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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重视农牧户在苜蓿产业

发展中的作用和利益

侯向阳
#中国农业科学院草原研究所"内蒙古 呼和浩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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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系统分析我国苜蓿!

!"#$%&

'

()&*$+&

"产业发展现状#农牧户在苜蓿种植中的作用#发展空间和利益的基础

上$指出我国苜蓿产业发展必须要立足于我国奶业发展的基本特色$走出一条符合我国基本国情的#以千家万户的

农牧户为主体的#有中国特色的苜蓿产业发展道路$并提出强化农牧户发展苜蓿产业作用的科技和政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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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花苜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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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是兼具生产和生

态功能的饲草之王&

&$

世纪
#$

年代以来"随着奶

业的发展及国家退耕还草生态工程的实施"苜蓿种

植范围不断扩大"苜蓿加工企业迅速发展"苜蓿产业

化生产格局逐步形成"已成为我国农业产业经济增

长的一个新亮点&

然而"由于对苜蓿产业自身的定位'生产主体和

服务主体以及发展动力认识不到位和不充分"在发

展过程中片面贪大'贪快"不符合中国农业产业资源

和方法的特点"导致苜蓿产业的发展多次陷入低谷&

&$$2

年三聚氰胺事件的发生引发了政府和公

众对奶产品安全的高度重视与关注&共识性地认识

到"要解决奶食品安全问题"就要从源头抓起"解决

高蛋白优质饲草的供给和利用问题&这对于首选的

高蛋白优质饲草苜蓿产业的发展来说"正迎来前所

未有的新的发展机遇&但是"面对这样的机遇"我们

必须冷静地反思过去走过的弯路"正确地定位产业

发展的动力与主体"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苜蓿产业

发展道路"确保苜蓿产业健康有序地发展&

!

!

我国农业产业资源和发展模式现状决定

苜蓿产业发展要立足中国特色

我国是一个拥有
%:

亿人口的农业大国"其中农

业人口占总人口的
7<6&=

&

&$$2

年"我国农业生产

总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
%#6%7=

(

%

)

&然而与国外发

达国家相比"我国农业产业基本处于从业人口多'生

产规模小'生产效率低的状况&以奶业为例*近
%$

年来"我国奶业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2

年"全

国奶牛年末存栏数
%&::67

万头"牛奶总产量

:77262

万
>

"人均牛奶占有量
&<62!?

@

(

%

)

&但是我

国奶业生产主体为年存栏数低于
%$$

头的中小牧

户"其存栏奶牛头数占奶牛总头数的
2$6!=

"其中

存栏数低于
&$

头的奶牛户饲养奶牛头数占奶牛总

数的
<:6#=

%存栏数大于
7$$

头的大中型奶牛饲养

场饲养奶牛头数仅占奶牛总数的
%$6$=

#图
%

$&可

见当前我国奶牛饲养的主体是中小牧户&

图
!

!

不同规模牧户饲养奶牛头数"

"##$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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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之相对应"存栏数低于
%$$

头的中小牧户年

生产牛奶占牛奶总产量的
K76$=

"其中存栏数低于

&$

头的小牧户牛奶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
7<6#=

#图

&

$&由此可见"当前我国奶业生产的主体也是存栏

数低于
%$$

头的中小牧户"尤其是存栏数低于
&$

头

的小牧户&

图
"

!

不同规模牧户牛奶产量"

"##$

年#

!!

由此可见"中小牧户仍是奶牛养殖业和奶业发

展的主体&因此"激发和保护广大中小牧户养牛的

积极性是促进我国奶产业发展的根本动力&事实

上"农业产业#如苜蓿产业等$大多都是以农户为主

体进行产业发展的&

苜蓿产业是草产业的主要组成部分"也是奶业

发展的重要支撑&但是"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内"我国苜蓿产业的发展一直处于误区"存在资源主

体不明确'分工不明确'产业发展动力不明确等问

题&一方面没有充分调动和保护农户种植苜蓿的积

极性"种植面积年际间波动极大"严重影响到对下游

奶牛优质饲草的稳定供给"致使我国每年不得不花

大量外汇从国外购进苜蓿干草&另一方面不少企业

种植苜蓿规模一味求大"对真正的主体市场把握不

到位"多数企业将市场定位于我国东部发达城市或

国外市场"忽视了牛奶生产主体---广大中小农户

对苜蓿的巨大需求"从而导致苜蓿市场和产业利润

极不稳定&

苜蓿产业是奶业产业链的重要环节&苜蓿产业

的大发展离不开奶业的大发展"离不开对奶业大发

展真正需求的准确把握&我国整个农业产业的特殊

性和奶业发展的特殊性"注定了我国苜蓿产业发展

的特殊性&因此"我国苜蓿产业的发展不能照搬西

方发达国家的模式"只能立足于我国奶业发展的基

本特色"走出一条符合我国基本国情的'以千家万户

的农牧户为主体的'有中国特色的苜蓿产业发展道

路&实际上由于奶业的生产主体主要是中小牧户"

