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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国家出台能繁母牛、母羊补贴政策，每头能繁

母牛每年补贴 500元，每只能繁母羊每年补贴 200

元。出台牛羊生产大县奖励政策，把年出栏肉牛 2

万头、出栏肉羊 5万只的县列入扶持范围。出台规

模养殖场扶持政策，重点对出栏肉牛 100 头、肉羊

300只以上的规模养殖场给予扶持。

摘要 由于乳品企业限量、降价等因素，唐山市丰润区奶业生产又陷入了新一轮经营困境，奶业生产举步维

艰。当前奶业发展的组织化程度低、成本居高不下、乳品结构单一、乳企存在限量隐患，建议实施乳品加工企业带

动工程，加快奶源基地、饲料基地、奶牛良种繁育体系等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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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2016年 5月底，唐山市丰润区奶牛存栏近 2

万头，奶牛规模养殖场区 20个，其中鲜奶交往蒙牛

公司的有 14家、交往伊利公司的有 4家、交往天津

光明的有 2家。在最近一年里，由于鲜奶销路不畅

和奶牛养殖场区改造升级的资金压力，有 6个养殖

场区已经倒闭，有 1个养殖场已转型为主营肉牛。

1 当前奶业发展面临的困境

自 2014 年 12 月下旬以来，由于乳品企业限

量、降价等因素，奶业生产又陷入了新一轮经营困

境，奶业生产举步维艰。虽然丰润区奶业整体发展

相对平稳，但奶业繁荣时被忽略的行业隐患也相继

被暴露出来，面临诸多挑战。

一是组织化程度低，奶农没有话语权。奶农专

业合作组织发展滞后，奶业协会难以真正发挥作

用。奶企与奶农之间没有建立起平等互利、合作共

赢的沟通机制，乳品企业垄断市场，掌控话语权，一

旦出现行业动荡，乳企可以采用人为提高检测标准

等技术手段转嫁风险，奶农的利益得不到保障。

二是成本居高不下，奶农比较收益低。同等规

模的奶牛养殖场区，劳动力成本是国外的 10倍，加

之国内玉米等饲料价格持续高位运行，牧草需要从

外地购买或进口，造成奶牛养殖成本较高。同时，由

于奶价持续低迷致使奶牛价格大幅下滑，奶农利益

受损较大，如行业危机持续时间过长，存在奶业大

幅萎缩风险。

三是乳品结构单一，原奶销售渠道过窄。区域

内蒙牛及周边伊利等奶业加工企业主要生产奶粉、

常温奶等低端乳品，没有深加工乳品，抗风险能力

不足。

四是乳企仍存在限量隐患。通过调查，某些乳

品公司仍存在限量现象，具体限收数量不定。

2 今后的工作重点

1）实施乳品加工企业带动工程，完善价格协调

机制，提升奶农话语权。加快丰润区蒙缘食品仓储

冷链项目建设，增强龙头企业的辐射带动作用。发

挥部门职能作用，探索建立乳企与奶农的沟通渠

道，推行合同化管理，实现奶业生产上、下游的有效

对接。

2）实施奶源基地建设。大力发展规模养殖，加

快现有奶牛养殖场（区）的扩容和改扩建，大力推广

DHI测定及 TMR饲喂、奶牛卧床、冷风机等先进技

术，奶牛养殖小区实现向牧场方式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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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实施饲料基地建设。在建泉牧场、旭阳奶牛

场等场区推广使用秸秆发酵生物技术、全株玉米青

贮技术，全面普及全株玉米秸秆青贮技术。

4）加强奶牛良种繁育体系建设。认真落实农业

部奶牛良种补贴项目，加快奶牛良种化进程，大力

推广性控冻精，提高母犊出生率。

5）加强疫病防治体系建设。充分发挥区、镇、场

三级动物防疫体系作用，全面落实动物防疫消毒制

度和动物免疫监测制度，奶牛重大动物疫病免疫密

度常年保持 100%，免疫抗体合格率达到 90%以上。

加强对重点奶源基地的疫情监测，加快奶牛疫病防

治体系基础设施建设，搞好人员培训，加大奶牛强

制免疫力度和检疫力度。推进无规定疫病区和疫情

监测站的建设。

无论如何，降低每千克奶成本、坚持下去、抱团

取暖，都是奶农必然的选择，也是让我国奶业在调

整中顺利回归正常轨道的必然途径，时时注重提升

抗击严寒的能力。

摘要 十堰市“百万只山羊”产业建设经过五年的发展，实现了由散养向规模、由粗放向标准、由小农经济向

商品经济的转变，为十堰市“三农”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但也还存在良繁体系不完善、杂交利用不科学、加工营

销无品牌等制约产业链做大做强的一些因素，对此提出了相关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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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十堰市委、市政府提出发展“百万只山

羊”产业以来，全市各级、各部门很快把思想认识统

一到市委市政府的决定上来，积极行动，把山羊产

业发展作为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骨干产业，把山

羊产业发展作为“精准扶贫”的重要手段，把山羊产

业发展作为“美丽乡村”建设的有效途径，探索出各

具特色的山羊产业发展的新路子，形成了适合十堰

市的可持续发展的山羊产业建设的新格局。

1 取得的主要成效

根据督导、检查和调研的情况看，2011-2015

年，十堰市“百万只山羊”产业建设呈现出蓬勃发展

的态势（表 1），取得的主要成效可以概括为：“生产

发展了、标准提高了、规模扩大了、效益显现了、产

业化经营初步形成了。”

1）山羊生产稳步发展。统计数据显示：2015年

全市山羊饲养量 231.6万只，出栏量 111.6万只，分

别比 2010年增长 151.8%和 144.3%；尤其是房县、

郧西县积极推进肉羊养殖示范区创建工作，房县山

羊出栏量 51.2万只、郧西县山羊出栏量 27.8万只，

均创历史新高；全市山羊生产呈现出健康、稳步发

展的态势。

2）标准化养殖全面推广。截止 2015年，全市创

建标准化山羊养殖部级示范场 4个，省级示范场 23

个，市级示范场 129个，县级示范场 417个。本着科

学发展的理念，十堰市“百万只山羊”产业建设在发

展初期就严格按照《农业部关于加快推进畜禽标准

化规模养殖的意见》（农牧发[2010]6号）文件精神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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