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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bstract 
Through forty years of reforming and opening up, the integrated production capacity of animal husbandry 
industries in China is continuously improving. Such improvement is characterized by the continuous 
optimization of animal product structure, further improvement of the quality and safety control system, 
significant improvement of overall quality of the industry, and the steady progress of the 'green 
development' program. Nowadays, the animal husbandry industry has become one of the pioneers in the 
progress of establishing modern agricultural systems in China, and achieving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has become a priority issue for current and future period. This article analyzed the main problems 
restricting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animal husbandry, and elaborated the potential strategy of 
promoting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animal husbandry in current and future period. It stated that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animal husbandry should be accelerated, with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mechanism of livestock-farming cycle and the environment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high 
quality animal husbandry industry. An animal husbandry system which is resource saving, environment 
friendly, and ecologically protective, will provide strong support in achieving China's goal of better 
agriculture, richer farmers, and more prosperous and beautiful rural ar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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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我国畜牧业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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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改革开放 40 年来，我国畜牧业综合生产能力持续提升，畜产品结构不断优化，质量安全保障体系进一

步完善，产业综合素质显著增强，绿色发展稳步推进，畜牧业已成为农业农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之一，成

为现代农业建设的排头兵。推进可持续发展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现代畜牧业建设的重点任务。在分析制约

畜牧业可持续发展的主要问题基础上，文章阐述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促进畜牧业可持续发展的思路，提出

要加快畜牧业转型升级，构建种养循环可持续发展机制，营造畜牧业高质量可持续的发展环境，加快建设资

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和生态保育型畜牧业，为实现“农业强、农民富、农村美”提供有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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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畜牧业可持续发展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Animal Husbandry

编者按   畜牧业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伴随着我国城乡居民消费需求的长期快速增长、国民膳食结构的改变，
畜牧业发展迎来了高峰期，并且我国畜牧行业的发展格局也从传统零散的经营模式转变为规模化、集约化、标准化模式。
当前，随着“绿色”发展理念的深入贯彻落实，我国的畜牧业发展必须考虑可持续问题。在中国科学院亚热带农业生态研
究所印遇龙院士的指导推进下，《院刊》邀请畜牧业相关各领域的专家，围绕制约畜牧业可持续发展的行业问题和解决途
径撰写了一组文章，旨在为国家相关部门提出具有前瞻性的意见和建议，为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和供给侧改革献计献策。

推进畜牧业可持续发展，是贯彻新发展理念的必

然要求，是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大举措，

是建设美丽中国的时代担当，对于推进农业产业兴

旺，建设生态宜居美丽乡村，促进农牧民增收致富

具有重大意义。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高

度重视现代畜牧业建设，畜牧业发展取得显著成效。

但总体上看，我国畜牧业发展主要依靠资源消耗的粗

放经营方式没有根本改变，养殖污染问题尚未有效解

决，绿色优质畜产品供给还不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

长的需求，畜牧业可持续发展的支撑保障体系有待进

一步健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必须立足国情，抢

抓机遇，应对挑战，按照高质量发展要求，突出绿色

生态导向，大力推进畜牧业可持续发展，为实现“农

业强、农民富、农村美”提供有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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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国畜牧业发展现状

