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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背景下贵州省养殖合作社发展研究 

——以关岭黄牛为例 

郭祥成 黄庭健 殷雪莲 杨建情 张正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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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师范学院，贵州 贵阳 550018） 

【摘 要】：基于乡村振兴背景下，对贵州省养殖合作社在畜牧养殖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以关岭黄牛养殖发

展为例提出解决措施。通过最现代化的养殖方式去提高关岭黄牛的出栏量。例如加强养殖户的科学养殖意识、借助

互联网科技的力量对畜牧养殖合作社进行帮助扶持，从而搭建线上线下解决问题的通道，从而解决养殖合作社所出

现的问题，通过这样的方式为养殖合作社以及养殖户提供广泛性的帮助，使养殖更有保障，推动贵州省畜牧养殖业

的健康发展，促进乡村振兴的蓬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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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近些年，我国的养殖业逐渐从以前的个体散户养殖、小型养殖向规模化和集约化发展，从而使得我国的养殖合作社有了迅

猛的发展，随着这样的养殖趋势越来越好，农村养殖合作社逐渐的火了起来，现在已成为重要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现代农业

建设的主要力量。根据 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的发布聚焦“三农”，为了农业产业的收益，提出提高农业质量效益为关键，提高

农业现代化水平等文件，要求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加快农村现代化发展。文件指出，全面推进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

态、组织振兴，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本文根据贵州省养殖合作社的发展情况对贵州省养殖合作社及关岭黄牛养

殖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发展策略进行分析和总结，提出针对性的解决对策。 

养殖合作社，顾名思义就是养殖户以开展生产经营活动为前提，自愿创建的一种专业畜牧合作组织，在一定程度上使农业

向专业化、产业化、标准化化和集约化方向发展，合作社不仅是国家对农业体系保护和扶持的重要途径，也是政府对农村经济

进行调控和农业实施有效管理的“钥匙”。养殖合作社是专业合作社里的一大分支，大力发展养殖合作社，一方面是推进新农

村建设、构建和谐农村、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举措；另一方面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不但可以促进先进养殖科学技术的推广

和养殖业发展水平的提升，还可以提高养殖户组织化程度和增强养殖户合作意识以及市场竞争能力，致力于养殖户脱贫致富。 

养殖合作社模式是指以带动养殖业的发展为主要目标，通过生产技术和市场竞争的基本优势的作用，将那些还没有形成规

模化的养殖贫困散户进行聚集起来，形成规模化管理，产生规模效应，最终达到利益最大化。养殖合作社社员分为正式社员和

合同社员，正式社员是自愿入股合作社，入股的形式为资金或者畜禽等生产资料，享有合作社的经营管理的资格，在获利时可

以按照当初入股时的比例进行分红；另一个区别在于养殖户只投入一定数量的资产但不入股合作社，合同社员的分利是根据当

初签约的合同在一定的期限内进行约定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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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养殖合作社的发展优势还是很大的，它的服务对象都是养殖合作社的全体成员。合作社可以为合作社的全体成员购买

