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积极推动江苏奶业高质量发展 

孙宏进 

江苏省农业农村厅 

江苏省历来高度重视奶业发展。近年来，全省持续推进奶业发展方式转变，奶牛养殖规模化、标准化不断提升，

奶业全产业链质量监管体系日趋完善，现代奶业建设取得明显成效。今后一段时期，江苏将大力推进奶业现代化，

推动奶业高质量发展走在前列。 

奶业是江苏现代农业和 

食品工业发展的重点产业 

标准化生态健康养殖水平显著提升。2018年末，全省奶牛存栏13.4万头，生鲜乳年产量50万吨；存栏100头以上的养殖场共

129家，规模养殖比重达97%，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35个百分点。自2008年开展以安全、优质、高效为内涵的示范创建活动以来，

全省共创建省级生态健康养殖示范场67家，存栏奶牛占比61%，成为带动奶业绿色发展的重要力量。2018年全省优质饲草种植面

积约为16.9万亩，其中青贮专用玉米种植量达13.9万亩，平均每头奶牛配套种植了1亩优质青贮玉米。全省大中型规模养殖场奶

牛年单产水平达到7吨以上；2018年共有7家牧场单产水平超过10吨，达到奶业发达国家生产水平。 

乳品加工业蓬勃发展。2018年全省规模（主营收入2000万元）以上企业乳制品总产量达158万吨，其中液体乳产量155万吨，

液体乳产量跃居全国第5位。卫岗、维维、梁丰3家乳品企业荣鹰国家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称号，“中华老字号”卫岗乳业跻

身中国奶业D20；全省乳品行业拥有省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11家、注册使用中国学生饮用奶和江苏学生饮用奶标志企业分别为

6家和22家。蒙牛、伊利、光明、三元、君乐宝、新希望、辉山、旺旺、明治、惠氏等国内外知名乳品企业先后落户江苏，许多

企业已在江苏配套建设奶源基地。涌现出江阴市美天奶业有限公司、扬州市华兴乳业有限公司等一批由奶牛场兴办乳品加工的

典型，实现了奶牛养殖与乳品加工、增值服务的有效结合，成为乳品行业推动乡村产业振兴的标杆。 

乳品消费市场产销两旺。近几年，江苏乳品消费市场“三个转变”特征明显：一是由多喝奶向喝好奶转变，消费者更加注

重品牌、品质、服务，消费升级加快；二是由城市型向城乡一体型转变，目前江苏城镇与农村居民奶类人均消费量分别为18.1

公斤和11.1公斤，比全国平均水平分别高9.7%和24.7%，农村成为开拓乳品消费增量市场的重要区域；三是由封闭式市场向全面

开放式转变，国内外知名品牌乳品与本地区域性品牌乳品在销售市场上争奇斗艳，市场上产品品类众多。 

生鲜乳质量安全水平不断提高。“严把生鲜乳质量安全关”，既是保障乳品质量安全的前提，也是各级农牧部门的职责所

在、使命所系。近年来，江苏农牧部门全面加强对奶牛养殖场、生鲜乳收购站的“一对一”监管，全省共有生鲜乳收购站53个、

生鲜乳运输车104辆，生鲜乳收购站和运输车全部持证经营。生鲜乳抽检覆盖所有奶站和运输车，2018年生鲜乳质量安全例行监

测合格率达100%，三聚氰胺等违禁添加物抽检合格率达100%。 

明确奶业高质量发展的 

目标定位与主攻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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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1月16日，江苏省政府办公厅出台了《关于推进奶业振兴保障乳品质量安全的实施意见》，明确了江苏奶业发展要

大力推进现代化、推动高质量发展走在前列的目标定位。《实施意见》明确了指导思想和主要目标，到2020年，300头以上规模

养殖比重达85%以上，奶源自给率保持稳定，产品监督抽检合格率达到99%以上，养殖废弃物综合利用率达到75%以上。 

加强优质奶源基地建设是推动奶业高质量发展的坚实基础。围绕“布好局”，巩固发展徐淮宿、沿海奶牛产区，鼓励大型

乳品企业在周边省份建立奶源基地，提高奶源自给率。围绕“养好牛”，积极开展省级生态健康养殖示范创建和部级标准化示

范创建，支持规模奶牛养殖场改扩建和家庭牧场发展，引导适度规模养殖。围绕“种好草”，大力推广全株玉米青贮，因地制

宜发展燕麦草、苜蓿等优质饲草种植，积极推进种养结合，实现农牧循环发展。围绕“育好种”，建设1～3个奶牛国家核心育

种场，构建奶牛良种数据平台。 

提升乳制品加工和流通水平是推动奶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统筹发展液态乳制品和干乳制品，因地制宜发展灭菌乳、

