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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暋要暋根据对全国21个水禽主产省(市、区)2010-2011年水禽产业发展情况的调查统计,分析了水禽产业

快速发展的原因:政府对水禽产业大力支持和正确引导,为水禽产业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强有力的科技支持和

指导,引领水禽产业健康持续发展;市场需求的拉动和良好的效益,刺激了水禽产业的大发展。同时也指出了水禽

产业发展还存在良种繁育体系不健全、养殖方式落后、疫病防控体系不健全、产品质量安全控制体系不健全等问

题。进而对近年水禽产业发展趋势做了预测分析,认为水禽养殖数量稳中有增,将呈现持续发展的趋势;水禽养殖

方式将继续朝着专业化、规模化、标准化的方向转变,我国水禽品种分布将再度呈现地方化、多元化、区域化的态

势,水禽产业深度开发与广度开发结合,产业利润不断增加,水禽产业的分布呈现向优势产区集中的态势。提出促

进水禽产业健康持续发展的7点建议:大力支持和组建全国性的水禽育种协作攻关体系,力争使水禽品种自主化;

进一步加强疫病防控工作;加大政府对水禽产业发展的扶持;积极推动产业联盟建设、加强产品质量安全体系建

设;积极开发水禽健康养殖新模式;积极开拓国际市场;增设国家水禽产业技术体系综合试验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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暋暋近年来,我国水禽产业有了长足的发展。据对全

国21个水禽主产省(市、区)2010-2011年水禽产业

发展的调查统计,水禽产业产值在2010年比2009年

增长10%的基础上,2011年继续以10%以上的速度

高速增长。国家级农业产业化经营龙头企业山东六

和集团,2010年肉鸭出栏及屠宰加工3.6亿只,2011
年达到4.5亿只,增长25%[1灢2]。根据产业技术体系

的调查,截至2012年4月底,全国鸭的存栏量13.5
亿只,鹅的存栏量2.5亿只,全年鸭的出栏量40亿只

(其中樱桃谷鸭25亿只,番鸭半番鸭2.5亿只,其它

类型的北京鸭和麻鸭12.5亿只),鹅的出栏量6.5亿

只;蛋鸭存栏3亿只左右,产蛋450亿t,水禽产业的

产值达到1500亿元以上。在我国水禽产业快速发

展的时期,分析其发展特点和存在的问题,有利于把

握好水禽业的发展趋势,制定相应的发展策略。

暋暋一、水禽产业快速发展的动因和存
在的问题

暋暋1.我国水禽产业快速发展的动因

通过对水禽产业的调查分析,可以得出当前我

国水禽产业快速发展主要有以下3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政府对水禽产业大力支持和正确引导,

为水禽产业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如武汉

市人民政府2010年提出,要在武汉市建设亿只鸭

工程,把养鸭业打造成100亿元的支柱产业,对于

养种鸭规模达到1万只的,政府给予15万元的建

场补贴,对于肉鸭每批次出栏达到5万只以上的

养殖企业或农户,政府给予50万元的建场补贴;
湖北省崇阳县人民政府2010年引进武汉精武禽

业有限公司落户崇阳县,对农户养鸭建1m2 的鸭

舍给予15元的补贴,对于父母代种鸭场每育成卖

出一只鸭苗给予0.15元的补贴,使崇阳县养鸭从

无到有,2011年种鸭存栏达到5万只,出栏肉鸭

1000万只以上。
二是强有力的科技支持和指导,引领水禽产业

健康持续发展。国家水禽产业技术体系的组建和综

合试验站的选建,使得水禽产业的技术创新有了平

台,技术服务有了依托,有效地促进了水禽产业的技

术服务,引领水禽产业健康稳步向前发展。如在

2010年6月以来我国部分地区发生的蛋鸭出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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卵巢炎,造成直接经济损失达45亿元,而2011年由

