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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草牧业推进现状、问题及政策建议

———基于山西、青海草牧业试点典型区域的调研

崔　姹,王明利,胡向东

(中国农业科学院 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北京１０００８１)

摘　要　在对山西和青海草牧业发展典型试点区域实地调研的基础上,从草食畜牧业

发展、“粮＋经＋饲”种植结构优化、牧草种植品种区域差异化及“粮改饲”比较效益等方面分

析草牧业推进现状;对各试点区草牧业发展在科技推广、生产经营模式发展、融资平台建设、
牧草青贮方式选择、牧草种植与精准扶贫融合、龙头企业带动等方面的经验进行总结;剖析

草牧业发展中仍存在的传统种养观念盛行、牧草作业机械及配套设施保有量不足、发展技术

制约明显、牧草生产高风险但没有建立政策性保险、金融扶持发展机制不到位等难点与突出

问题.针对难点与突出问题提出切实做好宣传及科技推广培训工作、加快研发可以适应不

同区域生产的牧草机械设备、全力促进草畜紧密结合、推进多样化牧草产业发展形式、推动

牧草产业保险实施及加大金融支持力度等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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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农业结构调整经历了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后期的“以粮为纲”、７０年代后期的“粮＋经”二元结

构,以及９０年代后期的“粮＋经＋饲”三元种植结构等三个时期.如今,学术界又提出了“粮＋经＋
饲＋草”四元种植结构调整的思路[１],草业在农业结构调整中的地位开始得到重视.２０１５年“中央一

号”文件提出,要“加快发展草牧业,开展粮改饲和种养结合模式试点”,这是“草牧业”概念的第一次提

出.“草牧业”是“草业”与“草食畜牧业”的总称,但更强调两者的融合与协调,“草畜结合”才是草牧业

的内核.之后,农业部又相继出台了“２０１６年畜牧业工作要点”和“关于促进草牧业发展指导意见”,
明确把“大力推进草牧业试验试点,促进种植业结构调整和草畜配套,建设现代饲草料产业体系”作为

工作重点,并针对具体区域草牧业主攻方向及具体推介模式提出了指导意见.从此,草牧业试点在全

国范围内得以逐步推进.
“草牧业”概念提出的时间比较晚,国内的研究多集中在草业经济和草食畜牧业经济方面,而对草

牧业的研究较少.草业经济研究主要集中于产业发展政策等宏观领域以及产业链中的生产和贸易环

节.王明利等研究了发展苜蓿产业对粮食安全的影响,进而提出了发展牧草产业解决粮食安全问题

的新思路[２].生产环节的研究则侧重于经济效益、技术效率及生产影响因素等方面.石自忠等对苜

蓿及其竞争农作物的成本收益进行比较,认为种植苜蓿经济效益较好,且潜在效益高[３];刘玉杰等和

路登佑也通过对牧草收益及产量的对比得出,青贮玉米成本与纯收益率最高,饲喂甜高粱产量及饲用

效益最好[４Ｇ５].就牧草技术效率而言,我国苜蓿产业技术效率呈现逐年增长的态势[６].在影响牧草产

量及效益的因素上,影响紫花苜蓿全年及各茬草产量的主次气象因子及其时段效应存在差异性[７];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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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不足是影响青贮玉米生产效益提高的主要因素[８].贸易方面,相关学者认为我国牧草产业的国际

竞争力较弱,短期内牧草与草种国际贸易逆差形势不可逆转[９Ｇ１０];也有学者将中美牧草国际贸易格局

进行对比,并提出了有益于我国牧草产业发展的启示[１１Ｇ１２].草食畜牧业经济研究主要集中于对生产

与市场环节的研究.生产环节的研究侧重于成本收益和生产效率的分析.对草食牲畜的成本收益及

效率测算上,现有研究分别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对肉羊生产技术效率进行了测算,认为肉羊技术效

