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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水禽产业化的发展历程、趋势与对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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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水禽产业在我国畜牧业经济中的重要地位逐渐凸显。从水禽产业规模持续快速发展、水禽生产呈

现区域分布和多元化发展趋势、水禽产业化健康养殖模式形成、水禽产业化组织模式基本建立等4个方面回顾

了水禽产业化发展历程,认为水禽产业化发展面临5个方面的问题:水禽产业化链环发展呈现不平衡现象、水禽

品种资源保护力度不够、水禽饲养环境堪忧、水禽深加工能力不突出、水禽产业信息化水平较低。论述未来水禽

产业化发展的趋势:发展中国特色的水禽经营方式;改良水禽品种,加大水禽地方种质资源的保护;建立水禽产

业质量控制体系,开展行业自律,重视食品安全;加强水禽产业组织的紧密联系,分享产业利润;政府宏观调控,

政策扶持,引导产业标准化、产业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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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是世界第一大水禽生产区域,水禽饲养量

占世界75%以上,我国水禽无论是存栏量还是肉产

量均稳居世界第一。截止2010年,我国水禽总产值

已经占家禽业总产值的30%以上,水禽产业已经成

为我国畜牧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水禽产业的快

速发展对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合理开发利用资源、改
善人类膳食结构、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加快转移农村

剩余劳动力、促进加工业和运输业的发展、促进农业

增效农民增收发挥了重要作用。目前,我国水禽产

业化已进入较为成熟的发展阶段:产量稳定、质量稳

步提升、深加工处理能力有所提高,逐步从家庭小规

模养殖向产业化规模养殖转变。但是,多年来我国

水禽产业发展中出现的产业发展模式问题,产业链

延伸问题,环境治理问题,食品安全问题等一系列问

题一直困扰着产业的健康与稳定;而日益凸显的

种质资源问题、生产效益问题、养殖模式问题、生
态效益问题等也不同程度地制约了产业的发展。

如何充分发挥水禽产业特点,把握产业发展的趋

势,发展中国特色的水禽产业发展模式,促进我国

水禽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是一项值得研究的重大

课题。

  一、水禽产业化发展历程

1.水禽产业规模持续快速发展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水禽产业进入快速

发展时期,年均饲养量以5%~8%的速度增长。据

联合国粮农组织(FAO)的最新统计,2009年我国鸭

存栏7.71亿只,占世界总存栏数的65.73%,比

2008年增加了1.41%,鸭出栏20.21亿只,占世界

鸭出栏的76.64%,比2008年增加了5.65%,鸭肉

产量565.81万t,占世界鸭肉产量的69.12%,比

2008年增长5.56%;2009年我国鹅存栏3.17亿

只,占 世 界 鹅 存 栏 的 88.78%,比 2008 年 增 长

1.60%,鹅 出 栏 5.83 亿 只,占 世 界 鹅 出 栏 的

93.27%,比2008年增长4.11%,鹅肉产量233.06
万t,占世界鹅肉产量的94.14%,比2008年增长

4.16%。我国水禽产业发展迅猛,养殖量逐步增大,

2000-2010年中国大陆与世界鸭出栏量对比如

图1。据国家水禽产业技术体系2011年水禽产业发

展情况的调查统计,截至2011年,全国鸭的存栏量

14.49亿只,鹅的存栏量1.52亿只,全年鸭的出栏

量37.93亿只,鹅的出栏量4.19亿只;蛋鸭存栏2.4亿
只,产蛋601.26亿枚,水禽生产的产值达到1461.03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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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数据系依据联合国粮农组织(FAO)相关资料及国家水禽产业技术体系相关数据整理。

