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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前，十堰市畜牧业正处于转型升级关键期，笔者通过现状调查，指出了存在的问题，并对十堰市畜

牧业供给侧改革提出如下对策：厚植区位资源优势，化资源优势为产业优势；优化境内畜禽结构，推动特色产业

发展；大力开展创新驱动，引领产业科学发展；积极改革养殖方式，大力降低生产成本；打造地方特色品牌，全面

增强有效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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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十堰市畜牧业呈现快速稳定的良好发

展态势，特别是山羊产业等得到长足发展，畜牧业

产值占农业产值的比例超过 1/3，为十堰市经济发

展做出了贡献。但全市畜牧业仍然存在养殖模式落

后、生产效率与效益偏低、规模化程度不高、畜产品

质量不优、不能满足消费需求等问题，因此，如何加

快本市畜牧业供给侧改革，保障畜牧业转型升级、

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已经迫在眉睫。本文在调查

生产现状、分析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了推进本市畜

牧业供给侧改革的具体措施，旨在为生产实际提供

借鉴。

1 十堰市畜牧业生产现状

1）畜禽生产情况。2015 年，全市畜牧产值达

91.681 4亿元，比 2014年增长 4.22%。猪、牛、羊、家禽

饲养量分别为 390.16万、58.87万、231.6万、5 343.65

万头（只），较 2014年同期增幅分别为 -3.54%、3.64%、

0.32%和 -3.52%。出栏量分别为 205.52万、12.68万、

111.59万、3 126万头（只），较 2014年同期增幅分别

为 -2.90%、5.85%、4.08%和 -6.13%。

2）畜产品生产情况。2015年，全市肉类总产量

为 23.24 万 t，较 2014 年增长 0.45%。其中猪肉

14.94 万 t，牛肉 2.01 万 t，羊肉 1.67 万 t，禽肉 4.61

万 t，其他 0.004 3万 t，分别占总产量的 64.29%、

8.66%、7.2%、19.83%和 0.02%。

3）规模养殖情况。2015年，全市规模养殖场

（户）13 466个，较 2010年增加 1倍多，规模养殖畜

禽出栏量达到 2 494.62万头（只），占全市畜禽总量

的 72.3%。其中猪、牛、羊、肉鸡、蛋鸡规模养殖场分

别占总场数的 13.88%、10.32%、67.27%、4.5%和

4.03%。

2 畜牧业供给侧改革的内涵与意义

畜牧业供给侧改革就是坚持五大发展理念，围

绕去产能、抓创新、提效率、强质量、转方式和“保供

给、保质量、保生态”，其核心是提高生产效率，提高

产品质量，提高行业创新能力，改革的最终目标是

转变生产模式，提高规模化程度，提高畜牧业整体

水平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增强价格和供给的稳定

性，使肉、蛋、奶等产品的供应、品种及质量更能满

足消费者的需求。

具体而言，就是通过畜牧业供给侧改革，提高

养殖业生产效率，淘汰落后的养殖模式，并从品种

改良、饲料配制、畜舍设计、养殖模式、环境改善、产

品营销、生产管理、信息服务等全产业链条，进行全

过程、全方位改革创新，最终达到为消费者提供绿

色、安全的动物产品，以满足消费者日益增长的安

全、高质量的畜禽产品之需要，彻底解决养殖模式

落后，生产效率低下，产品质量不高，有效供给不足

等突出问题，从而实现产业转型发展、企业改革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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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保障有效供给、生态绿色环保。

3 当前面临的突出问题

综观本市发展现状，十堰市畜牧业供给侧方面

的问题较为突出，主要表现为以下 7个方面。

1）企业发展理念滞后。主要表现在重数量轻质

量，重循旧轻创新，重经验轻科技，重生产轻营销，

重效益轻安全，重投入轻效率，重独立轻协作，重管

理轻信息，重养殖轻环保，重产业轻融合，重直销轻

电商，重劳务轻人才，重眼前轻长远，发展理念不

新，导致企业发展缓慢，企业效率、效益维艰。

2）资源开发利用不足。十堰市畜牧发展具有三

大优势资源：一是本市拥有 5个优良品种，涵盖了

猪、牛、羊、鸡，畜种资源十分优越。二是天然草场资

源丰富，本市拥有全省天然草场总面积居二，可利

用草场面积、理论载畜量均居首位的独特的饲草资

源。三是消费水平、能力仅次于武汉市，发展畜牧业

市场优势潜力很大。外源性畜产品约占消费总量的

70%～80%，但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这些优势资源

并未产生优势效益。

3）种畜供需矛盾突出。以马头山羊种羊生产为

例，本市虽然经过 5年的“百万只商品山羊工程”的

实施，山羊产业发展速度快，山羊饲养量、出栏量翻

了一番，山羊产业产值已由第 4 位提高到了第 2

位，成为了本市畜牧产业新的增长点和引擎产业。

但目前其种畜生产却很少，严重制约了这一特色产

业的快速、持续发展。

4）畜禽养殖模式落后。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规模化程度偏小。全市农户散养仍然占 27.7%，

