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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我国畜牧业经过十几年的不断摸索和实践, 已逐渐形成一个具有特色的行业。通过对

畜牧业产业化发展现状的分析, 立足国情, 提出了畜牧业产业化的方向和内容, 以及发展过程中

需要注意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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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usband ry & V eterinary D ep artm en t, Ch ina A g ricu ltu ra l M in istry ,B eij ing )

Abstract　Fo r a dozen years of develop ing and p ract icing, a hu sbandry bu siness w as

fo rm ed. W ith ana lysising on the actua lity of the hu sbandry developm en t, the d irect ion and

con ten ts w ere p referred. Severa l p rob lem s tha t w ou ld concu r on the w ay to indu stria lize

w ere d iscu ssed in the art 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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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牧业产业化的兴起, 为畜牧业的快速、协调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各方面对此反应积

极, 表现出很高的热情。如何加深对畜牧业产业化必要性和重要性的认识, 进一步理清思路,

采取更具针对性的措施, 保证产业化的健康发展, 是一个急需研究的重要课题。

1　畜牧业产业化发展的历程

我国畜牧业, 经过改革开放以来10多年的发展, 取得令国人鼓舞、让世人瞩目的成就。

1996年, 全国肉蛋奶总量分别达到5900万 t、1900万 t 和720万 t。人均占有肉类4915kg, 蛋类

16kg, 奶类6kg。就生产总量而言, 我国肉蛋产量已分别占到世界总量的26% 和36% , 可谓名

副其实的肉蛋生产大国, 在全世界肉蛋生产中占有重要地位。我国人均肉蛋占有量逐年提

高, 自90年代初以来, 一直高于世界平均水平。

畜产品持续增长, 极大地丰富了城市居民的菜篮子, 改变了以往市场供应紧缺的局面,

基本满足了人民对畜产品日益增长的需求, 而且为稳定全国市场和物价发挥了积极作用。从

总体上看, 畜牧业已初步发展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产业, 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明显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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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 具备支撑与相关产业协调发展的实力。

但是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实施, 畜牧业与新体制不相适应的现象日益显现。我国畜牧业

连续增长, 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改革开放的政策驱动, 随着改革进一步深化, 这种政策效应

将是走弱态势, 今后的畜牧业应主要借助良好的政策环境, 建立自我发展机制。同时, 由于传

统体制的局限, 畜牧业产、加、销分割, 各环节利益分配不合理, 导致经营与价格过大幅度的

波动。尤其是生产者, 总是处于被动位置, 跳不出所谓“少了, 少了, 多了多”的怪圈 , 生产积

极性没有从根本上得到很好地解决。此外我国畜牧业的生产水平和科技含量与发达国家相

比, 存在明显差距, 产品种类和质量仍然难以满足国内市场要求, 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能力

较弱。由此可见, 如何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的发展机制, 保持畜牧业的持续发展

势头, 稳定畜产品的市场供给, 是畜牧业面临的新挑战。

产业化, 为畜牧业迎接这一挑战提供了机遇。产业化本身所具有的功能特征, 使其成为

畜牧业持续快速发展的有效途径, 而且当前推进畜牧业产业化的时机已经成熟。一是有一个

十分有利的农业产业化大环境; 二是畜牧业自身的发展, 为产业化提供了良好条件。

近期举国上下已经形成产业化“热潮”。从中央到地方的各有关部门, 均大力主张和推进

农业产业化, 并已着手从机构、政策、资金等方面加大支持力度。尽管在对产业化的表述上尚

不完全一致, 但将其作为深化农业改革的一种方向, 上上下下已经形成共识。

更为重要的是, 经过改革与发展, 畜牧业生产格局发生变化。以往单一农户分散的小生

产方式出现分化, 规模应运而生, 且一改过去自给自足的生产目的, 代之以商品生产为前提;

