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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发展肉鸡养殖的重要性 业业业

肉鸡业是我国传统的养殖业之一, 肉鸡业的特点是投资少、 周

期短和见利快, 是广大农村发展高效养殖业、 高效农业的首选项目

之一。

一、 国际需求

摇 摇 发展生产无公害肉鸡, 顺应了时代潮流的需要, 符合我国加入

WTO 以后肉鸡业适应国内外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 是应对市

场要求的现实选择。

目前, 我国是世界第二大禽肉生产国, 仅次于美国。 虽然随着

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我国禽肉消费量不断增加, 但在短时间内不

可能有太多增加。 目前禽肉市场已基本饱和, 而且市场上进口的国

外产品量在不断增加, 要持续高速发展我国的肉鸡养殖业, 必须扩

大出口, 要想扩大出口, 产品的质量要有所提高, 特别是食品的安

全水平, 要以良好的国际形象做好产品出口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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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国内需求

摇 摇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 人民生活水平在不断地提高, 我国城乡

居民已向小康生活水平转变, 畜牧业的发展对市场供求关系的转变

起了带动作用, 禽肉市场实现了从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的转化, 从

重视数量到重视质量的转化。 我国的消费者越来越重视产品的质

量, 尤其是食品安全问题, 消费者对加强食品安全的问题也越来越

重视。 为了消费者的权益, 使人民的身

体健康有保障, 也包括鸡肉生产者必须

选择发展无公害鸡肉生产, 这也是推动

肉鸡业生产水平提高, 带动产业进一步

发展, 调整产业结构的必经之路。

无公害养殖业的发展, 对无公害种

植业有进一步的带动作用。 因为只有使

用的饲料是无公害种植业生产的, 饲养

出的动物才能是无公害的。

在生产中使用无公害物质对农业生

态环境的保护有好处, 对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有促进作用, 也对我国

环境保护有利, 这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我国的政治、 经济和人民的

生活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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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肉鸡养殖的现状与前景 业业业

一、 世界肉鸡无公害高效养殖的状况

摇 摇 1郾 历史状况 摇 20 世纪 20 年代的美国开始发展现代肉鸡饲养

业, 之后在全国开始发展。 近 20 年来, 在各种肉类生产中, 持续

增长速度最快的就是肉鸡饲养业。 从 20 世纪 70 年代到 80 年代,

世界肉类总产量增长了 36郾 6% , 其中禽肉增长高达 76郾 2% , 而在

禽肉中增长最快的就是鸡肉。

鸡肉消费之所以增长迅速, 一是因为在肉类中人们都喜欢鸡

肉, 鸡肉市场广阔。 美国人对加工肉类从味道、 营养价值、 加工花

样、 烹调难易、 脂肪含量到小孩是否喜欢等 14 个方面进行评定,

结果鸡肉排名第一, 后依次为鱼肉、 火鸡肉、 牛肉, 而排在最后的

是羊肉和猪肉; 二是由于经过长期的选种选育和科学的日粮配合及

饲养管理, 使肉仔鸡提高了 2 ~ 4 倍的日增重。 肉鸡不仅体重增速

快、 有较高饲料转化率, 而且具有较强生活力, 对于大规模工厂化

生产很适合, 周期短 (50 天左右出栏), 生产效率高。 世界上发展

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对肉鸡生产业的发展都很重视。

由于强强联合、 兼并及收购, 世界上会有越来越少的肉鸡育种

4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公司。 预计 21 世纪之内, 只会剩下四五家跨国性的育种公司, 却

有越来越大的规模, 不断创新育种目标。 1988 年与 1962 年相比,

肉用仔鸡的出栏体重由 1郾 71 千克增到 1郾 86 千克, 出栏日龄由 65

天缩短到 42 天, 料肉比由 2郾 15 颐 1 降到 2 颐 1。 进入 20 世纪 90 年

代, 肉鸡生产水平又有很大提高。 肉鸡生产的发展趋势是生长速度

不断提高, 出栏时间不断缩短, 饲料消耗不断减少, 胴体瘦肉率不

断增加。

2郾 发展现状摇 肉鸡饲养技术随着肉鸡业的发展也得到了很大

提高, 各项经济指标在世界范围内都有很大突破。 现代肉鸡饲养业

的主要技术措施有:

