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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地方鸡发展的现状与问题研究
*1

李玲玲 李业荣

（云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云南昆明 650201）

【摘 要】:鸡肉因为具有低胆固醇、高蛋白、低热量和低脂肪等特点，已经成为世界各地消费者普遍接受的食物。

云南省的地方鸡是指不含国外鸡种血缘，长期自然选择或经人为选育形成的当地鸡种，具有肉质好、抗逆性强、生

长速度慢、饲料报酬低等特点。介绍了云南地方鸡产业发展现状，提出了该产业未来发展的对策。

【关键词】:地方鸡；发展对策；云南

【中图分类号】:S831 【文献标识码】:B

1 云南省地方鸡产业发展现状

1.1 地方鸡种资源保护力度增大

云南省地方鸡种资源主要集中在各地州边远山区，由于交通不便，这些地区的地方鸡品种受到外界影响小，种群保护相对

较好。但是由于长期缺少相应的扶持措施，这些鸡种资源随着农户放养和选择的结果，原种已经很稀少。为了更好地保护云南

地方鸡种质资源，省农业厅加大了扶持力度，2014 年，新建和扩建了独龙鸡、兰坪绒毛鸡、尼西鸡、他留乌骨鸡等 18 个品种的

资源保种场。

1.2 市场供给数量与价格齐增长

近几年来，全国家禽行业基本都处于严重亏损、存栏量大幅下降的状态中，云南省为了解决养殖户所面临的困境，通过强

化产能控制和着力提高鸡场管理和产品质量等措施，使得养殖户困难得到很大程度上的解决。截至 2014 年底，云南省蛋鸡产能

（存栏）约 5500 万只，实际存栏 3500 万只左右，年鸡蛋产能约 90 万 t，实际生产 60 万 t左右，30%的鸡蛋销往省外。肉鸡存

栏 3000 万只左右，年出栏约 1.3 亿只，实际出栏 9000 万只。云南省的家禽出栏量由全国排名 17 位上升到 16 位，禽肉产量由

全国排名 16 位上升到 15 位，迈入家禽产业中等发达省份行列。

1.3 大型龙头企业数量增多

从 2000 年后，几家大型肉鸡和蛋鸡养殖企业进驻云南，按照“公司+农户”的模式经营，按照公司标准养殖和管理，大幅

度提高了云南省地方鸡养殖水平。云南省目前现有的大型龙头企业主要集中在安宁、曲靖和石林等地，安宁最大的肉鸡养殖企

业是利源养殖公司、绿盛美地养殖公司以及西南集团旗下的家家俏公司；石林龙头企业主要是温氏石林分公司。全省目前有云

南云岭广大峪口禽业有限公司、云南省种鸡场、大理鸡鸣江种鸡有限公司、曲靖种鸡场、红河弘坤种禽有限公司、开远永华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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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场、开远赛康种鸡场等 7 个超大规模种鸡场。

