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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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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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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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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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调研阶段（5 月 23 日——6 月 10 日）：采用会议座谈、现场

调研时间：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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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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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问卷调查、电话访谈、文献查阅等方式开展调研。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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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财政自2007年以来每年向湖南省畜牧业投入各项扶持资金

10亿元以上，占中央财政同类资金比重的 10%，使得我省畜牧业持

续稳定发展，综合生产能力大幅提高，“十二五”期间我省畜牧业占

农业总产值的比重达到 46.45%，比“十一五”期间的 44.44%提高了

2.01 个百分点。2016 年出栏生猪 8160 万头，牛、羊、家禽分别出

栏（笼）204 万头、812 万只、7.2 亿羽，商品饲料产量 1340 万吨，

全年养殖业产值 1900 亿元。生猪出栏量居全国第 2 位，外销量全国

第 1 位，饲料工业是全国五大强省之一，畜牧产量居全国第 6 位，

产值居全国第 5位，我省已成为全国畜牧强省之一。

娄底市畜牧水产业迅速发展，2016 年全市养殖业产值达到

128.81 亿，占农业总产值的 57.2%。到 2016 年止，全市新建生猪标

准化养殖小区 368 家，其中出栏 500 头以上的规模大户 4100 多户，

1000 头以上的 701 户，5000 头以上 42 户，10000 头以上的达 18户，

规模大户生猪出栏已占全市生猪出栏的 70%以上。全市肉牛存栏达到

38.81 万头（其中湘中黑牛 6.5 万头），建成养牛千头以上牛场 3 个，

存栏 50头以上的 220 户，发展存栏 3-5 头肉牛的小规模养牛户 1.6

万余户。建成标准化羊场 90户。规模养殖已成为娄底养殖业的新亮

点，形成了以湘村黑猪、湘中黑牛、涟源黑山羊为主体的“三黑”

产业集群。

《娄底市畜牧业“十三五”规划》将畜牧业列为农业产业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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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的重点方向，大力扶持湘村黑猪、湘中黑牛养殖等龙头企业，

加快畜禽规模养殖小区建设，使我市畜牧水产业在农业中率先走现

代化道路，率先基本形成“两型”发展模式，努力把我市养殖业打

造成农村经济的主导产业。畜牧业作为农民增收的重要来源、娄底

市农业和农村经济的主导产业，发展潜力巨大，具有较强的市场竞

争力和广阔的发展前景。到 2020 年，全市养殖业总产值达到 140 亿

元，确保占农业总产值的 65%以上，养殖业、畜禽水产品加工业及相

关服务业总产值 260 亿元，占农村社会总产值的 45%；农民人平纯收

入中养殖业所占比重达到 38%。

2.行业企业人力资源现状及需求分析

（1）数量需求

行业企业调研表明：“十三五”期间，湖南畜牧业预计新增规模

养殖企业 5500 个，至少需要畜牧兽医专业高职层次人才 50000 人左

右；各地市、县、乡和企业现有专业技术人员 43000 多名，其中系

统掌握畜禽养殖、疾病防治技术及品种改良技术的高等技术应用型

人才仅占 40%左右，有二万余名专业人员的技术水平需要提高。

娄底市现有畜牧业生产一线的技术人员不足 1000 人，其中高技

能人才只有 328 人，这些人员中约有 70%有待进一步培训提高，所以

仅娄底市高素质高技能型人才需求缺口约 1700 人。

在各类人才的需求中，饲料生产和兽药生产企业对畜牧兽医专

业技术人才的需求较为强劲，已经连续五年出现人才供不应求的局

面。随着执业兽医师资格认证和贯彻执业兽医规范的逐步贯彻实施

和推广，势必带动各级兽医站和动物医院对执业兽医师的大量需求。

规模养殖场对技术人员的需求也逐年成倍的增加。

（2）质量需求

通过深入企业考察、座谈、电话询问等方式对我省主要畜禽养

殖企业、饲料加工企业、兽药生产企业、动物医院、技术服务企业

和畜产品加工企业等三十多家企业进行岗位性质和岗位技术标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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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研分析，取得了大量的企业资料，通过分析整理，针对畜牧行业

