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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环保方面的因素。特别对粪污、病死尸体无

害化要严格按照技术规范进行处理，加大无害化处

理力度。强化防疫和检疫工作，严格控制死亡率，积

极推广标准化生产、无公害生产、循环养殖、健康养

殖、科学养殖技术的新模式。

4）调整产业结构。以加快生产方式转变为突破

口，补齐短板，做强产业链，整合各方力量，引导一

家一户的小规模养殖向适度规模转变，从天然放牧

向舍饲半舍饲转变；提高机械化水平，完善配套服

务体系，实现专业化、集约化的经营管理，建成养殖

专业合作社，增强抗风险能力。

5）制定实施扶持政策和帮扶措施，推进产业快

速发展。结合十堰市实际，出台养牛业发展政策和具

体措施，不断通过多种方式出台发展养牛业的优惠

政策，特别对良种、管理、技术、保险、防疫等方面的

补贴帮扶，调整产业结构，制定出切合实际的政策

和具体解决措施，以激发和鼓励农民的养牛积极

性，真正使养牛业得到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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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新常态背景下，泰兴市畜牧生产呈现畜牧总体规模增速平稳或微下降，规模化水平大为提高；畜禽饲

料成本在畜禽养殖中占比下降，但畜禽生产总体成本持续上升；畜牧业逐渐转型为规模化、标准化、设施化、生态

化、信息化产业；畜牧业产业发展更具备理性与韧性，大起大落与无序竞争逐渐减少，产业自愈能力日益增强的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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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新常态背景下，泰兴市通过政府扶持、项

目推动、信贷支持、科技服务、先进技术推广和宣

传，促进畜牧业调结构、转方式，保障畜牧业健康发

展，维护动物源性食品安全和社会公共卫生安全，

形成畜牧业集聚发展、安全高效、技术先进的畜牧

现代化新格局，从而使泰兴市畜牧业发展呈现新的

气象，展现了新的趋势和新特点。

1 畜牧总体规模增速平稳或微下降，

规模化水平大为提高

随着城镇化步伐的加快推进，人们的生产、生

活条件不断提高，以及畜禽养殖效益的波动大，分

散的庭院式养殖逐步向集约化规模养殖转变，小规

模的散户养殖由于受到市场风险、环境条件、劳动

能力等因素的制约，在逐年退出。据 2011年 8月对

全市畜牧业生产情况的调查统计，生猪养殖户数占

总农户的 11.4%。据 2015年 3月份抽样调查，生猪

养殖总户数占总农户的 6.7%，减少的户数多为散养

户。由于散户的加速退出，加之高效设施农业、标准

化养殖项目的支撑及生猪调出大县奖励政策、能繁

母猪保险等优惠政策的落实，有力地刺激了泰兴市

生猪产业的发展，生猪的规模养殖比重逐年增加。

2015年 1季度生猪规模养殖比重达 91.73%，其中

大中型生猪养殖比重为 70.16%，蛋鸡规模养殖比重

99.32%，肉禽规模养殖比重 100%，分别比 2014 年

末增加 0.09%、0.03%、0.02%。山羊规模养殖比重为

44.58%。奶牛规模养殖比重为 100%。从 2003年到

2013年泰兴市生猪年上市保持在 110万头左右，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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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有所下降，2014年生猪上市只有 107万头。

2 畜禽饲料成本在畜禽养殖中占比

下降，但畜禽生产总体成本持续上升

近年来，人工成本大为提高，现在 1头猪的人

工成本达到 80元，新的设备应用虽提高养殖效益，

但维修以及运行费用、设备投入费用大增，现在对

环保投入增加，加之规模化生产导致疾病增加、疾

病传染速度加快，致使畜禽保健、兽药用量增加，以

及规模化生产对技术要求比较高、土地租赁费用上

涨，使畜禽生产中饲料占比下降，其他费用增高，畜

禽养殖也逐渐转型为资本密集型产业。

3 畜牧业逐渐转型为规模化、标准

化、设施化、生态化、信息化产业

近几年来，泰兴市着力推进饲养方式由小规模

粗放式饲养向标准化适度规模养殖转变，推动产业

布局向东部黄桥、元竹、新街、古溪、分界等乡镇集

中，规定凡是粪污处理达不到环保要求的小型养殖

场，要逐步关停；凡是新办的养殖场，必须在规划选

址、建设布局、自主防疫、粪污处理等方面达到硬性

要求，否则一律不予批准。

泰兴市充分利用养殖预留用地的有利条件，加

大招商引资力度，认真落实生猪调出大县奖励等惠

农政策，培植一批品种优良、饲养规范、设备先进的

标准化规模养殖企业。如一流的洋宇牧业、伟光羊

场、鹏伟羊场、苏姜猪养殖基地、牛鑫养殖场、华衡

亿等大型养殖场，其中年上市万头以上猪场 9个、

年上市 3 000头以上生猪企业 35个，存栏 10万羽

以上蛋鸡场 2家、千头羊场 13家、200头以上奶牛

场 7家等。

大多数企业采用自动饲喂系统，湿帘、排风扇

等防暑防温设施，自动控温系统，自动饮水系统，水

泡粪养殖方式、限位栏、产床、保育栏、刮粪机等各

种先进生产设施广泛应用于畜禽生产中。同时，泰

兴市鼓励规模场改造升级开展节能减排和生态环

境保护，年上市 500头以上的 149 家猪场中，绝大

部分场能做到干湿分离、雨污分流，配套建设了干

粪堆积发酵场和湿粪三级沉淀池等再利用设施，新

街镇洋宇有限公司积极打造“花园式养殖场”，仅栽

植桂花树、樟树等名贵树木就达 1.3万多棵；华衡亿

有限公司沼气工程的沼渣、沼液与周边农田结合，

达到沼、果、蔬循环利用的目的。泰兴市生态循环养

殖场不断增多，而且注重信息技术在生产管理、疾

病防控、检疫监督等方面的应用，建立了畜禽养殖

登记备案、动物标识与疫病防控可追溯体系等信息

化管理系统，建立了畜牧兽医专家 QQ群和“菜单

式”培训模式，多数大型规模场添置了物联网环境

控制、自动投料饮水等设施，泰兴市已打造成集行

业监管、信息服务、专家培训于一体的畜牧兽医综

合信息服务平台，推进畜牧业管理的信息化，实现

畜牧业管理方式质的飞跃。

4 畜牧业产业发展更具备理性与韧

性，大起大落与无序竞争逐渐减少，产
业自愈能力日益增强

多年来，“猪周期”往复不断，规律性难以把握；

蛋禽生产 1年甚至二、三次波动；奶业的抢奶、拒收

也多次上演，绝大多数散户快速退出。与此同时，一

些长期从事养殖业并有一定市场把控力的养殖企

业和一些手上资金较充裕的畜牧企业，往往都是请

职业经纪人管理养殖企业，在经过多年市场优胜劣

汰、大浪淘沙、市场久经考验后，逐渐成长为泰兴市

畜牧业主力军和龙头企业，他们大多数有了一定的

养殖技术和经济实力，畜禽设施化水平较高、养殖

技术水平较高，先进科学技术广泛应用，对市场把

控能力加强。特别是近年来，泰兴市加强对畜禽保

险以及生猪调出大县奖励，从而增强了养殖业抗风

险能力，这些企业现在都已达到年上市 3 000头以

上，采用自繁自养生产模式，使泰兴市常年生猪存

栏较稳定。这几年尽管也出现少有的价格波动，但

投资者仍旧看好畜牧产业前景。这是市场淘汰的结

果，也是产业在波动、调控的往复博弈中逐渐成熟

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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