图1 2000-2010年中国大陆与世界鸭出栏量对比图

元以上。我国水禽产业呈现出养殖规模持续快速发

展的势头[1]。

2.水禽生产呈现区域分布和多元化发展趋势

近年来,我国水禽产业的发展逐渐呈现出由资

源优势向技术优势、资本优势转变的趋势。水禽养

殖区域也逐步由南向北,由东向西呈现出北移西进

的发展态势。我国水禽养殖区域已经基本覆盖全国

大部地区,其中水禽主产区达到21个。水禽养殖逐

步呈现区域分布多元化发展趋势。
(1)我国水禽饲养主要分布在长江、黄河流域及

其以南地区。据统计,山东、广东、四川、湖南、湖北、
江西、浙江、广西、江苏、重庆、福建、河南、安徽13个

省市2011年水禽出栏量约占我国出栏总量的90%
左右。仅山东省块大型肉鸭的年出栏量就已经超过

6亿只,约占全国肉鸭出栏量的34%。福建省是番

鸭和半番鸭的主产区,年出栏半番鸭6000万只,对
其他地区供应鸭苗1亿只左右。浙江、福建和湖北

是蛋鸭生产、加工的主要产区,存栏超过2.6亿只,
约占全国蛋鸭存栏量的75%。

(2)受消费习惯和地方特色资源的影响,以及地

方特色水禽加工业发展的带动,我国水禽产业发展

多元化和生产专门化趋势已经形成。第一,以地方

特色品种养殖为中心形成区域性的“北京鸭”“浙东

白鹅”“皖西白鹅”“广东四大灰鹅”“湖南临武鸭”
“江苏高邮鸭”“豁眼鹅”等的集中养殖区。第二,以
鹅肥肝生产为中心,形成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城市周

边的朗德鹅养殖带、东北豁眼鹅养殖带。第三,以水

禽肉、蛋、羽绒加工企业为中心的“长三角”区域型养

殖区也在不断发展。

3.水禽产业化健康养殖模式形成

传统鸭、鹅的养殖模式,对水源的依赖性较强。
随着水禽养殖规模的膨胀,以及面源污染的日益加

剧,我国水禽养殖逐渐放弃传统的河川放养的散养

模式,由笼养,网上平养,半网上平养,生态循环立体

健康养殖等适宜产业化、规模化发展的健康养殖模

式替代。肉鸭旱养、蛋鸭笼养、番鸭圈养等一系列新

型设施养殖模式在水禽养殖户中成功推广。采用设

施养殖这种节水、洁净的养殖模式在省水、减少污染

排放、保护环境、减少疾病传播和节约饲料等各方面

的优势十分明显[2]。到目前为止,除蛋鸭养殖在我

国部分省份(如江西、湖北、湖南、浙江、广西、广东等

省份的部分地区)依然保留产蛋期河川放养、稻田养

殖的养殖习惯外,我国水禽养殖区域健康安全的养

殖模式已经形成。

4.水禽产业化组织模式基本建立

水禽养殖的产品,必须经过企业加工,才能转化

为消费者可以接受的产品,如白条鸭、咸蛋、皮蛋等。
因此,水禽养殖必须和产品加工结合形成产业化生

产,才能有市场。我国水禽养殖逐渐告别了个体散

养的形式,或依托合作社、或依托大型的水禽加工生

产企业,通过专业合作组织,链接生产和市场,逐步

实现水禽养殖家庭经营的协作化和专业化[3]。一

般,养殖户和企业之间通过契约的形式,约定饲养日

龄,出售时依约收购;而饲养水禽所需的资材等则由

企业支付,或是通过合作社预付等形式解决。养殖

户自身拿出的生产资金则十分有限。养殖户养殖收

益也逐渐形成2种计算方式:其一依据育成只数计

算,一般能按合同保证最低收益;其二在扣除相关费

用后,按市场行情计算养殖总收益。我国水禽养殖

产业化发展已经形成了“龙头企业+养殖小区+养

殖户”“龙头企业+合作社+养殖户”“龙头企业+
经销大户+养殖户”“龙头企业+养殖户”等4种不

同的产业化发展模式。

  二、水禽产业化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1.水禽产业化市场准入门槛低、波动大

我国水禽产业的市场准入门槛较低,产业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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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一直是困扰我国水禽产业健康发展的主要问题。
一般农户投入3~5万左右资本,在湖边、河岸搭建

