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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检查，防止假冒伪劣产品进入市场和养殖场，危

害动物和人类健康。

3.5 加大舆论宣传，强化培训力度

对饲料经营业主和养殖业主进行法律法规、管

理能力和检测技术等内容培训，提高业主的法律意

识和管理水平，自觉遵守相关法律法规，提高饲料

质量辨识能力。同时动员社会舆论、新闻媒介、消费

者参与到打假活动中，通过法律、行政、经济等手段

加强对不法经销商的处罚力度。

饲料是保障农民养殖效益，畜产品优质安全的

重要大宗农业生产资料。国家先后制定出台了《畜

牧法》、《农产品质量安全法》、《饲料和饲料添加剂

管理条例》、《饲料生产企业审查办法》等法律法规

来规范饲料产销市场。虽然有关部门对整顿饲料市

场已引起重视，并下发了文件，做出了有关规定，但

局面一直未得到改观。为此强烈建议由政府相关部

门牵头，按照法律法规要求，联合整顿非法经营饲

料的单位和个人，以规范饲料市场经济秩序，确保

饲料质量和安全，以促进黔江区 200万头生猪养殖

可持续健康发展。

摘要 介绍了龙头企业在提高畜牧业综合生产能力和带领养殖户增收致富上的积极作用，指出了存在的主

要问题，并提出了今后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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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畜牧产业化发展过程中，有较强市场开拓能

力或加工增值能力、技术创新能力并有带领某项产

业发展的企业，称为“龙头企业”。龙头企业在畜牧

业产业化发展中起到举足轻重作用，其作用将生产

方式由传统散养向标准化规模养殖的转变，产业发

展由重生产环节向产业链各环节并重的产业化经

营方式的转变，当前是畜牧业发展方式的重要转折

期，又是行业管理由技术推广服务向技术服务、动

物卫生监督、质量安全监管的综合监管方式的转变

期。因此，龙头企业在提高畜牧业综合生产能力和

带领养殖户增收致富方面都起到积极的作用。

1 龙头企业在畜牧业发展中的作用

1）控制市场风险。在市场还不十分规范的今

天，龙头企业与农牧民之间没有建立起“风险共担、

利益均沾”的机制，牧业时刻都会遇到自然、市场、

社会、疫病和政策等方面的风险。实现降低市场波

动幅度和养殖风险，龙头企业和养殖户、养殖基地

紧密相连有效地形成互利共赢的利益联合机制，极

大限度地降低养殖风险。

2）推进产业化发展步伐。龙头企业承担起了养

殖户不能承担或承担不起的环节，如投入品采购、

种源供应、技术服务、市场销售等环节，形成多种形

式的利益联结，在龙头企业产业化经营机制创新的

引领下，组成了众多畜牧专业合作组织，实现多方

共赢，激发了养殖积极性，加快了畜牧产业发展的

步伐。

3）稳定机制，拉长产业链条。龙头企业积极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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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企业合作，实施畜牧产品品牌战略，坚持走品

