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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国 畜 牧 业 成 功 战 略 和 今 后 设 想

作者:刘少伯 石有龙 葛 翔 刘 诺 期号：2005年第23期  

   

    我国农业建设十分快速，特别是畜牧业，经多次战略性调整，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经济改革初期，我国肉品总产量
只有856万吨，2004年肉品总产量达到6 933万吨，肉、蛋总产量都居世界之首；而同一时期内，粮食产量只增加了54％。
畜牧业取得巨大成绩，要归功于畜牧业的各项战略改革，它产生了巨大活力，使生产力空前解放，总结这些成功战略，为今
后的发展提出设想。 
1 理顺产权关系，不断进行所有制改革 
    畜牧业的产权关系改革最早，调整最彻底。中央发布了“一号文件”实现了养殖产权“私有化”，将脆弱的畜牧经济还
给家庭经营。当时集体饲养，每头母猪年平均出栏肥猪才５头，效率很低，现在超过13头，效率大大提高。农业企业化也是
从畜牧业开始的。产权关系不断改革为多极化：“国有制”、“公司所有制”、“专业户所有制”和“农户所有制”并存。
只要适合生产力发展，不拘一格，因地制宜。 
    畜牧业首创“私营大企业”、“外资企业”、“合资企业”并存，特别是饲料行业，产值超过700亿，大量资金融入畜
牧业。以畜产品加工为龙头的大企业和专业户联合。例如：乳品业、屠宰业、食品加工业与饲养户联合，资产越来越大，企
业管理越来越现代化。调整产权关系一直推动着畜牧业改革和发展。展望未来，将出现下列产权关系变化。 
1.1 畜牧企业大型化 
    对成功企业鼓励、扶植,扩大投资，组建“大企业”。 
1.2 企业综合化 
    今后将鼓励、扶植养殖业扩大投资，组建包括加工、饲养、销售为一体的综合“大企业”。 
1.3 企业国际化 
    鼓励大型畜牧企业与国际接轨，接受国内外投资，扩大国际市场，建立产品出口专营区。 
在大型龙头企业管辖区或大企业联合体，创建有针对性的疫病洁净区或控制区。中国幅员辽阔，不可能象一个欧洲大小的区
域那样，在短期内控制或消灭所有疫病，只能做到局部洁净。国家应为出口专营区提供基础设施、技术更新、信息和物流方
便。 
1.4 省区间生产区域联合化 
    组建国内产区和销区的“联合企业”。 
1.5 提升大企业功能，根据需要参与某些行政管理 
    我国农村小生产企业过于密集、分散，对于消灭疫病十分不利。过去依靠兽医防疫部门控制质量和管理防疫。从近年经
验看，旧管理体制需要改革，大型畜牧企业有必要参与地方管理。质量和防疫对企业利润与生存关系密切。例如：禽流感一
旦发生，周围3km内所有禽类都要进行扑杀，企业执行要比任何人认真坚决。不能让一个饲养户搞垮一个影响地方经济的大
企业。 
1.6 进一步提倡规模饲养 
    从四川人畜共患疫病、禽流感传播等问题来看，今后需大力推动农村规模化饲养。组建新式规模畜舍楼，集中饲养，实
现统一规范管理，充分利用技术力量，严格检疫、防疫制度。农户可租用楼舍，既节省土地，又加强了包括市场管理在内的
技术管理。畜禽饲养进一步调整新的产权关系，与多年前不同了，传统畜牧业越来越失去优越性，压缩农村散养是今后养殖
业的大趋势。 
2 畜产商品交换、分配和消费的“自由化” 
    商品经济规律必须建立在自由、统一的商品市场上，我们过去遇到的“羊毛大战”、“棉花大战”、“蚕丝大战”、
“粮食封锁”等，就是因为没有自由、统一的商品市场。畜牧业打破了这种局面，猪是第一个市场“自由化”的商品，所以
才成为发展最快的产业。带动生产的是市场价值，肯定价值的是市场，因此，企业、农户、行政管理部门都应当在市场领域
下大功夫。计划经济最槽糕的管理就是市场。当时的目的就是改变资本主义无序的生产和交换，将价值固定为劳动量。所
以，改革最需要突破的是适应市场规律。猪又是最先通过“一号文件”承认市场“价值”的家畜，活猪从禁锢多年的每千克
0.65元放开，有了活力，实现了畜产品贸易自由化。 
2.1 完善和建设商品交换的场所——交易市场 
    商品交换第一个环节是市场体系。它是我国计划经济的薄弱环节，目前，仍是需要投资建设的项目，这些项目包括：种
畜和活畜拍卖市场、畜产品批发市场、物流配送市场以及相关的配套服务。例如，服务市场的银行、旅店、家畜运输、寄养
栏圈等。我国在很多方面还很落后，运牛每车才装6～8头（美国每车装80头）使我们运输成本较高。活畜的屠宰加工落后，
是因为市场太分散。市场设施成为提升质量和充分开发产品的关键，有投资意向的企业应当有一个正确认识。 
2.2 完善商品交换规则 
    根据发达国家经验，农业领域内最重要的是农业法，它很大程度上是农产品法。生产、交换的产品数量和质量必须依
法。为此，需要一系列标准化，工业领域已经执行的，农业领域还需要建立。科学家、企业家、行政管理人员仍然需要继续
努力。人大通过的畜牧法、兽医法、草原法，使畜牧生产活动有了规范和保障，这类工作以后还需要加强。 
2.3 加强畜牧市场的信息建设，培养企事业单位的知识主管 
    社会的商品大战、价格大战、经营大战，说到底是信息大战，谁能够在信息管理上运用自如，谁就是赢家。我国在畜牧
业信息方面颇有成就，价格信息已经累计135个月。发达国家已进入信息社会，我国信息产业也发展很快，对于最复杂、难
度最大、可控性最差的产业——农业，最迫切需要的是农业信息建设和推广应用。 
    随着信息产业的发展，通过互联网络可获取各式各样数据，数量之大、品种之多令人眼花缭乱，决策者反而无从下手。
在这一背景下，世界产生了新职业——“知识主管”或“智力资本主管”。他们在信息海洋中，帮助领导研究、筛选、加
工、提炼，将有用的信息组织成为领导的决策依据，使农业经营和企业管理科学化。 
2.4 实现二次分配和合理消费 
    完善市场管理也包括使畜产品的质量拉开档次，这也是建立市场公平、社会和谐的手段。市场质量内容很多，包括不同
货架期，早晨、晚上鲜肉价不同，保质期内外不同等，以适应不同消费层次选购。产品档次拉开，使不同消费者支付更趋合
理。充分体现“和谐社会”。社会越发达，人们摄取的营养越平等。虽然质量档次不同，但摄取的蛋白是相等的。今后，人
们收入趋于分散化，但摄入的营养却趋于平均化。这有利于社会稳定，也是市场的职责。 
3 畜牧技术的“傻瓜化”和实现组装畜牧业 



