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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通过对现阶段黔江区阿蓬江镇饲料市场的现状进行分析，找出存在的问题，并结合实际提出一

些建议，即规范饲料市场经济秩序，确保饲料质量和安全，以促进黔江区 200万头生猪养殖可持续健康发展。

关键词 阿蓬江镇；饲料市场；现状

重庆市阿蓬江镇饲料市场现状及建议

张雪琴

重庆市黔江区濯水镇畜牧兽医站，重庆黔江 409000

收稿日期：2015-07-15

张雪琴，女，1976年生，中级畜牧兽医师。

重庆市阿蓬江镇现有饲料兽药销售门市 14个，

流动摊户 3个，其主要经营的产品品牌有正大、希望、

三旺、铁骑力士、岳泰等。全镇共有生猪养殖户 7 689

户，存栏生猪 13 972头，有能繁母猪 1 408头，二级

扩繁场 1个，千头以上规模猪场 2个，300头规模猪

场 3个。建成 100头生猪规模养殖大户并开始运作

的有 112户。

1 饲料市场的现状

随着全镇的生猪产业逐渐壮大，生猪投入品比

如饲料原料等市场也相应快速发展，并初具一定规

模。截至 2014年底，全镇浓缩饲料、混合饲料的销

售量已经达到 200 t左右，饲料销售个体户和代理

商数量达到 17家，但是单个销售门市的平均销售

规模还是较小。从总体来看，目前全镇的饲料销售

市场呈现以下特点。

1.1 饲料行业工业化程度较低

目前全镇使用工业饲料的用户，主要为具有一

定规模和投资能力的养殖场和养殖大户，然而占养

殖业绝大多数份额的散养户和一般养殖户使用工

业饲料的比例还较低，他们一般采取粗放饲养，较

多地使用青饲料、农副产品和自配饲料。这表明全

镇养殖业投入品特别是饲料及其饲料原料供应具

有明显的半自然经济特征，同时说明全镇工业饲料

仍有很大的拓展空间和市场前景。

1.2 饲料市场以民营为主，产业竞争激烈

全镇饲料市场的崛起主要是由于生猪产业发

展的带动，生猪产业是全镇农村经济的主要产业，

同时也是全镇农村经济的骨干产业。在城乡统筹发

展的大趋势带动下，生猪产业茁壮成长，同时生猪

产业的产前产后产业也得到广阔发展，特别是饲料

及其饲料原料行业迅速发展，也带动了不少民营资

金投入到生猪产业链中。从数量上看，全镇目前经

营的饲料产品只有少量的是外资饲料企业所生产，

大多数饲料产品还是民营企业生产的。这种产业资

本结构决定了较为宽松和开放的产业体系和政策，

同时也激发了竞争激烈的市场结构，所以饲料经销

商及代理商的市场观念、竞争意识和应变能力相对

较强。

1.3 养殖场饲料消费价格较高

相对于较大的整体总量规模，单独的销售门市

或者代理商的平均规模较小，产品中间商较多，最

后送到养殖场的饲料销售价格高。2014年底，全镇

浓缩饲料的销售能力达到 200 t左右，当年的实际

用量达到 350 t左右，除一部分规模场和养殖大户

自己直接从厂家进货外，实际单个经销商销售量平

均只 11.7 t左右。由于销售量低等多方面的原因，

饲料销售经销商普遍把价格抬得过高，一般浓缩饲

料粗蛋白含量在 42%的零售价多为 8.0～8.4 元

/kg，粗蛋白含量在 38%的零售价多为 7.6～8.0 元

/kg，粗蛋白含量在 38%以下的零售价多为 7元 /kg。

1.4 饲料产品混杂，质量安全系数低

目前，全镇经销商饲料经营的品牌多达 45个，

饲料厂家也涉及全国多个省市。经营业主中，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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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相关要求的从业人员只有 1人，略懂相关养殖

