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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十堰市 2000-2014年畜牧业产值统计

表 2 十堰市 2000-2014年肉蛋生产统计

2000年产值 /

万元

2014年产值 /

万元

总增量 /

万元

总增幅 /

%

年均增幅 /

%

72 102 879 654 807 552 1 120.01 80.00

2000年 /t 2014年 /t 总增量 /t 总增幅 /% 年均增幅 /%

肉类 118 288 231 337 113 049 95.57 6.83

禽蛋 23 736 53 918 30 182 127.16 9.08

摘要 目前十堰市的畜牧业正处于转型期，发展与风险并存，机遇与挑战并存。本文在调查分析十堰市畜牧

业生产现状、发展特点、产业优势的基础上，结合本地实际，提出了相应对策，以期加快十堰市畜牧业稳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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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多年来，十堰市畜牧业得到了长足发展，全市

畜牧业经济已跃居农业经济第 2位，并成为山区农村

的支柱产业和扶贫开发的阳光产业。目前，畜牧业正

处于转型期，发展与风险并存，机遇与挑战并存，如何

保持畜牧业可持续发展，已成为现代畜牧业发展至为

关键的问题。本文在调查分析十堰市生产现状、发展

特点、产业优势的基础上，结合本地实际，提出了相应

措施，希冀对加快本市畜牧业稳定发展有所裨益。

1 十堰市畜牧业发展特点

1.1 畜牧业产值增速迅猛

2000年来，全市畜牧业产值一直呈高速增长态

势。2000年全市畜牧业产值仅 7.21亿元，2014年达

到 87.97亿元，是 2000年畜牧业产值的 11.2倍，净

增 80.76 亿元，全市的畜牧业产值年均增幅高达

80%（表 1）。2014 年畜牧业产值占农业总产值

（273.11亿元）32.21％，占种植业总产值（156.9亿

元）56.06％，畜牧业已跃居农业经济第 2位。

1.2 畜产品生产稳步增长

一是猪、牛、羊、禽等肉类产品产量翻 1 倍，由

2000 年的 11.83 万 t 增加到 2014 年的 23.13 万 t，

净增 11.3万 t，年均递增 6.83%。二是禽蛋（主要为

鸡蛋）由 2000年的 2.37万 t增至 2014年的 5.39万

t，净增 3.02万 t，年增长 9.08%（表 2）。三是肉类比

重大。2014 年，全市肉类总量占畜产品总量达

81.1%，禽蛋仅为 18.9%。

1.3 畜禽养殖量急剧增加

一是各类畜禽饲养量与出栏量均呈较快增长，

尤其是家禽和牛羊。在饲养量方面，家禽年均增速

高达 42.52%，猪、牛、羊依次为 3.75%、6.27%和

20.53%。在出栏量上，家禽、猪、牛、羊的年增幅分别

为 48.91%、3.79%、20.22%和 29.88%（表 3）。二是随

产业不同，其增速各异。按增量、增幅排序，依次为：

家禽居首，山羊次之，牛居三，生猪排末位。

2 十堰市畜牧业发展优势

2.1 天然草场资源雄厚

据统计，全市天然草地面积（2007 年）为 95.01

万 km2，占全省草地面积 14.5%，居全省第二。其中

可利用草地面积 72.315 km2，理论载畜量 62.61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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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十堰市 2000-2014年畜禽生产统计表

畜种

饲养量 出栏量

2000年 /万

头（只）

2014年 /万

头（只）

总增量 /万

头（只）
总增幅 /% 年增幅 /%

2000年 /万

头（只）

2014年 /万

头（只）

总增量 /万

头（只）
总增幅 /% 年增幅 /%

猪 265.2 404.49 139.29 52.52 3.75 134.25 205.52 71.27 53.09 3.79

牛 30.25 56.81 26.56 87.80 6.27 3.31 12.68 9.37 283.08 20.22

羊 59.54 230.86 171.32 287.74 20.53 25.03 107.22 104.69 418.24 29.88

家禽 1 114.2 7 746.39 6 632.19 595.24 42.52 424.38 3 330 2 905.6 684.67 48.91

个黄牛单位，均居全省第一，为全市发展草食畜牧

业提供了雄厚的饲料饲草资源。

2.2 优质品种资源丰富

全市拥有国家认定的优良地方品种共 5个，其

中马头山羊、郧巴黄牛、郧阳大鸡尤为著名。2013

年，竹山郧巴黄牛、竹山郧阳大鸡、郧西马头山羊分

别获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本市蕴藏的丰富畜禽遗传

资源为发展特色养殖业奠定了良好基础。

2.3 保障机制日趋完善

一是政策保障。市、县两级政府十分重视畜牧

业发展，制定实施了扶持畜牧业发展的多项优惠政

策；二是资金保障。各级政府已将动物防疫、卫生监

督、应急管理等均纳入了财政预算，且投资总量逐

年增加，覆盖面不断扩大。三是组织保障。

2008-2009 年，市、县两级畜牧兽医管理体制机构

改革全部到位，并做到了机构、人员、经费、职责四

到位四落实，有力保障了全市畜牧业持续稳定发

展。

2.4 产业扶持力度加大

2014年，随着丹江库区正式开始向京津输水，

国家对保护南水北调核心水源区生态更加重视，扶

持政策不断出台，资金投入不断加大，为本市畜牧

业提供了新的发展契机。

3 思考与对策

3.1 瞄准资源优势，明确发展思路

鉴于本市具有优良的地方品种、丰富的天然草

场和独特的自然气候等畜牧业资源，科学合理利用

各种资源，调整产业结构是当务之急。依据本文统

计分析，结合畜牧业发展趋势，全市应以“大力发展

草食畜牧业，保护特有的生态资源”，“大力发展品

牌畜牧业，保护特有的畜禽资源”和“快速发展山羊

（肉牛）产业、适度发展生猪产业、稳定发展家禽产

业”为战略发展思路，做到资源保护与开发并重，保

障资源永续利用和畜牧业可持续发展。

3.2 抢抓发展机遇，推动快速发展

目前，十堰市正面临南水北调核心水源区生态

保护、秦巴山区扶贫开发、中西部经济开发和南方

草场退耕还草还牧等国家发展战略机遇。一要依托

国家各种扶持政策、资源，突出地域特点，抓住机

遇，加快畜牧业发展。二要科学规划、合理布局产业

发展格局，高标准起步，高速度发展。三要积极争取

政府支持，加大项目建设，以项目为推手，以产业为

抓手，实现畜牧业跨越式发展。

3.3 做强特色产业，发挥品牌效应

强化品牌畜牧业理念，充分发挥本市特色产

业、特色产品优势，重点抓好马头山羊、郧阳大鸡等

地方优良品种优势，在现有基础上，积极开发新、

特、优畜产品，拓名品，创名牌，抢占市场，提升效

益，助推特色畜牧业顺势发展。

3.4 健全保障体系，推动产业发展

一是积极争取各级政府，进一步加大对畜牧业

的政策、资金、物资等支持和扶持力度。二是充分发

挥畜牧兽医管理服务机构的重要作用，全方位提供

管理与技术服务。三是认真贯彻落实畜牧兽医管理

法律法规，为畜牧业发展提供坚强的法律保障。四

是不断完善和健全各类社会服务组织，重点抓好扩

功提能，促进养殖企业健康稳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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