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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十堰市 2010年和 2016年生猪产业存栏、出栏情况

县市区
存栏量 /万头 出栏量 /万头

2010年 2016年 增量 增幅 /% 年均增幅 /% 2010年 2016年 增量 增幅 /% 年均增幅 /%

全市合计 166.76 128.33 －38.40 -23.03 -3.84 160.75 192.50 31.75 19.75 3.29

丹江口市 26.50 16.71 －9.79 -36.94 -6.16 23.91 25.07 1.16 4.85 0.81

郧阳区 27.33 43.12 15.79 57.78 9.63 30.11 62.87 32.76 108.80 18.13

郧西县 25.59 16.22 －9.37 -36.62 -6.10 25.61 24.33 －1.28 －5.00 －0.83

竹山县 26.46 17.01 －9.45 -35.71 -5.95 23.52 24.01 0.49 2.08 0.35

竹溪县 28.60 16.98 －11.60 -40.56 -6.76 26.33 26.07 －0.26 －0.99 －0.16

房县 27.37 16.72 －10.70 -39.09 -6.52 25.60 25.68 0.08 0.31 0.05

十堰城区 4.91 1.57 －3.34 -68.02 -11.34 5.67 4.47 －1.20 －21.16 －3.53

摘要 长期以来，生猪生产一直是十堰市畜牧业主导产业，本文在调研分析本辖区养猪业生产现状和存在

的问题的同时，针对性提出了产业发展对策：开展培训，强化科学养猪理念；建立基地，抓好地方品种选育；推广

技术，促进猪场转型升级；创建品牌，推动产业提质增效；纵横联合，驱动企业创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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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十堰市养猪业一直占居本市畜牧业生

产主导地位，2016年，全市生猪产业产值达到 50.24

亿元，占全市畜牧业总产值的 49.99%，对畜牧业稳

定发展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十堰市生猪产业

仍然面临着规模不大、结构不优、品牌不亮、效益不

高、发展不稳等突出问题。为破解难题，促进产业结

构调整、提质量、增效益，笔者通过调研分析本辖区

养猪业生产现状及存在的问题，结合生产实际，提

出了推动本辖区养猪业发展的应对之策，希冀为生

产实践有所裨益。

1 养猪业生产现状

1）发展态势平稳。由表 1可知，在饲养量方面，

全市养猪从 2010-2016年，除郧阳区增长外，全市

呈现负增长，但降幅不大，仅为 2.04%。从出栏量看，

全市总出栏量呈现增长态势，总增幅 19.75%，年均

增幅 3.29%。以出栏量增幅为依据，可分为增长型

（郧阳区、丹江口市）、稳定型（竹山县、房县）和萎缩

型（郧西县、竹溪县、十堰城区）。

2）郧阳区发展快速（见表 1）。2016年，郧阳区猪

饲养量达到 105.99 万头，占全市猪总饲养量的

33.04%。2010-2016 年，该区猪饲养量增幅达到

184.52%，存栏量增幅达到 57.78%，是全市唯一增长

的区域。2010-2016年，该区猪出栏量增加 32.67万

头，猪出栏量增幅达到 108.8%，年平均增长

18.13%。2016年该区出栏量占全市猪总出栏量的

32.66%，猪肉产量 4.72 万 t，占全市猪肉产量的

3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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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十堰市 2010年和 2016年生猪产业产值、产量