于水禽产业技术体系的科技人员进鸭场、采病样、开
处方、搞培训,使这一疾病得到了有效控制,在全国

并未造成流行和损失;重庆市水禽体系的科技人员

与综合试验站结合,引进郎德鹅、莱茵鹅等优良品种

与当地四川白鹅杂交,利用杂交优势生产的郎川鹅、
莱川鹅,每只比四川白鹅新增收益5~6元以上,有
力地带动了当地水禽产业的发展。

三是市场需求的拉动和良好的经济效益,刺激

了水禽产业的壮大发展。2011年以来,鸭苗、鸭肉、
鸭蛋价格全面上涨,水禽养殖、加工、经营企业及农

户的经营效益全面增加,强有力的刺激拉动了水禽

产业的大发展。据水禽体系在湖北春牧禽苗有限公

司、广西桂林生源家禽有限公司、河南华英集团、广
东综合试验站、湖北京山县等的调查,2011年鸭苗

价格平均4元以上,高价位时达到9.5元/只,鹅苗

价格平均25元/只以上,高价位时达到50元/只以

上,肉鸭毛鸭价格10元/kg以上,鸭蛋价格长期保持

在13元/kg以上,以致水禽养殖利润普遍增加,有
力地拉动了水禽产业的发展。湖北春牧禽苗有限公

司,2011年孵化鸭苗1500万只,盈利2000万元以

上;黑龙江齐齐哈尔市富拉尔基压山海养鹅专业合

作社,2011年养鹅12000只,每只种鹅获利120元

以上,年获利150万元以上;湖北京山县双庆蛋鸭养

殖合作社成员郝双庆,养殖蛋鸭2万只,2011年每

只获利比2010年增加15元,年获利100万元以上;
河南双联集团下属的养殖户,夫妻二人年养肉鸭6
批,每批5000只,每只鸭的纯利润2元左右,年收

益6万元以上。加之以华英集团为代表的产业化龙

头企业对国外鸭产品市场的有效开拓,使水禽产品

市场需求更加旺盛,从而有力地拉动了水禽产业的

大发展。
2.我国水禽产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水禽产业发展形势大好的同时,也清楚地看到

