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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蛋鸡产业发展现状、问题与趋势展望 

薛莉  赵一夫  秦富 

众所周知，我国是名副其实的鸡蛋生产大国。从 1985 年

开始，我国禽蛋产量始终位居世界首位。经过多年发展，我国

蛋鸡行业已基本完成了良种化、专业化、设施化和市场化，形

成了较为完善的业内分工体系，甚至一度成为畜牧行业专业化、

设施化和高效生产的典范。我国蛋鸡产业在其发展阶段、品种

来源、规模结构、产区分布和蛋品消费等方面均表现出不同的

特点，在其发展过程中仍面临着市场风险、疫病风险、废弃物

处理、蛋品加工等方面的问题。本文即是在总结分析这些特点

与问题的基础上，展望未来我国蛋鸡产业的发展趋势，以期为

今后蛋鸡产业发展政策的调整起到积极的参考作用。 

一、我国蛋鸡产业发展状况回顾 

1、我国蛋鸡产业起步较晚、但发展迅速，现已逐步进入自

我整合阶段 

Institute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and Development 

Chinese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 

IAED

DDD

KKK

KKK

D 

DDD

DDD 

e 



 2 

我国蛋鸡产业的发展始于 20 世纪 70 年代末，虽起步较

晚，但发展迅速。一般认为，我国蛋鸡产业经历了如下三个发

展阶段：20 世纪 80 年代前的传统农户散养模式，20 世纪 80 年

代至 90 年代中期的适度规模、专业化养鸡场生产模式，20 世

纪 90 年代后期的公司与农户并存的生产格局（于萍，2008）；

也有学者将其归纳为缓慢发展阶段、初步发展阶段和快速发展

阶段（刘维，2007）。但是，我国目前的蛋鸡产业发展阶段仍然

相对落后于国外，基本处于西方发达国家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

过渡的时期（于萍，2007）。 

2000 年后，我国蛋鸡产业逐渐成熟，总饲养规模也没有较

大扩展。但因我国蛋鸡以分散养殖为主，更因为我国蛋鸡产业

缺乏行业规范，使得养鸡总量难以得到有效控制，长期以来总

产能呈现严重过剩局面。从行业的发展趋势来看，2002 年后，

高速发展的蛋鸡产业逐渐进入了一个业内自我整合阶段，饲养

品种、雏鸡质量、饲养规模、营销手段、行业自律、政府政策

等各方面都在逐渐发生变化，特别是连续几年的“禽流感”事

件，更加快了行业的整合，标准化、规模化养殖的趋势越来越

明显。 

2、我国蛋鸡养殖品种由长期依赖进口向自主研发转变，逐

渐扭转了国外品种垄断我国蛋鸡业的格局 

我国蛋鸡品种较多，按品种来源划分，主要分为进口品种

和国产品种两大类。我国的蛋种鸡育种起步较晚，生产性能相

对落后，长期以来曾祖代和祖代蛋种鸡约有 70%以上依赖进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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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海兰占 75%、罗曼占 11%、其他品种约占 14%。目前，

国产蛋鸡品种则以京红 1 号、京粉 1 号、京白 939、农大 3 号

和新杨褐等为主。 

近年来，在政府的积极引导与大力支持下，国内自主研发

的蛋鸡品种推广量逐渐增大，京红 1 号、京粉 1 号的育成与成

功推广，农大 3 号矮小型蛋鸡优势的体现，推动国产蛋鸡品种

市场占有率不断提升。据中国畜牧业协会的监测数据显示，近

年来，我国国产祖代蛋种鸡的数量稳步上升，2010 年即已超过

进口祖代蛋种鸡，在我国祖代蛋鸡存栏中的占比由 2007 年的

34.8%升至 51.4%，2011 年继续上升至 59.9%。而且，国产品种

与进口品种父母代雏鸡销量、商品代雏鸡销量比例均为 1:1。这

表明国产蛋鸡品种已占据我国市场的“半壁江山”，中国蛋鸡业

彻底摆脱了国外公司对种源的控制，已逐渐步入由国产品种主

导行业发展的新篇章。 

3、我国蛋鸡养殖仍以中小规模养殖场/户为主，但规模化

发展趋势已愈加明显 

行业相关统计数据表明，2012 年，我国万只以下的中小规

模蛋鸡养殖场/户数仍占全国蛋鸡总养殖场/户数的 99.8%，其蛋

鸡饲养量占全国蛋鸡总存栏量的 68.1%；其中，又以 2000 只以

下的小规模养殖户居多，其场/户数与存栏量分别占全国总量的

98.4%和 34.5%。总体来看，仍有近 70%的蛋鸡存栏分布在 99%

以上的不足 1 万只的中小规模养殖场和散养户中，我国蛋鸡行

业“小规模、大群体”的养殖模式仍占主导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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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从另一方面看，近 10 年来，我国商品代蛋鸡养殖的规模