一个简易的鸭棚,占地667m2 以上的面积就可以投

入养殖了,且养殖周期不长。门槛低导致养殖户进

入和退出水禽养殖的随意性很大。同时,水禽产业

提供给市场的产品主要是鸭蛋以及淘汰蛋鸭和鸭

肉,属于需求弹性小、供给弹性大的商品,供给和需

求之间不大的缺口极易导致产品价格的大幅度变

化,并最终放大了市场信号,扩大市场供求矛盾。农

户无序的市场进入和退出行为造成我国水禽产业以

3~5年为周期的市场波动,严重威胁了产业的健

康。2011年10月份以来,我国水禽产业再次进入

新一轮的产业低谷期,以蛋鸭养殖为例,依据在江汉

平原的调查,截止2012年8月持续10个月以上的

亏损,养殖户每月平均亏损额在5000~10000元左

右。农户损失巨大,超过6成以上的农户退出了蛋

鸭养殖业[1]。这种现象对整个水禽产业的打击是巨

大的,既延缓了产业回暖期,也在无形中再次放大了

下一轮的产业波动。
“零成本”的市场进出入门槛,在我国水禽产业

发展初期,对产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当市

场进入成熟期,产业需要通过结构调整和升级,技术

进步和规模效益等谋求更大的市场空间,获得更合

理的产业利润时,这种没有代价的市场准入就会干

扰产业的稳定,成为产业发展的瓶颈,不利于产业稳

定和产业水平提升。

2.水禽产业化发展链呈现不平衡现象

水禽产业的发展需要各产业环节的密切配合和

协调发展,也离不开物流、信息流、政府等多部门的

协助。但是,综观整个水禽产业链,我国水禽产业链

的建设与发展是不平衡的。我国水禽产业链环不平

衡发展的现象主要体现在:水禽产业发展的地区不

平衡,即呈现中部地区发达,其它地区相对滞后的现

象。例如:长江流域一直是我国传统的水禽养殖区

域,这一区域水禽产业链建设与发展也是最完整的。
而北方地区及西北地区由于水禽养殖的自然条件欠

缺,水禽产业的发展一直相对落后。南方大部地区

则随着科技的进步,水禽生产呈现出初步繁荣发展

的态势。不仅如此,不同的区域水禽产业链生产的

优势也是有差别的。其中,华东地区的产业链优势

主要体现在水禽育种环节,华中地区则表现为水禽

养殖的优势,在西南地区的产业优势则是饲料生产

加工,在华南地区又表现为水禽疫苗生产、机械制造

的发展优势。
我国水禽产业链区域间的不平衡发展,使得水

禽生产养殖的原材料等需要在全国范围内相互的调

动,客观上给我国水禽产业的物流、信息流及部门协

调等带来巨大的压力。产业链生产优势的不均衡,
也影响了水禽产业产前、产中及产后各生产环节的

顺畅协调发展,严重影响了产业的市场扩张,也不利

于产业的健康、稳定与可持续发展。

3.水禽品种资源保护力度不够

我国拥有十分丰富的地方水禽品种资源和悠久

的水禽饲养历史,是最早驯化野鸭、鸿雁、灰雁为家

养的国家之一,是全球水禽资源遗传多样性最丰富

的国家。目前已列入《中国畜禽遗传资源名录》中的

水禽品种(配套系)就有68个。在肉用型鸭方面,
我国的北京鸭驰名世界。国际上几乎所有知名的肉

用型鸭品种如樱桃谷鸭、狄高鸭、枫叶鸭等在其选育

过程中都曾引用北京鸭的血液,有的品种在其本土

就直称为北京鸭。在蛋用型鸭、鹅方面,我国著名

的绍兴鸭、金定鸭、豁眼鹅的产蛋量居世界鸭、鹅产

蛋之冠;另外像肥肝型的建昌鸭和药用滋补型的连

城白鸭都是极珍贵的品种资源[4]。
然而,目前我国水禽品种存在2个方面的问题。

(1)肉鸭品种几乎全被国外品种占领。我国目前

95%以上的肉鸭养殖为樱桃谷鸭、枫叶鸭等国外品

种。我国每年都需要付出大量的资金用于樱桃谷鸭

祖代、父母代配套系的引进。樱桃谷鸭生产的利润

绝大部分被外商拿走,肉鸭养殖的大部分利润用于

支付昂贵的种质资源费用了,养殖户的养殖利益极

其微薄。(2)蛋鸭品种杂乱,血统不纯正,严重影响

养殖效益。我国蛋鸭养殖户受制于养殖习惯等原

因,养殖中留种,保种,和当地品系杂交等现象十分

普遍,因无法保证纯正的品质资源,使得蛋鸭的生产

效率持续下滑,严重影响了蛋鸭养殖户的养殖收益。

4.水禽饲养环境堪忧

我国水禽产业养殖模式虽然已经形成,传统的

散养方式也逐渐为产业化饲养管理方法所取代。但

是目前的“小规模、大群体”的产业模式不能保证现

代产业化生产和消费的需要[4]。规模化、规范化、专
业化的产业养殖基地比例仍较小。受制于我国农村

现状,传统的以家庭为单元的饲养模式仍占较大的

比重,极不利于疫病防控和产品质量的管理。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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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调查显示,我国90%以上的水禽养殖是以单个

