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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钦州市畜牧业发展
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张华智 韦子先 郭光霞 韦 珏

广西省钦州市畜牧站，广西钦州 535099

摘要 随着钦州市畜牧业的快速发展，产业结构和布局不合理、组织化程度低、龙头带动力不强、产品加工

滞后、养殖融资难、环境污染压力大等影响畜牧业发展的问题日益突出。针对这些问题提出相应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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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钦州市畜牧业基本情况
钦州市 2013年肉类总产量 32.897 542万 t袁同

比增长 7.95%曰 禽蛋产量 2.157 1 万 t袁 同比增长
4.1%曰 牛奶产量 3.196 2万 t袁 同比增长 17.09%遥
2013年全市出栏肉猪 171.1万头袁同比增长 9.43%袁
年末生猪存栏 160.2万头袁同比增长 3.62%曰出栏家禽
11 096.62万羽袁同比增长 5.97%袁家禽存栏 4 020.42
万羽袁同比增长 7.03%曰出栏牛 7.84万头袁同比增长
13.13%袁牛存栏 21.11万头袁同比增长 3.99%遥
2 存在的主要问题

钦州市畜牧业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

畜禽养殖总量相对比较小，制约钦州市畜牧业发展

的主要问题如下。

1冤组织化程度不高遥 全市畜牧生产水平较低袁
畜牧业生产仍以传统的家庭小规模分散养殖为主袁
饲养规模小袁集约化程度低袁畜禽新品种尧畜牧新技
术难以迅速推广和应用袁制约了畜牧业生产水平和
经济效益的提高遥

2冤龙头企业带动力不强遥 钦州市畜牧行业大型
龙头企业还很少袁以小型尧初级加工的企业为主袁龙
头企业规模小袁科技含量不高袁产业链不长袁自身效
益低袁市场竞争力弱袁带动作用不大袁与基地衔接不
紧密曰养殖模式和营销模式落后袁没有形成相互促

进的产业化运营机制遥
3冤养殖企业融资贷款难遥 养殖户虽然有发展畜

牧业生产的积极性袁 但由于自身投入能力不足袁贷
款和融资困难袁致使畜牧业发展缺少必要的资金支
持与保障遥 养殖生产投入的固定资产渊如栏舍尧厂房
等冤袁 绝大多数没有房产证明袁 不具备抵押贷款功
能遥 养殖场由于缺乏有效资产抵押袁向银行或农村
信用社贷款十分困难遥 有时信用社给予小额贷款袁
但信用贷款限额 3耀5万元袁而且评定的信用户小额
贷款真正到位的不多袁 大多数养殖户贷不到款袁加
上贷款政策不灵活袁养殖贷款期限太短袁远不能适
应现代畜牧业日益多元化的融资需求[1]遥

4冤畜禽流通体系不健全遥 目前全市没有畜禽专
业批发市场袁产品流通跟不上生产发展的需要和市
场需求的变化遥 产品流通的组织化程度低袁流通渠
道少袁市场带动力十分薄弱遥

5冤畜产品加工相对滞后遥 钦州市畜禽养殖量不
少袁但是集养殖尧加工尧销售于一体的企业很少袁产
业链短袁畜产品没有实现多元增值遥 加工也只限于
粗加工袁以传统型产品为主袁深加工的少袁产品科技
含量低袁市场竞争力弱遥

6冤环境污染压力加大遥 随着畜牧业生产的规模
化尧集约化发展袁由于业主思想认识不到位尧投入资
金量大尧粪污处理运行成本高等问题袁养殖场没有
配套建设养殖场粪污等废弃物处理设施，环境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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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日益突出。环境污染和生态环境恶化给畜牧业

的可持续发展造成了严重威胁，是畜牧业持续发展

面临的严重问题[2]。

3 发展对策
3.1 抓好畜牧业产业布局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农民增收，行业增

效，产业发展”为目标，按照抓规模、加工、品牌的工

作思路来布局畜牧业产业，重点抓好生猪、奶水牛、

家禽（包括种鸡、肉鸡、蛋鸭、肉鸭、肉鹅）等传统产

业的发展，建立产业带，培育养殖基地，带动农户发

展。同时，培育发展一批特色优势产业，如蜜蜂、兔、

肉鸽、山羊等。

3.2 提高生产组织化程度

大力发展畜牧业行业协会和合作经济组织，提

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在合作组织内实行统一良

种、统一技术、统一原料供应、统一产品销售，把各

企业、养殖户联合为利益共同体，增强抵御市场风

险的能力。

3.3 培育壮大行业龙头企业

培育龙头企业，延伸产业链，采取引进、培育、

扶持的办法发展壮大一批经营规模大、辐射面广、

带动能力强的龙头企业，并辐射带动千家万户。

3.4 建立完善政策扶持机制

一是设立畜牧业发展基金，并根据畜牧业发展

情况，逐年增加投入。二是鼓励金融资金、广泛吸纳

社会资金投入畜牧产业发展，探索建立龙头企业、

担保公司、农户、保险公司等多方担保贷款机制，简

化畜牧业产业化建设贷款担保手续，降低担保门

槛，进一步解决畜牧业发展融资难的问题。三是认

真落实对畜牧业已有的保险政策，引导鼓励规模养

殖户参加保险，提高抵御自然风险能力。

3.5 加强畜禽流通体系建设

一是建设县（区）、乡畜产品（活畜禽）专业交易

市场，形成大、中、小相结合，批发与零售相结合、产

与销相结合的畜产品市场体系。二是积极引导龙头

企业、畜牧业专业合作社、农民经纪人和各类营销

组织参与畜产品流通和市场开拓，搞活畜产品流

通，带动农民进入市场。三是建设畜牧信息平台。定

期收集、汇总各类畜产品价格、销售信息，并对信息

进行分析、预测，为科学指导畜牧业生产、畜产品流

通提供参考依据。

3.6 搞好畜产品深加工

一是重点培育一批规模大、起点高、外向型、带

动力强的畜产品加工企业。支持企业进行技术改造

和设备引进，加快技术创新步伐，促使企业重质量、

创名牌，提高畜产品质量和档次。二是根据市场需

求，调整产品结构。以肉类加工为重点，大力开发冷

却肉、分割肉、熟食品。三是通过招商引资，重点引

进外向型肉猪、肉鸡、肉鸭、禽蛋深加工等项目，促

进畜禽产品加工业升级。

3.7 推进养殖方式转变

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根据本地自然条

件、资源状况、市场需求等情况，制定畜禽养殖规

划。推行适度规模养殖，实施规模化、集约化、标准

化、生态化养殖，实行农牧、种养结合。既要考虑实

际需要，也要兼顾养殖场粪污的处理和利用，养殖

废弃物集中治理、就地消纳、资源化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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