我国畜牧业是最早进行市场化改革的农业产业。

改革开放 40 年来，畜牧业不断发展壮大、由弱变强，

已经从传统的家庭副业发展成为农业农村经济的重要

支柱产业之一，成为现代农业建设的排头兵，在满足

肉蛋奶消费、促进农民增收、维护生态安全等方面发

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引，大力推动畜牧业转型升级，更

加注重夯实综合生产能力，更加注重提高发展的质量

和效益，更加注重推动绿色发展，现代畜牧业建设揭

开了新的篇章。

1.1 综合生产能力持续提升，畜产品市场供给有保障
在市场引导和政府扶持下，畜牧业生产水平不断

提升，肉蛋奶等“菜篮子”产品市场供给得到了有效

保障。目前我国饲养着全世界 1/2 的猪、1/3 的家禽、

1/5 的羊、1/11 的牛，畜牧业生产规模居世界前列。

2017 年，全国生猪存栏 4.4 亿头、出栏 7 亿头，牛存

栏 9 038.7 万头，羊存栏 3 亿只；全国肉类、禽蛋和奶

类产量分别为 8 654.4 万吨、3 096.3 万吨和 3 148.6 万

吨[1]，肉类和禽蛋产量连续多年稳居世界第一位，奶

类产量居世界第三位。从人均水平来看，2017 年，

人均肉类占有量达到 62.3 千克，虽低于欧美等发达

国家，但超过世界平均水平；人均禽蛋占有量 22.3 千

克，超过发达国家水平；人均奶类占有量 22.7 千克，

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 1/3，增长潜力依然很大。

1.2 畜产品结构进一步优化，质量安全保障体系基
本建立
近些年来，畜牧业生产结构逐步优化，家禽和

牛羊等草食畜牧业加快发展，畜产品供给结构更趋

合理，城乡居民膳食结构持续改善。肉类消费表

现出猪肉下降、禽肉增加、牛羊肉消费旺盛的特

点。2017 年，猪肉产量占肉类产品产量的 62.2%，

比 1985 年下降了 23.7 个百分点；禽肉占 22.1%，提高

了 13.8 个百分点；牛羊肉占 13.9%，提高了 8.4 个百分

点。同时，奶业生产快速发展，牛奶消费持续增长，

2017 年人均牛奶占有量是 1985 年的约 9.3 倍①。畜产

品质量安全保障体系基本建立，安全标准、检测认

证、技术推广、执法监管和信息体系建设配套成型，

畜产品质量安全风险隐患进一步降低。2017 年畜禽产

品抽检合格率为 99.5%，畜产品“瘦肉精”抽检合格

率为 99.8%[2]，领先于食品安全总体水平，处于历史最

好时期，保证了广大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1.3 规模化水平不断提高，产业素质持续增强
2007 年以来，国家大力支持发展标准化规模养

殖，标准化生产技术模式得到示范推广，畜牧业规模

化、集约化水平大幅提升，畜牧业生产方式加快转

变，畜禽养殖实现了由分散小规模饲养为主向规模经

营为主的历史性跨越。据农业农村部畜牧业行业统

计，2013 年全国畜禽规模养殖比重首次超过散养，近

几年一直保持每年 1—2 个百分点的增加趋势，2017 年

全国畜禽养殖规模化率达到  58%，比  2012 年提高

了 9 个百分点，2018 年有望超过 60%，规模养殖逐步

成为肉蛋奶生产供应的主体。规模化发展促进了畜禽

生产效率提高，过去 5 年，生猪和蛋鸡饲料转化率提

高了 10% 以上。随着规模养殖发展，产业集中度不断

提升，市场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持续增强。目前，畜

牧业国家级产业化龙头企业达到 583 家。前十大养猪

企业生猪出栏量占全国的 5% 以上。与 2012 年相比，

奶业前 20 强企业市场销售额由 47% 提高到 55%。全球

饲料 20 强企业中，我国占比近一半。

1.4 粪污资源化利用取得阶段性成效，绿色发展成
为共识
2016 年 12 月 21 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

① 农业农村部畜牧业司 , 全国畜牧总站 . 中国畜牧业统计摘要 2018. 2018: 1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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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领导小组第十四次会议，就解决好畜禽养殖废弃