因此苜蓿消费的潜在主体也应是饲养奶牛头数低于

%$$

头的中小型牧户"而不是仅占
%$=

份额的大中

型饲养场或企业&

当然在苜蓿产业发展中企业的作用也不能轻

视"但是农户的作用更应该引起重视&对于特定苜

蓿的产区"首先应立足本地区"结合地方养殖产业的

生产实际"尤其要注重奶业与苜蓿产业结合"实现就

地转化和利用(

&

)

&在注重满足本地发展的基础上"

可以适当拓展外部市场(

:

)

&

"

!

农牧户在苜蓿产业发展中的作用现状及

发展空间

"6!

我国苜蓿产业发展现状
!

我国苜蓿种植地

区以西北'华北'东北为主"

&$

世纪
2$

年代全国种

植面积
%::

万
FC

&

"目前达到
:2$

万
FC

&

"苜蓿干草

年产量约
&7$$

万
>

&全国有草产品加工企业
&$$

余家"其中
7$

余家年加工能力在
:

万
>

以上"

7$

余

家
%

#

:

万
>

"余者皆在
%

万
>

以下&生产的苜蓿草

产品主要为草捆'草粉和草块"

2$=

以上苜蓿草产品

为三级品#粗蛋白含量
%!=

#

%<=

$&当前我国苜

蓿生产供应远不能满足市场需求&

&$$K"&$$2

年"

广东'上海'天津'河北等地被迫高价进口美国苜蓿

近
%

万
>

"销售到奶牛场的价格为
&&$$

元!
>

"

&$$#

年进口苜蓿达
2

万
>

"预计
&$%$

年将达到
%$

万
>

&

我国的苜蓿产业总体上还处于初期发展阶段&

&$$%

年首届中国苜蓿发展大会的召开揭开了我国

以企业为龙头"以市场为导向"基地加农户企业化运

作"产'学'研一体的苜蓿产业化的序幕&经过
2

年

的运作和实践"苜蓿产业处于产量从过去供大于求

到现在完全不能满足市场需求的状况&在此过程

中"我国苜蓿产业发展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

$

种植农户缺乏科学知识"苜蓿种植生产技术落后"草

产品品质低下%

&

$牧草生产规模小"缺乏相应的中小

型机具"导致苜蓿生产与加工机械化程度低"制约了

苜蓿产业的发展&

:

$苜蓿产业链条松散"不能协调

发展"+公司
8

农户,的生产经营模式"只是形式上的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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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不能体现经济上的联合&

"6"

农牧户在苜蓿种植中的作用
!

我国的苜蓿

种植以农户分散种植为主"常出现种植者找不到用

户'用户找不到产品"产需脱节的局面&我国目前的

:2$

万
FC

& 苜蓿地都是由农户种植"其中一家一户

种植面积占总面积的
#$=

"由企业#包括大型牧场$

承包的不足
%$=

&按照对市场的贡献计算*农户自

产自用"所生产的苜蓿不占市场份额"对产业链没有

直接贡献"但通过动物转化后可间接产生生产效益%

在市场流通的苜蓿主要来自企业"农户是主要的劳

动者"对苜蓿产业的贡献与企业家各占一半"但市场

流通苜蓿仅占苜蓿产量的
76&=

&

表
!

!

"##!%"##&

年全国紫花苜蓿生产情况

年份 年末保留面积#万
FC

&

$

总产量#万
>

$

&$$% &2!6#& %<#K6<2

&$$& :%#67% %<!%6<!

&$$: :2:6!# &$!$6#<

&$$! :2#6#K &!$:6!%

&$$7 :!$6#< &7:%6:&

&$$< :K26$K &<&$67K

&$$K :2&6$< &7!<6<:

!

注*数据来源为.草原基础数据册/"全国畜牧总站编(

!

)

&

表
&

'表
:

同&

表
"

!

"##!%"##&

年全国紫花苜蓿商品草生产情况

年份 生产面积#万
FC

&

$

总产量#万
>

$ 销售量#万
>

$

&$$% %:6%% #<672 <#6&&

&$$& %K6#K %!&6K7 K$6K!

