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娄底职业技术学院

畜牧兽医专业人才培养需求

调研报告

一、调研目的

为使我院畜牧兽医专业（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的目标

和规格凸显高职教育的针对性、实践性和先进性，缩小与用

人单位需求的距离，为畜牧兽医专业（现代学徒制）人才培

养方案的制订提供全面、客观的依据。

二、调研时间及调研对象

调研时间：2020 年 5 月 15 日至 6 月 15 日。

调研对象：畜牧行业企业、历届毕业生、在校生。

三、调研内容

1、行业企业调研。通过对行业企业人才需求状况调研，掌握人

才培养质量要求，及时发现人才培养中存在的不足，改进人才培养

措施。

2、毕业生跟踪调研。通过对历届毕业生在不同工作岗位历练的

了解，分析人才培养中存在的问题，扬长避短，优化课程结构，提

高培养质量。

3、在校生学情调研。通过对在校生学习情况分析，把握人才培

养实际效果，做到人才培养因材施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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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调研方式

本次调研从 5月 15 日开始，到 6 月中旬结束，共分三个阶段，

分别采取不同的方式完成调研。

（一）准备阶段

5 月 15 日—5月 22 日。拟订调研提纲，设计调查表格和问卷，

召开专题会议，对调研工作做出全面安排部署。

（二）调研阶段

5 月 23 日—6月 10 日。采用会议座谈、现场考察、问卷调查、

电话访谈、文献查阅等方式开展调研。

（三）总结阶段

6 月 11 日——6 月 12 日。在全面调研总结的基础上，形成调研

报告。

五、调研结果

（一）行业企业调研

1.产业发展现状与趋势

湖南是畜牧业大省，畜牧业年产值在 2000 亿以上。生猪产业是

我省的传统优势产业，生猪养殖量为全国第 3 大省，年出栏生猪

5000-6000 万头，是农业农村经济的支柱产业，是农民增收致富的重

要渠道。2019 年因受非洲猪瘟的影响，全年生猪出栏 4812.9 万头。

牛羊家禽产业虽不及北方主产省，但是近年来发展很快。2019 年湖

南省牛出栏 162.5 万头；羊出栏 971.5 万头；家禽出笼 51057 万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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禽蛋产量 114.7 万吨。

中国目前养宠家庭已达 5912 万户，饲养有宠物狗 4990 万只、

宠物猫 3756 万只。2020 年中国宠物市场规模有望破 2000 亿。养宠

人均年消费 6436 元。由于人口老龄化，60周岁及以上的人口比重达

18%左右，未来十年我国老龄化进入快速提升阶段。宠物可以代替子

女陪伴在老人身边，为老人解闷。现代化都市的年轻人工作节奏快，

生活压力较大，而且单身的比例较高。目前中国大陆未婚人口已经

超过 2 亿人，都市单身男女有足够的经济基础，消费能力较强，有

经济实力饲养宠物，宠物能成为他们的情感和精神寄托，有宠物的

陪伴也能缓解来自工作和生活的压力。目前我国养宠物的家庭比例

约 6%，还比较低，还有相当大的提升空间。

2.行业企业人力资源现状及需求分析

目前,我省正在实施《优质湘猪产业发展规划（2019-2023 年）》，

实现我省由“养猪大省”向“生猪强省”转变、“生猪调出大省”

向“猪肉调出大省”转变。作为养猪大省，湖南不仅养猪总数多，

规模化发展也令人惊叹。佳和农牧、新五丰、天心、鑫广安、大有、

大康牧业、唐人神、龙华农牧等本土养猪企业驰名全国，被行业人

士称为“养猪湘军”。与我校有校企合作关系的佳和农牧，母猪存

栏 4.5 万头，年出栏生猪超过 100 万头。外省在湖南发展的生猪企

业主要有温氏、正邦等。养猪企业由于规模化程度高，对大中专毕

业生需求很大，目前人才处于供不应求的严重短缺状态。本地大型

养牛殖企业主要有天华实业、懿藩农业等，大型养鸡企业主要有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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柱山禽业、湘凤禽业等，对人才需求量不大。