 

 

 

    畜牧业是农业中接受科学技术改造最好、最快的。我国传统畜牧业实现了大规模技术改造，建立了饲料工业。在世界牲
畜最多的国家推广平衡饲养，推广高效良种和设施保障，提倡规模养畜，很有成效。这归功于畜牧科技的“傻瓜化”。实质
是提高了生产要素的科技含量，再集成组装，将技术产品产业化、商品化。农民在购买生产资料的同时，就引进了高新技
术。摆脱农业的落后状况，关键在于能否让农民应用现代技术（最简单、最快捷的方式），畜牧业是接受“傻瓜化”技术最
多的，象使用“傻瓜照相机”提高照相技术一样。 
    今后科技发展趋势是软科学的硬件化，开发工程化的产品。例如，配合饲料，农民不需要了解原理，只要遵照说明书，
知道家畜年龄，处于什么生长阶段，喂几号饲料就够了，无需了解详细内容。家畜生产需几十种营养成分，通过选购添加剂
就能达到营养平衡。推广先进技术变成“傻瓜化”产品以供选用。 
    今后提高农业科技水平，一靠开发农业高新技术；二靠将技术转化成“硬件商品”，供农民选购。科技“傻瓜化”程度
越高效果越好。 
3.1 不断开发畜牧新工艺、新技术、新材料，尽快实现硬件化 
    转化科技成果是在社会需求基础上提出项目，由畜牧工程中心进行中试，最后由企业开发成生产使用的商品。今后，应
提升技术开发产业链，农业部、科技部加强对技术开发产业链的管理和提供财力支持。我国存在相应的机构并具有相应功
能，希望各行业专家多提具体项目。 
3.2 有实力的企业应参与科技成果的工程化 
    这是一项开发性投资，成为硬件的产品是有回报的，而且是真正的生产力。应当了解到，如果科研投入1万元，成果的
工程化需投入10万元，转化为科技商品需投入100万元。例如，饲料氨基酸是生产高效、低投入的关键产品，使蛋白质降低
消耗。这是精细化工的高技术产品，发达国家垄断技术。现在又要更新换代成多肽、寡肽。可见，农业需要高新技术的支
持，农民只需要选择对路的产品，组装生产。 
3.3 改革现有的畜牧站点，建设技术服务市场 
    现代农民的生产，很大程度是使用“傻瓜化”技术产品（配合饲料、家畜良种、高效疫苗等）以固定程序组装，但在选
择工艺、技术、材料时，还需要科学的咨询服务，尽可能选择最佳方案，使其成本低、效率高。有实力的企业和有意改革的
畜牧站点可组建畜牧服务公司，为专业户、小企业提供有偿技术服务。例如：消毒公司、防疫公司、种畜公司、剪毛公司、
驱虫公司等将应运而生。现代生产越来越需要专业性、有保证的技术服务，如果你的产品效率低、成本高，质量不合格、市
场就会拒绝销售。这种挑剔的局面，预计很快会到来。 
3.4 科研体制、机制，科技投入都需要相应改革 
    总体看需要实现“科学研究经济化和经济活动科学化”。前期科学研究还不是直接生产力，一般国际上也不保密，应尽
量互通有无。只有工程化、集成化的技术，或即将在生产上应用市场上能销售的技术，才是真正的生产力。应当大力提倡科
学技术转变成生产力的科研体制。过去科学技术推广不力，与前期互不通气、重复研究、后期开发不够、停留在软科学上有
关。 
科学研究经济化需要企业参与，特别是大企业，企业对科研成果要求明确，鉴定简单、实用。企业的经济活动也需要科学参
与，特别是增强研究部门，不然将影响企业的生存和发展。 
4 优化资源配置，实现畜牧业资源、生产、市场的良性循环 
4.1 畜牧业是农业中利用资源优化配置促进生产发展最有成效的模式 
    任何生产都是资源的转化，转化过程又形成互为资源的产业循环。我国是个资源相对短缺的国家，特别是粮食。畜牧工
作者曾多次开展战略性研讨，围绕饲养什么、如何饲养，目标是节约资源，形成良性循环。 
    传统畜牧业因长期精料短缺，造成生产低效，总耗粮量反而增多。改革以来，采取了推广良种、改进饲养技术等措施，
