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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牧发〔2017〕286 号 

 

 

辽宁省畜牧兽医局关于奶牛产业发展的 

指导意见 

 

各市畜牧兽医局(农村经济委员会)，省局直属有关单位：   

为推进我省奶牛产业持续健康快速发展，根据《全国奶业发

展规划(2016—2020 年)》、《辽宁省畜牧产业发展指导意见》(辽

政办发〔2016〕106 号)、《辽宁省现代畜牧业发展“十三五”规

划》、《辽宁省畜牧兽医局关于推进畜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

施意见》(辽牧发〔2016〕222号)等，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指

导意见。 

一、奶牛产业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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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奶牛生产水平明显提升 

一是奶牛数量稳定发展。2016年，全省奶牛存栏 34.8 万头，

同比增长 3.5%，牛奶产量 143.1 万吨，同比增长 2%。牛奶产量

和人均占有量分别位居全国第 8 位和第 11 位。二是规模养殖水

平大幅提高。2008 年以来，全省组织实施了标准化养殖小区建

设、国家奶牛标准化规模养殖场建设、标准化生态奶牛场建设、

奶牛养殖大县种养结合整县推进试点建设等项目，有效推动了奶

牛生产方式转变，全省规模养殖比重接近 100%。辉山乳业等 8

家乳品加工企业自建高标准牧场 70 个，占全省规模养殖场的

33.3%。三是优势品种和区域化格局基本形成。全省形成了荷斯

坦和娟姗两大品种、以荷斯坦牛主导的品种结构，全省荷斯坦牛

存栏量达到 33.6 万头，占 96.5%，娟姗牛存栏量 1.2 万头，占

3.5%。奶牛养殖主要分布在法库县、沈北新区、金普新区、抚顺

县、义县、凌海市、阜蒙县、彰武县、宽甸县、康平县、西丰县、

建平县和铁岭县等 13 个重点县（市、区），存栏量达到 29.4 万

头，占全省的 84.5%。四是振兴奶业苜蓿发展行动初显成效。从

2012 年开始，我省连续 5 年实施了国家高产优质苜蓿示范区建

设项目，现已建设示范区 10 万亩，苜蓿单产水平、产品质量明

显提高，达到国家标准 2 级以上，形成了种好草、养好牛、产好

奶的奶牛生产格局。五是生产水平明显提升。通过实施奶牛良种

补贴、奶牛标准化养殖、奶牛示范社创建、DHI测定等项目，全

面推广应用 TMR日粮饲喂、全株青贮玉米饲喂和机械化挤奶等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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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技术，有效提高了奶牛养殖水平；据统计，全省奶牛良种冻精

应用率达 100%，DHI参测率达10%以上，泌乳奶牛平均单产为 7500

公斤/头·年，位居国内前列。参加 DHI 测定牛只 305 天平均产

奶量 7729.49公斤,平均乳蛋白率 3.28%、平均乳脂率 4.05%、平

均体细胞数 31.5 万个/毫升，乳蛋白率、乳脂率和体细胞数 3

项指标均高于国家标准，达到欧盟标准。六是种养一体化发展迅

速。全省苜蓿种植面积达到 26 万亩，法库等 8 个县种植青贮玉

米 53 万亩，实现优质饲料种植、饲料加工、奶牛饲养、乳品生

产一体化经营模式的比例达到 60%以上。 

图 1  2012 年至 2016年我省奶牛存栏、牛奶产量比较图 

                                           单位：万头、万吨 

 

 

 

 

(二)奶站建设和乳品质量安全监管水平明显提升 

全省建设生鲜乳收购站 201家，其中乳制品生产企业开办的

奶站 27 家，奶牛养殖企业开办的奶站 116 家，奶农专业合作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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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办的奶站 58家。全省生鲜乳收购站机械化挤奶率达到 100%，

