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浙江省“十一五”畜牧业发展规划

畜牧业是农业和农村经济的支柱产业，在保障国家食物安

全、增加农民收入、推进农业现代化中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作用。

根据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需要，为进一步促进畜牧业全面、协

调、可持续发展，根据省政府有关“十一五”规划的编制要求，

特制定我省畜牧业发展规划。规划期限为 2006 年至 2010 年。

一、畜牧业发展成就与面临的形势

（一）“十五”畜牧业发展的主要成就

“十五”期间，我省畜牧业快速发展，生产结构和优势区域

布局初步优化，综合生产能力显著增强，现代畜牧大产业格局初

步形成，基本提前一年完成了十五期间的主要经济发展指标。

2005 年全省畜牧养殖业总产值 285.9 亿元，占农业总产值的比

重达到 20.1%；肉类总产量 165.4 万吨，奶类产量 26.7 万吨，

禽蛋产量 44.5 万吨，畜牧业发展成就显著。

1.畜牧业快速发展，成为保障城乡居民食物供应的支柱产

业。“十五”期间全省畜牧产值平均每年以 9.2%的速度递增，在

农业总产值的比重从 2000 年的 17.4%，上升到 2005 年的 20.1%,

主要畜产品产量保持较快的增长，肉、蛋、奶产量平均每年分别

以 6.0%、3.7%和 19.0%的速度递增。畜产品产量的较快增长为城

乡居民改善膳食结构提供了条件，畜产品已成为城乡居民食物的

重要来源，畜牧业已发展成为保障城乡居民食物供应的支柱产

业。



2.优势特色畜产品区域初步形成，生产结构不断优化。通过

实施畜牧业“西进东扩战略”和优势畜产品区域布局规划，提升

了我省浙西、浙北等畜牧主产区的产业档次，发挥了浙东南地区

资源优势，使特色畜牧业迅速发展，由此带动了全省畜牧业总量

稳定增长和区域协调发展，初步形成优质猪、肉禽、蛋鸭、奶牛、

湖羊、兔和蜂等优势区域，以及羽绒、皮革、蜂产品等加工特色

优势区，建立了一批生猪、蜂产品、兔毛和羽绒等外向型生产和

加工基地， 2005 年通过浙江省出口的畜产品出口额已超过 19

亿美元，其中羽绒、兔毛和蜂产品外销额均居全国首位。

在畜牧业生产总量发展的同时，畜产品生产结构不断优化。

在肉类总产量中，猪、禽和其它家畜肉产量的结构分别由 2000

年的 79.2%、17.6%和 3.1%，调整到 2005 年的 75.7%、20.1%和

4.2%。

3.初步实现了畜牧业生产方式的转变，综合生产能力显著提

高。“十五”期间积极推进现代畜禽养殖方式, 畜禽养殖规模化、

生态化、标准化、产业化程度不断提高。2005 年，全省出栏猪

万头以上、肉鸡 5 万只以上的养殖场分别达到 107 个和 350 个，

年末存栏奶牛 500 头以上的奶牛场 27 个。全省生猪、肉禽和奶

牛的规模饲养率分别达到 65.0%、82.0 和 75.4%。

畜禽养殖场畜禽排泄物治理工作全面推进，畜禽生态化养殖

发展迅速。各地在划定畜禽禁养区、限养区的基础上，通过对畜

禽养殖场生产设施的改造，推行干湿分离、雨污分离等工艺技术，

减少了畜禽污水、污物的排放量，减少了环境污染。同时，按照

循环经济的理念，采用农牧结合、“能源环保型”等方式，对规



模养殖场实施生态化改造，提高了畜禽排泄物的资源化利用率。

至 2005 年底，全省年出栏生猪 3000 头以上和存栏牛 300 头以上

的规模化畜禽养殖场全部完成了畜禽排泄物治理工作，全省规模

畜禽养殖场畜禽排泄物的资源化利用率已经达到 80%，生态化养

殖发展迅速。

畜禽标准化生产全面推行，基本建立与畜禽国家标准、行业

标准和企业标准相配套的畜牧业标准体系，全省已建成无公害畜

产品基地 315 个，无公害畜产品产量占全省畜产品总量的 30%。

以畜牧业龙头企业和各类合作社为主体的产业化经营模式

不断涌现，畜牧业产业化程度较高，全省拥有畜牧业龙头企业

500 多家，其中国家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和省级骨干农业龙头

企业 31 家；县级以上畜牧产业协会和专业合作社 269 个，带动

13 万户农户和 3万余个规模养殖基地，饲养畜禽 7983 万头（只）；

初步形成以大型批发市场为龙头、专业市场为骨干、集贸市场为

基础的畜产品市场体系，45%左右的畜产品实现订单化生产。

畜牧业综合生产能力较高，2005年生猪出栏率达到 165.9%，

生产水平全国领先；成年奶牛年产奶量达到全国中上水平；湖羊

