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收稿日期:2013-05-21
刘恩勇,男,硕士,农业推广研究员。

湖北省饲料产业发展探究

刘恩勇1 董 凡2 李 巍3

1.湖北省饲料工作办公室,武汉430000;2.湖北省土壤肥料工作站,武汉430000;

3.湖北省襄阳市动物防疫监督站,湖北襄阳441000

  饲料业是上接种植业、下连养殖业的中轴产业,
也是涉农产业中工业化、市场化、标准化、集约化程

度较高的基础产业。新时期,中央作出大力发展现

代农业的战略部署,湖北省委提出推进产业化经营、
建设一批“大基地、大龙头、大品牌、大园区”的发展

思路,饲料业作为依托种植业、支撑养殖业、服务“三
农”的基础产业,不仅大有可为,而且应该充分发挥

产业优势,在农业产业化经营中起龙头作用。

1 湖北省饲料产业发展基本情况

改革开放之初,饲料业从境外进入中国并迅速

在全国各地蓬勃发展,掀起了我国传统养殖业的一

场巨大革命。30多年来,饲料业在荆楚大地从无到

有、从小到大,历经了4个发展阶段:一是初始起步

期(1979-1984年),这一阶段的饲料产品以国营饲

料厂生产的混合饲料为主,产品简单,品种单一,产
能较低;二是快速发展期(1985-1995年),这一阶

段湖北省委省政府成立了食品饲料业办公室,提出

了“大发展、大家办”的方针,饲料业形成了国家办、
集体办、个人办、联合办的多元化格局,新技术、新工

艺被引进,饲料厂“遍地开花”;三是全面发展期

(1996-2000年),这一阶段随着正大集团、希望集

团等饲料行业龙头企业进军湖北省,营养全面的配

合料、技术含量高的浓缩料和预混料迅速占领市场,
引领了行业新潮流,规模饲料企业和饲料加工厂一

度达到600多家;四是整合提升期(2001年至今),
这一阶段国有、集体饲料企业完成改革转制,民营、
中小型企业发展壮大,企业全部纳入许可管理,质量

监管不断加强,同时因市场竞争更趋激烈,企业整

合、淘汰加速。
截至2012年底,湖北省已有饲料生产企业439

家,既有落户湖北省的泰国正大、康地华美、澳华、亚
卫、四川通威、希望、湖南唐人神、广东温氏、广东海

大、山东六和、北京伟嘉、香港高龙饲料等国内外知

名企业,也有迅速成长的湖北同星、武汉新华扬、湖
北广济药业、安琪酵母、浠水四方、武汉正达、武汉天

龙、宜城襄大、湖北农腾等本土企业;全省商品工业

饲料双班产能达到1000多万t,饲料及饲料添加剂

总产量突破600万t;工业饲料总产值达230亿元。
饲料企业通过抓管理、重质量、创品牌,培育出

了一大批精品名牌产品。如:湖北广济药业股份有

限公司生产的饲用维生素B2被评为“中国名牌产

品”;湖北同星、武汉正达、武汉明天、宜城襄大等12
家企业生产的饲料被评为“湖北名牌产品”;全省有

23个产品分别被纳入国家级高新技术产品目录和

省级优势且具有较高创新性产品目录;另有24个产

品分别被评为“中国饲料行业信得过产品”和“湖北

信得过水产养殖投入产品”。名牌产品增强了企业

市场竞争力,维生素、矿物质、微生物、酶制剂等饲料

添加剂产品不仅畅销国内市场,而且远销欧洲、非洲

等地。
饲料业迅速发展,成为湖北省农业经济迅速发

展的重要支撑,为社会作出了重大贡献。

1.1 推动养殖业大发展

改革开放前的计划经济时代,湖北省人均肉、

蛋、奶供应量严重不足。正是饲料业的兴起,工业化

饲料的使用与良种、防疫和先进养殖技术的有机结

合,带动了养殖业规模化发展、集约化经营。改革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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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30多年来,在粮食平稳增产的情况下,饲料生产