水禽产业发展尚存在一些亟需引起重视的问题。一

是良种繁育体系不健全,育种场规模小,选育繁育手

段落后,本品种选育、品系选育和配套系杂交利用滞

后,传统肉鸭肉鹅品种因饲料利用率、繁殖率相对较

低而不能满足产业化、规模化经营的需要,以致企业

盲目依赖国外品种,使以樱桃谷鸭、枫叶鸭为代表的

外来品种垄断了我国水禽种苗市场及生产,既给国

内水禽育种繁殖造成了障碍和压力,也造成了严重

的产业利润流失[2]。二是养殖方式落后,小规模分

散饲养、大棚圈养仍然是我国水禽养殖的重要养殖

方式和重要组成部分,和国内外先进的笼养、网箱养

殖,设施化、工厂化、标准化养殖相比,还有较大的差

距。养殖设施落后,饲养环境脏、乱、差,饲养密度过

大,不同批次的肉鸭“套养暠,逐水而居的放养等养殖

方式依然存在。三是疫病防控体系不健全,疫病始

终是水禽产业发展的严重威胁。随着水禽产业从农

户分散饲养向规模化集中养殖的转型,饲养场的布

局密度和场内养殖密度都大幅度增加,加之养殖场

的隔离封闭不严,防疫程序执行不力,以致禽流感、
副粘病毒病、鸭病毒性肝炎、鸭瘟、呼肠孤病毒病等

时有发生并流行,新的水禽病也不断出现,严重威胁

水禽产业健康发展。四是产品质量安全控制体系不

健全,行业自律机制缺失,产业的稳定安全令人担

忧。水禽产业市场化、企业化生产以来,其前身千姿

百态、规模大小不等的多种企业陆续进入水禽产业

领域来追逐产业利润,但行业自律机制缺失,产品质

量监控管理不严,以致在饲料中滥用抗生素、生长促

进剂,产品加工中的不卫生、不规范等情况都在水禽

产业中时有发生,使产品质量安全成为悬在水禽产

业头上的达摩利斯之剑。五是水禽饲料营养研究滞

后,饲料转化效率不高,加上从事水禽养殖的人员年

龄老化,技术水平较低,直接阻碍了水禽产业科技水

平的提高及生产效益的提升。

暋暋二、我国水禽产业发展趋势分析

暋暋1.水禽养殖数量稳中有增,将呈现持续发展的

趋势

受人们消费结构转型和对优质食品追求的影

响,过去10年来世界肉类消费量平均每年以1.8%
的速度增长,中国肉类消费量平均每年以2.0%的

速度增长。而在肉类消费中,猪肉牛肉的消费量平

均每年分别以0.1%和0.2%的速度递减,低脂肪、
高蛋白、低成本的鸭肉平均每年以0.4%的速度递

增。消费需求的增长,促使鸭肉价格上涨,水禽养殖

利润增加,吸引社会资本纷纷投向水禽产业,促进水

禽产业扩展。2010年河南省郑州市鸿源鸭业有限

公司在中牟县投资2.2亿元,建成了年屠宰2000
万只的肉鸭屠宰加工厂;河南省鹤壁至真公司投资

1.6亿元,建成了年屠宰加工能力为4000万只的肉

鸭屠宰加工厂;湖北荆江蛋业有限公司在湖北监利

县投资6000万元,建成了年加工皮蛋、咸鸭蛋4.2
亿枚,可带动2000个农户养殖400万只蛋鸭加工

厂。这些企业的建成投产,有力地拉动了周边地区

的养鸭数量增长及水禽产业的发展[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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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水禽养殖方式将继续朝着专业化、规模化、标
准化的方向转变

受饲料价格、养殖人工成本价格、各种原辅材料

成本价格上涨因素和水禽产品定价、销售渠道的局

限性,以及新的疫病疫情的影响,散户自主养殖水禽

的风险越来越高。为了规避风险和有效地参与市场

竞争,散户自觉地实行合作化、产业化经营,使水禽

养殖日益呈现专业化、规模化、标准化的发展趋势。
湖北仙桃市的蛋鸭养殖户,在政府的引导下,自觉组

成了蛋鸭养殖合作社,使蛋鸭养殖从散养、放养向养

殖基地或养殖小区集中,形成了小农户、大规模,公
司+基地+农户的生产新格局;湖北精武禽业有限

公司,为了有效解决养殖业的劳动成本上升和养殖

环境控制问题,在从武汉市城郊向山区县转移的过

程中,充分利用山间盆地可以形成自然隔离的条件,
发展了规模化、标准化的养殖小区,推动了水禽养殖

水平的提高与发展。
3.我国水禽品种分布将再度呈现地方化、多元

化、区域化的态势

肉鸭消费市场的区域化、多元化,使得以樱桃谷

鸭、美国枫叶鸭为代表的快大型肉鸭品种难以满足

加工制作烤鸭、咸水鸭、酱鸭、板鸭、卤鸭、樟茶鸭等

地方风味产品的需要,地方性优良品种北京鸭、麻鸭

等良种繁育和在生产中的选用将日益受到重视,未
来我国水禽品种分布将再度呈现地方化、多元化、区
域化的态势[3]。中国本身是一个多民族聚集的国

家,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区域有着不同的生活消费习

惯,使得鸭肉产品呈现出地方性名特优产品按区域

分布的特点,而这些地方性名特优产品在加工制作

前对鸭品种的要求也不一样,目前规模化养殖中大

量选用的宜进行生产分割的樱桃谷鸭,根本无法满

足制作地方性风味产品的需要。在人们对鸭肉消费

数量得到满足,开始转向追求消费品质的背景下,我
国自有的适宜制作烤鸭、咸水鸭、板鸭等地方风味产

品的鸭品种将逐步受到青睐,从而带动水禽育种和

生产中的水禽品种选用朝着地方化、区域化、多元化

的方向发展。
4.水禽产业深度开发与广度开发结合,产业利

润不断增加

水禽产业链条不断整合完善,由单一的养殖、加
工向产前产后延伸,呈现深度开发与广度开发结合,
产业利润不断增加的态势。水禽产业的快速发展吸

引了房地产等其他行业的资本和社会资本纷纷投入

水禽产业,与原有产业资本形成了竞争,为了应对竞

争与挑战,一批原有的水禽产业纷纷实现深度开发

与广度开发结合,不断完善、整合、延伸产业链,实现

多次加工增殖,如山东潍坊乐港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华英集团等除了坚持发展水禽养殖环节的规模

化、标准化外,还及时地开发了熟食加工、羽绒加工、
鸭产品出口贸易及连锁店营销等生产经营,使得产

业环节延展利润逐次增加,乐港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的产业利润几乎以每年10亿元的速度增加,2010
年已达到70亿元[2]。