率呈现逐年递增的态势,区域间存在差异但具有空间自相关性[１３Ｇ１４].田露等认为饲养规模、从事养牛

业时间等是影响养殖企业(户)产业链组织模式选择的主要因素[１５].市场环节的研究则主要集中于

草食畜产品价格波动[１６Ｇ１７]、供需平衡[１８]、贸易等方面.
国内学者对草牧业的研究仅限于草牧业发展理论、发展概况和发展潜力等方面.草牧业发展理

论,主要从草业基础产业论、生态畜产品供需理论、产业融合和耦合等理论方面进行了梳理[１９];发展

概况主要基于现有统计资料,从种植业、农牧比例以及养殖业变化情况等方面对西部及西南地区草牧

业发展现状进行了初步分析,指出了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发展建议[２０Ｇ２１];发展潜力则主要从农区草业

供应、食物安全保障及改善农业生态环境等方面分析,认为农区草业发展潜力较大[２２].
通过上述文献可知,学者对草业经济和草食畜牧业经济研究较多,但对草牧业经济的相关研究主

要基于理论及统计资料,缺乏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对我国草牧业发展进行现状评价、问题剖析、经验

总结及发展对策探讨等.基于此,国家牧草产业技术体系产业经济研究室于２０１６年９—１０月分别对

首批确定的典型试验试点区域———山西省朔州市、青海省门源县和湟源县等进行了深入调研.本文

在该调研基础上,对我国草牧业推进现状进行分析,总结经验,剖析问题,并提出对策建议.

　　一、草牧业推进概况及实施成效

　　２０１５年“中央一号”文件中首次提出“加快发展草牧业”,农业部在全国１２个省区的３７个县(团、
场)组织开展了草牧业试验试点.山西省朔州市朔城区和青海门源县、湟源县为首批确定试验试点的

典型区域.山西省朔州市处于我国北方农牧交错带的核心区域,地处大陆东岸中纬度内陆,属温带大

陆性季风气候,热量水分条件可满足一年两熟或两年三熟作物的生长.青海省是农业部确定的全国

首个草地生态畜牧业试验区,门源、湟源两县属高原大陆性气候,热量水分条件可满足一年一熟作物

要求.这两个调研区处于不同气候带,既能反映我国草牧业发展的共同特征,又能凸显地方草牧业发

展特点.

１．消费需求强劲,拉动草食畜牧业迅猛发展

近年来,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建设的快速推进,人均收入水平不断提高,居民膳食结构持续优

化,城乡居民草食畜产品消费需求持续增强,拉动了草食畜牧业的快速发展.２０１５年底,作为草牧业

试点区之一的山西朔州市,其奶牛存栏量为１８．３１万头,较２０１４年增长２８．９％;肉羊出栏量为３０７．７０
万头,较２０１４年增长１１．７％①.青海门源县２０１５年草食牲畜(主要以藏系绵羊、牦牛、黄牛为主)存
栏量为５６．１９万头(只、匹),较２０１４年增长１２３．０％.湟源县２０１６年草食畜存栏量为４１．１３万头(只、
匹),比上年增长５．０％;出栏量２７．２０万头(只、匹),比上年大幅增长１４．０％②.

２．以养带种,“粮＋经＋饲”三元种植结构逐步优化

随着畜牧业转型升级核心向“提质、增效、绿色”的转变,以及消费者对绿色安全畜产品消费偏好

的增强[２３],对牧草需求量持续增加,带动了牧草种植面积迅速扩大,草食畜牧业发展前景广阔.在政

策引导和市场拉动下,山西朔州市２０１６年牧草种植面积达到６６．３万亩,较２０１４年增加２３０．０％,其
中朔城区２０１６年新增耕地种草９万亩.青海门源县２０１６年一年生牧草种植面积达到１７．６万亩,较

２０１５年增加２０．６％;湟源县近两年牧草种植面积均稳定在２０万亩.随着各地区种草面积逐步扩大,
“粮＋经＋饲”三元结构逐步趋于优化,朔州市三元结构比例由２０１４年的７７∶１９∶４调整为２０１６年

４７

①

②

数据源于«朔州市２０１５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数据源于«青海省２０１５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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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６８∶１９∶１３,青海门源县２０１５年三元结构比例为４５∶３４∶２１,２０１６年进一步调整为４２∶３３∶２５.