大幅度增加了动物产品供给,为养殖业发展提供了

充足的生产资料,促进了养殖业快速、持续发展,成
为现代养殖业的直接推动力。目前,全省生猪规模

养殖场已达600多家,规模养殖场肥猪出栏量约占

全省总出栏量的60%;全省水产养殖面积已超67
万hm2。

1.2 繁荣市场经济

据测算,使用1t配合饲料可为养殖业节本增

收350元左右,仅此一项,每年可为湖北省养殖业增

加收入200多亿元。另外,发展饲料业,转移了大量

农村剩余劳动力,拓宽了就业渠道。据不完全统计,
全省饲料企业共有3万多人就业,另有数万人从事

饲料营销和配送工作,实现就地就业。

1.3 节约大量粮食

湖北省每年约有125万t秸秆、牧草、糠麸、饼
粕、下脚料等农副产品不能被人类直接利用,将这些

农副产品加工成饲料供畜禽利用,畜禽再生产出肉、
蛋、奶等食品,实现资源的综合开发和循环利用,节
约了大量粮食。由于饲料科技的进步,肉鸡、生猪、
蛋鸡及水产动物的配合饲料转化率已由“八五”时期

的2.5∶1、4.0∶1、3.0∶1和2.5∶1提高到目前的

2.0∶1、2.8∶1、2.4∶1和2.0∶1,且这些畜禽的出

栏时间也缩短了15~40d,饲料消耗大为降低。实

践证明,用营养全面的配合饲料养殖动物,与使用单

一饲料(农产品)相比,可提高饲料报酬20%~
30%,且可缩短饲养周期,节约了大量粮食资源。

1.4 保障食品质量安全

饲料是动物性食品生产的源头,饲料产品的质

量直接影响动物性食品的安全。湖北省各级政府和

饲料管理部门高度重视饲料产品质量,认真贯彻落

实国务院《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严格执行

饲料卫生强制标准,规范饲料生产、经营和使用行

为,严厉打击在饲料生产和养殖环节中非法使用违

禁药物和添加剂的行为,促使饲料质量稳步提升。

2012年全省饲料产品抽检总体合格率达97%,商品

饲料中连续多年未检出瘦肉精,高品质的饲料产品

已成为主流,较好地保障了食品质量安全。

2 当前饲料业发展面临的问题

30多年来,湖北省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运
用市场和调控双重手段推进饲料业市场化改革,取

得了瞩目的成就。特别是最近几年,湖北省饲料业

无论在规模上还是质量上都在快速提升,这是饲料

业为适应现代养殖业发展而自我调整的结果,也是

国家加强饲料安全监管、推进饲料业发展方式转变

的结果。但是,由于原料价格和人工费用大幅上涨,
饲料生产成本上升,企业利润空间明显压缩,一些中

小企业生存十分困难;加之,饲料企业贷款难、用地

难、用工难、技改难的问题日益凸显,企业发展受制

因素越来越多、面临的压力也越来越大。湖北省饲

料产业的发展与先进省份相比、与湖北发展现代农

业的要求相比还有一定差距。

2.1 产业规模发展滞后

湖北省饲料生产企业以中小企业居多,低水平

经营、低档次重复、低层次竞争等问题较为突出。

2010年全国排名前30位的企业集团拥有约1000
个饲料加工厂,饲料产量近7000万t,占生产总量

的44%,即每个加工厂平均年产7万t。而湖北省

饲料企业平均年产量仅1万多吨,生产规模明显

偏小。

2.2 饲料资源制约趋紧

据湖北省饲料市场需求量测算,两大主要原

料———玉米和饼粕的需求量高达800和150万t。
而湖北省年产玉米仅200万t左右,且品质较差;虽
然饼粕中的菜粕和棉粕年产量可达150万t左右,
但利用系数很低。玉米主要从黄河以北的多个省

(区)采购,但没有固定的基地;豆粕的生产在湖北尚

属空白,全部靠外购。先天不足的原料供应带来2
个问题:一是原料被卖方市场控制,成为制约湖北省

饲料业发展和饲料产品质量安全的瓶颈;二是运输

距离远,供货不稳定,价格也极不稳定。据精心测

算,活猪每千克毛重的饲料成本比黄河北、沿海诸省

至少多0.2元。

2.3 质量安全形势复杂

非法使用违禁添加物、制售假冒伪劣饲料等问

题虽然有所遏制,但还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为

规避监管,少数不法企业使用新型非法添加物,花样

翻新,防不胜防。受饲料资源紧缺影响,部分非粮饲

料资源未经严格的评价就在饲料生产中使用,潜在

风险不容疏忽。而且,湖北省饲料销售门店数量较

多,经营业主法律法规意识淡薄,拆包分装、前店后

厂等现象十分普遍;饲料加工作坊仍普遍存在,质量

安全隐患不容忽视。另外,饲料生产过程中操作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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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饲料原料污染等人为因素导致的质量安全问题