物处理和资源化等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突出问题发

表重要讲话，要求到 2020 年基本解决大规模养殖场

畜禽粪污处理和资源化问题，翻开了我国畜牧业绿色

发展的新篇章。2017 年 5 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

于加快推进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的意见》，明

确要建立健全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制度，从环

评、监管、属地管理责任、养殖场主体责任、绩效评

价考核、种养循环发展机制等方面提出具体要求。国

家启动实施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整县推进项目，确立

了“整县推进、不留死角、分批治理”的总体思路，

重点支持规模养殖场和第三方机构粪污资源化利用设

施建设，支持 300 个畜牧大县整建制开展粪污资源化

利用，探索市场化治理机制。在宏观政策的引导下，

广大养殖场户积极响应，积极改善畜禽粪污治理硬软

件条件，绿色发展理念深入人心，制度体系、政策体

系、技术体系和工作机制基本建立，畜禽养殖废弃物

资源化利用工作全面铺开，取得了阶段性成效。目

前，全国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达到 70%[3]。

2 制约畜牧业可持续发展的主要问题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畜牧业转型升级步伐加

快，可持续发展取得明显进展，保供给、保生态、保

安全能力持续加强。但是，总体上我国畜牧业生产方

式还比较粗放，产业体系还不完善，资源环境的硬约

束日益加剧，保障畜产品市场有效供给任务仍面临不

少压力，畜牧业可持续发展仍面临重大挑战。

2.1 保障畜产品市场持续稳定供给的任务仍然艰巨
我国居民饮食消费结构正从谷物、蔬菜等高碳水

化合物的食物向畜禽产品等高蛋白质的食物转变，

肉、蛋、奶等畜产品是城乡居民膳食的重要组成部

分。当前，我国城乡居民畜产品消费呈现两个趋势：

① 城市居民畜产品消费相对稳定，增长趋缓，未来的

潜力在新增城市居民和中高档畜产品消费上；② 广

大农村居民畜产品消费市场潜力大，随着人口增长和

居民收入增加，未来较长一段时间内，畜产品需求仍

将呈刚性增长趋势。综合考虑畜牧业生产的资源、要

素、科技、区域等方面的潜力和空间，今后一段时

期，我国肉类和禽蛋供需将整体趋于平衡，奶类供需

缺口将进一步拉大[4,5]。与此同时，大众畜产品阶段性

区域性供需失衡、地方特色畜产品结构性短缺的问题

在一定时期内仍然存在。此外，我国畜产品生产以满

足国内市场为主，肉类、禽蛋等主要畜产品进出口贸

易量占国内生产量的比例较低，但部分产品特别是奶

类，近几年受进口冲击逐步加剧。由于我国乳制品关

税低，进口乳制品完税价格大幅低于国内生产成本，

导致乳制品进口量激增，目前我国乳制品新增消费的

80%被进口所占。随着欧盟取消牛奶生产配额、中国-

新西兰自贸区乳制品关税继续减让和中国-澳大利亚自

贸区协定全面实施，奶类产品的国际竞争压力还会进

一步加大[6]。如何实现我国畜牧业可持续发展，有效

保障畜产品市场供给，是我们必须面对且要解决好的

一个重大课题。

2.2 畜牧业生产竞争力仍然不强
尽管国内一些高水平的大规模养殖企业设施装备

条件、综合生产水平已经不输于国外，但从整体上

看，由于劳动生产率、畜禽生产力、饲料转化率与

国外发达国家相比水平还较低，造成畜产品生产成本

高，资源利用不充分，综合竞争力比较弱。据农业农

村部畜牧业行业监测，目前我国每个养猪户每年出栏

生猪 40 头左右，而美国场均出栏约 1 700 头。过去一

段时期，我国畜禽生产的主要优势就是劳动力优势，

但随着畜禽生产由不计劳动报酬的家庭副业转变为专

业化生产，雇工增加，大幅提升了劳动力成本。目前

我国每头母猪可提供出栏肥猪 15 头左右，而美国、

丹麦等养猪强国可以达到 22—26 头；我国每头荷斯坦

成年母牛平均单产 6 吨左右，以色列、美国、加拿大

等国单产超过 9 吨。现在我国生猪的平均饲料转化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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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3.5，而发达国家大部分都在 3 以下，这就意味着同

