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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畜牧业生产现状与发展建议 

浦 华 ， 郑 彦 ， 王济民 

(1．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北京 1(X)094；2．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北京 100081) 

摘 要：现代畜牧业是我国现代农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在总结“十五”期间我国畜牧业的主要成就和分 

析畜牧业发展中存在的主要制约因素的基础上，提出了建设现代畜牧业的主要战略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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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Modern livestock industry i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in modem agriculture of China．Based on summing up the 

main achievements gmned during“The Tenth Five—year Plan”period，this paper analyzes the major restrictive factors for 

animal husbandry development，and puts forward several strategic measures for constructing modem livestock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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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畜牧业的发展十分迅速， 

对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丰富城乡“菜篮子”，解决 

“三农”难题发挥了积极作用  ̈。“十五”以来，我 

国畜牧业快速发展，在农业和农村经济上的战略 

地位 日益显现。与此同时，畜牧业发展也受到疫 

病风险、畜产品质量安全和生态环境压力等多重 

因素的制约 。 

作为现代农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现代畜牧业 

发展直接决定了现代农业的进程。目前，我国正 

处于建设现代畜牧业的关键阶段，总结“十五”我 

国畜牧业发展取得的主要成就，分析存在的主要 

发展瓶颈，对于我国建设现代畜牧业，实现畜牧业 

可持续发展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1 “十五"我国畜牧业发展取得 的主要 

成就 

2005年我国畜牧业总产值突破 13 000亿元 

大关，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达 33．6％，畜牧业已 

经成为农业的支柱产业之一。2005年我国居民 

人均肉类和奶类占有量分别达到58．7 kg和21．7 

kg_3 J
，畜产品的稳定供给已经成为国家食物安全 

的重要组成部分。 

1．1 畜牧业在促进农村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 日 

益显现 

畜牧业的快速发展大大促进了农民收入的增 

长，2005年我国农民人均收人中来 自畜牧业收入 

的为700．3元，约占农 民人均收入净增部分的 

40％，在我国一一些畜牧业发达地区，从畜牧业所得 

到的现金收入已经占到农牧民现金收入的50％。 

畜牧业的快速发展还推动了饲料等相关产业的发 

展，并吸纳了大量就业人口。2005年我国从事畜 

牧业生产的劳动力已经超过全部农业劳动力的 

1／3，超过 1亿人，畜牧业及其带动的饲料等相关 

产业的产值超过 18 ooo亿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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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动物防疫体系和畜产品安全体系建设不断 