第一, 依靠繁殖与育种、 技术的进步, 充分利用杂交优势。

第二, 鸡舍和内部设备不断革新, 创造良好的环境条件。

第三, 饲养管理水平要不断提高。

第四, 加强饲养营养学的研究 (如复合添加剂、 全价配合饲料

等的应用)。

第五, 应用先进的疫病预防控制技术。

一些欧美国家在经营体制上采用以行业一体化为纽带的联营合

同制, 即饲养户 (场) 专营饲养, 苗鸡由孵化厂按约定的送, 饲料

由饲料公司定期送, 鸡按时由屠宰场收购运走。 目前, 美国 90%都

采取这种方式进行肉鸡生产。

由于技术和管理的优势, 加上饲料成本低, 美国禽肉产品在价

格方面有优势, 凭借这种低价优势主要向俄罗斯、 拉丁美洲和中东

地区出口, 其生产总量中, 出口量为 15% ~16%以上, 占世界出口

量的 40% , 是出口鸡肉的大国; 巴西禽肉产量也在增加, 由于其禽

肉加工技术先进, 生产成本及饲料供应稳定, 预计巴西将不断扩大

禽肉产业, 向欧盟及其他地区出口, 是世界第二大出口国; 应对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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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对冷冻鸡肉的需求, 泰国出口量增加, 由于美国鸡肉的进口在欧

盟被禁止, 所以, 泰国在欧盟有持续增大的市场, 并且在日本市场

继续占据很大份额, 鸡肉出口能力在世界上有很大竞争性, 今后将

有进一步发展的肉鸡出口多元化格局。

据美国农业部的消息, 2000 年世界鸡肉实际产量约为 4100 万

吨, 美国的产量仍然最大, 中国位居第二, 巴西位居第三, 第四位

是欧盟。 在未来 10 年中, 预计国际禽肉市场依然被看好, 所有市

场增长态势基本会稳固增长, 就算短期内一些地区家禽疾病会对禽

肉市场增长造成影响, 但是从总体上来说, 禽肉市场会从疯牛病和

口蹄疫的暴发中得益。 预计世界禽肉产量和消费在中期依然会增

长, 增长率会比牛肉和猪肉高, 禽肉市场的不断发展主要是因为生

产的成本低 (相对猪肉生产和牛肉生产而言) 和在世界许多地方的

市场很广阔 (这和转向西式饮食习惯与健康观念有关), 在许多人

均禽肉消费量较低的国家, 预计禽肉的消费生产会随着经济情况的

改善得到促进。

二、 中国肉鸡无公害高效养殖的状况

摇 摇 1郾 养殖历史摇 我国现代肉鸡饲养业大约开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

中期, 起步较晚。 到 20 世纪 90 年代前, 我国肉鸡生产水平与畜牧

业发达国家相比主要表现为商品率低、 效益差、 产量少、 耗料多。

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后, 我国肉鸡饲养业发展呈迅猛态势, 1993 ~

1995 年肉鸡产量年增长 20% , 1994 ~ 1996 年连续 3 年对日本鸡肉

产品出口保持第一。 1998 年禽肉产量已达到 935 万吨, 是 1984 年

的 6郾 3 倍, 跃居世界第二位。 2000 年禽肉产量为 1353郾 5 万吨, 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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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居第二。 肉仔鸡在全国肉类总产量中占 10% , 占禽肉总产量的

