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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安徽省生猪产业现状

区位优势
承接转移



  人均生猪出栏现状

有机遇

有潜力

3500万头,
人均0.6头



目前我省生猪产业发展呈现的特点

1、规模养猪发展速度加快，“大带小”突显 

2、良种化程度不断提高，育种能力提升

3、健康、智慧、生态养殖意识不断增强 

4、地方猪开发与优质猪肉生产成为趋势 

5、产业化经营步伐加快，产业链不断健全 



  二、我省生猪产业发展的制约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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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群体规模小

• 结构不合理

• 育种观念差

• 育种设备缺

• 种公猪站少

• 种质创新缺

自主良种短缺，外种猪长期依赖进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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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猪产业化效率低，品牌影响力有限

   – 近交退化严重

– 自身缺陷明显

– 长效投入不足

– 利用价值有限

– 种质创新不足

– 区域品牌缺乏



标准化、数智化程度低，竞争力不强

品种乱
装备缺
智能少
疫病杂

不整齐
品质差
高背膘
低安全

竞争力不足, 承接能力低

区域优势发挥不明显



产业整体水平不高，高质量发展仍有差距

• 生猪年出栏率：从2010年的158%提长到2020年

的179%。低于山东、河南约6%，低于欧美养

猪国家约20%。

• 母猪年提供出栏猪数：从2010年的15.8头提升到

2020年的19.5头。低于山东、河南约1头，低于

欧美约8-10头。



  三、安徽省生猪产业高质量发展对策

1、合理规划布局，推进区域发展 

2、聚焦产业瓶颈，形成重点突破 

3、强化种业创新，实现跨越提升 

4、瞄准绿色发展，推动转型升级

5、完善平台建设，扩大产业带动 



1、合理布局规划，推进区域化发展

皖北主产区

高端种源区

种源创制区

屠宰加工区

沿江规模区

特色品牌区

资源保护区



• 实施全省生猪良种联合攻关计划

• 执行全省种猪遗传改良计划

• 强化全省地方猪种遗传资源保护

• 开展“皖系”、“华系”种猪培育工程

2、强化种业创新，实现跨越提升



组建了安徽省种猪育种联合体（合肥）



组建长三角地方猪产业研究院（合肥，苏州）



3、强化转型升级，推动高质量发展

• 上规模

• 求规范

• 保安全

• 重设施

• 倡标准

• 促升级

提升竞争力

强化承接力



4、建立标准化生产体系，提升产品档次

• 保质量

• 重智能

• 上档次

• 求效益

• 猪舍

• 装备

• 品种

• 饲料

• 工艺

• 环境

• 加工

标准养猪

养标准猪



组建长三角数智养猪产业园



5、完善平台建设，扩大产业带动 

• 安徽省优质猪肉产供销联盟

• 安徽省种猪性能测定中心

• 安徽省种猪遗传评估中心

• 安徽省种猪基因组选择平台

• 安徽省猪病检测服务平台

• 非洲猪瘟快速检测服务平台

123平台建设：1个联盟、2个中心、3个服务平台



四、开展的创新性研究

杜洛克血统25%
北京黑猪血统37.5%
淮猪血统37.5%

培育的皖岳黑猪



“皖江白猪”配套系选育



研制专用芯片



构建基因组选择联合参考群（4000头）



全省智慧牧场与育种管理系统



欢迎各位来安徽指导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