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2

现代设施畜牧建设专项实施方案

(2023—2030 年)

一、总体要求

(一)发展思路。 聚焦生猪、蛋鸡、肉鸡、奶牛、肉牛、肉羊等主

要畜禽,以提升劳动生产率、资源利用率和畜禽生产力为导向,大

力发展规模化、集约化、机械化、智能化养殖,应用先进养殖设施设

备和管理技术,推进养殖设施设备功能配套、工艺融合,加快构建

高质高效畜禽设施养殖体系,提升形成产出高效、产品安全、资源

节约、环境友好、调控有效的设施畜牧业发展新格局,不断提升畜

产品安全稳定供给保障能力。

(二)主要目标。 到 2025 年,建设完成 60 个立体多层规模化

生猪养殖场、260 个家禽立体高效设施养殖场、80 个肉牛高效集约

养殖场、200 个肉羊高效集约养殖场和 100 个现代化奶牛智慧牧

场,增加肉产量 70 万吨以上、鸡蛋产量 15 万吨以上、奶类产量 80

万吨以上,带动全国畜禽养殖规模化率达到 78% 以上。 畜禽养殖

规模化、机械化、智能化水平明显提升,养殖设施设备与技术配套

更加完善,畜牧业综合生产能力和供应保障能力进一步提升。

到 2030 年,建设完成 150 个立体多层规模化生猪养殖场、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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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家禽立体高效设施养殖场、200 个肉牛高效集约养殖场、300 个

肉羊高效集约养殖场和 200 个现代化奶牛智慧牧场,增加肉产量

150 万吨以上、鸡蛋产量 15 万吨以上、奶类产量 160 万吨以上,带

动全国畜禽养殖规模化率达到 83% 以上,主要畜禽大规模养殖场

基本实现全程设施化。 与传统养殖场相比,可节约用地 10% 以上,

生产效率提高 5% 以上。 生猪、蛋鸡、肉鸡、奶牛产能保持稳定并

逐步优化,畜牧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进一步增强,畜牧业综合生产

能力和供应保障能力明显提升,抵御市场、疫病等风险能力显著

提高。

二、建设重点

(一)建设立体多层规模化生猪养殖场

1． 建设目标。 建设提高生猪规模化、标准化养殖水平,以节

约集约用地、绿色种养循环为前提,建设 150 个多层立体规模化生

猪养殖场,因地制宜推广高层楼房养猪养殖模式,发挥示范带动作

用,提高生猪产业的标准化、规模化、智能化水平,提升猪肉供给保

障能力。

2． 重点建设任务。 建设立体多层规模化生猪养殖场,开展技

术装备集成与养殖模式探索。

———建设规模与装备标准。 新建年出栏 10 万头的立体多层

规模化生猪养殖场 150 个。 重点建设立体多层封闭式猪舍,集成

先进技术与设施设备,配备精准饲喂、环境控制、疫病防控、粪污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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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等先进设施设备,配套自动化、智能化信息控制系统。

———推广多层高效养殖集成技术。 按照现代化养猪生产工艺

流程建设多层猪场,遵循“全进全出”流水式生产工艺流程,推动

供水、供料、供热、供电、通风、采光、监控等全部实现机械化和自动

化操作,建设集配种、妊娠、分娩、保育、生长、育成、出栏等各环节

连续一体的生产线。 科学设计粪污排放处理系统,合理配套排污

管道沟渠、沉淀池、干湿分离机、发酵罐等设施设备,有条件的区域

配套建设粪污消纳的种植基地。 强化对猪舍布局系统、物料流通

系统、空气流通系统、猪只流通系统、废物流通系统、水源流通系统

等六大生物安全系统的精准控制。

3． 建设布局。 坚持市场主导、自愿申请、因地制宜的原则,结

合土地资源条件,选择合适的地区实施,优先考虑生猪主产区、土

地资源紧张地区和保供压力较大地区。 重点在湖北、湖南、河南、

广西、安徽、山东、河北、江西等调出区的省份;广东、浙江、江苏、北

京、天津、上海等主销区的省份;山西、海南、四川、重庆、云南、贵

州、福建、陕西等产销平衡区的省份建设。

(二)建设家禽立体高效设施养殖场

1． 建设目标:建设家禽立体高效设施养殖场 260 个,因地制宜

推广肉鸡和蛋鸡叠层高效笼养等集约化养殖模式,显著提升养殖

效率,示范带动提高家禽产业的标准化、规模化、智能化水平,提升

禽肉、禽蛋的供给保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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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重点建设任务。 在蛋鸡肉鸡养殖场推广立体多层笼养集

