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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实行畜牧业产业化是科学、持续、快速、高效发展畜牧业的最佳选择。为进一步加速推

进产业化过程, 目前应从几个方面突破: 一是理顺产业化诸环节关系, 建立起适应产业化发展的

新机制, 实行龙头企业与生产基地的一体化经营, 发展集团化道路; 二是发展规模经营, 这是畜

牧业市场化的必然选择; 三是深化对畜牧业产业化的认识, 政府及社会相关部门应立足畜牧业

产业化的发展方向, 不断完善社会化服务, 确保产业化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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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du stria liza t ion is the best w ay fo r scien t if ic su sta inab le, qu ick and efficien t an2
im al p roduct ion. In o rder to st im u la te the p rocess of indu stria liza t ion, severa lm easu res are

suggested: f irst, a new m echan ism su it to the indu stria liza t ion cou rse shou ld be pu t fo r2
w ard. P ract ising in tegra ted m anagem en t fo r cen tred com pany and p roduct ion base. Second,

develop ing sca le m anagem en t is the na tu ra l resu lt of the comm ercia liza t ion of an im al p rod2
ucts. F ina lly,m ake a deep understand ing on the indu stria liza t ion of an im al p roduct ion. T he

goverm en t and o ther rela t ive departm en ts shou ld base on the trend of its developm en t and

im p rove the socia lized sevice. T hu s the indu stria liza t ion can be on the righ t t r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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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畜牧业产业化, 是指以国内外市场为导向, 以科技进步为前提, 以专业化的规模经

营为基础, 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 在一定的区域内以龙头企业或公司为纽带, 按照产品衔

接递进规律, 把众多畜牧饲养者联结起来, 构成功能齐全的产业链, 形成区域化、专业化、商

品化和农工商一体化经营的高效运转的社会化的畜牧业体系。

实施畜牧产业化的目的, 在于提高畜牧业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它应有如

下基本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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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产加销一体化。即通过“公司+ 基地+ 农户”等组织形式, 把社会再生产的各环节联

结成功能齐全的产业链。

2) 经营规模化。实现规模经营, 有利于资源的合理利用, 生产要素的最佳组合, 科学技

术的推广, 现代化生产手段的使用, 从而形成所谓的“规模效益”。

3) 经营管理企业化。实行标准化管理, 规范化生产, 全面经济核算制度、生产责任制度

等, 对生产经营活动实行企业化管理。

4) 生产技术科学化。科学技术是生产力, 产业化过程的本身就是推广应用现代科技的

过程。产业化的畜牧业将是科技进步因素比重大、产品科技含量高的畜牧业。

5) 产品流通商品化。产业化畜牧业本质上是市场畜牧业, 因此, 必须面向国内外市场,

具有较高的商品率。

实行畜牧业产业化是科学、持续、快速、高效发展畜牧业的最佳选择。但目前畜牧产业化

仍处于初始阶段, 仍然存在一些问题: 一是认识不足。各级领导在抓畜牧产业化上, 还没有真

正形成共识, 对推进产业化的意义、作用认识不足, 抓的力度不够大。二是畜牧生产的主体规

模小, 科技含量低, 管理方式落后。三是龙头企业缺乏活力。缺乏面对市场自我调节能力, 企

业与企业之间, 由于地域分割、部门分割、城乡分割, 各自为政, 形不成集团优势。因此, 为了

进一步加速推进产业化进程, 目前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突破。

第一, 理顺产业化诸环节的关系, 建立起适应产业化发展的新机制: 实行龙头企业与生

产基地的一体化经营, 发展集团化道路。推进管理体制一体化, 打破条块和部门界限, 实行部

门合并, 或组建跨行业企业集团, 做到生产、加工、销售衔接到位, 人财物及计划管理统一协

调, 生产基地与龙头企业在建立一体化经营机制的同时都要本着互利互惠、风险共担的原

则, 通过相关法律、法规来确立两者之间的责、权、利关系, 保证贸、工、牧一体化的经营机制

健康有效运行。

目前企业集团可简分为以下三种类型:

A 型——生产、加工、销售环节纵向衔接式, 为一条龙式集团。

B 型——由无数个A 型集团组成, 具有跨区域分布特点。

C 型——由相同生产企业横向联合组成的专业集团。

这三种类型集团表现的作用与管理要点各不相同。在A 型集团内部, 实行企业标准化

管理, 生产、加工等环节用高科技力量狠挖生产潜力, 确定合理成本, 标定合理产品价格, 界

定价格的最低线 (红线)及最高线 (绿线)。集团以市场为基础, 对生产产品的价格在红线与绿

线之间指导、控制生产。当市场价格好时, 集团在绿线内以较好价格购入生产企业产品, 集团

也同时在销售之中获得利润, 从而储备资金实力; 当市场价格低于红线时, 集团凭较强的资

金实力以红线价格购入生产企业产品, 做为市场储备, 从而保护生产企业减缓受市场的冲

击, 稳定畜牧生产。A 型集团对市场的适应能力强于单一生产企业, 可缓解集团内几个生产

企业受市场冲击程度, 但根据集团实力大小, 该型集团对市场仍存在不同程度的盲目性。

对于B 型集团, 抗击市场冲击能力较强, 它按不同区域资源与市场分布情况做整体调

整, 形成集团宏观一体化经营模式。这种模式可使下属各公司之间资源共享, 信息共享, 管理

策划共享, 有效组织内部力量, 以规模效益、市场适应性强等方面优势面对国内外市场, 做到

“一区生产, 全球销售”。这种集团一般人才、资金等实力较强, 具有自我管理、自我提高、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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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累、自我发展的能力, 它对推动畜牧产业化发展起重要作用。