显著提高了转化效率。增加了肉食，改善了食物结构。由于摄入动物蛋白增加，使膳食更趋合理，营养更加平衡，从而降低
了粮食需求，节约了粮食。人们再用节余的粮食饲养牲畜，进一步提高养殖效率，往复循环。形成“粮转料、料增效、猪增
肉、肉节粮”的良性循环。这就是资源的优化配置，使有限的资源发挥最大效益。所以畜牧业走在种植业的前面。 
4.2 畜牧业出现区域化趋势越来越明显,将逐步形成区域良性循环 
    近年来，养殖的盈利能力和利润水平出现明显的省区分化，因为我国经济发展较快，在短短几年就出现了其它国家需多
年才出现的现象。当然，与我国基础设施建设成就有关，高速公路、快速铁路运输力发展之快，世界瞩目，对于商品区域化
起了巨大推动作用。趋势是北方玉米带形成畜产品的生产区，东部沿海和南方经济发达区成为畜产品销售区。它将形成南北
的经济循环和畜牧发展新热点。北方资源区适合畜产品生产、加工，源自生产成本低；沿海经济发达，有消费更多畜产品的
购买力。产区因市场扩大而增产，获得更多利润；销区享受了比当地廉价的产品，更有利于经济发展。这将促进两个区域经
济的良性循环，企业家、投资者应当关注这种发展趋势。 
4.3 探讨农业生产国际化对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作用 
    我国是个资源短缺的国家，特别是形成世界公认的制造业大国后，资源、能源更趋紧张。国家间资源交流与产业互补，
促进共同发展，建立世界经济良性循环是大趋势。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应对新形势、新事物设想新战略。 
    我国农业成就世界瞩目，现在粮、肉、蛋、鱼产量都居世界第一，世界近45%的猪肉产自我国。虽然整体农业比发达国
家落后，但我们的经验、技术、装备和基础设施建设能力更适合发展中国家，对促进农业发展有一定优势和竞争力。具备帮
助发展中国家发展粮食、改造畜牧业条件。以农业援助发展中国家，交换资源，是可选择的战略方案。中国年出口粮食1 
500万吨，占世界5.4%。进出口都不多，援助其它国家比较困难，进出口只是为了调剂。 
    世界农业格局是：粮食富裕国家都是经济发达的工业国，人均占有量1 000～2 000kg。粮食出口都以发达国家为主，
每年约2亿吨，占全球的76%，其中欧洲占一半，美国占一半。工业国对多余的粮食，第一作为粮食贸易，赚钱盈利。为竞争
市场，国家往往对农产品加工、销售和国际贸易以及生产条件提供优厚的补贴支持，以竞争市场和提高农民收入。 
    非洲50多个国家，人均占有粮食才139kg。发展农业涉及广大群众生活和营养水平。我们以农业援助发展中国家，交换
资源，当然会受到这些国家人民群众的欢迎。因为发展中国家缺乏支付能力，我们设想以共同开发矿产、能源等资源，偿付
农业设备、种畜和技术的费用，形成相互帮助，实现共赢，建设新的国内外工农业循环。 
    我国畜牧企业仍是对外贸易弱者。肉类出口仅100万吨，占产量的1.4%，潜力仍没有发挥。今后应设置国际农业外援与
促进工业发展研究中心，专门研究农业参与国内外工农业的循环，特别是针对发展中国家，培养本国和外国研究生。并与贸
易国交换研究人才和合作项目。今后世界的合作体制，必将建立在实现共赢和人民群众欢迎的基础上，不重视了解相互需求
和特点，是不会长久合作的。  

（编辑：崔成德，cuicengde@to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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