企业具体岗位工作性质和岗位技术标准，我们进行了细致的分析和

归纳，了解到各行业企业对高职畜牧兽医专业学生的职业能力要求

虽各不相同，但对毕业生的基本要求总体是一致的。即从业人员应

具备无菌操作意识、爱岗敬业、吃苦耐劳的品质等；在知识和能力

方面应掌握动物解剖知识和动物生理基本规律，动物饲料营养成份，

配合饲料知识、畜禽饲养管理及疫病防治、动物繁育基本规律、兽

医临床技术知识、经济动物养殖专业知识。能够解决畜禽饲养管理

生产中一系列比较复杂的技术难题。在具有较好的专业知识和技能

的同时，还要有能吃苦，积极上进，肯钻研，工作踏实，诚恳，有

责任心，善于语言表达、沟通协调等。用人单位( 企业)都提出这样

的基本素质要求，这从某些方面反映出了当今社会存在的一些问题，

教师也应当反思，学校对学生的教育不能只注重传授知识和专业技

能，还需要加强对学生思想品德和职业道德修养的培养。

（二）在校生学情调研

1.在校生生源结构

目前，我校 2018 级畜牧兽医专业内地生源只有一个班共 22人，

学生有来自普高毕业、中职毕业的，也有少数社会考生（含退役军

人），从性别结构来看，女生多余男生，在校生女生占比为 60%，男

生占比为 40%。呈现招不进，好就业的态势。

2.在校生学习基础与学习需求

学习基础普遍较差，自主学习能力较差，许多学生对数学知识

的应用和处理能力较差，对复杂的课程内容看不懂，普遍希望能边

做边学，增加实操机会。特别希望能企业需要的知识和技能做成简

单能一看就懂、懂了能用的教材。

3.在校生对课程设置及课程内容的建议

一些基础好点的学生，希望加深基础理论的学习，希望多做一

些习题，多参加实践。他们对现有课程设置没有意见，但普遍认为

课程内容与生产实践差距很大，也希望课程内容不要太繁琐，能简

单明了说明如何做就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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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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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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执业兽医师

2 宠物医师

宠物疾病预防；宠物
疾病诊断；宠物疾病

治疗；宠物外科手术。

能制订宠物防疫计划；

能进行病历填写、临床检查、实
验室检验，建立诊断；

能制订宠物疾病治疗方案、开写
诊疗处方和实施治疗措施，并对
疾病发生、发展过程进行正确评

估；

能进行宠物常见外科手术。

执业兽医师

3 养殖场兽医

畜禽疾病预防；畜禽
疾病诊断；畜禽疾病

治疗；畜禽外科手术。

能制订和实施养殖场防疫计划；
能进行病历填写、临床检查、建

立诊断；
能制订动物疾病治疗方案、开写

诊疗处方和实施治疗措施，并对
疾病发生、发展过程进行正确评

估；
能进行畜禽常见外科手术。

执业兽医师

高级疫病防疫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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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官方兽医

1.产地检疫；
2.畜禽疾病宰前检验
和处理；

3.畜禽疾病宰后检验

和处理；
4.协助畜牧兽医局拟

订防疫相关政策及防
控措施；
5.提出重大动物疫病

的预防、控制、扑灭
计划、应急预案、防

控技术方案等措施并
组织实施；

6.区域内动物疫情信
息收集、汇总、分析、

上报及重大动物疫情
预警、预报及疫情报

告工作；
7.组织实施动物疫病

实验室诊断、免疫抗
体检测与分析评估、

流行病学调查及动物
疫情预警监测；
8.动物标识和疫病可

追溯体系建设的实
施。

1.能进行养殖场动物检疫；

2.能进行畜禽疾病宰前检验；
3.能进行畜禽疾病宰后检验；

4.能进行动物产品检疫。
5.能协助畜牧兽医局拟订防疫
相关政策及防控措施。

6.能制订重大动物疫病的预防、
控制、扑灭计划、应急预案、防

控技术方案等措施并组织实施；
7.能对区域内动物疫情信息进

行收集、汇总、分析、上报及对
重大动物疫情预警、预报及疫情

报告；
8.能组织实施动物疫病实验室

诊断、免疫抗体检测与分析评
估、流行病学调查及动物疫情预

警监测；
9.能实施动物标识和疫病可追

溯体系建设。

执业兽医师

高级检疫员
高级疫病防疫员

5
兽药销售主

管

1.进行兽药市场调研
与考察分析，制定企

业销售策略和销售方

案；
2.监督执行销售策略
和销售方案，实现销

售目标；
3.建设销售团队；

4.发现市场机会，制
定推广方案

1.能对兽药市场、兽药营销环
境、兽药企业竞争对手及客户、
兽药市场进行调查与预测；

2.能对兽药市场细分与目标市

场定位以及兽药的 4P（产品、价
格、分销和促销）策略分别进行

分析；
3.能通过服务营销和兽药客户
管理进行市场维护。

高级兽药营销员

（二）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调整建议

经过调研分析整理，可以看出畜牧兽医专业就业上主要定位在

一线兽医技术员，也可以少量学生去考公务员。工作岗位有养殖场

兽医、宠物医师、官方兽医、兽药销售员等。

1、应该大力增加专业课程学习时间

现在的人才方案培养突出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学习课程也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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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杂乱，教学学时占总学时 25%以上，占课内学时近 50%，在校内学

习专业课程的时间实在太少。建议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应重点放到

中学教育阶段，高职教育阶段要着重培养学生的专业能力和从业能

力，培养大国工匠。

2.建议将校企合作培养人才真正落到实处

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是要校企人才共育，突出双主体育人。但

现在企业育人参与度不高，主要原因在于学校安排学生实习人员在

岗位上不稳定，企业不需要人的时候学生要去实习了，但企业正需

要人的时候学生就走了，此时企业又得去请人才能使企业各岗位正

常运转。所以企业觉得反正是请人，不如请长期工稳定些。企业岗

位上有了长期工，学校再安排学生去实习反而是增加他们的负担，

对他们有害无益。学校要考虑企业岗位运行和负担情况，为企业排

忧解难。因此建议安排学生在企业学徒时间要使企业岗位上一年 365

天都有学生。

3、建议增开宠物养护与训导专业

由于宠物行业的兴起，对宠物医师、宠物美容师、宠物驯导师

的需求量也将越来越多。为满足未来宠物行业的人才需求，建设增

开宠物养护与训导专业。

4、构建以职业能力培养为核心的课程体系,培养出符合企业需

求的技能型人才

针对行业的快速发展及对人才需求的要求,职业教育更应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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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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