化程度已有较大提升。在蛋鸡养殖场/户数总量减少的同时，鸡

蛋总产量却在不断增加。与 2002 年相比，2012 年我国蛋鸡养

殖场/户数下降了 71.7%，而鸡蛋产量则上升了 30.6%。从其内

部结构调整来看，主要是小规模蛋鸡养殖户逐步减少，而大规

模蛋鸡养殖场明显增多。与 2002 年相比，2012 年我国 2000 只

以下的小规模蛋鸡养殖场/户数下降了 72.1%，其饲养量占比下

降了 37.9 个百分点；而万只以上的大规模蛋鸡养殖场/户数则增

长了近 4.7 倍，其饲养量占比则上升了 26 个百分点。 

4、我国蛋鸡养殖区域布局较为稳定，但区域间的结构调整

也在不断加深 

据统计，2012 年，我国禽蛋产量排在前 10 位的地区依然

是河南、山东、河北、辽宁、江苏、四川、湖北、安徽、黑龙

江和吉林。近几年，这 10 个省份的产量合计占全国禽蛋总产量

的比例始终保持在 78%以上，是我国主要的禽蛋产区。但是，

由于东北、华北等老养殖区饲料原料的成本优势逐渐消失，而

沿海地区进口饲料价格优势明显，加之受传统密集养殖区疾病

发生概率增加、鸡蛋市场价格波动幅度较大等因素的影响，北

方传统鸡蛋主产区的饲养量已逐渐下降，而长江流域和西部地

区等新兴养殖区更具发展潜力，湖北、安徽、江西等地蛋鸡养

殖增长明显。 

5、我国鸡蛋产量稳步增长，城乡居民家庭人均蛋品消费量

亦有明显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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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我国

鸡蛋产量总体呈现稳步上升态势，由 1982 年的 238.7 万吨上升

至 2012 年的 2432.0 万吨（以鸡蛋产量占禽蛋产量的 85%折算

得到），30 年间增长了 9.2 倍，分别是 1949 年和 1978 年鸡蛋总

产量的 89.6 倍和 9.2 倍。 

此间，我国城镇居民家庭年人均鲜蛋购买量由 5.9 公斤增

至 10.5 公斤，而农村居民家庭年人均蛋及制品消费量则由 1.4

公斤增至 5.9 公斤，30 年间分别累计增长了 78.0%和 321.4%，

年均增幅分别为 1.9%和 4.9%。可见，农村居民家庭人均蛋品消

费量虽然起点较低，但增长更为迅速，而城镇居民家庭人均鲜

蛋购买量从 1997 年起则基本稳定在 10～11 公斤之间，由此推

动我国城乡居民家庭人均蛋品消费量之比逐渐下降，由 1982 年

的 4.2:1 降至 2012 年的 1.8:1。 

二、我国蛋鸡产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1、小规模养殖户应对市场风险能力较弱，易成为首当其冲

的受害者 

据最新行业统计数据显示，2012 年我国 2000 只以下的小

规模养殖户年存栏量仍占总饲养量的 1/3 以上。在传统的小规

模分散养殖模式下，疫病控制、产品质量、生态环境等问题越

来越突出，已不能适应市场对高质蛋品的需求和低碳经济的要

求。而且，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小规模养殖户对市场信息的

掌握不够全面，养殖计划性较差，存在跟风养殖、盲目进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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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象；其对市场风险的判断和应对能力又相对较弱，更容易受

