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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生猪产业是陕西省汉中市的支柱产业，在各级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得到了快速发展，但也面临基础薄

弱、结构不合理、产业链过短及粪污污染等问题。本文在分析产业发展利、弊因素的基础上，提出了坚持标准化生

产、健全监测预警体系、发挥龙头企业拉动作用等建议，促进了生猪产业持续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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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汉中市生猪产业发展现状

汉中市辖 11个县（区）和 1个国家级经济技术

开发区，总面积 2.72万 km2，共设有 177个镇（办事

处），2 018个行政村，农业人口 230.82万人，86.84

万农户。汉中的生猪品种以引进的杜洛克、长白和

大约克为主导，兼顾地方品种（黑河猪）和培育品种

（汉白猪），同时有条件的地方还引进了斯格和 PIC

配套系，使汉中生猪的良种覆盖率达到了 95%以

上。积极发展规模养殖，推进畜禽标准化生产，强化

重大动物疫病防控，放大畜禽养殖标准化示范场的

“辐射带动”，不断提高生猪养殖水平和效益。

近年来，在中央和省、市相关政策和产业项目

的支持下，汉中生猪产业得到了大发展，其养殖数

量和经济效益都保持全省领先水平。截至 2016年

底，全市生猪饲养量达 663.27 万头，其中存栏

258.27万头，能繁母猪存栏 29.85万头，出栏 405.00

万头，分别比 2015年增加 -1.26%、-2.48%、1.70%

和 -0.46%；完成猪改 38.57 万头次（其中人工授精

32.24 万头次），分别比 2015 年增加 12.20%

（15.97%）；肉类总产量达 33.01万 t（其中猪肉 28.70

万 t），分别比 2015 年增加 -0.75%（-0.80%）；养猪

户占总户数的比例为 35%，出栏 50头以上适度规

模养猪户有 4 625户，出栏占全市生猪出栏总量的

53.58%；共创建各级标准化示范场 161 个（其中部

级场 11 个，省级场 50 个，市级场 100 个），生猪标

准化示范场占 80%左右；全省在汉中设立 40个生

猪生产监测村、80个生猪生产监测户、10个生猪规

模养殖场和 10个种猪养殖场，对监测数据按月和

季度进行形势分析，并在“汉中畜牧兽医”微信公众

平台和公共邮箱进行公布，为全市生猪产业发展提

供信息支持。

2 促进产业发展的有利条件

1）政策扶持。除中央和省级支持政策外，2002

年，汉中市制定了“发展绿色产业，建设绿色汉中”

决定，随后又连续出台了《汉中市绿色产业发展纲

要》、《大力发展生猪产业的决定》，把生猪产业作为

全市四大主导产业之一，从土地使用、资金投入及

项目申报等方面给予大力支持。2008年，又做出了

《关于进一步加快生猪产业发展的决定》，仅市县两

级财政的生猪专项预算资金投入每年将达到 2 000

万元左右，2009年西乡县被列为陕西省百万头生猪

大县。2015年市政府印发了《关于加快汉中现代畜

牧业的发展意见》，进一步加强生猪良种工程建设，

完善疫病防控体系，培育壮大龙头企业，全面推行

健康养殖、标准化生产，推进产业联盟建设，大力营

造生猪产业发展的良好环境。

2）新技术推广和新品种引进。一是全市有 2个

生猪良种补贴试点县，4个种公猪站已获省投资建

设，其中已有勉县、西乡、宁强、洋县 4个县种公猪

站已投入运营，种公猪全部来自于国家核心育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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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加上汉中市畜牧产业资金建设的 150个生猪人

