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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弥渡县奶业发展研究 

柴向阳 蒋永宁
1
 

（云南农业大学，云南 昆明 650201） 

【摘 要】：党的十九大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对弥渡县奶业的发展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奶业兴则弥渡兴，奶业

衰则弥渡衰。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以弥渡县传统优势产业奶业为研究对象，将弥渡奶业和乡村振兴创造性的紧

密联系起来，针对目前弥渡奶业产业竞争力较弱、缺乏有效组织形式、创新人才匮乏、生态环境压力大等问题提出

多项政策建议，全力推动弥渡奶业的转型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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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奶业是弥渡县的传统优势产业。近些年来，弥渡县奶业的可持续发展面临严峻的形势，受多方面影响奶农增收

困难。从弥渡县的自然条件和社会经济状况来看，抓住乡村振兴的历史机遇，全力推动弥渡奶业的转型升级，对于调整全县农

业产业结构，促进农业农村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弥渡县奶业发展现状 

1.1弥渡县自然人文状况 

弥渡县，地处云南高原西部、大理州东南部，全县总面积 1523.43km2，其中坝区面积 132.00km2，占总面积的 8.6%，山区、

半山区面积 1391.43km2，占总面积的 91.4%。弥渡县属中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只有干季，雨季之别，冬无严寒，夏无酷暑，气候

温和，没有明显的四季之分。立体气候明显，河谷热，坝子暖，高山寒，非常适合奶牛的养殖。 

1.2弥渡县奶业发展状况 

1.2.1乳品企业。 

为保证原料奶供给，欧亚和大理来思尔乳业有限公司在弥渡县投入大量资金，通过兴建规模化养殖场、大型机械化挤奶站，

扶持建设家庭牧场，并为每个家庭牧场无偿配套挤奶机和制冷设施等方式，促使基地辐射范围内奶牛养殖热情日益高涨。 

1.2.2奶牛养殖。 

弥渡县奶牛现存栏约 2.1万头，高峰期产奶量约 90t/日，现在约 35t/日。2019年原料奶平均价格，蛋白质含量在 3.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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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奶价高于 3.3元/kg；蛋白质含量在 2.8以上的奶价在 2.8～3.1元/kg。 

1.2.3饲料成本。 

奶牛每天的饲养料为：450kg 的酒槽（0.7元/kg),100kg的玉米面（2.5 元/kg),600kg 的青储玉米（600元/t),150kg 的干

草（700元/t),200kg的精饲料（3.4元/kg），平均每头牛的饲养成本为每天 28.4元。规模养殖每头奶牛的毛利润为 30～35元/

天，非规模养殖每头奶牛的毛利润为 20～30元/天，导致弥渡县最近几年奶牛存栏逐步减少。 

2 弥渡县奶业发展存在的问题 

在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下，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和牧业经济体制改革，乳业在农村经济中的地位正在逐步提高，成为振兴

经济的关键产业。奶业是弥渡县的传统优势产业，目前仍存在产业竞争力较弱、缺乏有效组织形式、创新人才匮乏、生态环境

压力大等诸方面问题，奶业的健康发展有助于乡村振兴。 

2.1奶业产业振兴缺乏深度融合 

目前全县有欧亚和大理来思尔乳业有限公司两家乳品加工企业，设有奶站收购点 90个左右，原料奶的销售方式仅靠龙头企

业设站点收购，养殖户与乳业加工企业是单纯的买卖关系，企业压价现象突出。弥渡县由于养殖分散、加工缺失等原因，导致

奶业依然较大程度地维持了小本经营、自产自销等小农经济模式，产业化、组织化程度偏低，严重影响产业做大做强和可持续

发展。 

2.2奶业发展缺乏有效的组织形式 

全县现有奶牛数量虽多，但是以家庭饲养为主，缺乏有效的集体组织形式，导致与乳制品企业的议价能力很弱。奶业合作

社作为一个新的奶业发展模式，在理论上来讲有助于促进奶牛养殖户的合作共赢。然而，奶农进入合作社后，其弱势地位并未

改变，奶农仅仅是加入合作社集中饲养奶牛、统一挤奶和销售，合作社的话语权还是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因此探寻更加有效的