到产业周期性波动的影响和突发事件的冲击，难以抵御短期价

格波动带来的巨大风险，只得无奈退出，导致无可挽回的损失。 

2、疫病风险防控难度加大，严重制约我国蛋鸡养殖效益的

持续提升 

近年来，蛋鸡疾病病原体不断变异进化，鸡群发病频繁，

导致蛋鸡生产性能下降、甚至死亡，直接影响养殖户的收益水

平，同时对养殖户信心也造成一定打击。2009 年的鸡淋巴白血

病就给部分种鸡场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2013 年的 H7N9 流

感疫情又再次重创家禽业。2014 年初以来，多地再现 H7N9 病

例，对正在逐步恢复的家禽产业更是雪上加霜。终端消费者“闻

禽色变”的恐慌心理直接导致消费市场持续低迷，尽管目前鸡

蛋供应量已跌至近年低位，但鸡蛋价格却始终没有明显回升，

养殖户补栏积极性仍然较低，对蛋鸡产业持续、稳定发展造成

不利影响。 

3、蛋鸡废弃物处理与利用水平较低，影响行业健康发展 

在我国蛋鸡养殖“小规模、大群体”模式没有显著改变的

状况下，蛋鸡废弃物的处理与利用始终是困扰产业发展的重要

难题。目前，我国蛋鸡粪的处理方式主要包括直接还田施用或

简单堆沤施用、制作沼气、生产有机肥等。由于分散养殖状况

下鸡粪的运输、处理成本较高，当前仍以自然堆放和直接还田

居多，如此不仅造成资源浪费，而且对养殖和生活环境造成严

重污染，加大了人畜患病风险，不利于整个行业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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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因受有机肥见效慢、不能享受肥料补贴等因素的制约，

目前市场还存在价格较高、推广难度较大、市场接受度较低等

问题。 

4、鸡蛋加工利用率偏低，蛋品加工水平仍有待提升 

我国现代蛋品加工业起步较晚，统计表明，鸡蛋主要以国

内鲜蛋消费为主，鸡蛋分级和加工利用率均不足 1%。蛋品加工

企业虽然有 1700 多家，但大型生产加工类企业较少，且经营规

模很小，区域间的蛋品加工能力十分不平衡，与世界发达国家

20%～50%的蛋品深加工率差距较大。此外，我国鸡蛋加工品

80%以上主要是再制蛋，深加工蛋品产值仅占到整个蛋品加工

总产值的 1%。蛋壳等副产品综合利用尚未得到重视，每年产出

的 400 余万吨蛋壳仅有部分应用于畜禽饲料，作为钙的补充剂。 

三、我国蛋鸡产业发展趋势展望 

1、蛋鸡行业的整合步伐进一步加快 

我国蛋鸡养殖在饲养品种、雏鸡质量、饲养规模、营销手

段、行业自律、政府政策等各方面将进一步发生变化，随着各

地小规模养殖户的退出及新建大规模养殖场的投产运营，蛋鸡

规模化、标准化养殖的趋势将越来越明显，从而有效提高蛋鸡

行业抵抗市场风险的能力，同时促进我国蛋鸡养殖区域布局不

断调整和优化，也必将推动鸡蛋品牌化进程不断加快。 

2、蛋鸡育种研发能力和蛋种鸡国产化水平逐步提升 

我国蛋鸡自主繁育、良种供应以及种质资源保护和开发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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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将进一步增强。以自我开发为主的育种机制逐步形成，国有

自主品牌蛋鸡品种的市场份额进一步扩大。种鸡和鸡蛋质量检

测工作也将继续得到强化，种鸡及鸡蛋品质不断提升。 

3、蛋鸡养殖规模结构的调整不断深化 

小规模蛋鸡养殖场/户（尤其是 2000 只以下）继续减少，

标准化规模养殖场/户（万只以上）的数量不断增加，特别是 1

万～5 万只标准化规模养殖场的适应性较强，其经济效益和社

会效益日渐凸显，加之国家政策的扶持和引导，其数量和比重

将不断增加。 

4、蛋鸡养殖区域布局更加趋向均衡 

我国鸡蛋生产的总体布局不会显著改变，但区域结构的比

重会不断调整。东北、华北等传统蛋鸡密集饲养区的成本优势

和环境优势已不复存在，传统的小规模饲养方式难以抵御市场

的频繁波动；而随着物流成本的提高和南方蛋鸡养殖成本的降

低，南方新兴养殖区的饲养规模将逐步扩大，过去“北蛋南运”

的格局将逐渐演变为“北鸡南移”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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