巴氏杀菌乳、发酵乳等液态乳制品，支持发展乳粉、奶酪等乳制品。发展智慧物流配送，促进乳品企业、流通企业和电商企业

对接融合，推动线上线下互动发展，促进乳制品流通便捷化。契合江苏奶业发展特色，支持低温乳制品冷链储运设施建设，严

格实施低温乳制品储运规范，确保产品安全与品质。 

保障乳品质量安全是推动奶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前提。加强乳品生产全程管控，落实乳品企业质量安全第一责任，监督指

导企业按标依规生产，建立健全养殖、加工、流通等全过程乳品质量安全追溯体系。加强源头管理，严格奶牛养殖环节饲料、

兽药等投入品使用和监管；严格执行婴幼儿配方乳粉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加大婴幼儿配方乳粉监管力度；构建奶业诚信平台，

健全行业诚信体系。 

确保推动奶业高质量 

发展各项举措落到实处 

2019年 7月 22日，江苏省农业农村厅、省发改委、省科技厅、省工信厅、省财政厅、省商务厅、省卫健委、省市场监管局、

江苏银保监局出台《关于进一步促进奶业振兴的若干意见》，提出各项工作措施，进一步加大扶持政策落实力度，确保各项工

作落到实处。 

积极落实扶持政策。引导省级和地方财政支农资金、产业基金支持农户发展种养结合型家庭牧场。拟在2019年省以上现代

农业发展专项中将“支持家庭牧场和奶农合作社发展”列入27个奶业主产县的指导性工作任务，由各县根据当地实际自行确定

补贴标准和方式。在实施整省推进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项目时，要求各地把符合条件的奶牛养殖粪污处理利用纳入支持范围。

已将饲料制备（搅拌）机、青饲料收获机、打（压）捆机、圆草捆包膜机纳入2019年农机购置补贴，其中4-9m³、9-12m³和12m³

及以上饲料全混合日粮制备机补贴额分别为1.2万元、1.5万元和2万元。拟争取财政资金支持，提高奶牛生产性能测定中心服务

能力，力争将奶牛生产性能测定（DHI）范围覆盖所有规模牧场。 

优化养殖区域布局。2018年底，江苏省政府办公厅转发省农业农村厅等4部门《推进畜牧业绿色发展的意见》，引导各地根

据土地承载能力、主导产业发展方向和农民增收要求，科学规划非禁养区奶牛养殖空间布局，确保奶牛养殖与生态环境保护、

农牧循环利用、动物防疫安全协调发展。巩固发展徐淮宿、沿海奶牛主产区，推进禁养区内奶牛养殖场关停和非禁养区养殖场

整治提升，因地制宜推广奶牛粪污综合利用技术模式，推进种养业循环发展。 

推动奶牛养殖提档升级。组织江苏现代农业（奶牛）产业技术体系制订了《江苏省奶牛标准化规模养殖场建设规范》，指

导养殖场科学设计和建设，通过养殖工艺优化实现源头管控。2019年组织开展了“标准化生态健康养殖普及行动（2019-2022）”，

以示范创建和项目实施为抓手，积极推动规模养殖场装备配套粪污处理设施，大力推进奶牛标准化规模养殖，着力建设优质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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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基地。到2020年，力争90%以上的规模场通过农业、环保等部门养殖污染治理认定，65%以上的规模场通过县级生态健康养殖

基地评估，从省级生态健康养殖示范场中遴选一批积极参与部级标准化养殖示范场创建。加快大型规模牧场的智能化设施装备

升级改造，借助先进的智能化设施设备、物联网技术，实现牧场养殖过程的数据采集、过程优化、质量追溯、智能控制、数据

分析等功能，打造一批“智慧牧场”。 

强化生鲜乳质量安全管理。继续组织实施生鲜乳质量监测计划，严格饲料、兽药等投入品使用和监管，推进奶站和运输车

标准化建设与管理，严厉打击生鲜乳生产、收购和运输环节违法添加行为。引导乳品企业与奶农签订长期稳定的购销合同，形

成稳固的购销关系。规范生鲜乳购销行为，依法查处和公布不履行生鲜乳购销合同以及凭借购销关系强推强卖兽药、饲料和养

殖设备等行为。鼓励徐州、盐城、宿迁等主产区积极探索建立由县级及以上政府引导，乳品企业、奶农和行业协会参与的生鲜

乳价格协商机制。 

加强乳品消费引导。加大乳品质量和营养知识的公益宣传普及，鼓励行业协会组织实施“江苏省优质乳工程”，以“新鲜、

营养、健康”的鲜奶产品为宣传重点，由引导“多喝奶”向倡导“喝好奶”转变，扩大乳品消费。大力推广学生饮用奶计划，

培育乳品消费的增量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