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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养猪生产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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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我国养猪生产正处在由传统生产向现代化生产转化阶段。在这个阶段中, 养猪生产所

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工作重心由城郊转向农村; 引导养猪生产向产业化方向发展; 提高宏观调控

能力, 做到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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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 ig p roduct ion is in a stage of t ran sfo rm ing from trandit iona l one in to m odern

one. D u ring the tran sit ion period, a t ten t ion s m u st be la id on tran sfering p ig p roduct ion s

from subu rb to ru ra l a reas, gu id ing and develop ing the indu stria liza t ion of p ig p roduct ion,

im p roving on the ab ility to m acro scop ica l con tro ls. T herefo re, su sta inab le p ig p roduct ion is

ava ilab 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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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养猪生产已经由副业生产转变为商品化的产业生产, 其标志之一是现代化养猪生

产方式代替了传统的养猪生产方式, 使养猪生产的水平大大提高。现代化养猪生产水平高,

不能简单说成规模大, 机械化程度高, 它的衡量标准是: 1) 饲料转化率高; 2) 具有适当的规

模, 发挥最佳的技术水平和劳动生产率; 3) 获得最大的经济效益[ 1 ]。此外还要有较好的生态

效益, 社会效益, 做到可持续发展。

1　养猪生产的现状

我国现代化养猪经历了三次变革热潮[ 2 ]。第一次在60年代初, 兴办大型猪场, 实行大群

饲养, 这种饲养方式提高产量只能靠增加养猪头数, 是典型的传统生产; 第二次在70年代中

期, 主要是采用机械化养猪生产方式, 终因投资高, 其他配套体系 (如良种、饲料、疾病防疫、

环境工程等) 不健全, 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 第三次是在80年代以后开始实行现代化养猪生

产, 推行集约化的生产方式, 强调适度规模经营为主。至今养猪生产已经有了较大的发展,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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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表现在: 第一、集约化养猪场数量的增加, 规模的扩大。80年代初集约化猪场的数量只有几

十个, 中期就数以百计, 目前集约化养猪场数以千计, 猪场规模也从几百头到上万头。例如,

80年代广东省因瘦肉型猪供应香港创汇的需要, 兴建100多个年产5000头以上的商品猪场,

其中年产万头以上的猪场就占一半; 在北京郊区, 1987年起兴建1000多个集约化猪场, 规模

多为1500头, 万头猪场20多个[ 2 ]。在广大农村家庭规模养猪不断兴起, 据浙江义乌市1995年

统计, 存栏在20头以上规模的养猪户371户, 存栏415万头, 占全市生猪存栏总数的45% [ 3 ]。第

二、在技术方面建立了良种繁育体系、饲料工业体系、卫生防疫体系, 环境控制及工程设施等

技术不断应用于养猪生产, 生猪的屠宰加工, 运输贮藏等社会服务体系也不断完善[ 4 ]。在养

猪生产中还出现了公司加农户, 产、供、销一条龙等产业化生产的趋势。由于集约化养猪生产

的发展, 我国养猪生产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1995年存栏412亿头, 产肉3769万 t, 人均31185

