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农业部办公厅 财政部办公厅 

关于印发《动物疫病防控财政支持政策实施指导意见》的通知
（农办财[2017]35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畜牧兽医（农牧、农业）厅（局、委、办）、

财政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畜牧兽医局、财务局，黑龙江省农垦总局、广东

省农垦总局： 

 

  为了进一步加强动物疫病防控工作，2016年，农业部、财政部联合印发了《关

于调整完善动物疫病防控支持政策的通知》（农医发〔2016〕35号），决定从2017

年开始调整完善重大动物疫病防控支持政策。为做好中央财政动物疫病防控支持政

策贯彻落实工作，我们制定了《动物疫病防控财政支持政策实施指导意见》。现印

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农业部办公厅 

 

  财政部办公厅 

 

  2017年5月17日 

 

动物疫病防控财政支持政策实施指导意见 

 

  为贯彻落实《农业部 财政部关于调整完善动物疫病防控支持政策的通知》（农

医发[2016]35号）精神，进一步加强动物疫病防治工作，提高资金使用效率，现提

出如下指导意见。 

 

  一、总体要求 

 

  通过政策实施，加强政府引导，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进一步优化动物防疫

资源配置，促进动物防疫工作深入开展，有效降低动物疫病发生风险，提升兽医卫

生水平。 

 

  在政策落实中，坚持四个原则。一是强化责任意识。落实好生产经营者的主体

责任和省级部门的监管责任，确保政策有效落实。二是严格规范操作。加强过程监

管和绩效考核，强化信息公开，防范廉政风险。三是注重市场化导向。积极探索政

府购买服务实现形式，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基层动物防疫工作。四是创新管理方式。

加快推进养殖场户自主选购疫苗、财政直补政策实施。 

 

  二、主要内容 

 



  动物疫病防控财政支持政策主要包括强制免疫补助、强制扑杀补助、养殖环节

无害化处理补助三项内容。国家建立强制免疫和强制扑杀补助病种动态调整机制。

根据动物疫病防控需要，农业部、财政部依法适时将国家优先防治的重要动物疫病、

影响重大的新发传染病和人畜共患病纳入国家强制免疫和强制扑杀财政补助范围。

在风险评估基础上，综合考虑中央财政支持能力，对已达到净化消灭标准的、控制

较好的或以地方和养殖场户投入为主可取得良好防治成效的动物疫病，适时停止中

央财政强制免疫补助。各省（区、市）可根据动物疫病防控需要增加强制免疫和强

制扑杀补助病种。 

 

  （一）强制免疫补助 

 

  主要用于开展口蹄疫、高致病性禽流感、小反刍兽疫、布病、包虫病等动物疫

病强制免疫疫苗（驱虫药物）采购、储存、注射（投喂）及免疫效果监测评价、人

员防护等相关防控工作，以及对实施和购买动物防疫服务等予以补助。 

 

  1.补助畜禽种类 

 

  口蹄疫：猪、牛、羊、骆驼和鹿等偶蹄动物。 

 

  高致病性禽流感：鸡、鸭、鹅、鸽子、鹌鹑等家禽。 

 

  小反刍兽疫：羊。 

 

  布病、包虫病：牛、羊等。 

 

  2.补助范围 

 

  口蹄疫、高致病性禽流感、小反刍兽疫：全国（按要求申请不免疫的除外）。 

 

  布病：布病一类地区，目前包括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辽宁（含

大连）、吉林、黑龙江、山东（含青岛）、河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

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包虫病：包虫病疫区，目前包括内蒙古、四川、西藏、甘肃、青海、宁夏、新

疆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3.经费拨付与使用 

 

  中央财政补助经费根据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的畜禽饲养量、单体畜禽补助标准

和补助系数等因素测算，切块下达各省级财政包干使用。各省（区、市）应根据疫

苗实际招标价格、需求数量、政府购买服务数量及动物防疫工作等需求，结合中央



财政补助经费，据实安排省级财政补助经费。 

 

  强制免疫疫苗集中招标采购继续由省级兽医主管部门会同财政部门组织。为促

进畜禽养殖经营者落实强制免疫主体责任，允许对符合条件的养殖场户实行强制免

疫“先打后补”的补助方式。开展“先打后补”的养殖场户可自行选择国家批准使

用的相关动物疫病疫苗，地方财政部门根据兽医部门提供的养殖场户实际免疫数量

和免疫效果安排补助经费。各省（区、市）应积极开展强制免疫“先打后补”试点

并逐步推开，具体实施办法根据本辖区实际情况制定。 

 

  （二）强制扑杀补助 

 

  国家在预防、控制和扑灭动物疫病过程中，对被强制扑杀动物的所有者给予补

偿。目前纳入强制扑杀中央财政补助范围的疫病种类包括口蹄疫、高致病性禽流感、

H7N9流感、小反刍兽疫、布病、结核病、包虫病、马鼻疽和马传贫。强制扑杀补助

经费由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共同承担。 

 