婴幼儿奶粉奶源基地发展到 18家。2016年，农业部检测我省生

鲜乳样品 100 个，三聚氰胺、β-内酰胺酶、铅、汞、黄曲霉毒

素 M1 全部合格。全省强力推动生鲜乳收购站、生鲜乳运输车辆、

规模奶牛养殖场检查管理，实现了乳粉企业奶源基地的奶站和生

鲜乳运输车辆监测覆盖率 100%。全省对生鲜乳收购站和生鲜乳

运输车样品检测项目为三聚氰胺、革皮水解物、碱类物质、β-

内酰胺酶四种违禁添加物，规模奶牛养殖场样品检测项目为β-

内酰胺类、阿维菌素类、氟喹诺酮类药物残留，2016 年累计检

测 5425 批次，合格率 99.8%。同时将辉山、蒙牛、伊利三家乳

品公司确定为监测点进行风险检测，每个监测点根据企业生鲜乳

进厂检测的项目和相关风险项目制定风险监测项目，风险检测生

鲜乳 300 批次，合格率 100%。 

(三)乳制品加工业发展水平明显提升 

2016年，我省有生产许可证的乳制品加工企业 24家，日处

理生鲜乳能力合计约 5000 吨，其中加工能力较大的辉山乳业加

工企业 3 家、伊利乳业加工企业 2 家、蒙牛乳业加工企业 1家，

日加工能力分别为 2076吨、900吨、400吨。大连心乐乳业、铁

岭大牛乳业、本溪木兰花乳业等中小规模企业，日处理生鲜乳能

力分别为 100 吨、100 吨、200吨。全省年加工液态奶 110 万吨、

干乳制品产量为 2 万吨，乳制品品种包括巴氏杀菌奶、UHT 奶、

酸奶、乳饮料和奶粉、奶酪等，品种齐全。加工能力基本能够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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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生产需求。 

二、发展形势分析 

(一)发展机遇 

2008 年以来，在各级政府扶持下，我省奶牛产业实现了持

续、快速、健康发展。一是政策环境好。国家及各级政府出台了

一系列有关奶牛生产的优惠政策，为奶牛业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政

策环境。二是市场潜力大。我省人均奶类消费量仅为世界平均水

平的 1/3、发展中国家的 1/2。随着城乡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城

镇化推进和二孩政策的实施，奶类消费有较大增长潜力。三是牛

群质量优。经过近三年的奶牛群去劣存优和标准化、科学化养殖

水平的快速提升，我省牛群质量和泌乳奶牛平均单产均远高于国

内平均水平。四是饲料资源丰富。我省是全国玉米、大豆主产区，

粮食年产 2000万吨，每年有近 3200 万吨的秸秆产量，全省共有

草场 1500 多万亩，牧草生产量 510 多万吨。同时背靠黑龙江、

吉林“大粮仓”，奶牛饲料资源丰富。经过多年整合，我省奶业

已具备全面振兴的基础和条件，将迎来更大的发展机遇。 

(二)制约因素 

近几年，受进口乳制品冲击，辽宁奶牛产业发展也面临一些

困难和挑战。一是环保压力加大，种养结合难题有待破解。奶牛

养殖规模和养殖模式同饲草料种植基地建设、粪污处理能力发展

不协调，需进一步优化。怎样实现为养而种、以地定养的发展难

题尚未有效破解。二是产业链条松散，没有形成合理的利润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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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和风险共担机制。除辉山乳业自营牧场和大连新乐、铁岭大

牛等小型乳品加工企业自营牧场外，产业链中种、养、加、销各

企业主体多为松散的合作形式，产供销关系不稳，存在一二三产

业投入和利润分配倒置情况。三是生鲜乳生产成本居高不下，难

以应对外来乳品的冲击，面对国外乳制品无竞争优势。四是奶种

牛育种水平相对滞后。目前，全省入选国家良种荷斯坦公牛仅

22 头（仅占全国 2016 年入选总数的 3.4%），良种冻精自供率仅

为 60%，远低于北京、上海等先进省份，许多大型奶牛场一直选

购进口冻精进行繁育生产。五是科技支撑能力不足，奶牛生产水

平需提升空间较大。突出表现在 DHI 测定、牧场信息化管理、良

种登记等先进技术未得到全面普及应用，饲料利用率相对较低，

繁殖障碍症、乳房炎及肢蹄病等常见病仍未得到有效解决。 

三、指导思想、基本原则与发展目标 

(一)指导思想 

深入贯彻落实围绕产业抓服务、围绕服务抓创新、围绕创新

抓协作、围绕协作促发展的新理念。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

主线,以培育奶牛产业核心竞争力为目标,以种养结合绿色发展

为路径,以标准化、规模化、品牌化、产业化、一体化、环境友

好为方向,大力推进结构调整和转型发展,着力提高发展质量和

效益，高起点高标准构建现代奶牛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

系，全面提升我省奶牛产业综合生产能力、市场竞争能力和可持

续发展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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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本原则 

——坚持优化布局调结构原则  发挥比较优势，依托各地资

源禀赋，科学规划，因地制宜，优化区域布局。不断优化协调饲

草种植业、饲料加工业、奶牛养殖业、乳品加工业结构，稳定奶

牛生产。 

——坚持企业带动促升级原则  支持加工企业自建、收购、

参股养殖场，提高自有奶源比例，大力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鼓励企业提升技术水平、优化产品结构，带动提升产业整体素质。 