样增长 1 千克肉我们要多用 0.5 千克以上饲料。与此

同时，我国畜禽良种综合生产性能与国外还有一定差

距，育种创新能力弱，地方畜禽品种资源由于缺乏长

期的政策支持和有效保护，一些地方品种资源数量持

续下降，甚至濒临灭绝。

2.3 产业体系仍然不完善
加快优化产业体系，打造联系紧密、利益分配均

衡的现代产业链条，是实现畜牧业可持续发展的关

键。我国畜牧业是在一家一户分散养殖基础上发展起

来的，中小养殖场户仍是生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论

是现在，还是将来，我国畜产品供给问题不可能完全

依赖几个大型企业集团，适度规模养殖经营必将是我

国畜牧业生产的主体。但当前面向中小养殖场户的畜

牧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尚未建立起来，畜牧业组织化、

一体化程度依然偏低，产加销脱节、联结不紧密、发

展不均衡的问题突出。大量的中小养殖户既没有跟龙

头企业有效联结，也没有通过合作社组织起来，在市

场波动中很吃亏，有时盲目生产对市场波动还起到推

波助澜的负面影响。此外，中小养殖场户生产不规范

问题突出，极少数仍然存在滥用抗生素等现象，药残

超标问题也不容忽视。畜产品加工流通发育滞后，肉

类和蛋品深加工比重低于发达国家 25—30 个百分点，

增值空间受到很大制约。

2.4 资源约束仍然趋紧
人多地少水缺是我国基本国情，水土资源是硬约

束，长期制约着我国畜牧业可持续发展。随着我国肉

蛋奶等主要畜产品需求刚性增长，资源越绷越紧，确

保畜产品有效供给与资源约束的矛盾日益尖锐。

畜禽规模养殖用地问题是当前畜牧业发展的最大

困惑。地方政府对新建养殖场用地审批越来越严格，

基本不批；部分现有养殖场因环保、城市建设、工业

发展等原因被迫关闭和拆除，继续从事养殖又很难得

到合理的养殖用地置换，只拆不建已经成为常态，即

便是东北和西北资源条件相对宽松的地区，发展畜禽

养殖也很难找到合适的土地。

饲料资源对畜牧业生产的制约也十分明显，我国

的粮食安全问题很大程度上是饲料粮的安全供给问

题。由于国内大豆产量及优势不足等问题，2017 年我

国大豆进口 9 553 万吨，较 2016 年增加 1 162 万吨，

蛋白饲料原料进口依存度已超过 80%，这种局面短

期内难以扭转。2017 年我国全年进口玉米量为 283 万

吨，玉米也从出口国成了净进口国。虽然目前国储库

有接近 2.4 亿吨玉米库存，但是由于进口成本、阶段

性流动玉米供应紧缺等原因，我国仍需大量进口玉

米。随着草食畜牧业的发展，饲草进口也快速增加。

2008 年以前，我国基本不进口草产品。2017 年，我国

进口草产品达到 185.6 万吨，比 2008 年增长约 93 倍，

近 80% 苜蓿草种依赖进口[7]。

2.5 畜禽养殖环保压力仍然较大
随着新《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畜禽规

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土

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等法律法规的出台实施，畜牧

业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环保压力。一些地方始终难以

摆正位置，从早期的“只发展、不保护”的极端，走

向现在“只保护、不发展”的另一个极端；依靠行

政命令、重堵轻疏的现象比较普遍，片面强调畜禽养

殖造成的污染问题，“一刀切”划禁养区，“一禁了

之”“一关了之”，大幅度调减畜禽养殖规模，对区

域内畜产品有效供给造成比较大的隐患。当前我国农

牧结构上种养分离，受土地资源制约，大部分畜禽规

模养殖场没有足够的配套粪污消纳用地，种养脱节现

象比较严重，种养循环通道没有打通；再加上畜禽粪

便资源化利用的激励措施（如沼气发电上网、有机肥

生产和使用补贴等）难以落地，经济高效的废弃物处

理利用技术模式比较缺乏等因素，导致畜禽粪便出路

受阻，资源化利用水平还不高，造成粪肥资源白白浪

费[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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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动物疫病风险仍然较大
我国畜禽养殖密度大、活畜禽流通频繁，动物疫

