营的升级版，已成为引领适度规模经营、发展

现代农业的有生力量[1]。家庭农场的从业者为家庭
成员，为当前农村劳动力就地转移找到了出路。随

着经济的发展，在社会的转型时期，农村劳动力大

量外出转移，导致农村生猪散养户越来越少、猪肉

市场供应紧张、部分土地无人耕种、农村留守老人

和儿童无人看管等一系列农村社会问题。如何促

进农村经济持续稳定发展已成为各级党委政府研

究的主要问题，因此以农村家庭农场的形式发展

适度规模的生猪标准化养殖，既可以促使农村部

分劳动力就地转移，又可以解决当前农村存在的

一系列社会问题，对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

要的影响。

1.2 适度规模养猪业起步较早

在家庭农场经济体中，从事适度规模养猪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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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是起步较早的一种家庭农场经济体。起先，经

营者大多是从事农副产品加工，利用富余的副产物

进行生猪适度规模养殖，由于种植业技术水平提高

和种植农作物有明显的季节性，农村出现了富余劳

动力，加之，分散养殖收益率不能作为家庭主要的

经济支柱，许多散养户逐步放弃了从事养猪这个高

成本、高风险、高投入、微利的行业，部分具备一定

养殖条件和技术的家庭又投资步入适度规模养猪

行业。

2 楚雄州家庭适度规模猪场现状
2.1 楚雄州畜牧业生产概况

楚雄彝族自治州是一个农业州袁辖 10个县市袁
103个乡镇袁区域总面积 2.926万 km2遥 全州总人口
261.68万人袁其中乡村总户数 57.16万户袁农业人口
204.99万人袁非农业人口 56.69万人袁农村居民人均
纯收入 3 896元遥 2013年生猪存栏 264.38万头袁出
栏 350.97万头曰 牛存栏 77.20万头袁 出栏 35.70万
头曰羊存栏 141.98 万只袁出栏 102.15 万只曰禽存栏
量 1 253.49万羽袁 出栏 2 040.03万羽遥 肉类总产
40.5万 t袁 奶 695 t袁 禽蛋 1.17万 t曰 畜牧业产值达
91.28亿元袁占农业总产值的 36.9%遥
2.2 楚雄州家庭适度规模猪场发展情况

据 2013年末统计显示袁 楚雄州生猪规模养殖
户共 1 942户袁出栏生猪 64.39万头袁分别占全州乡
村总户数的 0.34%和 18.35%遥 其中年出栏生猪
100耀1 000头或饲养母猪 5耀50头的适度规模养猪
户 1 889户袁出栏生猪 48.49万头袁分别占生猪规模
养殖户的 97.27%和出栏的 70.88%遥 为进一步证实
家庭适度规模猪场在农村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袁我们
以家庭成员为主要劳动力袁 在不请工的前提下袁以
种植和适度规模养猪为主体袁对农村家庭经济收入
来源进行了随机抽样调查袁共调查 100户袁人口 234
人遥 调查显示袁这 100户户均 4.7人袁其中劳动力 3
人曰耕地 0.585 hm2袁存栏生猪 189头袁饲养母猪 25
头曰户均年出栏仔猪 249头尧肥猪 218头遥 这些家庭
在种好责任田的同时袁 发展生猪适度规模养殖袁户
均家庭总收入 39.38万元袁 其中养猪收入 36.31万
元袁 年均纯收入 3.48万元袁 是全州人均纯收入的
1.08倍袁其中养猪收入占家庭收入的 84.51%遥 由此
说明袁种植责任田主要解决家庭吃饭问题袁而经济
收入主要来源于养猪遥 在农村从事种植和适度规模

养猪袁既照顾了家庭成员袁特别是老人和儿童袁同时
也获得了可观的经济收入。

2.3 楚雄州家庭适度规模猪场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1）养殖环境不规范。由于农村大部分生猪适度
规模养殖户是利用富余农副产物在原来分散养殖

的模式下发展起来的，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猪场（舍）

建设的选址、布局和设计、养殖设施配备和粪污处

理利用设施、养殖环境保护的不规范现象。人畜混

居、不同生理发育阶段的猪群混养、养殖环境差等

问题普遍存在。

2）养殖环节的标准化程度低。养殖环节的标准
化程度低表现如下。一是良种意识不强，体现在种

猪选择随意性大，血缘混杂，生产的产品（出栏的仔

猪和肥猪）整齐度和质量差；二是生产规范化程度

低，体现在饲料配比不合理，多数采用购买浓缩饲

料自配玉米、糠麸等，配比随意性大，往往表现为能

量过多；有的饲喂采取有啥喂啥的方式，甚至采用

泔水喂猪，盲目使用添加剂、不按规定休药等；三是

养殖设施化程度低，主要体现在没有配备分娩母猪

产床、仔猪保温设备和保育栏、自动饮水器、给料槽

等设施，仔猪黄白痢发生较为普遍，仔猪被压死、踩

死的现象时有发生，导致仔猪育成率仅为 80%左
右，生产水平低下；四是程序化免疫程度低，动物疫

病控制能力差，没有较为合理的针对自己猪场疫病

流行情况的免疫程序，导致疫病控制难；五是粪污

无害化程度低。体现在粪污不进行无害化处理就随

意排放，对环境污染较大。

3 楚雄州家庭适度规模猪场发展的

思考

3.1 楚雄州家庭适度规模猪场发展的思路

楚雄州仅占乡村总户数 0.34%的生猪规模养殖
户出栏的生猪占全州总数的 18.35%遥其中适度规模
养猪户出栏生猪占规模养殖户的 70.88%袁适度规模
养猪户出栏的生猪已成为生猪出栏的主力军遥 因此
楚雄州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作为云南省现代农