的家庭养殖生产的形式完成的。而家庭养殖的养殖

设施、设备简陋,饲养环境脏、乱、差;养殖技术落后,
疾病种类增多,交叉感染、滥用药物严重;动物福利

条件差、饲养密度大、条件性疾病反复发作,产品卫

生、安全不能得到保障。其中蛋鸭养殖活动的水域

受到不同程度的工业或民用水污染,同时鸭活动也

污染了周边水域。因为无法保证鸭饮水和采食安

全,更不利于疫病预防和控制,容易造成疫病扩散和

蔓延[5]。单个养殖户的生产供给弹性非常小,也不

利于市场的发展和养殖利润的增加。大群体产业化

发展的要求,和小规模家庭式养殖的现实,使得我国

水禽养殖的饲养环境问题,成为埋在水禽产业化生

产周边的“炸弹”,随时威胁着产业的安全,并最终成

为阻碍水禽业可持续发展的瓶颈。

5.水禽深加工能力不突出

当前,我国水禽产品加工中,初级的屠宰加工比

重大,深加工比重低;加工企业较多,规模普遍较小;
屠宰加工工艺、技术和设备相对滞后;加工产品雷

同,带动力弱。产品附加值不高,市场开拓能力不

强,遏制了产业化发展速度[5]。
水禽产业产后加工问题主要体现在3个方面。

(1)产品的品牌形象推广力度不够。目前,为广大消

费者熟悉的水禽加工产品依然是“北京鸭”系列,“南
京桂花鸭”系列,“精武鸭”系列等一批老的品牌和产

品。(2)满足市场需要,适应不同消费者人群的水禽

熟食深加工产品的市场群和市场定位没有形成。目

前市场上主要的水禽加工产品仍然是以“白条鸭”系
列等分割产品、加工型的熟食产品为主的初级水禽

加工为主。适宜现代生活需要的方便性食品和迎合

不同消费者的时尚型深加工产品的市场份额不足

10%,这是禽肉深加工环节上的严重缺失。(3)水禽

产品加工设备的研制和开发重视程度不够,客观上

也阻碍了水禽产品深加工能力的提高和突破。

6.水禽产业信息化水平较低

随着水禽产业的大发展,我国水禽产业信息化

能力的不足逐渐凸显出来。我国水禽产业目前的供

求信息、生产信息、市场价格信息、技术信息、预防防

疫信息、产业链发展信息等信息都是欠缺和严重不

足的。水禽产业化数据库,产业化基本信息,产业化

整体规模等信息的不健全,客观上造成了一些企业

和养殖户随意的进入和退出水禽产业市场,加剧了

水禽产业的市场波动。因不能及时地对产业的发展

进行预测和预警,水禽产业呈现出“摸着石头过河”
的状态。市场稍有变化,养殖量就会急剧变动,并连

带影响整个行业的大幅波动,这种境况是不利于水

禽产业化的持续稳定发展的。

  三、未来水禽产业化发展的趋势及

对策

  按照“十二·五”规划对畜牧业发展的要求,到

2015年我国畜禽规模养殖比重将提高10%~15%,
这将会进一步推进我国水禽产业化大发展,为我国

水禽产业实现结构性调整带来新的发展契机。为

此,我国水禽产业应该更新传统理念,实施科学布局

和设计、夯实水禽健康养殖的基础,营造一个洁净、
优美、和谐的水禽生态环境。同时积极开展产业技

术创新和技术升级改造,提升我国水禽产业综合生

产能力与国际竞争力。我国未来水禽产业化的发展

方向应该是:依靠我国水禽产业业已形成的产业链

优势,积极寻求解决不利于水禽产业化发展的产业

效益问题、市场波动问题、环境污染问题、食品安全

问题等一系列影响产业稳定发展的重大问题;遵循