一改“小而全”生产模式, 代之以专业化分工分业为基本形式。这就要求产品必须有稳定的出

路, 而且要有配套的生产和服务。即便是分散的生产, 也与以往大不相同, 需要通过组织和联

合, 使其具有较强实力, 参与市场竞争。此外, 境外不同形式产业化的引入, 为国内起到积极

的示范作用。改革初期兴起的“牧工商”一体化经营, 也取得了一些成功的经验, 为产业化打

下了基础, 而且随着畜牧业的发展, 极大地丰富和拓展了行业本身的内涵, 产业链的前后延

伸, 使行业之间互相渗透, 传统意义上的畜牧业与相关产业的内在联系日趋明朗化。无论从

外因条件, 还是从内因根据看, 产业化都将成为促进畜牧业实现新飞跃的必然选择。

2　畜牧业产业化的内容

80年代初,“牧工商”的创建, 体现了一体化的思想。这一思想随着改革开放得以不断丰

富和完善, 同时也为了克服旧体制的弊端, 人们开始把畜产品的生产、加工、销售看作一个有

机的整体, 试图通过运行机制的创新和组织机构的调整, 实现从生产到消费的良性循环。

实践逐渐表明达到这一目标的关键, 是生产、加工与销售的协调发展, 而协调发展的关

键是通过实现产业化, 使产加销各环节在产业链中达到地位平等, 规模平衡, 利益平均。要特

别组织生产环节的农牧民, 培养农牧民的代言人, 维护农牧民利益, 改变其被动受制地位。

产、加、销是产业化的核心内容, 作为一种经营活动, 三者并不存在实质性区别, 而仅仅

在表现形式上有所不同, 所以在产业化过程中, 产加销具有同等重要的位置, 相互依存, 相互

支撑, 形成犹如三角形的稳定结构。不过这种三角形结构的稳定性是相对的, 动态的, 在不同

时空可以允许有主次之别。生产可以成为主体, 加工与销售形成支撑, 同样加工销售任一环

节成为主体, 其它则成为支撑。但这种主辅强弱之分, 又有一定限度, 任何过强过弱, 都将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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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者关系失去平衡而难以维系。规模和利益关系大抵如此。正是这种平衡与失衡关系的不断

转换, 才使得产业化从形式到内容不断走向更高层次。

产加销是产业化的核心, 但不是全部。产加销的协调发展和外延, 形成的是一个产业群,

诸如现代科技、社会化服务及良好的政策环境, 等等, 是构成产业化系统不可缺少的重要组

分。产业化层次越高, 相关产业群有可能成为阻碍甚至扼杀产业化的主要因素。

在农业产业化实践中, 畜牧业产业化起步早, 发展快, 呈现出较大优势, 且形式多样。若

按组织结构分, 主要有: 专业户带动型, 合作社带动型, 协会带动型, 公司带动型, 等等, 反映

了产业化体系中起主导作用的实体。按生产结构又可分为生产带动型, 加工带动型, 市场带

动型, 科技带动型, 服务带动型, 等等, 反映了产业链中的主导环节。

实践告诉我们, 无论以何种形式组织产业化, 大都具有很强的生机和活力, 显示出一些

共同特征, 即全新的运作机制, 合理的利益分配, 较高的生产效益, 周到的综合服务, 且都能

达到稳定生产, 提高质量, 占领市场, 增加效益的效果, 明显提高畜牧业抵御自然风险和市场

风险的能力, 提高畜牧业的综合效益, 促进畜牧业现代化进程。

实践也为我们更加深入地认识产业化提供了可能。畜牧业产业化应是以满足社会需求

为目的, 通过建立有利于资源合理配置和利益合理分配的运行机制, 实现产加销各环节的有

机联系与协调发展, 提高畜牧业整体生产能力和科技水平及经济效益的综合经营系统。这里

结合产业化工作中的一些现象强调两点: 一是产业化要注重资源的重组, 而不是重建。重点

在盘活存量, 立足启动和发挥现有资源潜力, 否则就会造成外延无限扩大, 低水平重复建设。

必须突破地区、行业、部门及所有制界限, 在自愿互利原则下, 集成各家之所长, 优化产业组

合, 避免一味追求自成体系, 形成封闭的“小而全”或“大而全”。二是产业化要创立新思想、新

机制, 而不是盲目上新项目, 铺新摊子, 更不能把产业化当作筐, 什么项目都往里装。不在机

制上做文章, 而把产加销项目打捆, 机械地往一起拼凑, 效果往往事与愿违, 不但产业化不

了, 还会造成浪费, 而且一种新机制的建立, 往往需要一个过程, 如果一哄而上即使有利于产

业化形成的项目, 也会造成产加销系统的失衡, 最终断送产业化。

3　畜牧业产业化过程中要注意的问题

产业化理论的日渐完善, 为产业化实践提供了指南。畜牧业产业化虽然涌现出不少典

型, 但总体上仍处于摸索起步阶段, 需要进一步提高。特别要注意从实际出发, 突出重点, 加

强薄弱环节, 讲求实际效果。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 扶持龙头企业。龙头企业有较大实力和较强活力, 辐射范围广, 牵动能量大, 具有竞