产羔率处于全国先进水平；长毛兔产毛量、蜂王浆产量、绍兴鸭

产蛋量达到世界领先水平。在种质资源方面，以种猪为主的畜禽

良种繁育体系基本形成，全省建有 21 个省级种畜禽繁育基地，

二级以上的种畜禽场 175 个，年可向省内外提供种猪 8 万多头、

种禽 5000 万只、种兔 35 万只。金华两头乌、嘉兴黑猪、绍兴麻

鸭、湖羊、仙居鸡、白耳黄鸡等优良地方品种得到进一步保护。

种猪主要生产性能处于全国先进水平，绍鸭、长毛兔、蜜蜂等种



质达到世界领先水平。

4.饲料、兽药产业和畜禽产品加工有了长足发展。至 2005

年底，全省兽药和饲料添加剂规模生产企业已达 200 多家，其中：

46 家兽药生产企业通过了农业部的 GMP 验收，2005 年实现饲料、

兽药产值 154 亿元，比 2000 年增加 1 倍多。我省维生素类产品

总产量 4 万余吨，占全国的市场份额已达 60%以上，抗菌药物和

驱虫药物在全国兽药原料药市场上占 50%以上，是全国重要的饲

料添加剂和兽药原料药生产基地。肉类、皮革、羽绒、兔毛、蜂

制品等畜产品加工有了较快发展，2005 年加工产值约达 750 亿

元。

5.动物防疫和饲料、兽药、畜产品安全监管能力显著提高。

全省建立了重大动物疫病防治和畜产品安全目标管理责任制，以

及重大动物疫情应急机制，建立了省、市、县三级动物疫病诊断

实验室和疫情监测体系，完善了公路动物防疫监督屏障体系，初

步建成兽药、饲料和畜产品质量安全监控体系，重大动物疫病和

畜产品质量安全事件的预警、监控能力显著提高。同时，根据《国

务院关于推进兽医管理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和《浙江省人民政

府关于推进畜牧兽医体系改革切实加强动物防疫工作的通知》规

定，启动了市、县(市、区)两级畜牧兽医监督管理机构的改革，

强化市、县(市、区)两级的畜牧兽医监督管理职能，推行乡镇动

物防疫检疫派驻制度。

6.畜牧兽医技术推广体系改革有序进行。“十五”期间政府

每年都投入一定的经费，面向社会招标研究和推广一批重大动物

疫病综合防控、畜禽良种选育、绿色畜产品生产、规模畜禽生态



养殖等国内领先的畜牧兽医技术；积极开展职业技术培训，培训

人员 1.2 万人次，其中通过职业技术鉴定合格人员 1万多人；积

极引导培育各类民营科研机构，为我省推进畜牧业生产方式转变

提供了技术基础。同时为适应畜牧业市场化、现代化发展的要求，

以满足广大农民群众的技术需求为目标，按照坚持“强化公益性

职能、放活经营性服务”的原则，在全省有序地推行畜牧兽医技

术推广体系改革，逐步形成多层次、多形式、社会化的畜牧兽医

技术推广服务体系。

7.畜牧业的发展，促进了农民增收。2005 年我省农村居民

家庭经营牧业人均纯收入 268.3 元，占农村居民家庭经营农业产

业人均纯收入 1248.1 元的 21.5%，在农业产业净收入中居第二

位。农村从事畜牧业劳动力逾 77 万人，畜牧业的发展，促进了

农民增收，对全面建设农村小康社会起到了十分突出的作用。

（二）“十一五”畜牧业发展面临的形势

我省“十五”期间经济的快速发展，农村经济进入了以工促

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人民生活水平和健康意识普遍提高，

畜牧业整体实力进一步增强。“十一五”时期是我省全面建设小

康社会的攻坚阶段，是全面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关键时期，

畜牧业的发展环境也发生了深刻变化。

1.有利条件

——畜牧业发展具有良好的政策环境。近年来，党中央、国

务院对畜牧业的发展高度重视，强调要大力发展畜牧业等劳动密

集型产业，推动农业整体素质和市场竞争力的提高。省委、省政

府将发展畜牧业作为调整农业结构和增加农民收入的主要措施，



并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提出要“大力发展畜牧业”。

这些均为畜牧业的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了难得的发展机遇和极为

有利的政策环境。

——国民经济的高速增长为畜牧业发展提供了坚强支撑。我

省国民经济的发展已经进入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实现

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协调发展的新时期，在国民收入分配中