kg, 出栏率123% [ 5 ] , 与1983年相比存栏 (310亿头) 增长40% , 产肉 (1134万 t) 增长236% , 可

见我国养猪事业发展速度是很快的。

2　对我国养猪生产的认识

我国现代化养猪业虽然发展迅速, 但是从整体上看仍然处于转化阶段。原因如下。

211　集约化养猪生产比重小, 发展不平衡

当前, 从已建成的集约化养猪场看, 基本上实行了工厂化养猪, 即采用现代化先进的科

学技术和设备, 以工业生产方式进行高效率的养猪生产。由于工厂化养猪需要高投入, 高科

技, 高水平的经营管理, 还要有一定的规模, 才能得到较好的经济效益, 在经济和科技落后的

地区, 难于普及, 因此造成集约化养猪生产在各地区发展不平衡现象。集约化养猪场主要集

中在大城市郊区, 而广大农村除少数专业户外, 大部分仍然采用传统的养猪生产方式。义乌

市371个养猪农户, 规模在百头以上的占1116% , 千头以上只有7户, 占2%。根据我国养猪生

产现状, 有专家认为我国养猪生产到2000年集约化养猪只占10% , 专业户20% , 70% 仍然是

农户饲养[ 6 ]。使70% 农户养猪生产转化为现代化养猪生产, 还需较长的时间。这说明, 我国养

猪生产由传统养猪生产向现代化养猪生产转化任务还很艰巨, 只有实现这一转化, 养猪生产

水平才能提高。

212　现代化养猪生产模式单一

在我国养猪生产中, 从养猪工艺角度来看, 一方面, 存在着工艺较单一的问题, 我国的现

代化猪场主要采用定位饲养模式和由传统改造的圈栏式饲养模式。我国是养猪大国, 各地区

自然条件、经济状况差异很大, 只有这两种模式是不够的。另一方面, 在现有工艺中也存在着

问题, 如定位饲养的水冲清粪工艺, 生产需水量较大, 污水处理困难, 冬季畜舍环境难以控制

等, 故有些采用此工艺的猪场, 停用了水冲清粪。所以我们应借鉴国外不同的养猪饲养模式,

结合国情因地制宜地加以引进、消化吸收, 发展我国的养猪事业。

213　养猪生产水平上存在差距

1995年我国养猪存栏头数412亿头, 居世界第一, 比上年增加514% , 出栏率123% , 屠宰

419亿头, 胴体重76kg, 存栏猪平均产肉94kg。从总体上看虽然存栏数多, 但生产水平与世界

平均水平相同。而发达国家如美国、德国上述指标分别为: 出栏率为166% , 154% ; 胴体重84

kg, 90kg; 存栏猪平均产肉量140kg, 138kg。我国养猪生产料肉比为315÷ 1, 世界先进水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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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214÷1, 另外我国母猪年产窝数少, 仔猪死亡率较高 (达10%～ 30% )。肉猪平均体重、瘦肉

率等指标与世界先进水平也存在差距。这个差距是总体而言, 若只统计集约化养猪场各项指

标会有大幅度提高, 有些猪场生产水平已与世界先进水平相当, 这说明70% 的农户养猪拖了

后腿。如果我国养猪生产出栏率达130% , 胴体重为80kg, 料肉比为3÷ 1, 则一年屠宰头数增

013亿头, 产肉增436万 t, 至少节约饲料2000万 t。可见我国养猪生产应重视生产水平的提

高。

214　养猪生产宏观调控能力差

在我国, 养猪生产的宏观调控能力跟不上其发展速度, 一方面表现在对市场变化难以做

到准确预测, 使养猪生产的规模, 产品的成本, 获得的利润, 资金和技术投入等无法按市场需

求而变化, 造成养猪生产大起大落, 常常出现买难卖难现象, 经济损失很大。1995年粮食上

涨, 养猪生产亏损, 北京市肉猪场每出栏一头猪大约赔100～ 150元, 北京的规模化猪场至少

1000多个, 经济损失极大。而在养猪形势好时, 买到质量好、价格合理的种猪都有困境, 这种

情况大约2～ 3年就出现一次。另一方面表现在养猪生产没有纳入农业生产系统, 造成畜产公

害, 给城市发展业带来一系列难题。由于集约化养猪场大都集中在城市郊区, 附近耕地面积

小, 猪场废物不能及时处理和利用, 直接危害城市环境和居民生活。如上海黄浦江的水经处

理后供上海市民饮用, 在对黄浦江水进行检测时发现, 畜牧场污水造成污染及其严重, 引起

多方面关注; 此外, 城市发展很快, 使原来远离城区的猪场距城区很近, 防碍城市发展, 猪场

面临另选场址的问题。这些问题说明养猪事业的发展与农业及社会相脱离, 没有行之有效的

控制机制, 这是当前急待解决的问题。

3　我国养猪生产应向产业化的方向发展

农业产业化是现代化农业发展的必然结果。关于农业产业化的问题看法不一, 比较有代

表性的观点有以下两种。一是认为农业产业化是指以国内外市场为导向, 以科技进步为前

提, 以专业化的规模经营为基础, 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 在一定的农业区域内以“龙头”企