约化养殖模式和我国自主培育的家禽新品种、配套系。

———建设规模与设施标准。 按照商品蛋禽存栏 20 万只以上、

商品肉禽年出栏 100 万只以上规模标准,建设家禽立体高效设施

养殖场 260 个,其中,改造 130 个,新建 130 个。 重点建设或改造提

升高效养殖笼架、数字化饲料传输与精准饲喂、正压新风与智能精

准通风系统、鸡舍智能全向环控系统、禽舍热能回收系统、废弃物

自动收集处理、禽舍智能机器人巡检和疫病智能防控、鸡蛋自动收

集与质检分级包装等设施设备,配套自动化、智能化养殖信息控制

系统。

———因地制宜推广立体多层笼养集成技术。 在肉鸡蛋鸡养殖

优势区重点加快改造提升,更新使用先进的生产设施设备,配套自

动化、智能化养殖信息控制系统。 在肉鸡蛋鸡养殖潜力区重点加

快新建一批家禽立体高效设施养殖场,加快肉鸡蛋鸡立体多层笼

养模式普及,加快精准营养、智能环控、降耗减排、全机械化作业等

高效技术的推广应用,提升养殖场设施现代化水平。 在肉鸡蛋鸡

特色养殖区重点发展地方特色品种的肉鸡蛋鸡养殖,结合当地自

然条件,配备适合的设施设备,提高生产效率。

3． 建设布局。 立足全国家禽养殖现状基础与拓展潜力,科学

布局改造和新建 260 个家禽立体高效设施养殖场。 其中,肉鸡蛋

鸡养殖优势区(山东、广东、广西、安徽、辽宁、河南、江苏、福建、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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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河北、吉林、湖北、黑龙江等省份)建设 130 个,包括蛋鸡 50 个、

白羽肉鸡 40 个、黄羽肉鸡 40 个;肉鸡蛋鸡养殖潜力区(山西、内蒙

古、江西、湖南、云南、重庆、贵州、海南、浙江、陕西等省份)建设

100 个,包括蛋鸡 40 个、白羽肉鸡 30 个、黄羽肉鸡 30 个;肉鸡蛋鸡

特色养殖区(西藏、青海、宁夏、甘肃、新疆等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

兵团)建设 30 个,包括蛋鸡、白羽肉鸡、黄羽肉鸡各 10 个。

(三)建设肉牛肉羊高效集约养殖场

1． 建设目标。 推动肉牛肉羊高效集约养殖,重点建设和改造

200 个肉牛高效集约养殖场和 300 个肉羊高效集约养殖场,创建一

批肉牛肉羊养殖提质增效标杆养殖场,带动社会资本参与肉牛肉

羊产业发展,提高养殖效率,推动提升产业规模化、标准化水平和

产品竞争力,强化肉牛肉羊增产保供。

2． 重点建设任务。 支持肉牛肉羊高效集约养殖场建设提升

养殖圈舍、饲草料收贮加工、精准饲喂、环境控制和粪污处理等环

节设施化水平,探索推广集约养殖集成技术模式,推广与养殖模式

相配套的成套技术装备。

———建设规模与设施标准。 按照存栏 3000 头以上肉牛的规

模标准,建设 200 个肉牛高效集约养殖场,其中,新建 100 个、改扩

建 100 个。 按照存栏 10000 只以上肉羊的规模标准,建设 300 个肉

羊高效集约养殖场,其中,新建 100 个、改扩建 200 个。 重点支持

养殖场建设或改造标准化养殖圈舍,引进良种肉牛肉羊,开展品种

—55—



改良;建设优质饲草料基地,购置穗茎兼收玉米收获机、揉丝机等

饲料收贮与加工设备,推广应用青贮、氨化、微贮和秸秆饲料化利

用技术;配备精准饲喂、疫病防控等设备和智能化养殖管理系统,

配套饲草料加工调整、粪污还田和废弃物无害化处理等设施设备。

———因地制宜推广肉牛肉羊集约养殖技术模式。 肉牛养殖技

术模式方面,在草原牧区推行“天然草原+人工草地+适度规模养

殖”相配套的养殖模式,建设标准化畜棚和配套装备、饲草料库房、

饲草收割青贮等设施设备,因地制宜建设过冬暖棚和人工饲草地。

东北和中原等传统肉牛养殖优势区,稳步扩大养殖规模,提升养殖

场标准化、集约化、机械化水平,改建升级精准饲养、疫病防控、无

害化处理等智能化养殖设施设备,提升土地等生产要素利用效率。

草山草坡资源较为丰富的南方地区,推行种草养畜,提升养殖场基

础设施条件和标准化生产水平,促进种养结合农牧循环发展。

肉羊养殖技术模式方面,在内蒙古、新疆和青藏高原等牧区,

加强地方特色肉羊品种保护,以草畜平衡为基础,推广科学轮牧,

探索智能放牧技术应用,发展现代家庭生态农牧场,提高高品质生

态有机羊肉生产。 在东北和西北农牧交错带和农区,发挥区域丰

富的粮食饲料和秸秆饲料资源优势,推进肉羊养殖方式向集约化

规模化转变,推动肉羊高效养殖成套设备的应用,提高机械化水

平。 在中原地区,拓宽饲草料多元化供给渠道,推广标准化规模化

养殖,改建升级精准饲养、疫病防控、无害化处理等智能化养殖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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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设备,提升土地等生产要素利用效率。 在西南地区,因地制宜开