——坚持种养结合益生态原则  合理确定饲草、饲料作物种

植面积，实现为养而种。根据土地承载能力确定发展畜禽规模，

实现以地定养,协同推进生产发展和环境保护,走奶牛产业绿色

发展道路。 

——坚持强化监管保安全原则  加强重大动物疫病防控、全

面推行奶牛“两病”净化、强化动物卫生监督工作，确保公共卫

生安全；不断完善奶业相关法规标准体系，强化质量安全监管措

施，消除产业链各环节监管漏洞，确保生鲜乳及乳制品质量安全，

建立健全质量安全追溯体系。 

——坚持依靠科技降本增效原则  大力推广先进养殖技

术，依靠科技创新和技术进步，提高奶牛单产水平，降低生产成

本，实现奶牛养殖由数量型向质量效益型战略转移。 

(三)发展目标 

到 2020 年全省奶业现代化建设取得明显进展，奶业标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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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加工经营、质量安全监管、支持保障体系更加完善，产业

和产品结构进一步优化，奶牛生产水平进一步提高、产品质量安

全充分保障，消费信心显著增强，奶牛产业总体达到或接近奶牛

产业发达国家水平。 

——至 2020 年，全省存栏奶牛 40万头，年递增率为 3.6%；

牛奶产量达到 160 万吨，年递增率为 2.8%。人均牛奶占有量达

到 36 公斤。 

——泌乳奶牛平均单产达 8000公斤/头·年以上，平均乳蛋

白率和乳脂率不低于 3.0%和 3.4%，平均体细胞数不高于 40万个

/毫升。乳蛋白率、乳脂率和体细胞数 3项指标均优于国家标准，

达到《中国农垦生鲜乳生产和质量标准》。 

——乳用种公牛数量质量、核心竞争力及奶牛良种化水平全

面提升。在财政支持下，建成辽宁省奶牛 DHI平台，年检测奶牛

数量达到 3万头。 

——基本完成奶牛规模养殖场(小区)粪便污水治理设施改

造升级，实现粪污无害化处理、资源化还田利用。 

——口蹄疫强制免疫密度达到 100%，免疫抗体合格率达到

国家标准，建立了有效的免疫屏障。深入开展两病净化工作，有

效降低布病、结核阳性率。 

——生鲜乳安全监测比例达到每 250 吨监测 1个批次，基本

达到欧盟标准。违法线索处理率达到 100%，行政处罚案件信息

公开率达到 100%。力争初步建成奶业全产业链质量安全监控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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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贮玉米种植面积达到 100万亩，高产优质苜蓿示范区

存草面积达到 15万亩。 

表 1    至 2020年全省奶牛产业发展主要指标 

指标名称 2016年 
基数值 

2020年 
目标值 增长（%） 年递增率（%） 

存栏总量（万头） 34.8 39.7 14.1 3.6 

牛奶产量（万吨） 143.1 160 11.8 2.8 

奶牛规模养殖比重（%） 接近 100 100 基本持平 基本持平 

泌乳牛平均单产 
（公斤/头·年） 7500 8000 6.7 1.6 

省 DHI平台年检测奶牛数
（头） 13000 30000 130.8 23.3 

三、主要任务 

(一)优化区域布局，推进标准化规模养殖 

在现有产业基础上，充分发挥当地资源和区位优势，围绕省

内大型乳品加工企业规划奶牛养殖和饲草种植区域布局。依托蒙

牛、伊利、辉山等乳品加工企业的带动作用，重点建设法库县、

新民市、苏家屯区、沈北新区、金普新区、抚顺县、义县、凌海

市、阜蒙县、彰武县和铁岭县等 11 个奶牛养殖优势区。大力推

进标准化规模养殖，全面提升奶牛生产水平。 

(二)加强良种繁育体系建设，支撑现代奶牛产业发展 

推广实施准确、规范、系统的奶牛个体生产性能测定，获得

完整、可靠的生产性能记录，以及与生产效率有关的繁殖、疾病、

管理、环境等各项记录。在牛群中通过个体遗传评定和体型鉴定，

对优秀牛只进行良种登记，选育和组建高产奶牛育种核心群，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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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培育优秀种牛。组织大规模的青年公牛联合后裔测定，经科学、