推进 

近年来，国家大力推行兽医体制改革，不断加 

大动物防疫体系建设的投资，建立健全各级动物 

疫病防控体系。在第一期动物防疫体系建设规划 

中共安排88．35亿元，以加强中央、省、县、乡四级 

防疫基础设施项目建设，构建动物疫病监测预警、 

兽药质量监察和兽药残留监控等六大系统。目 

前，国家级和省级动物疫病防控体系已基本建立， 

基层兽医体系建设正在有序推进，各级动物疫病 

防控体系的逐步建立，为我国实施高致病性禽流 

感和口蹄疫等重大动物疫病防控奠定了良好的基 

础。2005年，饲料产品合格率达到 92．4％，饲料 

中违禁药品的检出率为 1％，饲料和兽药等投人 

品安全水平的提高，使畜产品质量安全从源头上 

得到了保障 J。 

1．3 草原生态环境恶化初步遏制 

国家不断加快草原生态保护和治理，大力推 

行草原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和草畜平衡制度，加 

强草原监理和执法力度，使草原退化得到了一定 

遏制。截止2005年底，国家组织实施退牧还草和 

京津风沙源治理等一系列重大工程，累计投入资 

金近 100亿元，种草、草原 围栏面积分别达到 

2 600万hm 和3 300万 hm 。通过推广牧区和半 

农半牧区舍饲半舍饲养殖方式，使 2 000万头牲 

畜从依赖天然草原放牧转为舍饲圈养，减轻了草 

原放牧压力，加速了草原植被的恢复，改善了草原 

生态环境 J。 

1．4 畜牧业生产结构不断优化 

我国畜牧业生产结构调整继续深化，以肉牛、 

肉羊为主的节粮型草食类牲畜，以及饲料转化率 

较高的家禽呈现出快速增长的态势。2005年我 

国猪肉产量占肉类总产量的比重由 2000年的 

94．1％下降到64．7％，禽肉的比重由5．1％上升 

到 18．9％，牛羊肉的比重由5．6％上升到l4．8％， 

奶业在消费需求快速增长和产业政策支持的大背 

景下，2005年奶类总产量达2 864．8万 t，比2000 

年增长2．1倍 J，成为畜牧业发展乃至农业和农 

村经济发展中的亮点和新增长点。 

1．5 畜产品优势区域布局初步形成 

在优势畜产品区域规划实施的促进下，我国 

形成了以长江中下游为中心产区并向南北两侧逐 

步扩散的生猪产业带、以中原和东北为主的肉牛 

产业带、以中原和华北为主的肉羊产业带以及以 

东北、华北及京津沪等城市郊区为主的奶牛产业 

带等优势生产区域。2005年我国生猪产业带、肉 

牛产业带、肉羊产业带和奶牛产业带的产量已分 

别占到全国总产量的 74．5％、64．2％、80．5％和 

62．2％。华东、华中和华北等地区家禽生产优势 

明显，肉禽和禽蛋产业带生产能力分别占全国总 

产量的74．4％和73．8％ J。 

1．6 规模化和产业化程度不断提高 

我国畜牧业的规模化进程呈现出加快发展的 

趋势，各种养殖小区和适度规模养殖场得到了蓬 

勃的发展，到2005年，全国共建成各类畜禽规模 

化饲养小区 4万多个，年出栏 5O头以上生猪、 

2 000只以上肉鸡的规模化饲养区的比重分别为 

37．2％和75．2％；存栏 5头以上奶牛和 500只以 

上蛋鸡的规模养殖户的饲养量已分别占全国总量 

的54．4％和53％。畜牧业产业化水平不断提高， 

各类畜牧业经济合作组织在农业产业化组织的比 

例已超过20％，国家级畜牧业龙头企业数量占被 

认定农牧业龙头企业总数的30％左右 J。 

2 畜牧业发展面临的主要制约因素 

虽然畜牧业已经成为农村经济发展的生力 

军、建设现代农业的突破口和农民增收的主渠道， 

但畜牧业发展还面临着一系列内部和外部因素的 

制约。 

2．1 动物疫病防控形势非常严峻 

近年来各类动物疫病在我国频繁发生，重大 

动物疫病风险日趋突出。自2004年高致病性禽 

流感暴发后，2005年陆续发生了亚洲 I型 口蹄 

疫、猪链球菌病，并再次暴发高致病性禽流感，使 

我国畜牧业遭受了重大冲击。据专家估计，我国 

猪、牛、羊和禽的病死率分别为 8％、2％、4％和 

18％，每年由于动物疾病给畜牧业带来的直接经 

济损失近 1 000亿元，仅动物发病死亡造成的直 

接损失近400亿元，相当于养殖业总产值增量的 

60％左右 。 

2．2 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时有发生 

由于生产、流通及加工等环节监管不够，畜产 

品生产还存在很多质量安全隐患，如滥用或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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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兽药、违禁药品、重金属有害物质及生物性有 