病防控形势严峻。从国内看，病种多、病原复杂、

发病范围广，同一场点多种病原共存，同一动物多

重带毒、感染的现象普遍存在；从国际看，我国与周

边国家贸易频繁，非法走私难以杜绝，外来疫病传入

的风险巨大。在动物防疫过程中，过多强调对易感动

物的保护，在消灭传染源和控制传播途径方面投入不

足；在保护易感动物方面，单纯强调疫苗免疫，忽视

了自身抵抗力的建立。在复杂的病原生态环境和强大

的疫苗免疫压力下，病原频繁变异、难以清除，动物

长期处于亚健康状态。以种猪场为例，通常要注射包

括猪瘟、蓝耳病等多种疫苗，猪只从出生起频繁接

受疫苗免疫，应激反应严重，健康状态很难保证。

2018 年 8 月以来，我国非洲猪瘟疫情引发的主要原因

在于，养殖场户生物安全措施缺失或不到位。面对非

洲猪瘟这种目前尚无安全有效的商品化疫苗进行防控

的烈性传染病，如何有效控制疫情蔓延、减少生产损

失、降低对产业的影响，是养猪业当前所面临的紧迫

难题。

3 畜牧业可持续发展的思路和措施

3.1 可持续发展面临的机遇
绿色是现代农业的本色，可持续发展是现代畜牧

业的重要标志。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促进畜牧业可

持续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主要体现在 4 个

方面。

（1）宏观政策环境十分有利。党的十九大提出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按照产业

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

总要求，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2018 年中央一号

文件明确提出推进乡村绿色发展，《乡村振兴战略规

划（2018—2022 年）》强调要建立以绿色生态为导向

的农业补贴制度。党中央、国务院出台的一系列重要

文件和政策，为畜牧业可持续发展指明了方向，提供

了强有力的政策保障。

（2）畜牧业物质基础日益雄厚。经过多年的发

展，畜牧业物质基础的不断夯实，促进了产业发展由

过度依赖资源消耗、主要满足量的需求，向追求绿色

生态可持续、更加注重满足质的需求转变，这为畜牧

业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更为宽松的产业空间，更有条件

加快推进产业转方式、调结构。

（3）畜产品消费需求导向明显转变。2017 年

我国恩格尔系数为  29 .3% [10]，已步入联合国划分

的 20%—30% 的富足标准，这意味着我国已进入畜产

品消费结构升级的重要时期。畜产品从数量消费向

数量消费与质量消费并重、从产品消费向产品消费与

服务消费并重转变的趋势愈发明显。消费者对畜产品

质量、营养、健康的要求越来越高，对“蓝天白云碧

水”优美环境的渴望更加强烈。消费层次不断细分、

领域不断拓展，旅游、文化、教育、休闲等新的业态

不断成长。同时，消费者的消费能力也在持续提高，

愿意以更高价格消费绿色畜产品，为我们推进畜牧业

可持续发展提供了重要机遇和驱动力。

（4）科技支撑不断增强。随着规模养殖占据主导

地位，畜牧业设施装备水平大幅提升，现代化生产方

式加快普及，为畜牧业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的技术支

撑。精准饲喂、环境控制等现代装备和技术的广泛应

用，将不断提高畜牧业劳动生产率、资源利用率、畜

禽生产效率。粪污资源化利用技术日益完善，各地积

极开展探索创新，提炼出粪污全量还田、粪便好氧堆

肥、粪水肥料利用等 9 种技术模式，基本解决了怎么

干的问题[11]。

3.2 我国畜牧业可持续发展的思路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进农业绿色发展是农业发

展观的一场深刻革命，也是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

主攻方向，要推动乡村生态振兴，坚持绿色发展，让

良好生态成为乡村振兴支撑点。今后一个时期，畜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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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可持续发展要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牢