&$$: :%62% &&K6!< %$%6#K

&$$! :76&: :%7627 %$26KK

&$$7 :%6!: :$%6:2 %K%67!

&$$< ::6%: :%267# &&:6%:

&$$K :$6!: :%K6!$ &$&6K%

表
'

!

"##!%"##&

年全国草产品加工企业

紫花苜蓿生产情况 万
>

年份 生产能力 实际生产量 出口量

&$$% &$6#$ 76&$ $6:$

&$$& &%6!$ 76:$ $67$

&$$: &76!$ 76<7 $67$

&$$! %$$62$ !%6&< $6&$

&$$7 %<76%K 7$6&7 <6$7

&$$< %&K6:& !76$# %6:7

&$$K &!<6#2 K:6%7 76!7

"6'

农牧户生产苜蓿的利用与经营模式
!

据

调研"我国占绝大多数的奶牛养殖户#

7

#

%$

头$几

乎不用苜蓿"只有规模化养殖户#

7$

头以上$和企业

或农场#

%$$

#

7$$

头$才利用苜蓿&从图
:

也可看

出"调查地区苜蓿在奶牛日粮中所占比例很少&奶

牛散养户大多数耕地都用来种植粮食或青贮玉米

#

,"&-&

.

)

$%规模养殖户种植苜蓿用于家庭养殖需

要"以自产自用为主"多在孬地或旱地种植"靠人工

收割和打捆"主要以青饲'干草形式利用%企业#包括

大型牧场$则通过企业与农户签定的+订单草,'+合

同草,运行"企业对苜蓿实行统一收购'加工'销售"

农户负责种植'田间管理&

图
'

!

不同地区奶牛日粮中苜蓿的使用情况

"6(

苜蓿产业的发展空间
!

随着我国奶业的蓬

勃发展和国际市场上苜蓿草产品需求量的不断

增加"苜蓿产业有了更大的发展空间&然而"由

于我国
%6&

亿
FC

&

#合
%2

亿亩$耕地红线的限

制"宜垦荒地资源有限的限制"人均耕地占有面

积不足
$6%:FC

&

#合
&

亩$的限制"近期内大规模

扩大苜 蓿 种 植 面 积 是 不 现 实 的&实 际 上"以

+料
8

草,的养殖方式短期内也不会发生根本性

改变%草田轮作制和种苜蓿改造中低产田在农区

难以贯彻落实%以企业为主体"建立大面积的苜

蓿产业基地"实践证明由于管理成本高等原因"

持续性较差&因此"促进苜蓿产业发展关键是要

充分发挥农户的作用"稳定现有基地"提高管理

技术水平"提升产业标准化生产水平"同时保障

广大苜蓿种植户的经济利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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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牧户种植苜蓿的利益是影响苜蓿产业

发展的重要因素

'6!

国家补贴政策变动影响农牧民种植苜蓿

积极性
!

%##2

年国家制定.全国生态环境建设规

划/"

%###

年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启动实施包含

+退耕还林#草$'封山育林'以粮代赈'个体承包,措

施的退耕还林还草战略&该项目补贴政策的实施"

有效调动了农民种植苜蓿的积极性"但之后国家取

消种草补贴'增加粮食补贴"又导致大量苜蓿草地翻

耕退草&以甘肃省景泰县为例"

&$$%

年新种苜蓿面

积
%<7$FC

&

"

&$$!

年高达
::#$FC

&

"但
&$$7

年下

滑到仅有
%$#$FC

&

"而且更为严重的是苜蓿保留面

积也只有
%7:$FC

&

"实际上
&$$:"&$$!

年翻耕苜

蓿面积
2&<FC

&

"

&$$!"&$$7

年翻耕
:<K$FC

&

&大

量苜蓿在未达高产期时翻耕"造成了苜蓿种子'劳力

及其他投入的浪费"反映了补贴政策对农民种植苜

蓿的直接影响"也反映了农户种植苜蓿效益和种植

动机存在问题(

7

)

&据调查"西部不少地区都存在工

程项目未验收或验收之后"就将大片退耕还草地+退

草复耕,&原因主要有"只有极少部分退耕种草户能

享受钱粮补助"补贴不能满足退耕农户的预期愿望"

影响其退耕种草积极性%种草和牛羊养殖不配套"许

多地区牛羊养殖一直没发展起来"绝大多数农户养

羊'养牛都是用玉米秸秆"苜蓿草用得极少&

'6"

苜蓿比较效益低$影响农牧民种植苜蓿

积极性
!

从表
!