2 云南省地方鸡产业发展存在的问题

2.1 基础科学研究相对落后

2.1.1 育种方式相对落后。地方鸡主要是地方鸡品种以及以地方鸡品种为主杂交其他鸡种，由于云南省地方鸡品种多数属于

需要饲养时间长的品种，养殖周期长、成本高，严重制约了地方鸡产业发展。目前育种方向就是要提高生长速度。虽然有分子

育种，但是由于各种原因，目前云南省主要还是采用传统方法育种，目标不明确、育种周期长等问题突出，且目前还没有取得

实质性进展。

2.1.2 疫病净化技术有待提升。目前云南省地方鸡主要有两大致命疾病：鸡白痢和白血病。这两种病是在选育过程中就带着

的疾病，目前难以克服。很多养殖场就是因为这两种病的无法控制，最终带来巨大经济损失。要根治必须从种源上进行净化，

目前技术虽可以实现，但是净化成本过高，在实践中难以实现，所以需要在以后的发展中要注意对疫病净化技术的提升。

2.2 养殖生产规模化程度低

云南自古就有利用房前屋后空地和粮食副产品放养土鸡的习惯，这种养殖方式最大的好处就是最大程度上利用了农户家里

的空间和农作物，增加了农户收入。但是由于是小规模散养，对养殖成品难以标准化，缺乏成本核算，农民往往在急需用钱时

会低价卖出，使得消费者对于云南土鸡的价格造成误解，让原本应该是正常价格的土鸡却难以被消费者接受。而对于规模化的

养殖户而言，从养殖场地租金、疫病防控、工人工资、水电费等核算，成本远远高于散养户成本。散养户由于养殖方式的随意

性，品种难以标准化，加上不计成本的销售方式，对于规模化养殖地方鸡的企业形成了消极影响。

2.3 缺少地方鸡的深加工企业

地方鸡的深加工是全国地方鸡产业发展中最为薄弱的环节，云南省更是缺少地方鸡加工企业。消费者将地方鸡买来一般都

是用来熬鸡汤，故对其新鲜度要求极高，所以活鸡销售是消费者最喜欢的方式。随着冷链配送的发展，部分消费者开始接受冰

鲜地方鸡产品，但也是只涉及屠宰、褪毛、洗净等初加工。此外，由于地方鸡价格偏高，使得多数加工企业难以承担。因此，

地方鸡的深加工目前是整个产业难以突破的瓶颈。

3 云南省地方鸡产业未来发展对策建议

限制云南省地方鸡产业发展进程的两个最关键因素是育种和市场开发。因此，未来云南省地方鸡产业发展的重点是育种技

术的重大突破和市场开发。

3.1 明确扶持产业重点

3.1.1 增加地方鸡育种和种质资源保护的投入。云南拥有丰富的地方鸡种质资源，只有加强保护，才能为将来地方鸡育种繁

育提供科学素材。政府应该继续增加对种质资源和育种繁育等基础科学研究的投入，着力强化地方鸡品种资源保护、选育和开

发利用，深入开展地方地方鸡品种的技术攻关和集成，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努力构建以政府为主导，科研机构为龙头，农民专

业合作社、民营科研机构和企业技术队伍等广泛参与的地方家禽品种资源科技研发、转化和推广体系。

3.1.2 增加对地方鸡蛋鸡的养殖扶持和投入。地方鸡的一些品种是肉蛋兼用的，由于鸡蛋单体小，总价格与地方鸡整鸡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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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低，市场接受度较高，运输也更为便利。因此消费者更愿意尝试，接受度也更高。所以，发展地方鸡蛋鸡，扩展地方鸡鸡蛋

市场效率更高。

3.2 加强对农户养殖管理技术的培训

养殖管理水平是决定地方鸡养殖成败的关键因素。对于云南省的农户养殖管理水平普遍较低的现状，对于政府来说，要从

制度上出台相关政策来帮助养殖户解决大方向问题；对于龙头企业来说，要做好自身的标杆和带头作用，要加强对地方鸡养殖

户的养殖技术培训，使散养地方鸡的养殖户可以进一步的将散养发展为规范化养殖；进一步增强养殖户标准化和科学化养殖意

识，提高肉鸡养殖户养殖技术水平，提高养殖户对养殖管理技术的重视程度。

3.3 加强鸡粪无害化处置

云南省地方鸡由于大多是自家养殖、农户散养，农户不重视对鸡粪的处理，任由鸡粪在土地上挥发，既污染了空气又污染

了环境，故在云南省以后的地方鸡发展过程中，要增加对鸡舍设施投入，改变原来农户散养模式，建设标准化的鸡舍，注意对

养鸡环境消毒；要从环境管理上下手，建粪污处理设施以达到生态养殖的目的。同时利用国内外的先进技术来对鸡粪进行处理，

使得鸡粪自然风化成为饲料，这既节约了饲料的费用，又保护了环境。

3.4 加强地方鸡产业链各企业之间的合作

云南地方鸡口感虽好，但是总量小，育种和疾病防控技术与省外相比处于落后位置。一个原因是云南地域特殊，交通不便，

各区域间地方鸡差距大，另一个原因则是企业和政府间缺少有效的沟通机制，政府下发的政策企业不按照执行，企业的真实想

法政府不知道，各企业之间缺乏沟通与联系、缺乏合作意识，使得有限的资源没有得到合理和最大化的开发。尽管从 2013 年开

始，政府相关部门开始重视地方鸡、地方鸡产业，扶持力度也加大了，但是企业间依然单打独斗，彼此竞争。地方鸡产业链中

的企业应该加强合作，共同研究市场、分享先进的科研成果，推动整个产业健康持续发展。

3.5 建立健全产品标准，完善可追溯体系

地方鸡的质量安全是地方鸡产业持续发展的保障。要真正实现和提高云南省肉鸡产业的产品质量和市场竞争力，政府必须

建立健全地方鸡的饲养标准和产品标准，逐步实现地方鸡产品按质量标准组织生产。针对目前畜禽产品溯源系统不能较好地体

现畜禽产品生产与屠宰加工的过程及关键环节的现状，应尽快建立完善的畜禽产品可追溯体系，实现地方鸡产品从养殖到餐桌

全程的链式质量跟踪管理，保障地方鸡产品质量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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