３．牧草种植品种区域差异巨大,多样化趋势明显

山西、青海两省的相同点是根据本区域自然气候特点和养殖牲畜差异选择适宜本区域发展的牧

草品种.山西朔州市以种植青贮玉米为主,苜蓿和燕麦草为辅.２０１６年,青贮玉米占全部种草面积

的５９．１％,从其发展趋势来看,青贮玉米仍将占主导地位,但其占比会有所下降,而苜蓿草及燕麦草占

比将呈上升态势.青海省门源、湟源县以种植燕麦草、小黑麦、青贮玉米等牧草作物为主,且燕麦草居

主导地位.２０１６年,门源县燕麦草种植面积达到１７．３万亩,占牧草种植面积的９８．１％;湟源县燕麦草

的种植面积达到１２．５万亩,占牧草总面积的６２．５％.可知,山西朔州市以种植青贮玉米为主,青海门

源和湟源县以种植燕麦草为主;但最近几年,苜蓿草、小黑麦等适合本区域种植的其他牧草种植量也

逐步增加,多样化趋势明显.

４．“粮改饲”推广迅速,比较效益明显

从全国范围来看,自２０１５年实施“粮改饲”试点以来,推广面积扩大迅速,成效显著.２０１５年全

国“粮改饲”实际实施了２８６万亩,２０１６年已经达到６７８万亩,增长了１３７．１％.据对典型地区调研,
“粮改饲”的比较效益显著.表１显示的是山西朔州市朔城区农户种植籽实玉米、青贮玉米、苜蓿(两
茬)等作物的成本收益情况,青贮玉米的纯收益为６６９元/亩,苜蓿草的纯收益为７７０元/亩,分别比籽

粒玉米(粮食)的纯收益高５８．９％和８２．９％;表２是青海省门源县农户种植青稞、油菜与燕麦草的成本

收益情况,燕麦草的纯收益分别比青稞和油菜高１９８倍和１２．３倍;表３是青海省门源县农户种植小

麦、青稞、小黑麦(饲用)、青贮玉米及燕麦草等作物的成本收益情况,小黑麦(饲用)、青贮玉米和燕麦

草的纯收益分别比小麦高５．８倍、６．２倍和３．８倍,比青稞高１０．３倍、１０．９倍和７．０倍.可见“粮改饲”
的比较效益非常明显.

表１　２０１６年山西朔州市朔城区农户籽实玉米、青贮玉米和苜蓿生产成本收益信息

种植作物 籽实玉米 青贮玉米 苜蓿草(两茬)

成本

化肥/(元/亩) １３０ １３０ １００
租金/(元/亩) ４０ ４０ ４０
耕种费/(元/亩) ８５ ８５ ６０
水费/(元/亩)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５０
种子费/(元/亩) ５０ ５０ １００
农药费、薄膜费/(元/亩) ４６ ４６ ４０
收割费/(元/亩) １００ ０ １４０
合计/(元/亩) ５５１ ４５１ ６３０

收益

单价/(元/千克) １．４４ ０．２８ ２．００
亩产/千克 ６７５ ４０００ ７００
毛收入/(元/亩) ９７２ １１２０ １４００
纯收益/(元/亩) ４２１ ６６９ ７７０

　注:数据根据山西省朔州市朔城区农户调研整理得出;籽实玉米价格按照２０１５年估算;荒地开垦后种植,租金较低.

表２　２０１６年青海门源县农户油菜、青稞和燕麦草生产成本收益信息

种植作物 青稞 油菜 燕麦草

成本

化肥/(元/亩) ４０ ４０ ５０
租金/(元/亩) ２００ ２００ ２００
耕种费/(元/亩) ７０ ７０ ７０
水费/(元/亩) ８ ８ ８
种子费/(元/亩) ０ ０ ０
农药费、薄膜费/(元/亩) ５２ １２ ４８
收割费/(元/亩) ４０ ４０ １３０
合计/(元/亩) ４１０ ３７０ ５０６

收益

单价/(元/千克) ２．０６ ４．００ ０．３２
亩产/千克 ２００ １００ ２２００
毛收入/(元/亩) ４１２ ４００ ７０４
纯收益/(元/亩) ２ ３０ ３９８

　注:数据根据青海省门源县农户调研资料整理得出.