湖南的宠物产业，虽然比不上“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但长

沙作为湖南的省会城市，辐射华中地区，是中部地区重要的宠物产

业聚集中心。虽然每家宠物医院的用人需求规模不大，但宠物行业

的企业总数较大。仅长沙市有宠物医院、宠物美容、宠物用品店 600

余家。湖南全省有宠物医院、宠物美容、宠物用品店约 3000 家，其

中宠物医院有 500 余家。

（二）毕业生跟踪调研

1.毕业生就业单位分布情况

我校畜牧兽医专业从 2007 年恢复招生，至 2019 年毕业生累计

1600 余人。调研发现，我院畜牧兽医专业内地毕业生，就业单位以

大型饲料兽药企业、大型规模化养殖企业、宠物医院为主，自主创

业创办家庭农场、宠物诊所的也较多，还有少数入伍参军、考上基

层公务员、乡村教师等。近年来，多数饲料兽药企业直接进军养殖

企业，所以，学生毕业后从事饲料兽药营销、售后技术服务的人数

减少，直接进养殖企业的人数增加,养殖企业又以养猪企业为主。但

是因为养殖企业比较偏僻，封闭管理，比较难以留住年轻人，所以，

近几年毕业生进入宠物行业的比例在 60%以上，特别是女生进入宠物

行业的更多。我校畜牧兽医专业西藏生源的比例较大，80%以上的西

藏生源毕业生回西藏考取了当地的公务员，从事基层畜牧兽医管理

工作。我校畜牧兽医专业于 2018 年开始进行现代学徒制试点，有

2018 级 21 人，2019 级 25 人参与现代学徒制试点，暂时未有毕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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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用人单位对毕业生的评价情况

通过对佳和农牧、龙华农牧、瑞派宠物医院等校企合作企业的

调研，用人单位对我校畜牧兽医专业的毕业生评价较高。在养殖场

工作的毕业生，一般 2 年左右可以担任生产线的技术主管，月薪在

8000 元以上，坚持 5 年以上则可以发展到技术场长职位，月薪可达

12000-20000 元。进入宠物行业工作的毕业生，要先从事一段时间的

宠物医生助理、宠物护理与美容师，一般 3 年左右可以成为有独立

执业兽医资格的宠物医师、宠牧医院分院院长、宠物美容店长等，

坚持 5 年以上则可以发展到宠物医院技术院长职位。有较多的从事

宠物医疗行业的毕业生，在具有执业兽医资格后选择自主创业，联

合开办宠物医院或诊所，或者成为其他宠物医院的合伙人。

用人单位对我校畜牧兽医毕业生的评价以正面评价为主，一般

表现为爱岗敬业、勤劳肯干、团结协作精神强、专业基础较扎实、

组织纪律观念强等。有待加强的方面，主要有沟通表达能力、经营

管理能力、实验室化验操作与分析能力、专业理论水平等。

3.毕业生对课程设置及课程内容的建议

通过对 12届毕业生陈精玲、莫操，14届毕业生杨铁柱、曾娜，

16届毕业生刘洁、刘莎、唐万、杨承知、柏罗，18届毕业生杨金权、

李成林、胥世久、郑华、陈明国、何勇鑫，19届毕业生袁彪、马博

义、颜天波、黄美美等毕业生的调查，他们对母校的培养深怀感恩

之心，认为这三年没有白费，学到了不少东西，对自己的工作、学

习和生活感到满意。普遍认为，公共基础课中应用数学课学习时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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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难度大，但在工作中用处不大；专业基础课的校内实验室实训要

适当增加；专业核心课重点主课不突出，校外实训时间可以再延长

一些；专业选修课的选课自由度还不够大，不利于个性化发展。

（三）在校生学情调研

1.在校生生源结构

目前，我校畜牧兽医专业内地生源，2017 级在校生一个班共 34

人；2018 级一个现代学徒制试点班共 21 人；2019 级一个现代学徒

制试点班共 25人。这些学生来自湖南本省的约占 85%，少数为贵州、

内蒙、青海等外省学生。在校生中男女生比例基本相当，女生略多

于男生。绝大多数为农村及县以下城镇生源。以普高毕业生参加统

一高考录取者为主，30%左右为单招录取。2018、2019 级的学生均与

佳和农牧、正大、瑞派等企业签订了现代学徒制培养“三方协议”。

2.在校生学习基础与学习需求

报考畜牧兽医专业的生源，文化基础偏差的较多，家庭条件偏

困难的较多。学习文化课的基础较差、兴趣不大，但对于学习专业

课的愿望较迫切，比较愿意较多地、更早地去企业参与实践、学徒。

已在企业进行过学徒初阶岗位培养的学生，学习精神状态很好，相

比其他班学生普遍好学，吃苦耐劳，上课更能主动积极与老师讨论

问题，课余时间主动到校内的动物医院、生产性实训基地参加实践

锻炼。

3.在校生对课程设置及课程内容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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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校生普遍希望减少周课时数，希望每门课程中减少理论授课