5.水禽产业的分布呈现向优势产区集中的态势

水禽养殖技术的提高和养殖模式的优化,使水

禽产业发展所依托的资源优势向技术优势、资本优

势转变,水禽产业的分布呈现向优势产区集中的态

势。我国水禽品种资源丰富,江河湖泊星罗棋布,水
资源充足,因此长期以来水禽产业的发展呈现出明

显的资源优势依托型特点,哪里有水源,哪里就有水

禽发展。但是,近几年来,随着水禽旱养、笼养、网箱

养殖、工厂化封闭饲养等养殖技术的普及和推广,水
禽产业发展所依托的优势悄然从资源、水源优势向

技术、资本优势转变,使水禽产业的布局出现了西进

北移的趋势,初步形成了哪里有技术支撑,哪里有产

业化龙头企业聚集和资本聚集,哪里就有水禽集中

分布的趋势。如山东省因为出现年屠宰5亿只鸭子

的巨型企业———山东六和集团和乐港食品股份有限

责任公司,一举成为肉鸭出栏量占全国1/10强的水

禽养殖大省。

暋暋三、促进我国水禽产业发展的建议

1.大力支持和组建全国性的水禽育种协作攻关

体系,力争使水禽品种自主化

2011年5月9日国务院在湖南长沙召开全国

现代农作物种业工作会议,回良玉副总理指出,“国
以农为本,农以种为先暠,把种质资源保护、民族种业

振兴与发展、农牧业生产实现优良品种自主化提高

到了国家安全和战略的高度。当前,我国肉鸭品种

几乎80%被樱桃谷鸭覆盖,蛋鸭品种混杂,很多地

方仍然处于自繁自养的状态,以致我国每年因购买

樱桃谷祖代鸭而使数以亿计的产业利润流失。为

此,无论是从防止外来品种垄断的角度出发,还是从

适应消费需求转型,需求多元化、地方风味化,对品

种要求多元化的角度出发,各级政府都应大力支持

我国的水禽良种繁育体系建设,一是加强对我国自

主化地方良种北京鸭、青壳系列蛋鸭等的纯种选育、
提纯复壮、新品系培育等的支持,促进优质种群和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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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配套系规模的扩大,使其增加优中选优的机率;二
是支持地方建立保种场、育种场和良种繁殖场,使水