也需要关注。与复杂的形势相比,无论是管理部门

的监管能力,还是饲料企业的自我控制能力,仍有很

大差距。

2.4 外部因素制约加大

养殖业行情波动频率升高,市场不确定性因素

增加,大宗原料、能源、运输、劳动力等价格大幅上

涨,行业整体盈利水平下滑。饲料业在工业门类中

效益较低,一线生产工人劳动强度较大,用工越来越

难。饲料企业流动资金需求大,但税收贡献少,越来

越难得到地方政府和金融机构的支持。

2.5 政策扶持乏力

国家对饲料业的定位不够明确,目前还没有明

确的扶持政策。“分灶吃饭”的财政体制使各级政府

都钟情于“高新技术产业、高投入、高税收”的工业项

目,饲料业作为农产品加工转化行业和养殖业的服

务业,被排除在“三高”之外。因此,无论是在土地的

征用、水电设施的兴建方面,还是在企业融资等诸多

方面,饲料企业都遇到了许许多多的困难,只能以

“滚雪球”的方式艰难地求生存、谋发展。另外还有

一个认识上的误区,即农业部门“视饲料业为工”、工
业部门视“饲料业为农”,以致饲料业“非工”亦“非
农”,被国家政策性补贴边缘化,无法享受到相关

补贴。

3 加快发展湖北省饲料业的建议

养殖业的发展,迫切要求改变湖北省饲料业“生
产规模小、生产总量少、生产布局散、经营管理落后”
的现状。为此,必须树立饲料业“大原料、大安全、大
企业、大市场”的发展战略,建立健全安全、优质、高
效、低耗、环保、可持续发展的饲料业生产体系;还必

须整合资源,靠政策引导企业横向联合,培育一批规

模大、档次高、产业链长的饲料龙头企业,实现种植

业、养殖业和饲料业联合共赢发展,促进养殖业上档

升级,为农民增收、农村繁荣作贡献。

3.1 重视饲料业发展,强化饲料基础地位

饲料业不是养殖业的附属产业,而是涉及多个

国民经济产业的综合产业。发展饲料业,必须引起

各级政府的足够重视,要把饲料业当作发展现代农

业的一个支柱产业来抓。在定位上,作为上接种植

业、下连养殖业的涉农产业,应该纳入农业产业化政

策扶持及农产品加工业扶持。

3.2 优化区域布局,推动联合发展

根据饲料产销“大进大出”的特点,企业最佳辐

射半径应不超过100km。因此,要按照区域布局和

优化分工的原则,鼓励企业兼并重组、提升档次;还
要制定饲料业产业政策,鼓励企业开展技术创新,鼓
励饲料业与养殖业联合整合,鼓励企业走有特色的

专、精发展之路;并且,充分利用饲料企业工业化标

准高、市场化程度高、人才及技术有优势且产品质量

便于控制的特点,培育“饲料+养殖+加工”的一体

化龙头企业,降低饲料生产成本,提高质量安全系

数;同时,根据养殖区域分布的特点,配套建设一批

高起点、高标准、现代化的饲料厂,推动饲料业做大

做强。力争通过5a的努力,培育年加工饲料10
万t以上的企业100家,打造年加工饲料50万t的

企业10家,争取饲料总产量突破1000万t,为养殖

业强省建设提供质优量足的饲料保障。

3.3 加大政策扶持力度,促进饲料业快速发展

一是设立饲料企业技改资金。以奖代补,鼓励

饲料企业淘汰落后设备,提升产能;并将饲料加工设

备纳入农机购置补贴范围,给予补贴。二是加强质

量监测体系建设。增加管理部门、饲料企业质检体

系建设经费,加大质量监督抽检经费投入,鼓励企业

增强自检能力,扩大饲料抽检范围并增加抽检频次。
三是鼓励发展饲料龙头企业。设立饲料产业化发展

专项资金,扩大财政资金对饲料龙头企业的扶持范

围并加大扶持力度,促进饲料产业化龙头企业发展。
四是加大金融支持力度。国家政策性银行、商业银

行及财政担保公司合力解决饲料企业流动资金不足

的问题,简化手续、降低门槛发放中短期贷款,对信

誉好的企业提高授信额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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