对于C 型集团, 相同生产品种企业进行组合, 构成管理经营一体化的机制。它一般按地

区分布总公司, 具有专业性强、专业技术实力强、自我研究发展能力强、经营管理较单一的特

点。这种集团必须以科技、管理为重点, 并尽可能起龙头促进作用, 带动畜牧生产系统中本生

产企业之外生产企业的发展, 形成以市场为立足点, 推动畜牧各生产企业向产业化迈进; 否

则, 龙头企业弱小, 无法带动本集团发展, 集团将无长久生命力。

第二, 发展规模经营是畜牧业市场化的必然选择。从我国目前畜牧业发展水平来看, 一

方面, 绝大部分地区仍以一家一户分散经营为主, 生产规模小, 饲养技术和管理方式落后, 个

体生产能力差, 商品率及饲料转化效率都处于较低水平。这种状况, 不仅使畜牧业很难走向

市场, 也很难同其它行业竞争。另一方面, 自改革开放以来, 一大批畜牧养殖专业户已得益于

规模经营, 他们通过不断扩大饲养规模, 应用先进的饲养管理技术, 使劳动生产率有了明显

的提高, 即使在市场价格出现波动、许多饲养户不赚钱的情况下, 他们仍能获得较高的收益。

实现畜牧业的规模经营, 还要做好以下几项工作。

1) 政策上积极引导。要培育和发展畜牧养殖企业, 或者以养殖大户为龙头, 带动乡村专

业化生产, 形成一定区域内的规模经营。

2) 规模要适度。规模经营可以产生规模效益, 但也有一个适度问题, 受市场、技术、管

理、交通运输等条件限制, 过度的规模反而会造成收益的下降。确定生产规模, 要充分考虑资

源状况、经济实力、技术水平、市场容量、机械化程度等多种因素, 要全面兼顾, 科学确定。

3) 要增加科技含量, 提高产品质量, 要不断加强对畜牧业生产者的科技培训, 提高应用

科技的本领, 最大限度地增加畜牧业生产的科技含量, 提高个体产出能力和产品质量。

4) 要以配套工程技术为依托。畜牧工程技术是规模化经营的前提, 是提高畜牧生产转

化效率和劳动生产率的手段。在规模化生产中, 从工艺流程、畜舍建筑、饲养管理方式、卫生

防疫到环境保护措施都是畜禽养殖技术与环境工程技术、设施相结合的产物, 没有配套的工

程技术, 实现畜牧生产产业化是不可能的; 因此, 在推行规模化经营的过程中, 应强调因地制

宜地应用先进的环境工程技术, 采用先进的设备、设施, 保证畜牧生产产业化的顺利发展。

总之, 在规模经营具有市场经济意识强, 市场应变能力强, 自我发展能力强的基础上, 采

取长远发展战略, 求得平均利润和随机应变, 吞吐生产的指导思想, 就会稳定我国饲养业。

第三, 深化对畜牧业产业化的认识。畜牧业产业化是现代商品畜牧业科学的生产方式,

是加快畜牧业建设步伐的唯一选择。政府及社会相关部门应立足畜牧业产业化的发展方向,

不断完善社会化服务, 确保产业化健康发展。建设畜牧业产业化, 必须有社会化服务作保证。

一要加强各级服务队伍建设, 提高服务人员科技素质。二要加大资金投入。政府应在市场自

发调节作用得到充分发挥的基础上进行市场本身无法完成的调节。政府宏观调控的着眼点

应从单纯地为城市居民利益考虑转为兼顾生产者利益考虑, 以保护生产积极性。通过调节供

需平衡, 防止或减缓价格及生产的大起大落。即当供过于求时, 进行产品储备, 解决饲养者

“卖猪、卖鸡、卖鸡蛋难”的问题, 促进畜牧业生产以保护生产者的利益; 当供不应求时, 就可

以抛出储备畜产品, 平抑市场价格, 从而解决群众“吃肉难”的问题, 达到保护消费者利益的

目的。此外, 还要进一步发展畜产品批发市场, 促进市场体系的健全, 加快饲养规模经营和集

约经营。三是全社会的力量都要支持畜牧产业化建设。推进畜牧产业化不单是畜牧部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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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也是社会各部门的共同责任, 各部门及群众团体组织都要对畜牧产业化给予大力的支

持, 开展全社会抓畜牧产业化的活动。

总之, 畜牧业产业化是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一种有效经营组织形式, 通过市场牵龙头、

龙头带基地、基地带农户的形式, 或通过市场牵集团的形式, 加快传统畜牧业向现代畜牧业

的转变。实现畜牧业产业化不仅有利于促进农牧业的良性循环, 而且对整个农业产业化的实

现也具有推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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