将更多地支持农业和农村发展，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城市对

农村的带动作用将进一步增强，公共财政覆盖农业、农村的范围

和领域将进一步扩大，这为现代畜牧业的发展带来新的良好机

遇。

——畜产品消费需求的持续增长为畜牧业发展提供了广阔

空间。近 20 年来我省城乡居民的畜产品消费水平有了大幅度提

高，城镇和农村居民畜产品消费量年均分别以 3.4%和 2.4%的速

度增加，但人均消费量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且农村居民畜产品

消费量也远远低于城市居民。今后，随着农民收入的不断提高，

农民的畜产品消费必将进入一个新的高峰期。城市居民也将进入

新一轮的消费升级阶段，对优质、卫生、方便畜产品的需求将不

断增加。同时，随着工业化进程加快，新增城市居民对畜产品的

消费需求也将出现快速上升的趋势。畜产品需求的持续增加对畜

牧业生产的拉动作用日益增强。

——工商企业和民营资本的不断投入，为畜牧业发展提供了

巨大动力。我省畜牧业收入是农民家庭经营收入的重要来源，农

民从事畜牧业生产的积极性高。同时，在农林牧渔业中，畜牧业



的比较效益相对较高，工商企业投资畜牧业的资本将持续增长，

将为畜牧业的持续、快速发展提供巨大动力。

2.面临的不利因素

“十一五”期间制约畜牧业发展的因素存在，使我省畜牧业

面临严峻的挑战。

——重大动物疫病疫情形势依然十分严峻。受周边国家重大

动物疫情频发且呈扩散之势，动物及其产品流通频繁等影响，重

大动物疫病疫情形势依然十分严峻，防控工作任务繁重，现有动

物防疫基础设施尚不完善，一旦发生重大动物疫情，将对畜牧业

生产产生极为严重的影响。

——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受经济利益驱

使，非法经营、使用瘦肉精等违禁药物、制售假冒伪劣饲料，畜

产品中药物残留超标等影响畜产品质量安全的问题仍然存在。

——受土地资源和环境的制约日益加剧。我省土地资源紧

缺，随着各地对畜禽禁养区、限养区的划定，畜牧业的用地空间

越来越小，畜牧用地矛盾日益突出，同时部分地区畜禽养殖总量

超过周边环境承载能力，畜禽粪便等养殖废弃物的资源化利用率

有待进一步提高。

——畜牧业科技创新与推广体系较薄弱。由于投入不足，高

效、生态、集约型生产等关键技术的集成和研发能力受到比较大

的制约，科技创新能力较弱，自主培育的畜禽优良品种较少，部

分地方优良品种处于濒危状态；科技推广服务体系还不健全，基

层科技推广机构和技术人员不稳定，畜牧业科技成果转化速度

慢。



二、畜牧业发展的指导思想与基本原则

（一）指导思想

围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总体目标，以科学发展观为指

导，按照建设资源节约性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要求，以加快建设

现代畜牧业为目标，保障畜产品有效供给和增加农民收入为中心

任务，深化畜牧管理体制改革，促进科技进步和体制创新，加强

畜牧业基础设施建设，优化畜牧产业结构和布局，走高效生态、

优质安全的可持续发展道路，使畜牧业成为农业和农村经济增

长、农民增收的重要支柱产业，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二）基本原则

1.坚持可持续发展。按照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

会的要求，运用循环经济的发展理念，大力发展高效生态畜牧业

和规模养殖业，使畜牧业发展规模、速度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或

畜禽排泄物处理能力相适应，畜禽养殖与动物防疫、投入品和畜

产品安全监控体系同步发展，畜禽养殖业与畜产品加工、饲料和

兽药产业的协调发展，实现畜牧业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

2.坚持调整结构，优化布局。继续加大畜牧业结构调整力度，

稳定生猪，大力发展优质家禽、奶牛、羊、兔等草食动物和特色

畜禽生产；继续实施畜牧业“西进东扩”战略，优化优势产品区

域布局，逐步形成具有区域特色优势的畜牧业产业带和块状牧业

经济，做大做强畜牧产业。

3.坚持科技创新，提升产业水平。加快畜牧业中高效、生态、

集约型生产等关键技术的研发、集成和推广，推行农业科研机构、

龙头企业和生产基地相结合的农业科技创新机制，加快科技成果



的普及转化，依靠科技进步，全面提升我省畜牧产业发展水平和