发利用草山草坡和农闲田资源,探索多元主体联合的肉羊集约化

养殖新模式,提升养殖场基础设施条件,发展特色养殖,促进种养

结合农牧循环发展。

3． 建设布局。 在巩固提升传统主产区基础上,挖掘潜力发展

区,科学布局 200 个肉牛高效集约养殖场和 300 个肉羊高效集约

养殖场。 肉牛养殖场,重点在内蒙古、西藏、甘肃、青海、宁夏、新疆

等草原牧区,辽宁、吉林、黑龙江等东北地区,河北、山东、河南、陕

西、湖北、湖南等中原养殖优势区,四川、重庆、云南、贵州、广西等

草山草坡资源较为丰富的南方地区开展建设改造。 肉羊养殖场,

重点在内蒙古、新疆、西藏、青海主要草原牧区,宁夏、甘肃、辽宁、

吉林、黑龙江等北方主产区,河南、山东、河北、江苏、安徽等中原肉

羊养殖优势区,四川、重庆、云南、贵州、广西等草山草坡资源较为

丰富的西南主产区开展建设改造。

(四)建设奶牛智慧牧场

1． 建设目标。 以节本提质、智能高效为导向,在全国建设 200

个现代化的奶牛智慧牧场,推动基于物联网、大数据技术的智能统

计分析软件终端在奶牛养殖中的应用,推进产奶数据采集的物联

化与管理软件的国产化,加快奶牛养殖管理数字化、智能化,并因

地制宜推广适用于不同气候资源条件和养殖特点等的现代化集约

化奶牛养殖模式,强化奶业生产全链条精细化管理水平,示范带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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奶业高质量发展。

2． 重点建设任务。 支持奶牛智慧牧场补短板、强弱项,提升

规模养殖场草畜配套比例、资源利用效率和数字化应用水平。

———建设规模与设施标准。 按照平均存栏 5000 头(单个牧场

存栏 3000 头以上)的大型奶牛养殖场为标准,建设奶牛智慧牧场

200 个,重点支持新建或改扩建的奶牛养殖场进行数字化、智能

化、绿色化改造升级,配备圈舍自动喷淋、环境控制、疫病防控、精

准饲喂、自动挤奶等数字化设施设备,智能项圈、计步定位、自动计

量、个体识别等信息化采集设备,以及物联网、大数据汇总分析等

智能化管理终端应用,支持优质饲草料种植、收获、加工、贮存设施

建设与设备购置,支持高水平粪污资源化利用设施设备推广应用,

对挤奶设施设备进行信息化、智能化改造升级,配备生鲜乳质量检

验检测以及冷链储存运输设施设备。

———因地制宜突出建设技术要点。 在东北和内蒙古产区、华

北和中原产区、西北产区等三大主产区,重点开展规模奶牛养殖场

新建项目和养殖场数字化改造升级,通过设施化水平提升带动产

能扩大。 在南方地区和大城市周边产区重点开展圈舍自动喷淋、

环境控制,物联网、大数据汇总分析等智能化管理终端应用,通过

精细化管理提高生产效率;对挤奶及储运等设施设备进行物联化、

智能化改造升级,配备智能化管理终端与在线乳成分分析仪等软

硬件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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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建设布局。 200 个现代化的奶牛智慧牧场建设布局以东北

和内蒙古产区、华北和中原产区、西北产区等三大产区为重点,兼

顾南方地区和大城市周边产区,并聚焦奶业大县。

三、保障措施

(一)强化政策扶持。 实施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政策,依法依

规按程序支持购置使用畜牧设施设备。 落实畜牧业健康发展和动

物疫病防控等支持政策,推进项目实施与现行支持政策有效衔接。

推动建设一批以设施畜牧业为主导的产业集群、产业园和产业强

镇。 加强与国土空间规划的衔接,依据规划布局畜禽养殖用地,合

理保障用地空间。 畜禽养殖用地按农业用地管理。

(二)强化科技支撑。 加强设施畜牧业相关学科群和重点实

验室建设,开展设施畜牧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鼓励开展专用传感

器、养殖巡检机器人、智能挤奶机器人、疫病监测预警诊断以及饲

料配方数据管理和牧场管理系统等领域基础研究和创新应用。 大

力支持智能饲喂、精准环控、畜产品自动化采集加工、废弃物资源

化利用等健康养殖和绿色高效设施装备技术示范。 发挥好畜牧业

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作用,加强设施养殖成套技术模式集成

推广。

(三)强化金融支持。 推动将畜禽设施养殖场户纳入信贷直

通车服务范围,共享生产经营信息,推进数据增信,支持金融机构

发放首贷、信用贷。 总结推广地方活畜禽等抵押贷款成功经验,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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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扩大实施范围。 探索建立畜禽圈舍、养殖设施交易平台,为养殖

企业顺利贷款提供支撑。 大力推进设施畜牧养殖保险,落实中央

保险保费补贴政策,指导地方探索开展优势特色畜产品保险,支持

纳入中央财政对地方优势特色农产品保险以奖代补试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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