固树立新发展理念，按照高质量发展要求，突出绿色

生态导向，坚持问题导向，把工作重心由产品产量向

质量效益转变，贯彻落实绿色兴牧决策部署，优化区

域布局，调整产业结构，促进种养循环，不断增强畜

产品供给能力，推动形成绿色生产方式，提升畜牧业

生态服务功能，强化政策、科技、人才、金融等全要

素支撑保障，加快发展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和生

态保育型畜牧业，持续提升畜牧业发展质量效益竞争

力，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生活富裕的畜牧业可持

续发展新路子，为乡村振兴和美丽中国建设提供坚实

支撑。

3.3 畜牧业可持续发展的主要措施
（1）构建种养循环可持续发展机制。针对我国

幅员辽阔、自然类型多样的特点，综合考虑各地资

源承载力、环境容量、生态类型、发展基础和区位优

势等因素，按照构建粮饲兼顾、农牧结合、循环发展

的新型种养结构的思路，加快推进种养科学配套、粪

肥资源循环利用，更加科学合理地配置农业资源，形

成农牧有机结合、资源充分利用的畜牧业可持续发展

新格局。优化畜牧业区域布局，以资源承载能力为基

础，合理划定重点发展区、约束发展区、潜力增长区

和适度发展区，合理布局畜禽养殖生产规模，引导生

猪生产从南方水网地区向东北地区转移，推行肉牛肉

羊牧区繁育、农区育肥发展，促进种养业在布局上相

协调。引导实行农牧结合、以农养牧、以牧促农，总

结推广种养结合典型模式，最大限度地提高耕地产出

效率、饲料转化效率和资源利用效率，着力提高种养

业综合效益。全面实施粮改饲政策，以“镰刀弯”地

区和黄淮海玉米主产区为重点，继续扩大政策实施区

域，拓展收贮补助主体，逐步将牛羊养殖基础好、粮

改饲发展有潜力的省区全部纳入政策支持范围，将苜

蓿、燕麦、甜高粱等优质饲草料品种纳入政策支持范

围。推进种养结合，土地配套是关键，要创新符合种

养结合方向的农业用地政策，实现畜禽规模养殖用地

与农作物种植用地相配套，切实解决好规模养殖用地

难问题，为畜牧业发展留足空间。

（2）加快推进畜牧业转型升级。加快转变畜牧

业发展方式，从依靠拼资源消耗、拼物质投入、拼生

态环境的粗放经营，尽快转到注重提高质量和效益的

高质量发展上来，推动畜产品供给向绿色优质转型、

向中高端升级。积极推进现代畜禽种业建设，全面落

实生猪、奶牛、肉牛、肉羊、蛋鸡、肉鸡遗传改良计

划，扎实推进生产性能测定、遗传评估等基础性育种

工作，构建以核心育种场为主体，政府引导、科技支

撑、产学研相结合的商业化育种机制，培育一批市场

竞争力强的新品种，扶优扶强大型畜禽育种企业，打

造一批畜禽种业民族品牌，提升自主育种创新能力，

夯实高质量发展的种源基础。按照“生产高效、环境

友好、产品安全、管理先进”的要求，开展畜禽养殖

标准化示范创建活动，集成推广畜禽标准化养殖技

术，依托“技术、工艺、设施”三配套，着力提高畜

牧业劳动生产率、资源转化率和畜禽生产率，促进畜

禽养殖提质增效。优化产品供给结构，增加优质畜产

品生产比重，在保障大宗畜产品市场有效供应的基础

上，丰富产品结构，提高产品档次。扎实推进奶业振

兴行动，优化乳品结构，大力发展液态奶生产，实施

振兴奶业苜蓿发展行动，加快确立奶农规模化养殖的

基础性地位，积极发展奶牛家庭牧场，培育壮大奶农

合作组织，加强奶农培训和奶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

设，构建“奶农+合作社+公司”的奶业发展模式。

坚持产管结合、源头治理，建立健全畜禽标准化生产

体系，落实生产者畜产品质量安全主体责任，强化饲

料和兽药等投入品监管，开展兽用抗菌药使用减量化

行动，健全质量安全可追溯体系，确保畜产品质量安

全。推进“集中屠宰、品牌经营、冷链流通、冷鲜上

市”，加快屠宰行业转型升级，大力发展畜产品绿色

加工、绿色仓储、绿色包装和绿色营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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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全面推进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坚持政府支