业或公司为纽带, 以产品基地为依托, 把众多农户联系起来, 构成功能齐全的产业链, 形成区

域化、专业化、商品化和农工商 (或产供销, 贸工农, 种养加, 科工贸) 一体化经营的高效运转

的社会化农业体系, 也称农业产业一体化或系列化。其根本目的是提高经济效益、生态效益

和社会效益[ 7 ]。二是认为现有一些理解均属于产业系列化模式, 它的初级形式是多元主体以

利益关系为纽带的松散型的结合, 它的高级形式是多元主体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一体化结

合, 这种产业系列化模式存在着多元主体利益分配不合理的问题, 根据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

农业规模化经营比产业系列化具有更积极的意义[ 8 ]。从以上对产业化的理解, 可以看出他们

的共同之处就在于以市场为导向, 运用先进的科学技术进行生产和经营, 取得高效益。而产

业系列化和规模化经营都是取得高效益的手段, 究竟采用哪种方式, 应该根据实际条件来确

定。例如在我国的养猪生产中, 对于70% 的农户养猪生产来说, 实现产业系列化都很困难, 规

模化经营就更遥远, 但是对于现代化养猪和专业户养猪生产来说, 产业化的形式已经出现。

所以我们要根据养猪生产的实际情况, 制定出合理的政策和措施, 推进养猪生产产业化进

程, 提高养猪生产水平, 增加农民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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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　养猪生产的重点应由城区转向农村

在养猪业发展初期, 城区具有资金、能源丰厚, 交通便利, 科技力量强等优势, 加上养猪

生产的主要目的是解决城区居民的菜篮子问题, 所以大批现代化猪场建于城市郊区。现在,

因环境污染等问题使其发展受到了限制, 而在广大的农村仍以传统方式养猪, 其转化效率只

有15% , 农民很难从中获得高收入。因此国家应从资金、能源及社会化服务等方面向农村倾

斜, 引导农民学习养猪技术, 利用社会化服务进行专业养猪生产, 提高饲料转化率和劳动生

产率, 逐步实现养猪产业系列化, 加速传统养猪生产向现代化养猪生产的转化。为达到这一

目的, 我们可采取以下的措施。1)扶持养猪专业户, 形成以专业户、专业村为基础的区域性养

猪生产基地, 既有利于资源的优化配置, 又有利于新技术的应用。因为, 当提高养猪生产效率

能增加收入时, 农民会自觉地加大对养猪生产的投资, 努力学习运用新技术进行养猪生产。

2)建立产业一体化或系列化运行机制, 完善服务体系。这是把农户专业化养猪生产带入市场

经济的关键。农民除了生产之外, 一无所能, 只能依靠大公司或大企业或其他社会化服务体

系, 才能实现产品的交换, 获得利益。在建立产业一体化的过程中, 可以打破所有制和地区的

界限, 采用多种经济形式, 使资金、技术、设施等资源得到优化配置, 使产前、产中、产后相互

协调。只有这样才能承受市场波动对生产者的巨大压力, 做到利益共享, 风险共担。3)国家的

扶持政策是养猪生产产业化的保证。

312　发展和完善产业化的模式

前面谈到产业系列化有多元主体利益分配不合理的问题, 如果多元主体变为一元主体,

问题即可解决。在经济发达、养猪生产基础较好的地区, 在良种、饲料等其他体系配套的基础

上发展和完善产业系列化或直接发展规模化经营模式, 加速科学技术的应用转化, 提高各环

节的效率, 这样既可适应市场的变化, 又能获得较高的经济效益, 带动全国养猪事业的发展。

313　提高养猪生产的宏观调控能力, 使之健康平稳地发展

对于养猪生产的宏观调控, 目的在于使养猪生产与市场需求相适应, 还要保护生态环

境, 做到可持续发展, 为此养猪生产系统应该信息化[ 9 ]。如果对于养猪的生产产品的交换、利

益分配和消费建立信息网络, 就可以对养猪生产的规模、产品结构及价格做出准确的预测,

避免大的波动, 造成损失。如果农业生态系统信息发达, 就有利于确定养猪业的发展战略, 使

养猪生产产生的废物在农业生态系统中得到合理利用, 解决了畜产公害问题。所以, 只有现

在加速农业信息化的进程, 才能做到养猪生产的宏观调控, 使之健康平稳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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