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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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２０１６年青海湟源县农户小麦、青稞、黑麦等作物生产成本收益信息

种植作物 小麦 青稞 小黑麦(饲用) 青贮玉米 燕麦草

成本

化肥/(元/亩) ７０ ８６ ８６ １１０ ４０
租金/(元/亩)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耕种费/(元/亩) １００ ８０ ８０ １００ ６５
水费/(元/亩) ４０ ０ ０ １５ ３
种子费/(元/亩) １５ ０ ０ １３ １３
农药费、薄膜费/(元/亩) １１０ ７６ ７６ １５４ ８０
收割费/(元/亩) １００ ７０ ７０ ２００ ６０
合计/(元/亩) ５３５ ４１２ ４１２ ５３８ ３６１

收益

单价/(元/千克) ２．０２ ２．６０ ０．３２ ０．３５ ０．３２
亩产/千克 ３００ １７５ ２８００ ３０００ ２２００
毛收入/(元/亩) ６０６ ４５５ ８９６ １０５０ ７０４
纯收益/(元/亩) ７１ ４３ ４８４ ５１２ ３４３

　注:数据来源于青海省湟源县农户调研.其中青贮玉米种子费１５４元由政府资助,计算青贮玉米成本收益时将此项计算为０.

　　５．草畜紧密结合,经济、生态效益初步显现

调研发现,在草食牲畜日粮中添加本地青贮牧草,不仅可有效改善瘤胃消化功能,保障牛羊体质

健康,提高肉、奶产品品质;还可减少日粮中精料或进口青贮草的用量,降低成本,间接增加养殖户收

益.表４是青海门源和湟源两县草食牲畜养殖过程中“增草减料”具体情况.
表４　２０１６年青海省典型地区增草减料节约成本情况

地区 养殖品种
增加青贮草/

[千克/
(头天)]

减少精料/
[千克/

(头天)]

减少青干草/
[千克/

(头天)]

日节约成本/
[元/(头天)]

养殖
周期/天

养殖
方式

周期节约
成本/元

门源县
补饲羊 １．００ ０．３５ ０．５０ ０．９４ １８０ 半舍饲 １６９．２０
育肥羊 ０．８０ ０．４０ — ０．９６ １００ 舍饲 ９６．００
牦牛 ５．００ ０．５０ ４．００ ２．８５ １８０ 圈养 ５１３．００

湟源县
奶牛 ６．００ １．５０ ３．００ ３．８７ ３６５ 圈养 １４１２．５５
肉牛 ５．００ ０．５０ ４．００ ２．８５ １８０ 圈养 ５１３．００

育肥羊 ０．８０ ０．４０ — ０．９６ ９０ 舍饲 ８６．４０
　注:其中奶牛通过增草减料,还可增加产奶量０．５０千克/天.

　　通过测算,门源县牦牛节约成本最多,日可节约成本２．８５元/头,整个养殖周期可节约成本５１３
元/头,育肥羊及补饲羊次之;湟源县奶牛节约成本最多,日可节约成本为３．８７元/头,年可节约成本

１４１２．５５元/头,肉牛及育肥羊次之.另据调研得知,朔州市山阴县运用本地苜蓿替代进口苜蓿饲喂

奶牛,日可节约成本分别为１．７５元/头,年可节约成本６３８．７５元/头.总体来看,通过在草食家畜日粮

饲喂中添加本地生产牧草,减少精料,可显著降低饲料成本,草畜结合具有明显的经济效益.
此外,促进草畜紧密结合,其生态效益初步显现.其一,实施“草田轮作”,改良土壤生态环境.