40% , 占鸡肉总产量的 60% 。 1991 年人均鸡肉占有量为 3郾 9 千克,

1998 年增长到 9郾 2 千克。 肉鸡业的长足发展, 是农业产业化发展最

迅速、 最典型的行业, 在我国农牧业许多行业发展中一枝独秀, 在

农牧业领域中市场化的程度最高。

目前, 我国肉鸡养殖业仍然具有很薄弱的基础环节, 与国外相

比, 肉鸡的生长速度、 上市体重、 上市日龄、 耗料比还很落后。 在

国内, 通常把由国外引进的肉鸡称为 “快大型冶 肉鸡, 这类肉鸡主

要对外销售, 因为生产这类肉鸡与我国传统的烧、 炖加工不相适

应。 某些地方品种被称为优质鸡, 或地方品种与引进种杂交选育的

肉鸡, 我们自己消费的主要就是这类产品, 例如石歧杂鸡、 寿光

鸡、 新浦东鸡、 京黄肉鸡、 三黄鸡、 苏禽 96 等。 据研究, 我国某

些地方品种, 特别是含有黑色素品种的鸡肉, 在某些氨基酸含量方

面或蛋白质与氨基酸总量方面, 比引进种肉鸡略高; 鸡肉纤维密度

与鸡肉嫩度有关, 密度较高, 肌纤维较细, 肌节长度较长, 鸡肉鲜

味有关的肌苷酸较高, 这些都能证明我国某些地方品种的优质特

性。 所以, 近年来, 我国不断发展优质肉鸡生产, 长江流域各省、

市大约占 70% , 黄河流域、 松花江流域各省占 40%左右, 在广东、

广西、 香港、 台湾等地区, 优质肉鸡的比重占肉鸡总体的 90% 以

上, 但因其生长缓慢, 上市日龄较长, 体重较小, 生产成本也就较

高。 为了加快其生长速度, 提早其上市日龄, 这类鸡的选育工作需

要继续加强。

我国引进饲养的 “快大型冶 肉鸡中, 主导品种为爱拔益加和艾

维茵, 其次为哈巴德、 科勃、 安纳克, 饲养的杂交类型主要为标准

型, 但适合分割的、 出肉率高的肉鸡所占比例也正在增加。 “快大

型冶 肉鸡生长迅速, 料肉比低, 上市日龄短, 价廉质优, 肉品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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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时间内生产好, 除出口外, 采用炸、 烤等适合的加工方法, 也会

受到国内消费者的喜爱。 如近年在我国各大城市 “火爆冶 的 “肯

德基冶 “麦当劳冶, 赚取高额利润, 说明我们可以进一步研究对这

类鸡的烹饪加工工作。

2郾 市场走向摇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我国肉鸡产业以每年20% ~

30%的速度增长, 但到了 21 世纪, 增长速度明显放慢, 特别是北

方快大鸡, 近几年增长不明显, 都在徘徊中, 南方优质肉鸡的增长

速度也没有以前快。 自 1997 年以来, 我国鸡肉产品出口逐渐走下

坡路, 国际贸易环境大不如从前, 开始恶化, 由原来的三高 (出口

到日本鸡腿肉的高价位、 出口到欧盟鸡胸肉的高价位、 国内鸡副产

品的高价位) 变为三低 (欧盟市场鸡胸肉价格低、 日本市场鸡腿肉

价格低、 国内市场鸡副产品价格低), 我国由于失去欧盟鸡胸肉的

高价位 (欧盟鸡胸肉价格为 3000 美元 / 吨, 中东、 东南亚仅为 1700

美元 / 吨), 加之泰国、 巴西出口到欧盟的鸡胸肉价格较高, 反过来

它们出口到日本的鸡腿肉价格较低, 打压日本市场, 使我国失去出

口到日本的鸡肉高价位优势。

在国际市场上我国禽产品出口日益受阻, 国内市场上禽产品的

生产消费也十分严峻。 一方面一些非常规渠道仍能有鸡副产品进入

我国, 据报道, 长江三角洲地区鸡副产品市场上国外产品为 50% ~

60% , 珠江三角洲地区为 60% ~70% ; 另一方面, 目前国内禽产品

市场消费总量比生产总量要低, 是鸡肉价格持续走低的原因之一。

疫病和公害物质残留是影响我国鸡肉及鸡肉产品不能出口的主

要因素。 此外, 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我国动物疫病和卫生的法律、 法

规与国际兽医组织机构不接轨, 动物产品加工达不到兽医卫生质量

标准。 自 1996 年 8 月 1 日我国面向欧盟出口禽肉被欧盟 96 / 456 / EC

决议停止后, 欧盟官员来华检查多次所提意见和提交的考察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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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清楚的说明。