产品综合竞争力。

4.坚持市场导向和政府引导相结合。进一步深化改革，充分

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和各方面投资发展畜牧业的积

极性，形成多元化的投入机制和与农民形成稳定利益关系的产加

销一体化的产业化经营机制，加大政府投入，积极引导和支持市

场配置资源难以发挥作用的畜牧业公益性基础设施建设。

三、发展目标

（一）总体发展目标

畜牧业在农业经济中所占比重进一步提高，经济结构和产业

布局进一步优化，规模化、标准化和产业化进一步推进，养殖、

加工、饲料、兽药产业协调发展，良种繁育体系、科技创新和推

广体系、动物疫病防控体系和畜牧兽医监督体系、畜产品质量安

全保障体系得到完善，从业人员素质普遍提高，畜产品市场竞争

力显著增强，畜牧业实现可持续发展，为率先实现畜牧业现代化

奠定扎实的基础。

（二）2010 年具体发展目标

1.进一步扩大畜牧经济总量。到 2010 年，畜牧养殖产值达

到 410 亿元，占农业总产值(不包括农林牧渔服务业产值)的比重

达到 23%左右；畜产品加工产值达到 1220 亿元；饲料与饲料添

加剂产值达到 170 亿元；兽药产值达到 50 亿元。四项产值合计

达到 1850 亿元。

2.主要畜禽生产和畜产品稳步增长。到 2010 年，主要畜禽

生产和畜产品预期指标：生猪饲养量 3200 万头，牛存栏 40 万头，



其中奶牛存栏 11 万头，羊饲养量 500 万只，家禽饲养量 4.5 亿

只，兔饲养量 2000 万只，蜂 110 万箱；肉、蛋、奶类总产量分

别达到 178 万吨、45 万吨和 40 万吨。

3.畜牧业生产结构进一步优化，实现可持续发展。生猪生产

基本稳定，优质家禽、牛、羊、兔等草食动物和特色畜禽生产得

到较快发展，特色畜产品优势区域明显，畜禽养殖规模化、标准

化、生态化、产业化程度进一步提高，养殖业与相关产业协调发展，

畜牧业的发展与环境和自然保护要求相适应，实现可持续发展。

4.建成较完善的畜牧业生产支撑保护体系。建设成包括良种

繁育、科技推广、动物疫病控制、畜产品安全、饲料兽药检测在

内的比较完善的畜牧业生产支撑保护体系，控制重大动物疫病可

能造成的潜在威胁，畜产品生产的质量安全、生态安全、公共卫

生安全水平显著提高。

5.畜牧业的整体科技水平和从业人员素质进一步提高。畜牧

业科技进步贡献率提高到 65%以上，处全国领先水平，全省规模

畜禽养殖场（户）管理人员、各级畜牧兽医监督管理机构管理和

专业技术人员普遍接受专业培训，从业人员科技文化素质进一步

提高。

6.畜产品出口能力增强。建成一批畜产品出口基地，到 2010

年，畜产品和以畜禽产品为主要原料的加工制品出口额达到 25

亿美元。

四、主要任务、特色优势畜产品区域布局和建设重点

（一）主要任务

1.转变畜牧业生产经营方式，加快推进现代畜牧业进程。一



是加快畜牧小区和畜禽规模养殖场的发展。按照“发展、规范、

创新”的原则和畜禽养殖规模化、标准化、生态化的要求，重点

加快各类畜牧小区和规模场建设，创新生态养殖模式。规范畜牧

小区生产标准，突出抓好畜牧小区畜禽良种、饲料供应、动物防

疫、养殖技术、无公害生产、养殖排泄物综合利用和环保设施等

方面的标准化建设，鼓励畜禽养殖小区进行股份制和合作制改

造。支持规模养殖场按现代化的要求，对现有养殖基础设施进行

改造，建立畜禽标准化生产体系。积极引导大中型工商企业从事

畜禽养殖业，建立产品加工原料基地，与农户建立稳固的利益联

结机制，提高产业化程度，提升对农户的带动能力。

二是大力推进畜牧业科技进步，促进畜牧业增长方式转变。

以畜牧业发展中的重大关键技术创新和集成为重点，推动建立优

质高效集约化的现代畜禽养殖体系。加大畜牧科技攻关力度，重

点解决畜禽良种培育、畜禽规模化与高效生态养殖、饲料饲草资

源开发利用、新型兽药和饲料添加剂研发、重大动物疫病综合防

控、先进工艺装备、畜禽排泄物资源化综合利用和环境保护等重

大关键技术问题。加快畜牧科技成果转化、推广和产业化进程，

进一步提高畜牧业科技水平。

三是完善畜禽良种繁育体系。重点加强畜禽原种场和资源场

建设，完善基础设施，积极扶持畜禽良种企业集团的发展，建立

面向国际和国内的畜禽种业基地，构建与现代畜牧业相适应的畜

禽良种繁育体系，加强地方畜禽品种资源保护和开发利用，增强

畜禽良种供应能力。

四是抓好畜牧业环境保护和循环经济建设。针对生态环境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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