争性, 易于占领市场, 在产业化体系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龙头企业, 可以产生于产加销各

个环节, 主要应发挥现有和潜在优势, 强者为“头”。我国畜牧业产业化体系中加工环节相对

薄弱, 已不适应生产和消费需求, 重点扶持加工企业龙头, 有利于促进产业化的形成。

2)建立产业基地。生产是产业化的基础, 稳定的生产基地, 是产业化的基本条件。生产基

地要结合资源优势, 形成主导产品, 开发“名、特、优”, 突出特色。我国畜产品仍以农牧户分散

生产为主, 在产业化过程中, 要运用经济手段, 提高农牧户组织化程度, 引导发展专业户、专

业村, 连片开发, 发挥农牧户群体效应, 以多群体构成大规模, 稳定原料生产。

3) 培育销售市场。有了好的产品还必须有好的市场, 实现了产品销售, 才是联接完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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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链。销售市场, 一靠开拓, 二靠建设。首先要根据国内外市场需求, 生产适销对路的产品,

参与国内外市场竞争和大循环, 通过促销为消费者所接受。其次加强各类有形市场硬件建设

和流通组织建设, 为交易活动提供必要的条件保障。

4) 提高科技含量。产业化并非产加销各环节的简单相加, 而是各环节先进科学技术的

集成。畜牧业产业化必须高起点, 组装配套现代高科技, 明显有别于传统的生产、加工和销

售, 代表产业发展趋势, 率先实现“三高”畜牧业, 走向现代化。

5) 搞好综合服务。产业化对社会化服务的依赖程度增加, 要求服务做到全方位、多层

次、系列化。包括资金、物质、科技、信息等。要特别注意对农牧民提供综合配套的各种服务,

减少农牧民的经营风险, 使分散的小规模经营与大审查顺利对接。

6)创新运行机制。产业化使同一产业和不同产业之间的联系变得更加广泛和紧密。这种

纵向和横向关系的协调与运转, 只能有赖于一种全新机制的建立, 此外的其它任何手段都难

以见效或持久。所以推行产业化, 重点应探讨有利于促进产业链和产业群之间的组织结构、

经营活动及利益分配等有效运作的机制。

畜牧业产业化可以说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 各级政府及职能部门要加强组织与协调,

及时总结推广好的典型, 通过舆论导向宣传, 引起社会的关心与支持。在实际工作中, 要抓住

生产、加工、销售三个主要环节, 抓住了重点, 就能因势利导, 带动其余。此外, 一些地方工作

中存在的明显误区是应予以重视的。

生产是基地——规模并非越大越好。生产种类不同, 规模可大可小。原则上是要适度。现

时生产中小规模更显主动, 前些时出现的集多群体为大规模的作法是可行的。

加工是手段——层次并非越深越好。根据畜产品特性和市场需要, 加工可粗可精。原料

产地和加工企业, 不能总是指望包揽从粗到精的所有加工。有原料优势并不等于有加工优

势。加工可以增值, 但如果加工工艺落后, 终端产品没有市场, 精加工不如初加工或不加工。

销售是目的——地域并非越远越好。实现了销售, 也就实现了效益, 销售市场可远可近。

产业化要高起点, 瞄准国外市场, 但对多数产品而言, 主要是立足国内市场, 本地市场。与其

花大力气攻克外地市场, 国外市场, 到不如首先占领本地市场, 再图拓展。

4　结　语

一个良好的宏观政策环境, 对于畜牧业产业化的形成与发展是必不可少的。及时制定出

台一些政策, 有利于加强对畜牧业产业化的扶持、引导和管理。一是扶持性政策。畜牧业属于

大农业范畴, 与城乡居民生活息息相关, 是国家的优先发展领域。国家对此要继续实行战略

性保护, 使这一行业有一个宽松的发展环境。产业化政策, 应立足于鼓励国家、集团、个人等

各类资金的进入; 鼓励不同的地域、行业、部门在产业化各环节的联合; 鼓励农牧民以平等经

营者地位参与。二是引导性政策。产业化要符合国家宏观经济发展策略。国家通过信贷、税

收、规划、计划, 引导和调控产业化发展。通过严格立项程序、项目示范、监督检查等保证产业

化项目的科学性、合理性和实效性, 避免盲目选项, 重复建设。三是管理性政策。规定规章准

则, 加强管理, 规范行为, 营造平等参与国内外市场竞争的条件, 并适时制定适用法律, 依靠

法制手段, 保证产业化健康有序地向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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