技术的也仅有 3人。由于从事经营的人员达不到一

定的专业水平，只片面地听取有些厂家业务人员的

推销，导致所经营的饲料产品有很大一部分不符合

国家相关要求，饲料的质量得不到保证，这给全镇

的养殖业带来不小的损失。

2 存在的主要问题

据调查，全镇饲料经营市场秩序都比较混乱，

存在非法从事饲料经营现象，主要有以下问题。

2.1 饲料经营者专业水平低

多数饲料经营者是冲着销售利润去的，并非为

了产业的发展或者服务养殖户，一半以上的经营者

未接受专业技术培训，没有掌握饲料知识和饲料法

规。有的经营者法律意识淡薄，唯利是图，甚至发生

销售来源不明、假冒伪劣产品及违禁添加剂等现

象，逃避执法检查，或者敷衍了事，扰乱饲料经营秩

序，危害养殖场户利益。

2.2 饲料经营市场较混乱

由于饲料销售门槛低，投入不高，有部分经营

者无《饲料经营许可证》或证照不全；甚至有的经营

者进行游销，不在固定的地点销售或者超范围销

售；有的经营者进行多产业或行业同时运作，把饲

料及饲料添加剂混同其他产品一起经营，比如农

药、兽药、化肥等产品，严重影响饲料及其产品的安

全性。

2.3 饲料质量差

由于多方原因，比如经营者利欲熏心，养殖场

户贪图便宜等，部分饲料经营者销售伪劣、过期饲

料。在执法检查中，查获的伪劣产品常有包装箱和

包装袋批号不符，饲料有效成分含量和剂量不够，

甚至不含有效成分的假饲料，部分饲料保质期过期

的失效饲料。饲料经销商只关心进货价格和销售利

润，对饲料质量把关不严，甚至都不知道自己产品

的功能，大多选择口碑较好的饲料生产企业生产的

产品，使用生产企业提供的质检报告，目前还没有

听说有主动委托有资质的饲料检测机构进行产品

质量检测，产品质量基本得不到保证。

2.4 个别饲料经营户超范围经营

镇上经营多为小户经营，部分经营户兼营兽

药、兽用生物制品、人用药品，甚至和农药、农资产

品兼售。

2.5 存储条件差，饲料产品保存质量下降

饲料产品的保存要求一定的温度和湿度，然而

全镇大部分饲料经营门市的库房是普通平房，温湿

度不达标，通风条件差，防潮、防鼠能力较差，底层产

品常有变质发霉等现象，而经营者为减少损失，过期

变质产品常进行降价促销或者搭配其他产品销售。

2.6 监管者办公经费不足，监管难度大

在饲料的执法检查工作中，由于没有工作经

费，滋生了执法人员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理，严

重影响着饲料监管工作的顺利进行。也有经营者法

律意识淡薄，拒绝办证、抽检等现象时有发生，在执

法中，也时常发生饲料经营者殴打执法人员、阻扰

执法工作，更加增加了饲料监管工作的难度。

3 建 议

3.1 加强领导，提高宣传力度

采取多种方式，加大对《畜牧法》、《饲料和饲料

添加剂管理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宣传力度，增

强饲料经营者的法律意识，提高养殖场户的维权意

识，使养殖场户知法、懂法，经营者守法，提高社会

对《畜牧法》、《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及有关

法律、法规的认识水平和支持力度。

3.2 提高认识，加大经费投入力度

建议上级政府部门加大对饲料监管的认识，维

护饲料消费者权益，加强监督执法力度，增加执法

经费预算和饲料检测设施设备，提高化验技能，使

劣质饲料及其假冒产品无处遁形，严格按照饲料产

品管理规范，搞好饲料产业市场的动态管理。

3.3 严格执法，加大打击力度

通过饲料产业知识和饲料产业法律法规的普

及，提高养殖场户对饲料产品的辨识能力，严禁养殖

场使用过期、霉变饲料，严格打击生产、经营、使用假

冒伪劣饲料的单位和个人，净化饲料产品及饲料销

售市场，规范饲料及饲料添加剂产品的流通秩序，为

畜牧业健康持续发展保驾护航。加强对饲料经营业

主及饲料代理商的监管，坚决取缔无证经营，规范进

货渠道，严厉打击假冒伪劣饲料。

3.4 尽快建立饲料市场和从业人员准入制

对于无经营场所及储存条件、或者不具备必备

条件的经营者不予发证，不得开放饲料经营权，行

政审批做到饲料经营人人平等，不得开启“绿灯”，

创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对饲料经营业主进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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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检查，防止假冒伪劣产品进入市场和养殖场，危

害动物和人类健康。

3.5 加大舆论宣传，强化培训力度

对饲料经营业主和养殖业主进行法律法规、管

理能力和检测技术等内容培训，提高业主的法律意

识和管理水平，自觉遵守相关法律法规，提高饲料

质量辨识能力。同时动员社会舆论、新闻媒介、消费

者参与到打假活动中，通过法律、行政、经济等手段

加强对不法经销商的处罚力度。

饲料是保障农民养殖效益，畜产品优质安全的

重要大宗农业生产资料。国家先后制定出台了《畜

牧法》、《农产品质量安全法》、《饲料和饲料添加剂

管理条例》、《饲料生产企业审查办法》等法律法规

来规范饲料产销市场。虽然有关部门对整顿饲料市

场已引起重视，并下发了文件，做出了有关规定，但

局面一直未得到改观。为此强烈建议由政府相关部

门牵头，按照法律法规要求，联合整顿非法经营饲

料的单位和个人，以规范饲料市场经济秩序，确保

饲料质量和安全，以促进黔江区 200万头生猪养殖

可持续健康发展。

摘要 介绍了龙头企业在提高畜牧业综合生产能力和带领养殖户增收致富上的积极作用，指出了存在的主

要问题，并提出了今后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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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畜牧产业化发展过程中，有较强市场开拓能

力或加工增值能力、技术创新能力并有带领某项产

业发展的企业，称为“龙头企业”。龙头企业在畜牧

业产业化发展中起到举足轻重作用，其作用将生产

方式由传统散养向标准化规模养殖的转变，产业发

展由重生产环节向产业链各环节并重的产业化经

营方式的转变，当前是畜牧业发展方式的重要转折

期，又是行业管理由技术推广服务向技术服务、动

物卫生监督、质量安全监管的综合监管方式的转变

期。因此，龙头企业在提高畜牧业综合生产能力和

带领养殖户增收致富方面都起到积极的作用。

1 龙头企业在畜牧业发展中的作用

1）控制市场风险。在市场还不十分规范的今

天，龙头企业与农牧民之间没有建立起“风险共担、

利益均沾”的机制，牧业时刻都会遇到自然、市场、

社会、疫病和政策等方面的风险。实现降低市场波

动幅度和养殖风险，龙头企业和养殖户、养殖基地

紧密相连有效地形成互利共赢的利益联合机制，极

大限度地降低养殖风险。

2）推进产业化发展步伐。龙头企业承担起了养

殖户不能承担或承担不起的环节，如投入品采购、

种源供应、技术服务、市场销售等环节，形成多种形

式的利益联结，在龙头企业产业化经营机制创新的

引领下，组成了众多畜牧专业合作组织，实现多方

共赢，激发了养殖积极性，加快了畜牧产业发展的

步伐。

3）稳定机制，拉长产业链条。龙头企业积极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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