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贵州生态畜牧业建设进展研究课题调研方案

一、 调研目标

对我省畜牧业资源和环境问题及其与农业经济社会协 

调发展问题进行研究，通过分析生态畜牧业可持续发展的背 

景及目标，评价我省畜牧业发展进程，掲示畜牧业发展过程 

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挑战，从经济发展的理论方面去探索生 

态畜牧业的发展问题，丰富生态畜牧业可待续发展的理论内 

涵 ，探索畜牧业经济和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模式和制度建  

设。

二、 调研提纲

(一） 调研主题

“生态畜牧业”的由来。结合政策、资源条件等阐述其 

产生的背景。

(二） 生态畜牧业建设取得的成效和进展

2003年省委、省政府出台齡党发[2003]14号文件至2008 

年以来，生态畜牧业建设在畜牧业产量、产值、畜产品质量、 

生产方式转变、招商引资、农民增收、畜产品加工、生态环 

境影响方面取得的成效，以及对照生态畜牧业规划其建设进 

度如何，规划建设目标完成情况的预测。

(三） 生态畜牧业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1、投入情况。（纵向比：与前几年投入比较增加，横向



比••与其它产业如工业投入比较，与种植业、沼气等方面的 

投入比较，与周边省份投入情况比较。）

投入方面显示：从积极的方面看，近年来通过生态畜牧 

业的宣传和扶持，形成了以政府为引导、各方面社会资本投 

入为主体的畜牧业投资氛围，加快畜牧业发展。从问题方面 

看，与其它行业、周边省份比较，我省畜牧业政府投资力度 

可能偏弱，还需加大投入。

2、 近年来我省生态畜牧业发展的社会环境。社会各界 

对畜牧业的重要性认识还不到位，但在猪肉价格涨幅过大、 

畜产品质量安全出现问题、动物疫病流行等社会事件背景  

下，畜牧业的监管、健康发展才得到人们的高度关注。

3、  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做好我省畜牧业的结构调整 

和规划发展。从宏观层面看，《农业法》、《农业技术推广法》 

等法律法gl旨出，农业的发展要尊重农民的意愿，农业丰产 

农民不丰收的现象说明了农业（畜牧业）产业整体规划不够 

完善，重建设轻市场，违背市场经济规律的超常规发展可能 

对产业发展带来不利影响。从微观层面看，我省畜牧业规模 

化水平低，农民组织化程度不高，抵御市场风险能力弱，科 

技含量不够高，生产力水平低（与全国比较，与 周 边 1 2省、 

市比较）。

(四）发展潜力

对生态畜牧业持续发展的自然资源潜力、畜禽品种资源



潜力、提质增效潜力、市场潜力等进行深入分析。

(五） 发展目标

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以市场化理念谋划生态畜牧业发 

展，提高畜牧业科技含量，保障公共卫生安全（动物防疫、 

畜产品质量安全)，促进农民增收。

(六） 具体工作措施

针对存在的主要问题，科学规划，提高对畜牧业产业重 

要性的认识，加大畜牧业财政投入，提高畜牧业规模化、产 

业化水平和科技含量。

三、 调研方法

1、 收 集 9 个 市 （州、地 ）畜牧局对本课题研究相关内 

容及研究报告；

2、 组成两个调研组，深入基层调查，通 访 谈 、问卷 

调查等方式收集整理相关资料、数据。

四、 进度安排

项目实施期限9 个月，即 2009年 4 月 1 日至2009年 12 

月 1 2月 3 1 日。

第一阶段：200 9年 4 月—— 2 0 0 9月 1 0月 2 5 日。完成 

面上和点上的调研工作，收集相关资料和数据。

第二阶段：2009年 1 0月 2 5 日至200 9年 1 1月 2 5 日。 

完成资料分析、汇总，编写调研报告。

第三阶段：2009年 1 1月 2 5 日至200 9年 1 1月 3 0 日。



完成调研报告专家评审、修订工作。

第四阶段：2〇09年1 2月 1 日至200 9年 1 2月 1 5 日。完 

成调研报告，交省委重大问题调查研究领导小组办公室。

五、课题调研人员组成

顾问：李 裴 刘 福 成  

组长：吴承斌 

副组长：阮 晶 龙 鳌

成 员 . • 罗 凌 瓦 庆 荣 廖 正 录 崔 云 霞 邓 晓 静 郑 丽 姣  

谢 劲 松 王 辉 永 郑 伟

附表:

畜牧相关产业基本情况监测统计（2008年)

企业个数 

(个）

总产值 

(万元）

增加值 

(万元）

职工人数 

(人）

屠宰及肉类加工

畜禽屠宰

肉制品及副产品加工

含乳饮料制造

皮革鞣制加工

羽毛(纸)加工

羽毛（(敏)制品加工



畜牧业投入统计

单位 2003 年 2004 年 2005 年 2006 年 2007 年 2008 年

总计

1.国家投资 万元

2.企业投资 万元

3.个人投资 万元

其中:农户 万元

主要畜禽饲养规模统计

项目 养殖场.户数(个） 年出栏数(万头.万只）

一.猪

年出栏 1-9头

年出栏 10-19头

年出栏20-49头

年出栏 50-99头

年出栏 100-4 9 9头

年出栏 500-2999头

年出栏 3000头以上

二•牛

年出栏 1-10头

年出栏 11-50头

年出栏 51-100头

年出栏 101-500头

年出栏 501-1000头

年出栏 1000头以上

三-羊

年出栏 1-30只

年出栏 31-100只

年出栏 101-500只

年出栏 501-1000只

年出栏 1000只以上

四.肉鸡

年出栏 1-9只

年出栏 10-49只

年出栏 50-9 9只

年出栏 100-4 9 9只

年出栏 500-2999只

年出栏 3000只以上



市 （州、地）畜牧业招商引资情况调查表（2008年)

单位：个、万元、人

企 业

类型
数量

投资总

额
资产总额 总产值

己获利

润总额

带 动 农

户总数

带动农户 

增收总额

养殖

饲 料

加工

畜 产

品 加

工

其它

每 个 市 （州、地 ）调 查 10个企业



.市（州、地）农户养殖效益情况调查表（2008年)

单位：元、人、亩、头 （只、羽)

姓名
养殖业投入 

资金

获财政补贴 

资金

家庭人

口数

承包土地 

面积

养殖畜禽 

种类

目前畜禽 

存栏数

上年出栏 

畜禽数

收 入

粮食生产 畜牧业 其它收入

注：养殖畜禽种类请分别列出猪、牛、羊、禽、兔等畜种。如同时养殖几类畜（禽），请分列。每个县调查5 0户 （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