“草田轮作”可有效改良土壤团粒结构,降低土壤毒素,增加有机质含量.其二,粪肥还田,增加土壤有

机质.自实施“粮改饲”、推进草牧业发展以来,朔州市每年粪污沃田总量在２８０多万吨,使５０多万亩

土地得到改良.其三,有效改善天然草地质量.门源、湟源两县牧区、半牧区以舍饲圈养逐渐取代传

统散养放牧方式,减轻牧民过度放牧对天然草场的压力,缓解“草畜”矛盾,使天然草地得到改良.门

源县２０１６年天然草地植被覆盖率为９１．３％,较２０１５年提高０．９２个百分点;亩均产草量２９３．２千克,
较２０１５年提高１．４４％.湟源县对退化草地实施免耕补播优良草种,改良草原土壤,亩均产草量在

２００千克以上,促进了生态环境步入良性循环发展轨道.

　　二、草牧业推进过程中可借鉴的经验

　　１．依靠科技推广提升草牧业发展水平

山西朔州市朔城区在肉羊品种改良方面,应用科学的杂交技术,使改良羊产肉性能平均提高约

１５％;在养殖过程中大力推广疫病防控、科学管理、全混日粮饲喂等实用技术,提高了科技在畜牧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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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中的应用率和贡献率.青海门源县草原技术部门与省级产业技术转化研究平台实现有效对接,进
行燕麦新品种选育、饲草科学施肥等试验和科技推广.２０１６年,该部门推广青海４４４和加燕２号等

饲用燕麦６万亩,科学配方施肥５万亩(含氮量４０％的一年生高寒饲草配方肥);在推进新品种和新

技术应用的同时,整合各类项目资金购置牧草刈割和加工机具,以提高机械化水平,进而全面改善牧

草品质,提高牧草利用率.湟源县以“一村一品”的模式开展了牧草良种繁育体系建设,使全县牧草良

种覆盖率在９０％以上,统一供种率在８０％以上.

２．发展多种生产经营模式推动草牧业发展

在试点地区,草牧业合作社、专业化或一体化公司等新型经营主体逐步涌现,生产经营模式呈多

样化发展.专业化的草业经营主体生产经营模式.以门源县顺昌农专业合作社为例,入社农户以自

有土地入股,实现牧草连片规模化种植;合作社提供“九统一”集约服务①,以保证牧草质量;合作社以

土地入股分红为主导,其余盈利则由合作社和农民按照４∶６的比例分成.土地分红以２４０元/亩(当
地土地流转价格)作为农民的亩保底收入.种养结合、农牧循环的草牧业经营主体生产经营模式.以

湟源县三江一力农业有限公司为例,该公司通过与附近村民签订订单,生产“托富所”牌面包草,年种

植牧草可达４．６万亩;公司以“企业＋合作社＋养殖户”的运营模式,通过托牛所与养殖户合作,将肉

牛集中饲养,并统一收购加工;公司与湟源等县的运输专业户签订羊板粪收购协议,作为原料生产“托
康所”牌有机肥,供应周边蔬菜、特色林果的种植,获得了全产业链的综合效益.

３．启动融资平台缓解草牧业资金缺乏问题

青海门源、湟源两县政府主要通过向“授信池”注入贷款保证金的方式提升授信规模,提高贷款比

例;并通过与银行协调商议的方式,降低贷款门槛,简化贷款手续.受益主体多为牧草种植企业、专业

合作社和家庭农牧场等新兴规模经营主体;主要针对购置草种、收割加工机械,青贮、微贮设施建设贷

款.２０１５年,门源县发放贷款１０５１万元,受益的牧草种植专业合作社达１７家;２０１６年发放贷款８００
万元,重点扶持饲草加工和农机服务企业、草牧业专业合作社等共计２２家(截至２０１６年９月).湟源

县依托邮政储蓄银行“授信池”贷款平台建立草牧业金融扶持机制,２０１５年共发放贷款１０００万元,

２０１６年贷款发放规模进一步扩大到２０６０万元.