在规模养殖中，仍以小、中型为主，大型规模养殖比

重偏低，不足 10%。目前由于实施精准扶贫工程，散

养比例呈增大趋势。二是标准化程度偏低。表现在

畜舍设计建设简陋、养殖模式落后、饲养管理水平

较低等，从而导致生产效率、经济效益比较低。

5）科学养畜水平低下。一是养殖业主、从业人

员的科学养畜观念不强、专业素质较低；二是基础

设施薄弱、设备简单，制约了畜禽的科学饲养管理

水平；三是引进、运用现代畜牧科学技术不够，粗放

式养殖较为普遍，科学化养殖水平不高。

6）特优产品供应力弱。由于畜牧业品牌产品数

量少、产量低、质量差；养殖与加工、生产与销售、产

品与需求矛盾突出；营销、信息服务体系不完善；组

织化、社会化程度较低等，导致产能“过剩”、产品

“滞销”、精品“断货”，有效供应能力不足。

7）产业融合发展落后。一是全市养殖业生产、

加工、销售、服务“一条龙”式的产业链条尚不完整。

二是大畜牧、大循环经济发展不突出，养殖业、种植

业、饲草业、加工业、物流业、互联网、金融业、保险

业等，没有形成有机融合，从而难以发挥各行各业

优势，严重影响了畜牧业的跨越式、可持续发展。

4 改革对策

1）厚植区位资源优势，化资源优势为产业优势。

十堰市最大资源和优势主要为优良地方品种丰富、

天然草场广茂和农作物秸秆巨潜，三大优势为发展

畜牧业提供了较为坚实的基础。一是充分发挥品种

优势，挖掘生产潜力。重点发展以马头山羊、郧巴黄

牛为主打产品的草食畜牧业。二是抓好天然草场保

护与利用，提高草场生产能力，同时，大力发展人工

草地建设，大力发展草地畜牧业，推动以草产品为

主的草业经济，为畜牧业发展夯实基础。三是加大

秸秆养畜技术研发、推广，不断提高农作物秸秆利

用率，变废为宝，保护核心水源区环境。

2）优化境内畜禽结构，推动特色产业发展。发

展特色、安全、环保畜牧业是大势所趋。针对十堰实

际，应重点抓好几方面：一是大力抓好马头山羊、郧

巴黄牛、郧阳黑猪、郧阳大鸡、郧阳白羽乌鸡地方优

良品种的繁推提纯，培优品种，发挥潜能。二是精准

定位产业发展思路，应以发展牛羊草食畜牧业为

主，继续巩固发展禽肉产业，保持生猪生产稳定，限

制水禽产业发展。三是坚持把马头山羊产业做大做

强，并实现规模化、品牌化、特色化，使之成为全市

草食畜牧业的支柱产业。

3）大力开展创新驱动，引领产业科学发展。创

新科技、创新管理、创新模式是发展畜牧业、实现畜

牧业供给侧改革的必经之路。一是完善科技创新体

系。重点抓好“十堰市畜牧科学研究所”的创建，填

补畜牧科研机构空白。二是充实畜牧技术推广队

伍，充分发挥现有推广站结构职能和主力军作用。

三是组建产、学、研联合集团，整合各方优势，强化

现代畜牧生产技术的研发、推广与利用，充分发挥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重要作用，四是全面开展创新

活动，全力创新管理、生产、经营模式，推动产业标

准化生产，实现节能、高效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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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积极改革养殖方式，大力降低生产成本。对

小型规模场户采取“政府不扶持、政策不倾斜”，让

市场自我淘汰，走联营之路，壮大规模，提高效益。

对中型规模养殖场则宜采用扶优、融合、兼并，分业

联营，推动发展。对大型养殖企业，重点提升管理水

平，降低生产成本，提升科技水平，增加经济效益，

提高产品质量，抢占市场份额。从而实现由“自繁自

养”向“单养专养”、“规模粗放养殖”向“标准科学养

殖”和“高投低效养殖”向“高投高效养殖”的转型发

展。

5）打造地方特色品牌，全面增强有效供给。充

分发挥本地品种等资源优势，以消费者需求为目

标，大力生产富有特色、质量安全、效益显著的土

特、品牌畜产品。首先对郧西马头山羊肉等已有的

品牌和产品，抓好扩规模、上水平、升档次的提档升

级，进一步将其做大做强。二是积极创建新、特、优

畜产品品牌，以保障消费者多层次、多方面、差异化

需求。三是采取多种有效措施，减少低端产品生产，

增加高质量、高安全、高效益的高端产品生产，提高

有效供给水平能力。

摘要 介绍了湖北省十堰市郧阳区南方现代草地畜牧业项目的实施概况，该项目凸显了人工草地的作用，

改良草地效益显著，生产成本降幅较大，生态环境明显得到改善。建议建立稳定长效保障机制，科学制定补贴标

准，强化项目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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郧阳区紧邻十堰市城区，天然草场资源丰富，

全市五大优良地方品种占有 3个。近年来，该区草

地畜牧业虽有较大发展，但目前经济效益不明显、

比较效益低仍然是制约其草地畜牧业快速稳定发

展的主要因素。为加快天然草地改良，充分发挥草

山草坡资源优势，该区于 2014年初，开始实施南方

现代草地畜牧业推进行动项目建设，并取得显著的

社会、经济与生态效益。本文通过对郧阳区德丰生

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南方现代草地畜牧业项目实

施情况的综合调研和效益分析，提出了发展南方草

地畜牧业的应对措施，希冀对全市草地畜牧业发展

有所裨益。

1 项目实施概况

2014年度，为解决全省草地利用不充分、草场

资源保护不力、改善和保护生态环境、加快草地畜

牧业发展，湖北省启动了“南方现代草地畜牧业推

进行动项目”。郧阳区作为南水北调核心水源区之

一，其生态环境的保护、改善显得尤为重要，故而郧

阳区德丰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被列为全省首批

项目建设单位。

1.1 项目投资

该项目自 2014年初至 2015年 7月，项目总投

资 490.4万元，其中国家财政投资 315万元，企业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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