生产组织形式迫在眉睫。 

2.3奶牛养殖生态环境保护压力大 

奶业发展中的环境保护矛盾日益突出。据调查，弥渡县 80%的奶农仍然是散养户和小规模养殖户，绝大多数是人畜混养。养

殖过程中每天产生的粪便、尿液、污水和废弃物，对居民环境和水体造成严重污染，甚至造成一些严重的人畜疾病隐患。奶牛

每天产生的鲜粪便 30至 40kg，同时清洗牛粪及养殖设施产生 3到 4倍的污水。奶农环境保护意识淡薄，排污设施投入不足，牛

粪回收机制不完善，导致养殖环境污染程度日益严重。 

2.4奶牛养殖缺乏创新创业人才 

近年来，由于饲料价格和人工成本的急剧上涨，鲜奶的价格持续低迷，导致经济效益低下，严重影响了奶农的积极性。在

被调查的奶农中，30岁以下的占 10%,30～40岁的占 11%,40～50岁的占 37%,50岁以上的占 42%。青壮年劳动力由于相对效益较

高而外出打工，有文化有知识的养殖人才严重缺乏，导致部分养殖户只能出售奶牛来降低养殖规模。 

2.5传统奶业发展亟待转型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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弥渡县一家一户分散饲养、副业饲养的状况，极不利于科技措施的应用和科技含量的提升，也就很难提升个体质量和单产

水平。根据调查数据，弥渡县家庭牧场蛋白质含量在 2.8以上的奶价为 2.1元/kg；具有蛋白质含量标准的自由放养农民的牛奶

价格为 2.8元/kg。因原料奶的质量不符合更高要求的质量标准，进而收购奶价较低，奶农收益不理想。如何提高原奶质量，增

加农民收入是当务之急。 

2.6乳扇文化有待发扬光大 

具有鲜明的白族特色的牛奶制品乳扇，随着近些年来弥渡县旅游业的蓬勃发展为更多外乡人所喜爱，市场需求急剧上升。

然而乳扇的生产多为一家一户生产， 

生产设施简陋，产量低下，同时由于原料奶的质量参差不齐，导致成品乳扇的品质不稳定，严重影响乳扇市场的良性发展。

如何使乳扇在保护中健康发展，在发展中保护并不断传承，是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3 相关政策建议 

3.1推动农村奶业产业深度融合 

抓住城乡发展方式重大变化的机遇，培育新型农业和农村产业，探索乳制品的新功能和新价值，为乳制品业的综合发展创

造新的载体和新的模式，促进要素和产业的跨界配置有机整合，使农村乳品业得以全面发展。坚持种植养殖集约化管理，延伸

产业链，提升价值链，推进饲料生产、奶牛养殖、乳制品加工销售一体化，促进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推动奶业协调发展。 

3.2完善奶业紧密型联结机制 

通过奶业合作社等经营组织的建立，增强与奶企建立紧凑型关系的谈判能力；同时乳品企业也应建立收购方面的长效机制，

逐步与奶农建立深厚的合同关系，完善风险分担和利益共享的利益联动机制；奶业协会就如何加强政策支持和引导，完善有效

的“三农”联合激励机制，使奶农更能分享产业融合发展的增值效益。 

3.3激发农村奶业从业人员的创新创业活力 

积极培育农村创新创业环境，以市场为导向，发展多种形式的乳品创新创业支持服务平台。完善乳品创新创业服务体系，

建立独特的创新创业激励机制，对从事奶业的大学生给予独特的特殊的支持，落实减免税费政策，支持大学生创新创业。 

3.4推动奶业绿色发展 

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以生态环境友好和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为导向。推进乳业清洁生产，建

立乳业废弃物收集、转化和利用网络体系，实现减量投资、生产清洁、废弃物循环利用、生态工业模式，提高弥渡县奶业可持

续发展能力。 

3.5加快奶业转型升级 

按照建设现代经济体制的要求，加快弥渡县乳业产业结构调整，努力促进乳业从增产到质量的转变，确保乳制品的生产质

量和安全，培育和增强弥渡县的乳制品品牌，并加强与其他国家合作的关系，积极支持有条件的乳制品公司走向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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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弘扬大理白族奶扇乳制品文化 

建议有关部门加强对传统奶扇加工生产中存在问题的监督，逐步落实奶扇地方标准，充分利用现有科研成果，在加强基础

设施建设的同时，努力探索和实践奶扇加工新技术、新方法。在产业发展的同时保护好传统的手工艺，处理好两者之间的关系，

创造性转化、创造性发展，不断丰富其文化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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