  1.补助畜禽种类 

 

  口蹄疫：猪、牛、羊等。 

 

  高致病性禽流感、H7N9流感：鸡、鸭、鹅、鸽子、鹌鹑等家禽。 

 

  小反刍兽疫：羊。 

 

  布病、结核病和包虫病：牛、羊等。 

 

  马鼻疽、马传贫：马等。 

 

  2.补助经费测算 

 

  强制扑杀中央财政补助经费根据实际扑杀畜禽数量、补助测算标准和中央财政

补助比例测算。 

 

  扑杀补助平均测算标准为禽15元/羽、猪800元/头、奶牛6000元/头、肉牛3000

元/头、羊500元/只、马12000元/匹，其他畜禽补助测算标准参照执行。各省（区、

市）可根据畜禽大小、品种等因素细化补助测算标准。 

 

  中央财政对东、中、西部地区的补助比例分别为40%、60%、80%，对新疆生产建

设兵团和中央直属垦区的补助比例为100%。 

 

  东部地区包括北京、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宁波、厦门、青



岛、深圳；中部地区包括天津、河北、山西、辽宁、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

河南、湖北（不含恩施州）、湖南（不含湘西州）、海南、大连；西部地区包括内

蒙古、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

湖北恩施州、湖南湘西州。 

 

  3.补助经费申请 

 

  每年3月15日前，各省（区、市）兽医主管部门会同财政部门向农业部、财政部

报送上一年度3月1日至当年2月28日（29日）期间中央财政强制扑杀实施情况，应详

细说明强制扑杀畜禽的品种、数量、时间、地点以及各级财政补助经费的测算。 

 

  （三）养殖环节无害化处理补助 

 

  中央财政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生猪饲养量和合理的生猪病死率、实际处理率

测算各省（区、市）无害化处理补助经费，包干下达各省级财政部门，主要用于养

殖环节病死猪无害化处理支出。各省（区、市）要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建立病

死畜禽无害化处理机制的意见》（国办发[2014]47号）有关要求做好养殖环节无害

化处理工作，并按照“谁处理、补给谁”的原则，对病死畜禽收集、转运、无害化

处理等环节的实施者予以补助。 

 

  三、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按照中央1号文件要求，从2017年开始，动物防疫等补助

经费采取“大专项+任务清单”的管理方式，各省（区、市）可在项目支持范围内结

合本地实际统筹使用中央财政补助资金。省级兽医主管部门、财政部门要切实统一

思想，强化组织领导，加强协作配合，完善工作机制，统筹安排资金用于强制免疫、

强制扑杀和养殖环节无害化处理工作，确保财政支持政策落到实处。 

 

  （二）严格经费监管。省级兽医主管部门、财政部门要根据本意见要求，结合

本地实际，制定省级实施方案，明确经费申请和发放程序，细化补助标准。省级实

施方案请于7月31日前报送财政部、农业部备案。要建立健全动物疫病防控补助经费

管理制度，督促县级财政、兽医主管部门及时公开强制免疫、强制扑杀、养殖环节

无害化处理等补助经费发放情况，广泛接受社会和群众监督。对未履行强制免疫责

任的养殖场户不给予强制免疫补助；对因未及时报告疫情或不配合落实强制免疫、

检疫、隔离、扑杀等防控措施而造成疫情扩散的养殖场户，不给予强制扑杀补助。 

 

  （三）强化宣传培训。省级兽医主管部门、财政部门要加强政策宣传培训，及

时通过广播电视、报刊杂志、网络和移动终端等载体，以及进村入户宣讲、发放政

策明白纸等形式，做好政策宣传解读工作，使广大养殖场户、养殖合作社、动物防

疫组织等充分了解动物疫病防控财政支持政策，促进政策全面落实。 

 



  （四）加强绩效考核。财政部、农业部将制定出台资金绩效评价办法，适时组

织开展绩效评价和第三方评估，加快建立以结果为导向的激励约束机制。省级财政、

兽医主管部门也要科学制定本辖区资金使用绩效评价方案，将政策目标实现情况、

任务清单完成情况、资金使用管理情况等纳入指标体系，严格奖惩措施，全面评估、

考核政策落实情况。 

 

  （五）注重信息调度。省级兽医主管部门要建立项目执行定期调度督导机制，

及时掌握项目执行和资金使用情况，并分别于7月31日和12月31日前向农业部报送项

目阶段性执行情况。要加强日常监督管理，创新督导检查方式，及时妥善处理项目

执行中的问题，重大事项要及时向农业部、财政部报告。要做好项目实施总结，全

面总结分析项目执行情况、存在问题并提出有关建议，请于每年1月31日前将上年度

项目实施总结报送农业部、财政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