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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研究, 是掌握实情、 谋划发展、 科学决策的有效方

法, 是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的重要体现, 是谋事之首、 干事

之基、 成事之道。 重视调查研究, 是我们党在革命、 建设、
改革各个历史时期做好领导工作的重要法宝。 “没有调查,
就没有发言权, 更没有决策权。冶

察消长之往来, 辨利害于疑似。 国家统计局吉林调查总

队是应改革大潮而生, 经国务院批准, 由国家统计局垂直管

理的正厅级政府专门统计调查机构。 在全省 9 市 (州) 20 县

(市、 区) 设立调查队, 拥有布局完整、 运作高效的农业、
城乡居民收入、 贫困监测、 劳动力、 价格、 企业等专业调查

网络。 多年来, 全省调查队系统立足吉林大地, 投身白山松

水, 用足调查优势, 服务吉林发展, 走村屯、 访企业, 察民

情、 听民声, 用调查数据描绘经济社会发展新画卷, 用调研

报告谱写民生改善新篇章, 用快速反应传递社会各界新期

待, 为各级党委政府了解发展情况、 把脉经济形势、 倾听民

情民意、 强化社会管理、 推动省域发展起到了参谋助手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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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 生 视 角 话 吉 林———吉 林 调 查 队 系 统 调 查 成 果 集

(2017 卷)》 一书, 分报告集萃、 数据要情、 调查指标三大

板块, 重点收录了 2016 年全省调查队系统实施国家调查中

生产的主要数据, 以及常规调查和专题调研中写就的部分统

计分析、 专题调研和课题研究报告等服务产品。
《民 生 视 角 话 吉 林———吉 林 调 查 队 系 统 调 查 成 果 集

(2017 卷)》 一书, 旨在为各级党政领导干部、 科研单位、
高校、 企业等各界人士, 了解省情、 市情、 县情提供参考读

本, 旨在服务吉林、 宣传吉林、 发展吉林。

编摇 者

2017 年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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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牛羊养殖发展壮大摇 养殖收入是主体

曲摇 菠摇 于国印摇 张铁瀛

摇 摇 “十二五冶 时期, 随着人们收入不断增加、 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居民饮食

结构和饮食质量有了很大变化, 由原来以食用猪肉为主的饮食方式向多食牛羊肉

转型、 向多元化饮食方向转变, 使社会供需也发生了很大变化, 带动了吉林省畜

牧业生产结构的转型和升级, 牛羊养殖迅速发展, 规模化、 现代化养殖水平不断

提高。 “十二五冶 期间, 吉林省牛羊规模户养殖量 (国家统计局规模户新标准:

牛 10 头以上, 羊 50 只以上) 占牛羊养殖总量的 80%以上, 已经成为促进畜牧业

健康发展的重要力量。

为全面了解 “十二五冶 时期全省牛羊大型规模户的收益及发展趋势, 我们

抽选了养殖牛羊比较典型的白城、 延边、 吉林 (市、 州), 以及前郭、 双辽、 梨

树、 洮南、 通化、 和龙等 9 个 (市、 县), 对连续 5 年以上养殖的牛羊大型规模

户 (含合作社), 牛饲养量 1000 头以上 (其中, 延边大型养牛户饲养量达 1 万多

头), 羊饲养量 1000 只以上, 共计 24 家 (牛 14 家, 羊 10 家) 进行了专项调查,

梳理了 “十二五冶 时期牛羊大型规模养殖户的生产经营和收入情况, 总结了特

点和优势, 对存在的困难和制约发展因素提出了对策建议, 供领导决策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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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一、 “十二五冶 时期牛羊规模户发展主要特点