４．牧草青贮方式因地制宜呈多样化形态

山西朔州市位于农区,草食牲畜多以全舍饲方式饲养,对青贮饲料具有全年性需求.当地青贮多

以压窖或裹包方式储存.临近种植区、需求量较大的养殖场主要以青贮压窖的方式储存;离种植区较

远的养殖场多以裹包青贮方式储存.青海省门源、湟源两县农区和半牧区草食牲畜多以全舍饲、半舍

饲方式饲养,牧区以放牧方式为主.农区和半牧区对青贮饲料具有全年性需求,牧区枯草期对青贮饲

料需求较大,故除上述青贮方式外,当地因地制宜发展了青贮堆和袋装青贮等青贮方式,尤以袋装青

贮方式较为常见;其包装成本低廉且耐磨损,重量约为６０千克/袋,易搬运,发酵简单易行.走访的门

源县当地企业、合作社等多采用该种青贮方式,产品主要销往本地及临近的互助县牧区.此种青贮方

式有助于改善传统牧区草食牲畜“夏肥秋壮冬瘦春死”的现象和枯草期牧民急于出栏牲畜、中间商贩

或屠宰加工企业收购牲畜“卡脖子”的现象,有效保障牧民的利益.

５．牧草种植助推当地精准扶贫顺利开展

门源县草业公司积极与当地精准扶贫相结合,将获得的扶贫资金和牧草种植相结合,助推当地精

准扶贫工作.门源县富源青高原草业等３家牧草种植企业共为１７个贫困村２０９户贫困户建档立卡,
将５００万元的扶贫资金集中用于发展牧草产业,每年按扶贫资金的６％为贫困户分红,每户分红１４３５
元.此外,种植企业还与贫困户签订牧草订单５．２万吨,以高于市场价格的协议价格收购(２０１６年燕

麦草市场收购价为３２０元/吨,协议价格为３６０元/吨,收购让利贫困户４０元/吨).２０１６年牧草种植

企业引导贫困户种植牧草１０１３亩,实现户均增收４１７１元,人均增收１０９４元.此种方式为当地“精
准扶贫”工程探索出了一条新途径.

７７

① 即统一保险、供种、购肥、机翻、播种、田管、收割、质检和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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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龙头企业带动形成草业产销一体化链条

朔州市朔城区政府引导养殖或草产品加工企业与种植户签订种草收购协议,解决牧草销售问题,
该地区约５０％牧草产量通过该种方式进行销售.青海湟源县采取由产业化经营组织与农牧户签订

产销合同的方式,实行订单生产,把农牧户的牧草生产与市场紧密联合.青海门源县政府引导和鼓励

当地牧草加工企业以及具有牧草加工能力的合作社、家庭农牧场成立牧草联合社,重点对牧草产业进

行市场化管理、专业化运作,对全县牧草进行统一种植、统一加工和统一销售;全力搞活草产品销售流

通,引导饲草种植企业与养殖、加工企业开展产销加工对接,组织开展草产品促销活动,解决饲草种

植、加工销售的瓶颈问题,逐步形成草业产销一体化发展的链条.

　　三、草牧业推进过程中的难点与问题

　　１．部分地区传统种养观念依旧存在

调整农业结构、发展草牧业是国家的一项重大农业发展战略,转变传统种养观念和养殖方式势在

必行.现在仍有部分地区管理人员及种养企业(场户)认识不到位,传统观念依然存在.在走访的朔

州市朔城区,种植户对种植粮食和牧草的比较效益认识不足,“以粮为主”的传统思想仍然存在;仍使

用荒地、坡耕地等低产田种植苜蓿草,使用传统的籽实玉米品种生产青贮玉米;养殖户在肉羊育肥上

仍采用“秸秆＋谷物”的传统饲喂模式,生产效率低下;部分养殖企业对粗饲料的重要性认识还不到

位.许多地区对发展牧草产业的认识仍比较单一,认为发展牧草产业就是种植牧草,收割后直接风干

或青贮后喂养牲畜,对发展免受收获加工机械制约和多雨等气象灾害的人工放牧草地等牧草产业发

展形式认识不足.