毒物质，使动物性食品中兽药残留超标；畜产品加 

工、运输、销售过程中卫生条件不合标准，操作不 

合规范，导致二次污染等。2004年阜阳毒奶粉等 
一 系列畜产品质量安全事件的发生，对畜牧行业 

形象造成十分恶劣的影响，严重损害了我国畜产 

品质量的信誉。 

2．3 饲料资源制约长期存在 

目前，我国饲料粮每年缺口在4 000万 t以 

上，严重制约着畜牧业的可持续发展。饲料粮的 

短缺不但直接制约了饲料工业和畜牧业的发展， 

而且成为畜产品价格波动的主要因素。2000年 

以来，我国主要能量饲料作物玉米的产量连续下 

降，加之消费惯性上升、玉米大量出口和玉米制造 

乙醇项目的大批上马，使玉米的年度缺口逐年加 

大，价格快速上涨，成为我国畜产品价格剧烈波动 

的重要原因。我国蛋白质饲料原料明显不足， 

60％以上的氨基酸依靠进口，畜禽饲料中主要的 

蛋白原料均依靠进口 。2005年，我国的鱼粉和大 

豆进口量分别占世界贸易量的40％和30％，国内 

大型豆类加 工企业对 进 口大 豆 的依存 度 高 

达 80％ 。 

2．4 生态环境问题十分突出 

由于长期的过度放牧，牧区载畜量与建国初 

期相比猛增 3倍以上，导致我国草原生态受到严 

重破坏，草原“三化”面积不断增长，90％存在不 

同程度的退化，草原每年约减少 150万 hm 。虽 

然近几年国家投入大量资金，使草原生态有所恢 

复，但恶化的趋势并未得到有效遏制。畜禽污染 

物对自然环境的危害13益显现。畜禽粪便污染已 

成为农村面源污染的主要根源，绝大多数的畜禽 

养殖场(户)没有相应的畜禽粪便综合利用和污 

水配套处理设施，任意排放的现象非常严重。 

2．5 科技支撑能力相对滞后 

我国畜牧业科技创新能力不强，科技对畜牧 

业发展的支撑有待提高。科技投入比重与产值比 

重不平衡，虽然我国畜牧业产值占农业总产值比 

重已经超过 1／3，但对畜牧业的科技投入仅为农 

业科技总投入的1／10。科技供求结构不平衡，突 

出表现为提高产量的技术多，改善质量的技术少； 

引进外来的技术多，自主创新的技术少；一般成果 

多，重大成果少。技术推广和科研人才的构成不 

平衡，基层畜牧兽医体系人员存在年龄老化、知识 

陈旧、青黄不接的现象。良繁体系、良种推广和资 

源保护的重视程度不平衡，普遍存在“重引进、轻 

培育，重改良、轻保护”的现象。 

3 促进我国畜牧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 

措施 

结合我国进入畜牧业发展新阶段的实际情 

况，迫切需要各级政府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从建 

设和谐社会的战略高度出发，统筹兼顾畜产品质 

量安全、公共卫生安全和生态环境安全，从单纯追 

求数量向数量与质量、效益和生态并重的方向转 

变，建立与现代畜牧业相适应的科技支撑体系、疫 

病防控体系和加工物流体系，走优质、高效、安全、 

生态的畜牧业可持续发展道路，为实现农业增效、 

农民增收和农产品竞争力增强做出新的贡献。 

3．1 加快畜牧业生产方式转变，提高畜牧业现代 

化水平 

目前散养农户仍是我国畜牧业的主体，提高 

他们的标准化水平和生态意识，实现畜牧业生产 

方式转变，是建设现代畜牧业的关键。要加快我 

国畜牧业从传统散养方式向现代规模化、标准化 

和集约化方式转变。要以发展标准化养殖小区和 

规模养殖场为重点，促进养殖观念转变，推进健康 

养殖发展。要加大支持畜禽养殖小区和规模养殖 

场配套沼气建设等项目的财政专项投入，改善养 

殖生态环境和人居环境，促进环境友好。要落实 

优势畜产品区域布局规划，依托资源禀赋，引导畜 

产品生产向优势区域集中。 

3．2 建立畜产品质量可追溯体系。保障畜产品质 

量安全 

只有实现饲料原料、添加剂、药物等投人品的 

规范化使用、标准化管理、可追溯查询、法制化监 

督，才能保障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提高消费者畜 

产品消费信心。要建设完善的动物标识和动物疫 

病可追溯体系，为可追溯提供技术支持。要突出 

制度建设和设施建设，变被动、随机、随意监管为 

主动化、制度化和法制化监管。要加强生猪定点 

屠宰规范化管理，推进牛、羊和家禽的定点屠宰。 

3．3 实行种养有机结合，打破饲料资源制约瓶颈 

充足的饲料资源供应是畜牧业可持续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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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结合我国三元结构尚未建立、能量和蛋白饲 