加入 WTO 后, 禽肉的进口关税到 2004 年要降到 12% , 并且进

口配额有可能逐年增加, 而且从 2001 年开始, 进口肉类放宽了目

前只能在餐馆、 宾馆消费的限制, 可以直接面向国内市场。 还会增

加鸡肉, 特别是鸡翅、 鸡脚等杂碎产品的进口量, 这会在一定程度

上冲击我国的肉鸡生产。 当然, 国外企业不仅会对产品的进出口方

面造成冲击, 而且可能会首先利用低价产品对国内市场造成冲击,

然后携资金技术大规模进入, 由于其在品种、 产品加工、 养殖技

术、 销售等方面有成功的经验和优势, 有可能会通过对国内企业进

行控股, 兼来开展生产, 因此, 国内肉鸡业的竞争形势更加严峻,

将受到来自国际市场和国内的双重压力, 再加上加工、 包装、 营销

等方面在很大程度上落后于国际市场, 因此, 我国肉鸡企业必须要

做到提高肉肉鸡生产的劳动生产率和肉鸡产品的质量。

3郾 发展前景摇 目前, 我国禽肉在肉类结构中仅占 20% , 比世

界平均水平低 8% , 人均禽肉占有量 10 ~ 12 千克, 与发达国家相比

有很大差距。 例如, 美国人年均消费量 50 千克以上, 鸡肉占肉类

的 40% ; 日本人年均消费量 40 千克以上, 鸡肉占肉类的 47% 。 从

长远来看, 我国经济水平在不断发展, 人民生活水平也在不断提

高, 所以对鸡肉的消费也会不断增加, 肉鸡生产的发展空间仍是比

较大的。 同时, 我国也是鸡肉消费增加最快的国家, 肉质独特的地

方品种鸡占国内消费量的 50% , 单凭价格优势, 国外禽肉不会轻易

取代国内产品。 还有, 进口的禽肉都是冷冻肉, 与中国人喜食新鲜

禽肉的消费习惯不相适宜。 由于国际消费标准的影响, 国内消费者

将逐步提高对肉鸡卫生标准的要求, 消费者将会更加关注肉鸡产品

的质量, 尤其是安全卫生问题。 如果我们把更多的精力放在肉鸡产

品的质量上, 尤其是更加重视产品安全性, 国产鸡肉就仍会有很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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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竞争力。

我国主要的肉鸡产区是几个大城市郊区及吉林、 河北、 山东、

河南等少数省、 市, 在沿海地区进行肉鸡生产会有一定的优势。 加

入 WTO 后, 关税减让及优惠关税配额的增加, 降低了进口玉米和

豆粕的价格, 也逐步增加了其数量, 玉米作为肉鸡饲养主要饲料,

其流通格局发生了变化, 从国际市场的玉米可直接进口到南方一些

需要饲料粮的省、 区。 这会降低我国南方的大型生产企业的生产成

本, 再加上南方沿海地区已有的成熟饲料工业和多年积累的出口经

验, 较之内地对劳动力资源更大的吸引力和鼓励政策等因素, 这在

很大程度上增加了南方沿海地区在肉鸡产品出口方面的竞争力。

另外, 鸡胸肉分割属于劳动密集型加工, 在廉价劳动力方面我

们占有优势, 并且产品进入欧盟市场, 如果 1 吨鸡胸肉的价格在

3000 美元以上, 那么 1 只鸡的鸡胸肉价格就可以把整个肉鸡的成本

挣回来, 所以, 一旦没有贸易壁垒的困扰, 从事肉鸡业对外贸易,

尤其是劳动密集型的冰鲜品和精细分割品出口的企业, 会有很高的

利润回报。

因此, 我国的肉鸡企业、 养殖场, 只要使劳动生产率不断提

高, 把主要精力放在提高产品质量特别是食品安全性上, 如此, 我

国鸡肉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市场, 都会有很强的竞争力, 我国的肉

鸡业前景必将非常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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