２．牧草作业机械及配套设施保有量不足

牧草播种、田间管理、收割及打捆等作业机具,草产品加工设备等保有量不足,在很大程度上制约

了饲草产业的健康和可持续发展.调研发现,山西朔州市朔城区助农农机专业合作社、金土地公司等

都存在刈割及打捆机具保有量不足、性能差的问题,如若机具出现故障,遇天气变化刈割不及时,将使

牧草草质受到严重影响,甚至没有有效产量.青海门源县各养殖专业合作社方捆、圆捆包膜机械等草

产品加工设备缺乏.特别是在目前国内大量牧草种植占用撂荒地、坡耕地、退耕还林地的情况下,适
宜不同区域特点的牧草小型机械设备严重缺乏.湟源县牧草种植集中在浅脑山地区,由于山高地陡

地块小,目前仍有８万亩耕地靠畜力耕种.此外,许多地区的草产品储存设施严重不足,也影响了草

产品的品质.

３．草牧业发展的技术制约明显

一是没有掌握牧草品种的基本知识.在调研中发现,许多地区的企业或农户不了解牧草品种适

应的自然环境和生物学特征,不能因地制宜选择适合本地发展的牧草品种,跟风追市、盲目引进种植

的现象比较普遍,导致生产、市场风险都很大.一方面原因是种植者对牧草品种等方面的基础知识缺

乏,另一方面原因是适宜本地生长的牧草种子的研发落后于当地草牧业的发展.二是对牧草种植、收
获、储存等基本知识和技能缺乏.在走访的青海省门源和湟源两县,许多农户对牧草的播种深度、田
间管理、实时收获期、储存方法等基本知识和技能缺乏了解;部分企业(农户)对牧草青贮的知识和技

能掌握不足,致使生产的青贮草质量参差不齐.

４．牧草生产风险大,对牧草的保险还是空白

一方面,牧草生产的目标是获得植物的全株营养体,因而生产难度较粮食大,加之许多农户对牧

草生产也较陌生,所以牧草生产的风险很大;另一方面,牧草只是中间产品,其市场受制于草食畜产品

的市场,因而市场风险也很大.正因如此,牧草生产的收益很不稳定,成为不少农户尤其是低收入家

庭的农户种植牧草意愿不高的原因之一.保险作为牧草生产的后续保障措施,落后于整个牧草产业

的发展.目前,我国已很大范围开展了农作物保险和畜牧业保险,但对牧草的保险还未开展.青海门

源县２０１６年“８１７雹灾”发生后,受灾农户没有得到相应的补偿,牧草种植的积极性受到很大打击.
可见,缺少灾后保障成为草牧业和粮改饲项目实施的最大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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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金融扶持发展机制难以满足产业发展需求

在朔州市,目前对牧草种植企业(场户)和养殖企业(场户)金融扶持较少.调研发现,助农农机专

业合作社由于缺少相应的金融扶持,专业化机具采购不足.部分规模养殖场由于周转资金缺乏,用于

收购青贮玉米的资金不充足,经常出现青贮收购量不足或者拖欠种植户售草款的现象.在所调研的

门源、湟源县,“授信池”贷款总体额度还很小,且发放需担保、抵押等手续.由于大多数规模养殖厂和

专业合作社抵押物不足,造成担保抵押困难,贷款难度加大,加之项目资金到位较晚,严重影响了牧草

生产的及时性.

　　四、进一步推进草牧业发展的对策建议

　　１．切实做好宣传及科技推广培训工作

针对广大种养户传统观念根深蒂固的问题,相关部门应充分利用多种传播方式进行广泛宣传,采
取印发宣传材料、设置宣传专栏、召开动员会议等形式,使其充分了解草牧业发展的意义,营造良好氛

围;促进企业、种养户之间的经验交流,加强企业示范带动效应.针对管理人员及种养户(企业)种养

观念及技术落后等问题,政府应通过各种形式对县级及以下生产经营管理及技术人员强化技术培训,
以指导种植、管理、收割晾晒、打捆、草产品加工等全过程,提高草业科技贡献份额;同时,应以科研试

验示范基地为基础,以科技推广中心为依托,通过各种形式宣传和推广科研成果,向种养企业(场户)
推广先进适用的种养技术;在技术推广和培训中,更多采用现场观摩的形式,号召种养企业(场户)向
人工放牧草地发展、草产品加工发展较好的企业或基地学习,逐步提高其对发展牧草产业、实施种养

结合的技术和技能的认识.