可以看出"种植苜蓿的效益远远

小于种植其他农产品"与蔬菜和林果业相比收益差

距更大"而且苜蓿种植在第
&

年后才能真正产生效

益&另外"一些农民收获苜蓿后无法及时加工出售"

使苜蓿失去了饲用价值"只能当柴烧火"挫伤了农民

种植苜蓿的积极性&因此"农业的比较效益低是直

接影响农民种植的限定因素"农民不会考虑种植苜

蓿的长期效益和综合效益"现有土地资源的利益最

大化是农民的决策目标&

表
(

!

"##)

年西部省份和华北平原种植效益对比$

*

%

种植品种 效益#元!
FC

&

$

苜蓿
!7$$

#

K7$$

西红柿
&&7$$

棉花
%2$$$

小麦
8

玉米#套种大豆$

%&$$$

#

%7$$$

'6'

市场价格不稳$拉动不力$影响农户种植

苜蓿积极性
!

苜蓿市场波动大#图
!

$"

%###"

&$$2

年间"国内苜蓿市场价格变动#图
7

$&

&$$!"

&$$<

年苜蓿价格处于低谷"

&$$K

年开始抬升"到

&$$2

年达到最好水平&市场价格不稳"即使有些年

份有好的收购价格"也因农民经受不了市场的波动"

导致苜蓿种植大起大落&

图
(

!

美国年份苜蓿干草价格年际间变化

图
)

!

中国苜蓿干草价格年际间变化

'6(

技术水平低#加工品质差和标准化程度

不够是制约农民种植苜蓿效益的主要因素
!

我国农民种粮虽有精耕细作的传统"种植苜蓿却习

惯粗放经营&选择品种良种化率低"混杂退化严重%

田间管理只管种和收"不除杂草'不施肥"致使苜蓿

病虫草鼠害严重%刈割不及时'利用不合理"严重影

响其品质和产量%苜蓿干草收购时"仅以质量为标

准"只进行简单'少量的去杂和去潮处理"不考虑干

草品质或等级"造成优质不优价"农户只追求单产不

注重品质%草产品加工以初加工为主"品质差"标准

化程度低"产业化程度低"市场认可程度低"市场竞

争力差&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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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奶业企业或草业企业"带动作用

弱$影响农民种植苜蓿积极性
!

苜蓿产业链发

展不成熟"在这个产业链条上"有几个主要利益相关

者"即农民'加工企业'流通中间组织者或销售公司

以及饲草用户企业#奶企$"企业发展和竞争力不强

以及产业发展中企业对农民利益的不关注"直接影

响农民的利益和种植苜蓿的积极性&

随着畜牧业的进一步发展"一大批苜蓿加工企

业的相继投产"原料不足的问题会更加突出&要打

通苜蓿产品市场"面临着许多不利的因素"一是种植

基地规模小"产量低%二是交通不便"加工设备落后"

运输成本高%三是信誉缺失%四是在苜蓿收购渠道中

缺少中介组织"加工销售公司原料缺乏"同时农户种

植的苜蓿难以商品化&

(

!

明确定位&优化模式&强化支撑&发展健康

稳定的苜蓿产业

(6!

确立农牧户苜蓿产品仍将是国内主体产

品资源的观念
!

从土地的承载人口和土地使用

方面来看"我国仍为农牧业和农牧民占有较大比例

的农业大国"我国土地归国家所有"使用权归农牧

民"人均土地占有量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苜蓿生

产有向规模化标准化方向发展的趋势"但需履行的

程序复杂"而且生产成本远远高于农牧民种植的费

用&农牧民种植尽管品质稳定性差"商品化程度低"

但其自用或就地消化与商品化结合的方式"对市场

风险具有一定的承受力"这也是在国内市场很小而

苜蓿种植保留面积仍然较大的原因&

(6"

多样化地优化农牧户苜蓿种植生产模式

!

根据我国国情"特别是政府相关土地政策'农村

支持政策的调整"加强农牧户种植苜蓿的模式经济

和农牧户行为经济学研究"多样化地支持和发展农

牧户种植苜蓿的模式"制定有效的引导政策"对于发

展高效稳定苜蓿产业具有重要作用&

(6"6!

自产自用型及兼用型
!

由于我国养殖业目前

仍以散养为主"所以在较长时期内"苜蓿的种植将会

以养殖户#尤其奶牛养殖户$自产自用模式为主&但

随着苜蓿产业的发展"商品化程度的提高"农牧户苜

蓿种植将逐渐向自用与商品化兼有的趋势发展&由

于受加工条件的限制"该模式规模较小'主要利用形

式是苜蓿干草和鲜饲&

(6"6"

联户经营模式
!