工授精网络站，使汉中市生猪繁育体系建设初具雏

形，年配种量超 40 万头次；二是通过 2010 年开始

实施标准化示范创建，将技术和管理要素进行整

合，改变了技术推广单一的局面；三是 2015年 12

月城固顺鑫从丹麦成功引进 320头原种猪，结束了

汉中没有优良原种猪的历史，标志着汉中生猪产业

联盟的正式启动。

3）技术配套推广与服务指导。一是以西乡军鑫

和五丰等为代表的猪 -沼 -菜（果、苗木、渔）一体化

种养结合循环模式为解决猪粪污污染和资源化利用

提供了有益借鉴；二是通过技术人员包抓规模养猪企

业（场）及三区人才计划，不仅有效解决了养殖企业技

术力量不足的现状，同时也锻炼了技术队伍。

4）交通运输。随着西汉、十天高速和西成高铁

的贯通，以及正在建设的宝巴高速、阳安铁路复线，

汉中与西安、成都等周边城市的距离大幅度缩短，

运输方式呈现多样化、快速化，为汉中生猪及其产

品的快速流通及交易提供了极大便利。

5）市场需求。生猪养殖是汉中的传统产业，猪

肉是汉中人民动物性蛋白的主要来源。受生活习惯

的影响和生活水平的提高，猪肉的消费量会不断增

加，市场潜力很大。

3 存在的问题

1）畜牧业基础薄弱。现代畜牧业设施投入不足，

畜牧生产规模化、组织化、产业化和科技创新水平

较低，龙头企业实力不强，辐射带动能力弱，企业与

农户的联结机制仍然不够紧密，农民经济合作组织

规范性差，管理体系和自律机制不健全，生产经营

组织化程度低。

2）产业结构不合理。畜牧业生产中，生猪市场

价格起伏不定，生猪价格对畜禽养殖起决定性作

用；精深加工少，产业链条短，名、特、优品种不多，

市场占有率较低。

3）基层技术力量薄弱。基层兽医体制改革后，

将乡镇畜牧兽医站人员、职能划归属地镇政府管

理，许多技术人员兼职多项工作，影响动物免疫、疫

病监测及检疫等关键技术措施的全面落实。

4 产业发展的措施及建议

1）坚定规模化发展方向不动摇，推行标准化生

产和科学化管理。规模化是标准化的前提和基础，

是推行标准化生产和科学化管理的有效载体。2010

年以来，全市共创建各级标准化示范场 161 个（其

中部级场 11 个，省级场 50个，市级场 100 个），但

总体上还存在数量少、示范带动作用有待增强的局

面。畜牧兽医主管部门要加强宣传引导、科技指导，

不断增强规模场参与示范创建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将技术指导的关口前移，从选址、规划布局、设施设

备购置、无害化处理等方面进行全面指导，避免养

猪户走弯路；同时充分发挥其示范带动作用，为汉

中生猪产业发展提质增效注入动力。

2）依托园区建设的有利时机，走循环、可持续

发展之路。实现农牧结合是畜牧业发展的必由之

路和最终归宿，大力推行猪 -沼 -菜（果、茶）和有

机肥加工，同时和园区建设进行紧密结合，实现良

性循环。

3）充分发挥龙头企业对生猪产业的拉动作用，

培育壮大行业组织。天津宝迪落户汉中，加上城固

顺鑫、西乡长林和勉县中宝，全市共有 4 个大型肉

食品加工企业，延长了产业链，对汉中市的生猪产

业起到极大的拉动作用；同时通过政策引导和扶

持，不断提升和壮大农民专业合作社等行业组织的

实力，负责产前、产中、产后的全程技术服务及信息

收集、分析预测、供求信息发布。重点从调节生产、

组织销售和建立产加销一体化的龙头企业入手，实

行统一供种、统一饲料供应、统一防疫、统一屠宰、

统一销售，有限化解市场、疫病、食品安全三大风

险，提高市场竞争力，促进生猪供求平衡和稳定，实

现规范化生产、产业化经营。

4）健全监测预警体系。市级预警监测体系已

初步建成，20 个生猪生产信息监测场、80 个生猪

生产信息监测户和 40 个生猪生产信息监测村每

月定期收集数据，发布生猪生产监测信息，为养殖

户发展生产提供正确的引导。今后应进一步加大

培训指导力度，充分发挥信息在生猪产业发展中

的作用。

5）实行养殖准入，提高养殖门槛。以《中华人民

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

例》等法律法规为依据，结合养殖土地承载能力，走

发展与污染治理同步的可持续发展道路，实行先规

划布局、再规范建设、后发展的路子，尽快使畜牧业

走上科学发展的轨道。

管理前沿 121窑 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