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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家禽养殖成本快速上升，卖难问题
更加突出，不少养殖户和小企业、小
养殖场持续退出或倒闭。

    

分析：大产业小市场竞争力弱
    
“云南家禽养殖业呈现出典型的

大产业、小市场格局，即总体养殖规
模庞大，但养殖效益和产品市场竞争
力较低。”昆明华曦牧业集团董事长
马迅告诉记者。

据悉，目前云南全省年出栏家禽
3.4 亿羽左右，其中肉鸡和蛋鸡达 3 亿
羽左右。云南家禽养殖和出栏规模排
名全国前四，在西部省区仅次于四川
省。可以说，云南家禽养殖规模比较
庞大，属于大市场。然而，目前云南
只有 18 个包括养殖、加工、保种和
良种繁育等在内的规模化大型家禽养
殖场，这些养殖场年出栏数仅占全省
家禽出栏总量的 20% 左右，而其余
80% 的出栏产品由小散养殖户、500
只以下小规模养殖场或企业占据。

上述情况，导致家禽养殖业规模
化、标准化发展长期滞后，动物疫病
防控技术普及率低，技术更新慢、产
品质量不高；加工产品少，肉蛋市场
供需波动大、市场价格不稳定；小散
养殖抗市场风险能力整体不强，产能
落后；地方名优品牌和“拳头产品”
稀少。因此，云南家禽养殖业在市场
上难以形成有效竞争力，出现产业大、
市场小的问题。

    

破解：用多条“腿”走进市场
    
“从目前情况来看，云南家禽行

业禽类存栏仍处于较高水平，且由于

养殖规模普遍零散弱小，要想更好地
走进大市场，淘汰落后产能势在必
行。”中国家禽业协会副秘书长、云
南家禽业协会秘书长林钟毅认为，
从散养户的角度来看，应当积极做好
几件事：走适度规模化和标准化的发
展路子，通过提高养殖技术、提升养
殖配套设施、采取订单养殖等办法自
我革新并淘汰落后产能，跟着市场需
求信息走，不搞盲目养殖，减少存栏
压力。

同时，散养户还要积极改变单纯
参与养殖环节和过度依赖鸡贩子的发
展思维，探索多种扩宽市场的路子。
比如，以家庭农场、合作社等方式，
主动融入龙头企业发展，专心做好养
殖，把质量过硬的产品交给龙头企业
进行精深加工和销售；有实力、有条
件的养殖户，还可以探索建设农家乐、
庄园民宿等休闲旅游设施，实现家禽
自养自销。此外，还可以通过打造特
色、有机、绿色产品品牌，并以农产
品线上“村庄拼购”等电商平台方式，
让畜禽产品走出去。

此外，政府层面也应积极作为，
在家禽散养户较多的区域，加强集中
屠宰加工场等加工设施的建设力度，
完善、延伸家禽养殖产业链。同时，
积极扶持有条件的企业和养殖大户建
设精深加工生产线，通过以点带面的
方式，一方面有效落实国家有关禁止
活禽交易的政策，另一方面帮助养殖
户就地就近实现产品从活禽到商品的
转化和变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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