随着苜蓿市场的发展"对产

品品质的期望不断提高"散户种植的收获问题将更

加突出"联户经营模式便于机械化收获作业"有利于

标准化生产"在土地流转的政策下"将产生规模化'

机械化生产的苜蓿专业大户&

(6"6'

公司
8

基地
8

农户模式
!

+公司
8

基地
8

农

户,模式中"农户以低成本的栽培管理为主"公司以

引导'技术与机械服务'加工与销售为主"发挥农牧

户与市场的桥梁和纽带作用"基地则起到示范带动

作用"并生产优质产品"为公司获得稳定收益提供支

撑保障&这种模式的发展"关键在于产业链中利润

的合理分配"公司应赚取适当的中间利润"过多地盘

剥农牧户的利润是多数联合体失败的原因&

(6'

强化农牧户发展苜蓿产业的科技和政策支撑

(6'6!

加强面向中小型农牧户的苜蓿产业技术与推

广服务体系建设
!

加强苜蓿产业技术研究和创新"

开发面向农牧户的实用型技术及小型机械设备"同

时加强苜蓿生产各环节技术的宣传和普及"包括品

种选择'栽培技术'杂草控制'病虫害防治'收获时间

和收获质量控制等+傻瓜式,标准技术"重点解决潮

湿地区苜蓿的鲜贮#青贮$技术问题&

(6'6"

加强政府扶持和补贴政策
!

扶持广大农牧户

发展苜蓿产业"不仅可以提高反刍家畜的饲养效益"

提高农牧民的收入"同时在我国饲料蛋白质缺口较

大的情况下"可有效缓解蛋白质资源的进口压力&

据研究"仅用苜蓿为单一日粮"即可满足奶#肉$牛的

蛋白和能量来源"优质苜蓿产品的蛋白质含量高于

奶#肉$牛精料补充料的含量&

农牧户是政府扶持和补贴政策反应最敏感的群

体"所以在一定的区域"尤其是农牧交错带退耕还草

土地"通过政策引导农牧民种植苜蓿"使苜蓿种植与

粮食作物享有同等的优惠条件"是带动农牧户发展

苜蓿产业的有效手段&强化苜蓿的政府扶持"要从

粮食安全和生态安全两方面考虑&种植苜蓿既有对

于农牧民'企业的直接经济效益"也有对于区域'流

域的生态效益的外部性"所以苜蓿补贴应包括粮食

性补贴和生态补偿性补贴&

(6'6'

加强支持苜蓿生产合作组织和专业农机户社

会化服务
!

农牧户生产苜蓿产品进入市场的关键环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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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是品质问题"而苜蓿生产的机械化程度是影响产

品品质的重要因素之一&小规模的分散生产无法实

现机械化作业"更不利于市场产品资源的组织&因

此"在苜蓿生产中"必然要走联户经营或合作组织的

形式&通过专业化的组织分工"形成苜蓿机械化服

务专业户"进而提高生产效率&

(6'6(

加强苜蓿产品加工企业的引导作用
!

以农户

为基础发展苜蓿产业的最大障碍是信息的不对称"

致使苜蓿产品用户找不到商品资源"生产者不了解

市场需求"而企业是生产者与市场之间的最佳纽带"

也是产业化发展中必不可少的因素之一&因此"在

苜蓿种植区域"提供优惠条件#土地'税收'融资$吸

引苜蓿加工企业"是促进农牧户苜蓿产品进入市场

的最快速的方式%通过苜蓿加工企业的引导和组织"

实现农户苜蓿产品与市场的对接"形成利益共同体"

是市场经济时代的最佳结合点&同时"扶持与建立

苜蓿产品加工龙头企业"可加快科技的普及"延长苜

蓿产品链"实现产品的增值&

总之"在其他产业的带动下"随着苜蓿产业化的

不断发展"国内苜蓿产品的市场需求正在显现"为苜

蓿业的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苜蓿业正向着

朝阳产业的方向迈进&在这个进程中"如何把握好

机遇"促进产业升级"减少弯路"是苜蓿产业从业者

必须面对和重视的问题&如何在科学发展观的引领

下"走出具有中国特色的苜蓿产业发展之路"无疑是

非常关键的一环&而在我国苜蓿产业化体系中"占

据资源生产主体的农牧户"则必须受到重视&无论

是产业科技'产业政策'产业模式'技术推广"都应把

重点向农牧户苜蓿种植模式倾斜&只有这样"才能

保证在产业化发展的初期"资源与产品品质的持续

稳定"保护农民'企业'用户三者之间的利益"达到产

业市场的需求"使苜蓿产业化稳步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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