畜牧和养殖生产资料，为畜牧产品提供加工、运输、贮藏、销售，以及畜禽养殖、加工等相关的技术和信息一条龙服务，为合

作社的成员创造利益。贫困户农民，尤其是那些没有劳动能力的农民(老弱病残)，可以用扶贫等项目资助的钱用于购买畜牧禽，

然后交由养殖合作社统一饲养经营，按照产出效益与分配比例分红，使贫困农民获得收益并且摆脱贫困。2020 年贵州省关岭县

黄牛养殖项目扶持建设了 2个养殖专业合作社，发放小鹅 5万只，带动 187户贫困户，农民增收 450万元。通过“互联网+”养

殖模式推进产业持续稳健发展，让贫困户陆陆续续的摆脱贫困并发家致富。 

养殖合作社能实现建设比较规模化、科学化的标准养殖场，这样首先是能有利于养殖技术的提升，其次是能带动一部分的

贫困户来发展养殖业，以此来促进畜牧业的发展，最后能带动当地的经济发展，增加养殖户的收入。 

养殖合作社可切实实现建设较为规模化的标准养殖场，有利于技术的提升，并能带动贫困户发展养殖业，促进畜牧业的快

速健康发展，同时，带动当地的经济发展，增加养殖户的收入。 

成立养殖合作社发展的意义有以下几点。第一，集中养殖，规模经营，提高生产效率。可以将零散的养殖户集中起来，通

过规模化、科学化的养殖方式，提高关岭黄牛的质量，增加牛的出栏量。第二，为贷款提供了有力保障。在养殖散户面临资金

短缺的问题时，合作社贷款的资金比个体户贷款的资金多，作为一个养殖业的经济组织，合作社拥有正规合法的财务流程，这

样的组织对银行来说信用度很高，贷款相对更有保障。第三，节约土地资源，提高土地利用率。集中养殖大多在养殖场饲养，

传统的放养黄牛的土地可以种植饲料，在土地资源得到节约的同时提高了土地的利用率。 

2 贵州省养殖合作社的发展现状——以关岭黄牛为例 

2.1贵州省关岭黄牛养殖合作社统计分析 

据贵州省第三次农业普查数据显示，2016 年，全省农业经营户 739.54 万户，其中规模农业经营户 3.93 万户，全省农业经

营单位 6.04 万个。2016 年末，在工商部门注册的农民合作社总数 4.74 万个，其中，农业普查登记的以农业生产经营或服务为

主的农民合作社 1.69万个。截至 2018年底，养牛专业合作社 6487家，比上年增长 46.1%。2016年关岭县牛存栏达 10.56万头，

2018年关岭黄牛 10.77万头，2019年关岭黄牛已达 11.63万余头，连续 4年其产量稳定增长。2019年关岭县内建成关岭生态畜

牧业现代高效农业示范园区，建成 1200头核心种牛场，一个冻精站，一个 500头以上规模养牛场 15个，100头以上规模养殖场

20 个，2020 年在关岭县政府的推动下，现已建成关岭黄牛保种场和关岭黄牛种公牛站，提升人工授精示范点 10 个、完善 3000

头肉牛信息登记。截至目前，关岭黄牛养殖合作社共成立 50个。 

2.2贵州省关岭黄牛养殖合作社运营模式 

关岭黄牛是国家重点保护的 78个地方畜禽品种之一，为中国“五大名牛”之一，贵州“四大名牛”之首，其毛色黄色居多，

公牛一般体重 400公斤，母牛一般 350公斤，加之关岭独特的地势原因，造就了关岭黄牛“五高一低”(繁殖率高，出肉率高，

氨基酸含量高，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的特点，具有很高的商业价值和营养价值。关岭县政府和贵州省政府主导下关岭县

已经建立了全省性的地方牛育种平台，通过实际调研得出当地龙头企业对于关岭黄牛是抱着“三年打基础，五年创品牌，十年

磨一剑”的态度进行打造关岭黄牛这个品牌。把关岭黄牛的种质资源培育好是打造关岭县黄牛品牌的第一步，其次就是从选择

种牛开始建立信息化追溯系统，建立健全品相外貌、基因检测、淘汰退出等培育标准为打造关岭黄牛品牌奠定坚定的基础，形

成品牌效应并带动关岭黄牛产业横向及纵向的关联性产业发展，打造属于贵州省黄牛品牌的地标产品。 

通过调研发现，目前关岭县黄牛养殖合作社采取农户“认养”的养殖模式。其中“认养”模式有两种，一种是普通牛种认

养，认养即享有每头补贴 2000元，养殖合作社回收时认养牛增重部分按市场价 18.5元/斤进行补贴；另一种是认养受精母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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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牛和产下的幼牛分别补贴 2000元，幼牛到育肥期增重部分再按 18.5元/斤进行补贴。随着养殖合作社的普及和推广以及政策

的落实，科技的高速运行，未来的养殖合作社模式将向互联网+养殖模式靠拢，通过农村养殖合作社对关岭黄牛进行优选优育，

改良传统养殖方式，利用关岭县独特的农业资源优势进行生态养殖，打造特色品牌的关岭黄牛，集养殖、销售与产业链延伸一

体的产业模式推动关岭黄牛养殖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图 1 2014-2019年关岭县牛存出栏量差额变化图 

 

图 2 2020年关岭黄牛占贵州省牛比重 

3 贵州省养殖合作社发展瓶颈 

面对现在互联网发展迅速的时代，传统的合作社发展模式已经不再适应现在社会发展形式了。虽然贵州省在产业合作社的

发展方面逐渐趋向完善，但是现在养殖合作社在运营方式的创新和经营管理方式上是急需改进的。其发展过程也存在一些问题，

如以下几点： 

(1)合作社产业融合发展趋势弱，缺乏经营模式的创新，凝聚力不强。 

在现今农村产业融合的发展趋势下，合作社的运营管理模式缺乏创新，在互联网的大浪潮下没有使合作社的经营达到从里

到外的变化，合作社从兴起至今在创新经营模式上没有得到实质性的突破，也由于很多合作社没有完善的组织结构，运作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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涣散，几乎没有什么理事会、监事会等组织机构，决策的科学性、民主性不够好，难以应付复杂多变的市场。 