严谨的遗传评定选育优秀种公牛，促进和推动牛群遗传改良。在

牛群遗传改良中应用并提高人工授精技术，广泛推广使用验证的

优秀种公牛冷冻精液，快速扩散优良公牛遗传基因，有效提高全

省奶牛整体生产性能。 

(三) 实施以地定养，积极推进种养结合 

坚持种养配套原则，科学测算土地承载能力，根据资源环境

承载能力，合理引导配套畜牧业发展。制定《土地承载风险预警

预报及应对预案》，设置土地承载能力峰值，建立承载风险预防、

预报制度，饲养畜禽数量一旦超过土地承载能力，立即采取应对

措施。继续实施振兴奶业苜蓿发展行动，持续推进粮改饲工作。

以规模化奶牛养殖企业及农民专业合作社为主体，引导发展青贮

玉米、苜蓿等种植和加工利用，以奶牛养殖场等为重点积极推广

全株玉米青贮+苜蓿及全混合日粮技术。建立与现代奶牛产业发

展相适应的优质饲料种植加工体系。 

(四)推进乳品加工业发展与品牌化建设，促进三产融合 

落实省政府《关于加快农产品加工业发展的实施意见》，鼓

励和支持乳品加工企业建设标准化、规模化、环保化养殖基地，

推行专业化、标准化、规模化、契约化生产，将辽宁奶业资源优

势转化为加工产业优势。大力培育乳品加工龙头企业，推广全产

业链发展模式。完善政策扶持机制，营造良好政策和经济发展环

境，加大招商引资力度，积极引进国内外知名乳品加工企业来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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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发展，建立和培育辽宁乳业知名品牌，拉动辽宁奶牛产业整

体上档次、上水平、增效益。支持乳品加工企业自建、收购、参

股、托管养殖场，提高自有奶源比例，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五)加强疫病控制，全面提升防控能力与水平 

坚持生产发展和防疫保护并重方针，加强重大动物疫病强制

免疫工作，确保免疫密度和免疫质量，按照《国家口蹄疫防治计

划（2016-2020 年）》、《国家奶牛结核病防治指导意见（2016-2020

年）》和《国家布鲁氏菌病防治计划（2016-2020年）》等文件的

有关要求，做好口蹄疫、结核、布鲁氏菌等疫病的防控工作。力

争到 2020 年实现Ｏ型、A 型口蹄疫免疫无疫、亚洲 I 型口蹄疫

非免疫无疫。加快实施动物疫病净化策略,重点加强种畜禽场口

蹄疫、布病等主要疫病净化。加强动物疫病监测和流行病学调查，

提高疫病预测预警水平。加强防疫设施和制度建设，提高生物安

全水平，全面提高疫病防控能力和水平。 

(六)加强生鲜乳质量安全监管，提升质量安全水平 

强化质量管理，完善检测手段，加大对生鲜乳质量的检测监

控力度，提升牛奶质量安全检测能力。落实生鲜乳质量安全监管

主体责任；加强奶牛养殖场、生鲜乳收购站、运输车监管，确保

生鲜乳收购许可证、运输车准运证及时换证并全部实现在线打

印；提高生鲜乳质量安全监测与执法水平，对奶牛养殖场、收购

站、运输车的监测覆盖率达到 100%；重点做好婴幼儿配方乳粉

奶源监管工作；做好服务、培训及宣传工作。规范饲料、添加剂、



 

 - 12 - 

兽药使用，加强牛用兽药生产经营和使用监管，严格落实休药期

制度和用药记录制度，加大兽药残留检测力度，严厉打击违规用

药行为。消除产业链各环节监管漏洞，确保生鲜乳及乳制品质量

安全。 

(七)加强粪污治理，提升奶牛产业绿色发展水平 

一是推动奶牛规模养殖场(小区)标准化生态建设。按照以养

殖业主为主体、分级负责的原则，省、市、县政府积极扶持推进

现有的奶牛规模养殖场(小区)粪便污水治理设施改造升级，逐步

形成政府扶持与养殖业主主动自行治理相结合、多方投入与共同

推进相结合的有效治理机制。同时，加强监管，实现以监促治。

二是推进粪便污水治理技术模式研究应用。实施家畜粪便污水治

理示范项目。遵循“源头减量、过程管控、末端利用”的原则，

开展规模奶牛场（小区）粪便污水处理与资源化利用模式的研究

和探索，不断完善设施建设，达到“防渗漏、防外溢、防雨淋”

的粪污治理要求。充分发挥好典型示范作用，总结形成一套适合

我省奶牛规模养殖场(小区)、散养密集区需求，技术成熟、便于

应用的粪便污水综合利用技术模式，并加以推广。三是落实新

(改、扩)建规模养殖场(小区)“三同时”制度。即新(改、扩)