“十二五冶 时期, 牛羊规模化水平、 养殖能力、 养殖技术大幅提高, 规模户

养殖收入是主体。

摇 (一) 规模户规模化水平进一步提升

“十二五冶 时期, 牛羊规模户养殖数量占全部牛羊养殖量的 80%以上, 规模

化养殖水平有了大幅度提升。

一是从业人员增加。 据调查, “十二五冶 时期, 调查户平均 (下同) 牛羊规

模养殖户从业人员每户平均 22 人。 2015 年牛羊规模养殖户从业人员户均 25 人,

比 2011 年增长 13% , 平均每年增幅 3郾 1% 。 其中, 羊养殖户从业人员增幅最大,

达到了 23% 。

二是养殖面积增大。 “十二五冶 时期, 调查户平均 (下同) 牛羊规模户户均

经营占地面积 43郾 9 亩, 其中, 羊养殖面积 45 亩, 牛 43 亩。 调查数据显示,

2015 年牛羊生产性用房面积户均 15 亩, 比 2011 年 13 亩增长 15郾 4% 。 其中, 牛

的生产用房面积由 19 亩增加到 21 亩, 增长 7郾 8% , 羊由 6 亩增加到 9 亩, 增

长 52% 。

三是羊饲养规模增强。 “十二五冶 时期, 牛养殖规模在平稳发展中略有下

降, 但羊饲养规模增强。 “十二五冶 期间, 羊饲养量调查户平均 (下同) 为 2559

只, 其中, 2015 年羊饲养量户均 2894 只, 比 2011 年的 2115 只, 增长 37郾 0% ,

平均每年增长 8郾 2% 。

摇 (二) 多主体投资规模户拉动作用明显

“十二五冶 时期, 吉林省投融资政策的引导及投资主体的多元化, 使 “十二

五冶 时期规模户投资力度逐年增加, 推进了规模户发展。

据调查, “十二五冶 时期, 是吉林省畜牧业规模户主体投资最多的时期, 主

要是政府扶持、 多元投入、 多方建设的投资政策发挥了导向引领作用, 国家专项

扶持资金、 金融对畜牧业发展的支持, 助推了规模户的养殖投入。

据对抽中的样本规模户调查, 调查户平均 (下同) 2011 年到 2015 年获得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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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财政专项扶持资金户均达 4郾 6 万元, 获得银行贷款户均 371郾 2 万元。 分年度

看, 2015 年户均达 589 万元, 比 2011 年 205 万元增加 384 万元, 增长 187% , 平

均每年增长 30% 。 据对双辽市光明牧业股份有限公司和杜春义牧业养殖场调查,

“十二五冶 时期, 两家养殖场的固定资产由 750 万元增加到 1050 万元, 增长

40% , 平均每年增长 8郾 8% 。

摇 (三) 规模户在市场波动中发展

“十二五冶 时期, 吉林省畜牧业在波动中发展, 各品种都在经历市场的考验

和检验, 随着社会发展和市场变化, 一些小、 散养殖户逐步淘汰出局, 一批懂经

营会管理的现代化程度高、 资金实力雄厚、 抗风险能力强的牛羊养殖户脱颖而

出, 养殖技术、 养殖水平较高的养殖户站稳了市场。 据对羊养殖量较大的双辽市

调查, 2015 年羊养殖大户数量为 18 户, 比 2012 年养羊高峰时期的 29 户下降

38% , 比 2011 年的 4 户增长 3郾 5 倍。

摇 二、 “十二五冶 时期规模户经营纯收入牛增羊减

“十二五冶 时期, 牛的市场价格稳定增长, 效益稳步提高; 羊的市场价格在

“十二五冶 初期处于较高位, 养殖户效益可观, “十二五冶 末期从高位下滑了两

年, 但规模养殖户仍盈利, 部分养殖户处于盈亏点或略亏损。 从五年总体看, 羊

的养殖效益仍在盈利区间。

摇 (一) 规模户收入的主体仍是养殖收入

“十二五冶 时期, 样本平均 (下同) 牛羊养殖规模户牧业产品销售收入占经

营总收入的 98% 。 其中, 牛和羊分别占营业收入 100% 、 97% 。 牛羊规模户养殖

基本实现了专业化, 完成了由小而分散养殖向规模化、 专业化方向的转型和

跨越。

摇 (二) 养牛规模户纯收入稳定增长

调查数据显示, 牛的规模养殖户经营纯收入 2015 年比 2011 年增长 60郾 4% ,

五年纯收入户均分别为 233 万元、 204 万元、 374 万元、 326 万元和 374 万元 (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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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每头牛的纯收入稳定增长, 每头牛纯收入 2015 年比 2011 年增长了

60郾 4% , 五年每头牛平均纯收入分别为 1585 元、 1465 元、 3569 元、 3579 元和

4013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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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规模养殖户收入稳定增长, 主要原因是牛养殖成本较高, 养殖周期较长,

投入养殖的农户相对稳定, 另外, 随着社会需求量上升, 使牛市场价格在五年中

始终处于高位运行。 据对双辽市调查, 2011—2015 年, 活牛收购价格分别为每

公斤 18 元、 20 元、 24 元、 25 元和 25郾 7 元, 2015 年比 2011 年增长了 42郾 7% 。

摇 (三) 羊的规模养殖户纯收入波动大, 前高后落

“十二五冶 时期前三年, 羊号称 “羊贵妃, 市场平均价格 600—1000 元一只,

居历史高位, 羊规模养殖户纯收入、 每只羊的纯收入增长翻倍; 2014—2015 年,

国家宏观调控影响力度较大, 从国外进口羊肉, 2010 年我国羊肉不足 10 万吨,

2014 年达到 28郾 29 万吨, 增长近两倍, 造成国内市场价格开始逐年回落, 吉林省

羊养殖户纯收入基本在盈亏点处徘徊, 据对主要羊养殖地区双辽市调查, 2011—

2015 年, 羊市场价格每公斤分别为 20 元、 24 元、 28 元、 16 元和 15 元。 2015 年

比 2011 年下降 25% 。 今年上半年开始回升, 据对此次抽中羊的规模养殖户调查,

2011 年羊养殖规模户出栏数量户均 977 只, 上升到 2015 年的 1439 只, 增长

了 47郾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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