表 3 十堰市 2010年和 2016年生猪规模生产情况

年份 牧业总产值 /万元 饲养量 /万头 出栏量 /万头 猪肉产量 /万 t 生猪业产值 /万元

2010年 379 907 327.51 160.75 11.54 419 557

2016年 1 004 944 320.83 192.50 14.44 502 380

年份 规模场数量 /个 全市规模场总数 /个 占总场数比重 /% 占总出栏比重 /%

2010年 318 2 269 14.01 31.79

2016年 606 4 953 12.24 45.61

规模场出栏量 /万头 全市总出栏量 /万头

51.1 160.75

87.8 192.50

3）产业支柱凸显（见表 2）。一是生猪产业产值比

重高。2016年，全市生猪产业产值达 502 380万元，

占全市畜牧业总产值的 49.99%。二是猪肉产量位居

榜首。2016年，全市生产猪肉 14.44万 t，占全市肉

类总产量的 65.34%。

4）规模养殖剧增（见表 3）。2016年，全市规模

养猪场（年出栏量≥500头）606 个，占全市畜禽规

模养殖场总数的 12.24%，占全市家畜规模养殖场的

14.76%。全年规模养猪场出栏量为 87.8万头，占当

年猪总出栏量的 45.61%，较 2010 年增长了

13.82%。

2 存在的问题

1）品种资源利用不够。十堰市虽然拥有经国家

认定的著名的郧阳黑猪地方优良品种，但因轻保

种、重改良，轻保护、重效益，长期以来却未能得到

充分保护、利用，不仅导致这一珍贵资源生产潜力

难以显现，而且其优良的繁殖性能、肉品质量等遗

传基因濒临灭绝之风险。

2）科学养殖水平不高。主要表现在养殖业主科

学养畜观念淡薄、专业知识欠缺、智力投入不足、基

础设施简陋、饲养管理粗放、生产模式落后、高新技

术较少，尤其是中小型养猪场，大多数仍然属于传

统粗放式的养猪模式。

3）龙头加工企业不足。目前，十堰市尚无一家猪

肉精深加工企业，猪肉生产依旧处于宰后分割、鲜肉

上市的传统粗加工阶段，不但猪肉产品的附加值难

以实现，而且产业抗御市场风险能力十分脆弱。

4）产品质量品牌不亮。由于既无优良商品肉猪

生产企业支撑，又无本地良种猪繁育基地，除少数

养殖场自繁自养外，大部分养殖场的商品仔猪，主

要依靠周边地区引入，品种混杂，质量难以保障，致

使生产产品既无特色，更无品牌。

5）规模养殖块头不大。一是规模化、集约化、标

准化程度不高，全市年出栏 1 000头以上大型养猪

场比例不到 20%。二是规模场饲养量、出栏量虽有

增长，但与发达地区相比，其占总养殖量比重仍明

显偏低。

3 发展对策

1）开展培训，强化科学养猪理念。一是采取多

种方式，利用多种途径，积极组织养殖场业主、管理

人员、技术人员进行业务技术培训，强化科学理念，

提高专业素质。二是建立专家咨询服务电子网络信

息平台，充分发挥业务部门人才、技术、政策、信息

优势，为企业提供便捷、高效、优质服务。

2）建立基地，抓好地方品种选育。抢抓国家畜

禽品种遗传资源保护政策扶持机遇，争取国家项目

建设，建立郧阳黑猪提纯、繁育基地，在抓好常规保

种、育种措施的同时，积极引用高科技生物技术开

展基因保种，以保持地方优良品种资源得到永续利

用。

3）推广技术，促进猪场转型升级。大力推广生

猪“150”养殖模式、“饲 +沼 +草”、人工授精等标准

化、无公害、生态绿色饲养管理技术，促进企业转型

升级，降低成本、减少污染、提高产能、提升效益。

4）创建品牌，推动产业提质增效。在产品品牌

上，应突出本地化、精品化、差异化、绿色化、标准

化、特色化，紧扣生产实际，顺应发展趋势，瞄准市

场需求，研发精品，打造名品，创建品牌，从而达到

生产扩规模、产品提质量、品牌上档次、市场强竞争

力、企业增效益、产业稳发展之目标。

5）纵横联合，驱动企业创新发展。在抓好行业

纵向结构调整、有机融合的同时，还应该加强横向

联合，尤其是与科研机构、大专院校建立“产、学、

研”联盟，实施市校联合、企校联手，大力开展技术

推广、研发与创新，全力推动全市生猪产业稳定、快

速、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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