持、企业主体、市场化运作方针，坚持源头减量、过

程控制、末端利用的治理路径，以畜牧大县和规模养

殖场为重点，以沼气和生物天然气为主要处理方向，

以农用有机肥和农村能源为主要利用方向，全面推进

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落实国办 48 号文件明确

的以“5 项制度 +1 项机制”为核心的畜禽粪污资源化

利用制度，强化地方政府的属地管理责任制度落实，

统筹畜产品供给和畜禽粪污治理，进一步健全工作机

制，加强绩效考评和责任追究。强化畜禽规模养殖场

的主体责任制度落实，通过规模养殖环评制度和养殖

污染监管制度这两个有力抓手，构建涵盖粪污产生、

处理和利用全过程的管理体系，督促规模养殖场切实

履行主体责任。实施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整县推进项

目，支持畜牧大县配套建设畜禽粪污收集、贮存、处

理、利用等基础设施建设，整县开展畜禽粪污资源化

利用。加强养殖场信息化管理，依托畜禽规模养殖场

直联直报信息系统，实现全面覆盖、全程监测、不留

死角。实施好果菜茶有机肥替代化肥行动，积极推动

出台促进有机肥使用的政策措施，促进畜禽粪便就地

就近还田，降低畜禽粪便处理成本，提高种植户使用

有机肥积极性，解决有机肥需求不旺、使用成本高的

问题，打通种养循环的梗阻。大力推行第三方集中处

理和资源化利用机制，支持社会化服务组织提供粪肥

还田利用服务。

（4）做大做强特色畜牧产业。立足我国畜禽地方

遗传资源的丰富优势，坚持保护和开发利用相结合，

加强畜禽遗传资源保种场保护区和基因库建设，组织

开展地方品种肉质、繁殖等优良特性遗传机理研究，

建立健全具有中国特色的畜禽遗传资源开发利用体

系。以蜜蜂、马、驴、奶山羊、兔等市场成长稳定、

产业发展有力的“小畜种”为重点，推动优质特色畜

牧业又好又快发展，重点培育一批以特色畜禽资源利

用和特色畜产品开发为主导的畜产品品牌，把小品种

做成大产业，满足畜产品消费升级需求，把畜禽地方

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效益优势，实现畜禽资源

保护和开发利用相互促进、相得益彰。推进畜牧产业

形态重塑，推进产业链、价值链建设，大力推进畜牧

业产业化经营，总结提炼各地畜牧业新业态发展典型

模式，拓展畜牧业的食疗、旅游、休闲、娱乐、文化

等功能，积极开发新业态、新模式，促进一二三产业

融合发展，实现畜产品消费需求从物质的“硬需求”

向品牌、个性、体验综合服务的“软需求”转变。

（5）积极营造畜牧业可持续发展的良好市场环

境。依托龙头企业带动、组织合作社、培育养殖大户

等方式，推广“公司+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公司

+家庭农场”等生产经营模式，在项目资金、金融保

险、技术推广等方面给予支持，培育一批畜牧业可持

续发展市场主体。大力发展畜牧业生产性社会化服务

体系，采取政府统一购买服务、企业委托承包等多种

形式，促进中小养殖场户加快融入可持续发展体系。

加快建立畜牧业绿色生产和消费的法规体系和政策体

系，积极打造具有区域优势特色的畜牧业绿色产品区

域公用品牌、企业品牌和产品品牌。规范绿色畜产品

认证，维护品牌的市场信誉。探索建立与绿色生产方

式挂钩的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实现畜产品优质优

价，逐步扩大绿色优质畜产品市场份额。以畜产品绿

色消费为引领，加强正面宣传引导，培育营养健康的

消费理念，普及肉蛋奶消费知识，消除消费误区，提

振国产优质畜产品消费信心。

（6）全方位提升畜牧业生物安全措施。构建稳

固的防疫体系，树立以提高产业生物安全措施为核心

的综合防控理念，将畜禽养殖环节、运输环节、屠宰

环节的生物安全措施作为一项系统工程，制定规则、

形成习惯、落实到位，实现制度化、常态化。着力提

高养殖场（户）生物安全措施，实施动物疫病净化计

划，落实养殖生产与经营者防疫主体责任，定期开展

疫病监测和实验室检测，切实履行疫情报告义务；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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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对养殖环境、车辆、人员、生产工具和设施设备进

行清洗消毒；规范出栏销售，按要求处理病死动物。

着力提高畜禽运输链生物安全水平，采用全封闭的运

输车进行活畜禽的运输，支持鼓励社会力量、大型养

殖场和集团企业建立车辆清洗消毒中心。着力提高屠

宰环节生物安全措施，落实入厂查验、清洗消毒、屠

宰检疫检验，落实屠宰废弃物无害化处理措施，落实

生产记录及疫情报告。加强对生产一线工作人员的培

训，提高生物安全生产意识和能力，确保防疫措施落

实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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