课时、适当增加实训课时。课程设置上，学生希望专业方向性更强

一点，选择向宠物方向发展的学生对畜禽养殖方面的课程不感兴趣，

选择向养猪方向发展的学生对养牛羊禽等不感兴趣。但是，因为学

生人数较少，无法分专业方向设班。

六、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动态调整建议

（一）专业对应职业岗位（群）分析

序

号

职业

岗位
典型工作任务 职业能力要求 支撑课程

职业技能等级

证书/职业资

格证书要求

1

养殖

场技

术主

管

就业于规模养

殖企业，从事畜

禽育种繁殖主

管、畜禽营养配

方师、畜禽生产

线主管等工作。

能从事畜禽引种、保种、育种工

作，制订育种方案并组织实施；

能主持家畜品种改良站、规模养

殖场种畜饲养管理和配种繁育

工作，从事繁殖技术指导、繁殖

管理、产科疾病诊疗等工作的能

力；具有饲料营养分析、制订饲

料配方、动物营养保健等能力；

能独立负责各阶段猪、牛、羊、

鸡生产线的全面工作。

动物解剖生理、动

物营养与饲料、动

物繁育技术、藏香

猪猪生产技术、禽

生产、高原牛羊生

产技术、动物微生

物、动物传染病、

动物内科病、动物

寄生虫病、畜牧兽

医法规、等

执业兽医师

2
宠物

医师

就职于城市宠

物医院，从事宠

物疾病诊疗、宠

物防疫与保健

等工作。

能对宠物常见传染病、寄生虫病

进行采样、化验、诊断、治疗；

能对宠物常见内科病、外科病、

产科病、老年病等进行仪器检

查、常规化验、生化分析、临床

诊断，并运用中药、西药进行治

疗，能开展普通的兽医手术。

动物解剖生理、动

物病理、兽医药理、

兽医临床诊疗技

术、动物微生物、

动物传染病、动物

寄生虫病、动物内

科病、中兽医、畜

牧兽医法规、等

执业助理兽医

师及以上

3
官方

兽医

就职于省市、县

区、乡镇畜牧兽

医管理部门、动

物卫生防疫部

门，代表官方机

构，从事动物疫

病防控、动物检

疫检验等技术

和行政执法工

作。

能对人畜共患传染病、多种动物

共患传染病、主要畜禽传染病进

行监测、剖检、采样送样、实验

室检测；能对动物性食品安全进

行检验和执法；能开展动物疫病

的产地检疫、屠宰检疫、市场检

疫、出具检疫证及相关执法；能

组织指导乡村兽医、规模养殖技

术员开展动物疾病防控工作。

动物解剖生理、

动物病理、兽医药

理、兽医临床诊疗

技术、动物微生物、

动物传染病、动物

寄生虫病畜牧兽医

法规、等

执业兽医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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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调整建议

经过调研分析，我们认为 2020 级人才培养方案修订时，要把握

好下面几个思路进行修订。

1、畜牧兽医专业毕业生就业形势好，需加大招生力度

畜牧业生产方式，小散养殖户正在加速消失，养殖企业不断向

集约化、专门化、标准化、无污染、无公害的现代畜牧业生产方式

发展,迫切需要大量的畜牧兽医专业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随着中

国全面实现小康社会，广大中产阶层饲养宠物成为潮流，宠物产业

蓬勃发展，宠物医疗、护理美容人才需求潜力很大。湖南省在“十

三五”期间每年需新增畜牧业高素质技能型专门人才 1 万名左右;而

湖南每年畜牧院校畜牧业类相关专业毕业生不足 2600 人,人才需求

缺口大。建议政府加大对农业高职院校涉农专业的政策扶持,以吸引

更多学生报读畜牧兽医专业,解决畜牧兽医人才短缺问题,促进畜牧

业快速可持续发展。畜牧兽医企业要不断改善生产生活条件，不断

吸引专业人才、留住专业人才。同时，教育部门和学校要采取更灵

活的招生政策，通过单招等方式扩大招生规模。

2、建议坚持现代学徒制改革方向，扩大试点范围

佳和农牧、正大、正邦、瑞鹏、瑞派等校企合作企业，对我校

畜牧兽医专业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高度赞赏，多次提出要求继

续合作，开展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2018 级的学生，参加过学徒初

阶岗位培养后，对这一人才培养模式也是高度认可的，今年因新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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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的影响，学生没有返校，但有不少学生主动与企业联系，去企

业一边学徒实践，同时通过上网课学习校内课程。现代学徒制受到

企业、学生普遍认可，所以，应该坚持现代学徒制改革方向，不断

完善，并扩大试点范围。

3、对接岗位需求，明确培养目标和规格，完善课程体系

职业教育作为一种“类型”教育，更应强调“职业性”的特点,

根据职业岗位的能力要求来建设与开发以职业能力培养为核心的课

程体系,使学校的教育更贴近企业的需求,毕业生能尽早适应岗位,

提高本专业人才的就业竞争力。通过调研发现，目前，社会对畜牧

兽医人才的需求，最紧缺的是三大类，即养殖场技术主管、宠物医

师、官方兽医，因此，我们应将人才培养目标岗位定位于以上三个

岗位，围绕这三个目标岗位，明确素质、知识、能力等培养规格要

求，再针对培养目标和规格设置相应的课程体系。

4、强化人才培养保障，增强专业办学实力，提高专业办学水平

为了适应规模养殖等畜牧业快速发展对人才需求的形势，高职

院校要积极主动与企业合作，实施“双主体”办学、“双导师”育

人，整合校企双方的教育教学资源，加强师资（包括企业师傅）队

伍建设，校内和企业实训条件建设，校企合作共建教学资源库，为

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提供切实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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