市场发展的需求,发展适合我国国情的水禽产业化

发展路径;充分发挥政府在市场竞争中对产业发展

进行宏观控制和扶持的功能,促我国水禽产业化健

康、稳定、可持续发展。

1.发展中国特色的水禽经营方式

我国水禽养殖家庭式“小规模”和水禽生产产业

化“大群体”的情景将会在相当长的时期存在。在我

国水禽产业化发展模式基本形成的有利条件下,积
极推进饲养方式的根本转变,带动“小规模养殖”与
“大市场生产”的有效对接、发展中国特色的水禽经

营,将是我国水禽产业化发展的路径。我国水禽养

殖的绝对优势,决定了水禽产业是不惧怕入世后国

外产品可能带来的竞争压力的。国家和各级政府要

鼓励和扶持养殖业向规模化、专业化、标准化、现代

化养殖方向发展。(1)技术资源、资本资源丰厚的地

区要逐步向产业化规模养殖过度。利用产业资源优

势,建立标准化养殖小区,发展适度的规模化、标准

化养殖。(2)环境条件适宜的地区,发展地理标识的

水禽养殖业,将产业和旅游,生态,环保等结合起来,
延伸产业价值。(3)自然资源禀赋,产业资源禀赋均

不具备的地区,要坚决限制甚至禁止养殖。总之,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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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不断完善管理制度,强化技术服务,提高水禽的生

产水平和产品质量,最终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水禽

养殖经营模式。

2.改良水禽品种,加大水禽地方种质资源的

保护

(1)扶植、发挥育种企业的力量,提高育种企业

在水禽产业化中的作用和地位。利用我国现有的优

质种质资源,大力发展我国特有的品种资源。建立

和完善我国水禽良种繁育体系,发展中国自有知识

产权的良种繁育推广体系。我国水禽养殖面积广

阔,养殖区域从南到北,覆盖中国25个省市,从事水

禽生产的从业人员在不断壮大。必须尽快建立与畜

牧业结构调整、区域布局和不同生产方式相适应的

水禽良种繁育体系,以提高生产能力,增强市场竞争

力。为适应各地不同的气候环境条件,在水禽品种

资源的改良过程中,应加入当地的品种基因,以适应

我国南北跨度广、东西海拔差异大等不同地域、气候

条件下的水禽养殖。
(2)水禽产业化发展中重视“民族意识”,提高自

有水禽品种的养殖份额,大力发展中国的、民族的水

禽产业。及时保种,开发适应不同区域气候和生产

环境的自有水禽品种。鼓励和扶持自有水禽品种的

繁育、推广。特别是肉鸭市场,要尽快找到适应我国

水禽产业发展的种质资源,逐步取代樱桃谷鸭市场,
优质的种源费用不应该继续为外商赚走[6-7]。水禽

产业化发展的各个环节和部门也要积极的配合、尽
量使用中国人自己的水禽品种。

3.建立水禽产业质量控制体系,开展行业自律,
重视食品安全

食品安全是水禽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保证。
水禽产品深加工是刺激水禽产品消费增长的重要措