(2)养殖技术及饲养人才缺乏，经营力量薄弱。 

农村养殖合作社虽然解决了以往很多的“散兵游将”式的经营管理模式，但由于组织建立的大多农村合作社规模比较小，

缺乏有识之士的宏观引导和客观的市场分析，缺乏技术从而无法涉足加工增值环节，提升产品附加价值。养殖农户的受教育程

度较低，多采用规模较小的放牧方式饲养，导致很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及合作社内部专业人员数量严重不足，经营管理粗放，

市场适应性差，对合作社成员的技术指导、业务培训更是满足不了合作社发展的需要。 

(3)缺乏科研经费，政府的支持力度比较薄弱。 

近年来，尽管各级政府已认识到农村养殖合作社在农村发展中的重要性，在相应的管理经营方面给予了一定的资金和技术

指导方面的支持，比如对于关岭养殖合作社虽相对发展得比较好，但是面对现在发展的新需要还是缺乏一定的发展活力。在牲

畜育种方面，相关的工作人员也针对不同问题对关岭黄牛做了保种和开发工作，但贵州省的地貌以高原山地为主，山区养牛技

术落后，由于经费有限，有关关岭黄牛的保种和开发科研成果，推广难度较大。政府的相关部门不能跟上合作社发展的需求，

所以政府的支持范围和能力就比较薄弱，合作社出现问题也不能够得到及时的解决。 

(4)宣传发动不够，养殖户对合作社的认识不足，企业合作意识不强。 

在贵州省农村地区大多数农户的文化水平有限，对专业养殖合作社的认识不足，已有的养殖合作社还没有发挥出积极的效

应。正面引导不足，导致村民大多都不愿意加入其中，致使很多农村地区的农户宁愿自己创业经营小型的养殖场，使得合作社

的产业发展壮大不起来，导致其与企业联合趋势变弱，经营管理方式没有得到及时的更新，从而使合作社的发展固守成规。 

在贵州很多农村地区合作社的发展比较落后，虽然在经营管理方面有了基本的框架，但是经营管理模式整体缺乏新颖点，

面对日益多变的社会发展形势，传统的合作社经营模式已不再适应当前的市场发展需要，所以需加强对贵州省养殖合作社发展

路径的探索。 

4 贵州省养殖合作社发展路径研究 

当前贵州省养殖合作社以及关岭黄流养殖合作社处于一个瓶颈期，针对养殖合作社面临的难题，例如制度不健全，内部管

理不规范、人才缺乏、技术，运作过程不规范等问题，提出了以下的解决政策及建议： 

(1)在机制和政策方面。 

建立农民合作社培训、监管制度，做好运行规范和定期监管工作；分类分行业制定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建立标准；政府尽快

出台合作社场地使用的扶持政策，解决农机、养殖、菌菇等类合作社的燃眉之急；政府应出台人才引进政策，鼓励“能人”、

大学生领办和创办农民专业合作社；政府出资建立风险基金、担保基金，专门对合作社进行抵押和担保；政府要制定出台加快

推进农民专业合作社规范发展的意见，在合作社的组织形式、内部运行机制、内外部利益关系等方面进行规范指导。 

(2)保障资金链条健全。 

首先，在政府部门的引导下加大合作社的贷款支持，拓宽融资渠道。在合作社内部建立资金互助的融资机制，满足成员资

金需求的同时也为资金有盈余的成员提供资产保值增值路径。其次，引导养殖合作社与加工企业间建立封闭式信贷资金链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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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托订单合作、产供销合作等形式达成密切交互关系，更好地发挥战略合作价值。 

(3)帮助解决人才问题。 

增强合作社人才培训，建设和完善合作社的人才素质。与此要针对各合作社之间存在的综合素质水平较落后和管理能力较

低下的现状，需要对各合作社进行市场营销、信息充分利用与获取、经济合同的合规与规范化、计算机应用等方面的职业再培

训，从而结合现代科学技术改变过去传统的养殖方式，深化管理水平。 

(4)培育特色地标品牌。 

品牌具备提高产品的竞争力和产品的附加值的能力，是推动生态化养殖业可持续发展、健康稳定发展的充分必要条件。因

此要发展和优化牧畜产业升级，应该树立品牌意识和落实品牌建设。建设欠发达地区的养殖业，要清晰定位产业的发展方向确

定合理科学的产业定位，培育拥有地方特色的地标标志性品牌。推动产品产业和大数据产业的科学高效结合，优化“互联网+畜

牧业”的紧密和科学衔接，推进互联网技术在畜牧业的科学应用。充分借助互联网的优势，推进全面健设 O2O 商业模式，借助

“互联网+”推动公共电子服务从城市向农村扩展，扩大农产品信息进村建设，加快“互联网+畜牧业”建设成为现实，实现养

殖合作社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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