质、品牌的高端路线，实行统一品牌，统一销售，运

用市场化手段，有效地开拓市场，扩大了规模、领域

延伸的新格局，促进品牌崛起，提高企业竞争力，培

育出诸多骨干龙头企业。帮助专业合作组织和生产

基地开展无公害产品，使产业链不断延伸，提高畜

产品市场知名度和竞争力。

4）推进科技创新。龙头企业依靠研发针对性强、

机制灵活、成果转换率高的优势，将产学研、农科教

集于一体。通过建设高标准的生产基地，示范带动

良种良法的推广和指导，提高了农民专业化服务的

水平，特别在信息技术、生物技术的广泛应用，农业

科技步伐在不断加快，提高资源利用率；在市场竞

争日趋激烈下，增强核心的竞争力和消费结构的快

速升级，有效提高饲养管理技术能力。

5）承担社会责任。由于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绝大

多数规模较小，实力不强，服务功能较弱，机制不健

全，相关的服务部门服务步伐迟缓，龙头企业只好

为基地农牧户开展技术指导、疫病防治、市场信息、

产品营销等各类服务项目，不断在生产过程中产

前、产中、产后各环节开展服务工作，还吸纳农民工

在家门口就业，为返乡创业农民工和部分行业精英

人士提供了一个新的广阔的创业舞台，为建设社会

主义新农村起到积极的作用。

6）优化经济结构。龙头企业在开拓市场、提升

产品品质、降低交易费用、增长利润空间等方面作

用巨大。目前多数养殖企业都是单打独斗，养殖基

础差，养殖效益主要来自初级产品交易，无品牌附

加价值，养殖利润很低，融资困难。龙头企业是发展

的发动机，拓宽了引资范围，实行多渠道融资。引进

科技含量高、经济实力强、辐射范围广的龙头企业，

积极推广“公司 +合作社 +基地 +农户”的运作模

式。有效鼓励社会剩余资本、吸引大量的外来投资

兴办养殖实体企业，起到资金“血液”喷薄有力的作

用，资金周转的快速良性循环，是推动产业发展和

促进行业健康持续发展的动力。

2 存在的主要问题

1）实力不强，缺乏精品名牌产品意识。目前我

国各类龙头企业近 10万家，国家级只有 600家，具

有国际知名品牌还不到 50个。当前大部分龙头企

业还是生产初加工产品，增值水平低，市场竞争力

不强。受传统观念的影响，还没有从过去重生产转

到生产与加工流通服务并重的意识上来。出现了

“龙头大、吃不饱、龙头小、带不动”等现实发展中的

不协调问题。不重视地方畜禽品种地理标志登记、

“三品”认证和知名品牌认证等工作。缺乏打造国际

知名品牌和无公害畜产品的意识。

2）经济联结机制不强。当前大多数龙头企业与

农户的联结仍然只限于简单的产品买卖关系、松散

的合同关系，出现了互动力不强和资金不足的问

题。产销难以有效对接，同时产业化发展还存在一

定的盲目性，低水平重复建设现象较为普遍，农户

受小农意识影响，过多地考虑自身利益，缺乏法律、

诚信和配合等意识。如最近几年出现“倒奶事件”、

“抛猪事件”等事件发生，致使产业受到严重的影

响。

3）缺乏有效资金扶持。由于龙头企业与农户引

导利益关系机制不健全，没有树立“龙头活，全盘

活”的思想，农业产业化发展资金严重不足。当前养

殖效益主要来自初级产品交易，无品牌附加价值，

养殖利润很低和积累缓慢，资金短缺和融资难度

大，资金瓶颈严重，融资渠道狭窄，严重地制约了产

业的发展。

3 今后的发展方向

1）实现畜牧业产业化，做强优势畜牧业项目。

积极扶持养殖及加工、销售，促进现代畜牧业转型

升级，增强畜牧业可持续发展能力。坚持走品质、品

牌、品格的高端路线，根据市场规律发展生产和开

拓市场，采取有力措施扶助龙头企业，充分发挥优

势，带动生态畜牧业快速健康发展，促进畜牧业转

型提质和农民增收致富。

2）健全重大动物疫病防控体系。动物疫病防控

实行区域化管理，在防疫防控、科学饲养、饲料种植

等方面开展产前、产中、产后系列化服务；全面实施

重大动物疫病的强制免疫，免疫率达 100%。围绕饲

料、兽药、种畜禽、动物防疫四大重点，建立健全县、

乡、村三级畜牧兽医服务网络，完善畜产品质量标

准监测体系和动物疫病基础设施建设，以开展强制

免疫注射、疫情监测和动物卫生监督为重点，严格

控制动物疫病的流行和蔓延，为畜禽养殖撑起安全

保护伞，确保畜牧业生产健康快速发展。

3）改变传统养殖方式，走生态养殖之路。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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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散养到“公司 + 规范化牧场园区”模式的提升，

建设标准高、环境可控、管理程序化的养殖场，传统

的分散养殖户逐渐退出。以龙头企业以及畜禽养殖

大场（户）为代表的规模养殖方兴未艾、迅速崛起，

利用荒地、坡耕地，扩大养殖规模。生态养殖是科学

的养殖、可持续的养殖，通过规模化经营，保护环

境，提高畜牧业标准化生产水平。严格监控，强化

重大动物疫病防控工作，推行养殖档案制度，严格

养殖投入品监管，规范管理。确保质量，完善产品质

量安全监测制度，提高龙头企业整体水平和经济效

益。

4）技术服务。采取多种形式培养业务骨干，积

极引进高层次人才，鼓励高级专业技术人员与畜牧

业龙头企业和规模养殖户实行结对服务，开展标准

化、规模化、健康养殖技术指导，进行疫病防控服

务、产销信息服务，实施防疫监督、畜产品安全监

管，完善畜牧业龙头企业发展的技术支撑。大力推

进自主创新、科技推广、技术培训以及动物防疫、标

准化生产等工作，支持发展生态养殖，提高从业人

员素质。

5）提高加工能力，打出品牌。当前屠宰能力不

强是制约畜牧业发展的主要瓶颈，以屠宰为重点的

畜牧产品深加工环节需要寻找突破口。随着龙头企

业的产业链条不断拉长，辐射带动能力不断增强，

稳定连接机制，拉长产业链条，打造品牌，推进专业

化、标准化、规模化、区域化生产，优化产业服务结

构，建立产品加工、流通等信息系统，应努力打造自

己的品牌，加快畜产品生产、加工和运销的产业链，

建立自己的销售渠道，拓展和延伸产业链条，培育

壮大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和产业集群作为提升现

代畜牧业发展水平的重大战略。

6）掌握行业大数据，敏锐捕捉产业发展机遇，

利用现代手段强化市场营销。龙头企业作为最新资

讯的引领者，首先要健全畜产品营销网络，加强高

效畅通安全的现代流通体系建设，利用期货、现货

交易平台，发展订单牧业或电商牧业，掌握好市场

对品种和产品的需求信息，指导、调整养殖品种和

规模。为产业化经营组织和养殖户提供及时、准确

的市场信息服务，提高产品附加值，提升产业持续

快速发展能力，推进流通标准化，提高流通效率，建

立紧密联结、互利双赢的运行机制。

7）加大科技研发的力度，增强农业科技创新的

能力。开展自主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特别

是新品种、新设备和工艺的引进与发达国家还有很

大差距，利用龙头企业优势开发和引进新品种、新

技术、新产品，为农户提供养殖技术、市场信息、生

产资料供应和产品销售等，提高科技成果的转化水

平，提高农产品加工业的技术装备水平，不断提高

资源利用率；增强核心的竞争力，建立科技人才的

培养机制。

8）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转变生产理念，提升

标准化养殖水平。按照“规模化、产业链式”产业化

发展目标，加快推进现代畜牧业发展，树立“以项目

育龙头，以龙头带基地，以基地建产业”的理念，推

进畜牧产业化、标准化建设。利用龙头企业的先进

生产管理技术、完整的资金链、成熟的销售市场，加

快实现良种繁育、动物防疫检疫、畜产品安全检测

和科技推广服务四大体系建设，通过推进品牌培

育、科技研发、资源整合、完善利益联结和营销体系

等工作，有效发展产业基地，延伸产业链条，发挥畜

牧业的优势，带动生态畜牧业快速健康发展，促进

畜牧业转型提质和农民增收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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