料资源严重依赖进口的实际，要在开拓资源、保障 

供给、发展节粮上下功夫。要加大玉米良种补贴 

力度，将玉米纳入粮食直补范围，大力发展青贮玉 

米及粮饲兼用等优质专用玉米的种植。要落实玉 

米加工乙醇等深加工项 目的宏观调控政策，避免 

工业与畜牧业争粮。要积极调整畜禽饲养结构， 

引导饲养场(户)发展节粮型畜牧业。要积极在 

有条件的地区推广人工种植优质牧草，解决农牧 

民冬季饲草缺乏的困难。 

3．4 坚持自主创新与技术引进相结合，提高畜牧 

业发展的技术支撑能力 

畜牧业能否实现可持续发展，很大程度上依 

赖科技支撑能力的强弱，即能否实现畜牧业重大 

关键技术的自主创新，促进传统畜牧业技术的改 

造和升级。要积极组织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和企 

业进行关键技术攻关，力争在畜禽牧草良种培育、 

健康养殖、安全优质新型饲料研发等关键技术上 

有所突破。要坚持以科技人户和养殖示范场建设 

为载体，提高养殖户的技术和管理水平。加快集 

成各种养殖技术“傻瓜化”，促进畜牧业科技成果 

的扩散与传播。要大力扶持畜禽养殖协会等农民 

经济合作组织建设，发挥其在畜牧业科技推广中 

的积极作用。 

3．5 解决畜产品动物疫病和药物残留问题，促进 

畜产品出口 

要充分发挥我国畜产品较强的价格竞争优 

势，就必须不断提高我国畜产品质量，增强畜产品 

国际竞争力。要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的方式， 

积极开展多种形式的对外交流合作，与我国畜产 

品出口贸易国家和地区加强双边磋商。通过与 

OIE等国际组织加强合作，尽快实施无规定动物 

疫病区的国际认证，为畜产品出口基地建设奠定 

良好基础。充分利用国内国外两个市场、两种资 

源，培育“大进大出型”的外向型畜牧业发展格 

局，优化畜产品出口结构，实现出口产品和类型多 

元化。 

3．6 建立完善财政支持政策，提高畜牧业抗风险 

能力 

畜牧业是高风险的行业，政府必须在资金、贷 

款和土地等方面加强扶持，才能避免畜产品供给 

的大幅波动，保障畜产品的正常供应。要建立重 

大动物疫病损失补偿基金和畜产品收购储备制 

度，用于动物疫病暴发后恢复生产、启动市场，帮 

助各类养殖经营者渡过难关。采取“财政补贴占 

大头、养殖户出小头”的保费结构，引导、鼓励和 

支持保险公司大力开发畜牧业保险市场，当前要 

尽快启动种畜禽的政策性保险。探索建立畜牧业 

政策性信用担保制度，为养殖场和养殖户提供低 

息或无息贷款，解决发展畜禽规模养殖资金不足 

的问题 。 

3．7 切实抓好重大动物疫病防控工作，提高我国 

的动物卫生水平 

健全动物疫病防控体系，有效遏制重大动物 

疫病的暴发，降低普通动物疫病的发生，是保障我 

国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实现畜牧业可持续发展 

的基本要求。要以实施《全国动物防疫体系建设 

规划》为契机，提高我国的动物卫生水平。加强 

动物疫病防控体系和基础设施建设，提高防控技 

术支撑能力，加强动物疫病预警预报，完善动物疫 

病应急处置能力，推进兽医管理体制改革，提高基 

层兽医队伍疫病防控能力，加强动物卫生执法监 

督体系建设，提高依法行政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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