施,也是水禽产业化发展的源动力。完善建立水禽

产品深加工质量控制体系,水禽产品质量追溯体系,
开展行业自律的相关法律等政策的制定,加强食品

安全管理。通过产业化的全行业的控制,对从原料

收购、加工、包装、运输、流通、销售全程进行质量监

控。做到安全养殖,安全生产,安全销售,使得水禽

产品成为市场竞争力极强的禽肉制品,引领市场

消费。

4.加强水禽产业化组织的紧密联系,分享产业

利润

水禽产业化发展过程中,要积极培育合作社、协

会等行业组织,要使行业组织充分发挥桥梁和纽带

作用。当前我国大多数水禽饲养和加工企业无法实

现信息和资源的共享、和有效利用。因此,加强水禽

产业化信息平台的建设,通过定期发布的行业预报,
正确引导企业和农民发展水禽生产,减少生产的盲

目性,提高养殖效益,使得水禽产业化各环节之间有

效的互动起来,共享水禽产业信息资源,服务生产。
同时,完善产业利润分配体系,使得参加产业化经营

的各利益主体能够分享产业链各环节总增值利润的

平均值,通过合理回流下游加工利润,紧密链接各产

业单元,形成牢固的产业合作关系。

5.政府宏观调控,政策扶持,引导产业标准化、
产业化发展

我国水禽产业化的发展离不开政府的宏观调控

和支持。政府应宏观调控,把握蛋鸭产业发展的宏

观方向。应从制度保障、补贴政策、信用体系、环境

评估等方面,尽快拿出切实可行的具体措施,为产业

发展护航。第一,相关部门宜出台专门针对水禽产

业发展的政策与扶持计划,因地制宜的探讨适宜水

禽产业的养殖补贴与扶持措施。第二,政府提供公

共信息平台和信息流通及市场流通场所,为产业发

展提供顺畅、便利的经营性信息服务,实现有效生产

及效用最大化。第三,鼓励社会各种力量以创新的

方式,解决产业发展中的用地问题、融资问题、养殖

风险保障问题、养殖补贴问题、产业链调整问题等产

业发展的问题,并为这些社会资本的介入提供完整

的产权制度、法律法规制度等方面的制度保证。第

四,建立全国性的价格、市场规模预测与决策体系,
提前预警、规避突发性的产业波动。第五,严格实行

有关的食品安全管理规定,建立从上至下畅通的安

全检验和监督机制,制定行业性的市场应急管理预

案,应对市场突发事件,确保产业的健康发展。第

六,制定发布行业性的生产标准、达标规范、污染排

放标准及食品安全标准等行业性的权威管理规范。
强制实施行业性的达标生产,提升行业竞争优势,实
现产业优胜劣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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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WaterfowlIndustrializationinChina

WUYing,WANGYa-peng
(CollegeofEconomicsandManagement,HuazhongAgriculturalUniversity,

Wuhan,Hubei,430070)

Abstract WaterfowlindustryisgraduallybecomingmoreandmoreimportantinChina’sstock-
breedingeconomy.Thispaperreviewsthewaterfowlindustrializationdevelopmentfromsustainableand
rapiddevelopmentofwaterfowlindustry,regionaldistributionanddiversifieddevelopmenttrendofwa-
terfowlproduction,formationofhealthbreedingpatternofwaterfowlindustrializationandorganization
modeofwaterfowlindustrialization.Accordingly,thispapertriestoworkoutfiveproblemsinwaterfowl
industrializationdevelopment,suchasimbalanceddevelopmentofwaterfowlindustrialization,inadequate
protectionofwaterfowlspeciesresources,pollutedenvironmentofwaterfowlbreeding,limiteddeeppro-
cessingcapacityofwaterfowlandlowinformationizationofwaterfowlindustry.Consequently,thispaper
pointsoutthatdevelopmentaltrendinwaterfowlindustrializationisreflectedin5aspectsinthefuture:

developingwaterfowlmanagementwithChinesecharacteristics;improvingbreedofwaterfowl;increas-
ingtheprotectionoflocalwaterfowlgermplasmresources;establishingwaterfowlindustryqualitycon-
trolsystem,carryingoutindustrialself-disciplineandattachingimportancetofoodsafety;strengthening
thewaterfowlindustrializationorganizationcloselyandsharingindustrialprofit;government’smacro-
controllingpolicysupportinguidingstandardizedandindustrializeddevelopmentofthisindustry.

Keywords waterfowlindustry;industrialization;developmentprocess;resourcesprotection;vari-
etyr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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