禽育种走向良性循环,保证地方性良种的普及和推

广;三是引导支持育种单位及水禽产业化龙头企业

的联合协作攻关,充分利用现代化的育种技术、快繁

技术和企业资本,加快自主良种繁育的速度,力争形

成多元化、多品种育种的格局,早日育成优质、高产、
抗病的水禽新品种。

2.进一步加强疫病防控工作,以保证水禽产业

的健康持续发展

近几年水禽产业之所以能够迅速扩展,主要得

益于水禽的疾病相对较少和抗病能力增强,养殖风

险较小。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传染性疾病对水禽

产业发展所构成的威胁,鸭的病毒性肝炎、传染性浆

膜炎、大肠杆菌病等老的传染病仍然时有流行,新的

传染病也不断发生,仅2010年6月以来鸭出血性卵

巢炎(也称黄病毒病),就使1.2亿只蛋鸭、1500多

万只肉鸭种鸭发病,造成的经济损失至少在45亿元

以上[4]。为此,一定要进一步加强疫病防控工作,一
是真正建立起水禽疫病的防预监控体系,加大对防

疫人员的培训、指导、考核力度,对于规模化的养殖

企业和农户要定期抽查,不仅要检查其防疫设施条

件,而且要检查免疫程序和措施的执行情况;二是要

加大免疫密度,提高免疫质量,加强免疫执法,确保

免疫效果;三是加强活禽、禽肉、禽蛋的产地检疫和

产地标识,防止在活禽及禽产品流通中的疫病传染,
增强生产经营者责任意识和疫病防控意识,防止疫

病异地流行。

3.加大政府对水禽产业发展的扶持

目前在市场竞争的背景下,水禽产业正在向规

模化、产业化、现代化的方向转型,小规模的农户分

散饲养日趋消亡。但是,规模化的集中养殖,需要有

较大的整块土地从种植业向水禽产业转移,需要有

强有力的免疫防疫措施及较大较宽防疫隔离带,需
要有更好的环境保护和污染防治处理系统,为此,需
要政府在水禽养殖场的建设用地指标批准、标准化

养殖建场和环境保护、污染处理系统建设的资金投

入等方面给予倾斜支持,以保证水禽产业向现代化、
工厂化的方向迈进。

4.积极推动产业联盟建设、加强产品质量安全

体系建设

我国水禽产业正处于产业扩张和国际市场开拓

的关键时期,绝对不能遭受产品质量安全问题的冲

击,一定要加强产品质量安全体系建设,建立统一完

善的产业发展规范和产品质量安全标准,以保证产

业安全稳步发展。一是要建立产业联盟,实行行业

自律,从产业源头上保证质量安全;二是要规范、整
合养殖、加工企业,实现标准化、规范化生产;三是严

格饲料、种苗、屠宰加工、熟食加工、产品营销各环节

的标准化管理,促进质量安全体系的建设,四是增加

质量安全意识,建设质量安全追索系统和实行产品

产地标识,保证水禽产业健康稳步发展。
5.积极开发水禽健康养殖新模式,实现水禽产

业的环境友好型发展

传统的水禽放养、散养对养殖区的水源环境污

染破坏很大;规模化集中养殖由于单位面积的养殖

密度增加,大大超过了环境的承载负荷能力,依然对

环境有所破坏[5]。在全社会环境保护意识日益增强

的背景下,水禽产业生存发展的空间越来越小。如

何打破环境约束瓶颈,事关水禽产业能否继续扩张

与发展。为此一定要积极研发推广水禽健康养殖新

模式,如对于笼养、生物发酵床养殖、网上养殖、无公

害饲养等健康养殖新方式,一定要进一步完善和推

广,特别是对于水禽旱养技术、水域环境对水禽的合

理负荷承载量等方面的研究要不断加强,力争实现

水禽产业的环境友好型发展。
6.积极开拓国际市场,扩大水禽产品出口贸易

我国是世界水禽生产大国,随着水禽产业的继

续发展,水禽产品消费必然会遇到一个逐步饱和的

局面。为此,国内大型产业化龙头企业,应积极开拓

国际市场,增加水禽产品出口贸易,以保持水禽产品

需求旺盛的良好势头。
7.增设国家水禽产业技术体系综合试验站,有

效扩大技术覆盖面及增强技术支持服务力度

目前国家水禽产业技术体系在全国21个主产省

区建立了25个综合试验站,使试验站所在省区技术

推广有抓手、技术服务有依托、技术创新有平台、产业

信息有来源,有效地促进了水禽产业发展。当前,水
禽产业的发展布局开始北进西移,云南、贵州、陕西等

省的水禽养殖量开始增加,但因没有综合试验站设

立,以致产业经济信息和技术推广都相对滞后,养殖

户的生产经营一旦发生问题,没有诉求的渠道。为

此,可在以上三省各增设一个综合试验站,以带动、促
进、指导当地水禽产业发展。

(文中未标注的数据均来源于水禽体系2010-
2011年的调查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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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ofWaterfowlIndustryin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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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暋Basedonsurveyonwaterfowlindustydevelopmentin21waterfowl灢producingprovinces
(cityordistrict)from2010to2011,thispaperanalyzesthedevelopmentalcharacteristicsofwaterfowl
industyinthefuture,suchasgovernmentsatalllevelsshouldfullysupportandproperlyguidethede灢
velopmentofwaterfowlindustrysoastocreateapositiveenvironment.S&Tsupportandguidance
shouldbestrengthenedtopromotethehealthyandsustainabledevelopmentandmarketdemandand
goodbenefitsshouldstimulatethedevelopmentofwaterfowlindustry.Thispaperalsoproposesseveral
problemsinthedevelopmentofwaterfowlindustry,suchasimperfectbreedingsystem,backward
breedingmethods,imperfectdiseasepreventionandcontrollingsystemandimperfectproductquality
andsafetycontrollingsystem.Consequently,thispapermakesapredictionaboutthetendencyofwater灢
fowlindustrydevelopmentandputsforwardsomesuggestionsonhowtopromotehealthyandsustain灢
abledevelopmentofwaterfowl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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