业生猪产业技术体系楚雄综合实验站的依托单位袁
从 2009年起以地方特色猪种撒坝猪遗传资源为基
础袁推广地方猪种质资源滇撒猪配套系袁就如何推
进和引导农民发展生猪适度规模养殖袁探索年生产
100耀1 000头生猪养殖户家庭适度规模的生猪养殖
模式遥 结合当前楚雄州农村生猪适度规模养殖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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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程度较低的实际袁从生猪良种化尧生产规范化尧养
殖设施化、防疫制度化、污染无害化等环节入手，着

力解决标准化生产难以实施、畜产品质量安全难以

保障、监管成本高等问题。

3.2 生猪适度规模养殖亟需解决的问题

1冤注重养猪场选址与布局遥 适度规模养猪由于
多为单户饲养袁猪场多位于住处旁袁人畜混居尧外来
人员无法控制袁这为某些人畜共患病的发生和传播
留下隐患遥 因此袁在场址选择上要尽量与人居环境
保持相对距离袁 并设立隔离墙将人居与猪舍分开遥
同时袁在选择场址时还应注意周边环境袁如周边的
水源水质尧工业野三废冶尧农药等是否会对猪场内环
境构成影响遥 在布局上袁推行从上风到下风顺序袁考
虑将猪舍划分为分娩哺乳舍尧妊娠舍尧保育舍尧育肥
舍袁有条件进行自配的还要考虑建设公猪舍袁公猪
舍应距母猪舍有一定距离袁以免相互影响[2]遥

2冤注重种猪质量的选择遥 家庭适度规模猪场采
用自繁自养袁以生产优质仔猪和育肥猪商品为生产
目的袁大多饲养管理水平都相对较低遥 在种猪选择
上袁要从适应性尧抗病力强尧耐粗饲等方面考虑袁如
果准备饲养管理要求水平相对较低的品种袁通常选
择由地方猪种选育出来的猪种袁 如滇撒猪配套系尧
滇陆猪等曰如果饲养管理水平稍高一点的猪场可选
择饲养 DLY遥不要盲目选择对饲养管理水平要求高
的配套系品种袁如 PIC尧斯格尧托佩克等遥

3冤注重生产规范化遥 注重生产规范化是指在生
猪饲养过程中的饲料尧兽药尧生物制品尧休药期尧饮
用水等投入品要符合国家相关规定袁 并完善采购尧
使用尧病死畜治疗尧无害化处理尧选种选配等记录曰
同时根据不同品种尧不同生产目的尧不同生理阶段
分栏饲养尧调配饲料袁以满足营养需要而又不造成
浪费遥 生产的规范化是大部分适度规模养殖户最容
易忽视的一个环节袁没有将规范生产作为提质增益
的一个重要环节来认识遥 饲料尧兽药尧生物制品尧休
药期尧饮用水只注重价格尧方便等因素袁不注重分阶
段按不同生理生长发育阶段来饲养和配制饲料袁造

成了产品肉质低劣袁畜产品质量可靠性差袁养猪效
益得不到充分发挥遥

4冤注重养殖设施配套遥 养殖设施是为满足猪只
生理生活需要的重要保障袁养殖设施是节约劳动力
投入尧提高养殖经济效益的重要手段之一遥 目前适
度规模养殖场很少使用养殖设施袁一是对养殖设施
的作用认识不足袁思维上只习惯于用老方法进行养
殖曰二是不愿意投资袁因为没有感受到养殖设施的
作用袁也就不愿意去尝试遥

5冤注重制定针对本场疫病的免疫程序遥 由于大
部分适度规模养殖场养殖规模相对较小袁对本场动
物疫病情况不了解袁加之袁购买种猪时未经疫病检
测袁只习惯于常规免疫袁没有针对性地对本场的动
物疫病进行检测袁也就没有制定针对性的免疫程序
方案袁特别要注重导致种猪繁殖障碍性疫病的程序
免疫遥

6冤注重养殖环节污染物的无害化处理遥 猪的粪
尿排泄量很大渊约为 4耀8 kg/头冤袁其中含有大量有
机物质袁排出体外后会迅速腐败发酵袁产生硫化氢尧
氨尧胺等腐臭物质袁污染猪舍和大气环境曰粪尿中所
含氮尧磷等物质虽可改良土壤袁但过量却会败坏土
质袁将严重影响农作物的生长曰而所含病原微生物尧
寄生虫卵尧 残留药物等是污染自然水源的主要物
质遥 家庭适度规模猪场如果不注重养殖环节污染物
的无害化处理袁长时间肆意排放袁不仅对环境造成
严重污染袁而且对家庭猪场自身的可持续发展也产
生严重影响遥 严格控制养猪中污水及粪尿的排放袁
或通过合理处理袁变废为宝是生态养猪的重要内容[2]遥
养殖场粪污可充分发酵后作为有机肥和产生沼气

作为能源袁沼液作为有机肥还田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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