建规模奶牛养殖场(小区)全部实现粪污处理设施同时设计、同时

施工、同时投入使用制度，全部新(改、扩)建场(小区)实现雨污

分流，粪便污水减量化产出、无害化处理、资源化还田利用。 

(八)加强服务组织建设，助力奶牛产业转型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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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全省奶业技术服务联盟”，有效发挥专家服务团队的

作用，推动奶牛生产技术成果和技术服务共享；支持我省相关学

会、协会等社会团体组织的奶业专家服务团深入基层开展帮扶活

动，鼓励中小牧场通过奶业服务团队(公司)托管服务等形式以改

善管理，推广先进的奶牛养殖技术和理念，解决奶牛生产实际问

题，切实提高养殖经济效益。建立和完善多元化奶牛技术推广服

务体系，解决奶业科技推广“最后一公里”问题。鼓励中小奶牛

养殖场组建新型农机合作组织，联合购买或租赁先进全株玉米青

贮收割、制作设备，进一步降低奶牛养殖成本。以“互联网+”

行动为依托，不断提高服务水平，促使奶牛场利用现有条件，提

质、增效、节支、增收，助力奶牛产业转型发展。 

(九)鼓励相关技术研究，提高奶牛生产管理水平 

建立并逐步完善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紧密结合的科技创新

体系，提升科技创新能力。依靠科技进步帮助养殖企业转方式、

降成本、优质量，突破奶牛产业发展的技术瓶颈。积极推进奶牛

产业饲料配方科学化、饲料(药品)投放精准化、生产过程标准化、

牧场管理信息化建设，提高奶牛生产管理水平。 

(十)督导购销合同的落实，建立生鲜乳价格协调机制 

督导国家农业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

联合发布新修订的《生鲜乳购销合同(示范文本)》(GF-2016-0157)

的落实，维护收购人和销售人的合法权益。会同省物价、工商等

部门以及省奶业协会、乳品加工企业、生鲜乳收购站、奶牛养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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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户代表等，组成辽宁省生鲜乳价格协调委员会，定期发布全省

的生鲜乳交易参考价格。乳企执行生鲜乳交易参考价格，根据生

鲜乳质量和市场行情可在一定范围内浮动。参考价格应充分考虑

乳品企业和养殖场户利益，达到双方满意的最佳效果。逐步形成

养殖企业与乳品企业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长效机制。 

四、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 

加强宏观管理，坚持统一规划、统一领导、统一协调。省畜

牧兽医主管部门制定奶牛产业发展指导意见，负责指导乳品质量

安全、疫病防控、奶牛良种繁育等工作，加强生产监测体系建设，

健全监测预警和信息发布制度。各市畜牧兽医主管部门应根据本

地优势和市场需求，按照本规划的总体要求制定本地奶业发展相

应的政策措施，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保证全省规划落实。其他

相关部门也要根据工作职能加大对奶牛生产的支持力度。 

(二)强化政策引导 

积极争取国家奶牛种养结合整县推进项目、国家高产优质苜

蓿示范区建设项目、奶牛标准化规模养殖场建设项目，推进以治

理粪污资源化利用为重点的基础设施建设，推进奶牛设施建设再

上新台阶。加大奶业金融支持力度，鼓励社会资本投资建设现代

奶业，支持奶业企业上市融资。积极争取相关银行和农业担保公

司支持，鼓励农户以奶牛、牛舍和相关设备等固定资产做抵押申

请贷款，有效解决奶业发展资金不足问题。 

http://www.askci.com/reports/20161128/1739484692745855.shtml
http://www.askci.com/reports/2015/09/02/114401446527.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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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加大科技支撑 

依托国家奶牛产业技术体系、科研院所、大专院校、技术推

广机构等，围绕奶牛饲养、疫病、繁育等关键环节开展技术研究

与示范，着力破解制约奶业发展的难题。强化技术培训，创新培

训方式，利用报纸、杂志、网络、广播、电视等各种渠道加大奶

业技术的宣传力度和范围，建立基层养殖人员对新技术、新知识

的感性认知。支持相关学会、协会等社会团体组织的奶业专家服

务团深入基层开展帮扶活动，把先进的奶牛养殖技术和管理观念

送到最基层，为广大奶农解决实际困难，切实提高奶牛饲养管理

水平。 

（四）抓好产业宣传 

行业主管部门、协会和企业要加强合作，通过各种宣传媒体，

采取多种形式开展低温乳及乳制品营养及科学功效的知识宣传，

普及牛奶营养知识，引导科学健康消费，培养乳制品消费习惯。

大力宣传国内乳品质量安全现状与奶业监管工作成效，公开乳品

质量检测信息，展示乳制品良好品质，增强消费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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