２．全力加快适合不同区域生产特点的牧草机械设备研制与开发

伴随国家“粮改饲”及草牧业的推进,牧草种植面积迅速扩大,但与牧草生产快速扩大形成鲜明对

比的是,适宜我国不同区域牧草生产的机械设备严重不足,现有的一些机械设备也存在性能及可靠性

差、适应范围小等突出问题,应全力加快适合不同区域生产特点的牧草机械设备的研制与开发.牧草

种植及田间管理环节,应加快针对不同区域地形地貌的牧草种植、施肥、灌溉、草地除杂等设备的研

发;刈割环节,在牧草平原种植地区应加快牧草刈割、粉碎、打捆等多功能一体化大中型机械设备的研

发;在牧草种植还未实现机械化的地形陡峭的山区,应重点研发具有爬行方便、易操作的刈割、压扁、
翻晒、捡拾、压捆等功能的小型机具,重点提高其生产性能和耐用性.在加快青贮设施建设的同时,应
重点研发加工草颗粒、草粉等多样化草产品的机械设备.

３．全力推进草畜紧密结合

各地应结合当地实际,因地制宜,在生产及销售环节采取措施扎实推进草畜紧密结合,发展各具

地方特色的草牧业.生产环节,在北方土地资源相对丰富的地区,重点推进奶牛、肉牛和肉羊养殖配

套饲草料地建设;国家种草养畜财政扶持政策,如标准化规模养殖、母畜扩群增量项目、“粮改饲”试点

项目等,应向具有配套饲草料地的牛羊养殖场户予以倾斜,特别是对养殖场户流转的饲草料地予以重

点倾斜.在南方牧草资源开发利用不足的草山草坡地区,重点推进人工放牧场建设或天然草山草坡

改良工作,结合母畜扩群增量项目、南方现代草地畜牧业推进行动项目等,重点对拥有草山草坡资源

或建设人工放牧场的牛羊养殖场户予以倾斜;同时对实施草田轮作、利用冬闲田种草,并与种草农户

签订稳定供草协议的养殖场户予以优惠支持.销售环节,政府相关部门应推进畜产品优质优价市场

机制的建立和良性的流通体系建设,实现饲用优质牧草生产的畜产品一定比饲用秸秆生产的畜产品

价格高,从而由市场直接引导草畜紧密结合.

４．推进多样化牧草产业发展形式

当前,大家普遍认为发展牧草产业就是牧草种植、收割和加工等,忽视了建植人工放牧场、实施划

区轮牧的牧草生产和利用模式.发达国家的实践证明,在自然条件适宜地区,建设人工放牧场实现放

牧利用,可以大量减少牧草播种、收割等环节的机械费用,同时还很大程度降低牧草生产过程中的风

险和市场风险,降低母畜的饲养成本,提高母畜的健康水平,进而提高母畜的繁殖成活率.各级主管

９７



　　 华 中 农 业 大 学 学 报(社会科学版) (总１３５期)

部门和技术管理人员在指导企业和农户发展种草养畜时,应根据当地土地、气候等资源条件以及养殖

畜种情况,从政策引导及技术指导方面,推进种植加工草产品、建植人工放牧场或现割现喂等多样化

的牧草产业发展形式.西北、华北等有条件的地区可适度发展人工种草、加工草产品的形式,丘陵区、
土地资源丰富地区可发展人工建植放牧场的形式;西南地区、土地细碎化地区、牛羊散养较多的地区,
可发展牧草种植、现割现喂的形式.

５．推动牧草产业保险的实施,加大金融支持力度

逐步建立牧草产业保险制度对产业健康和可持续发展可以起到保障和推动作用.鉴于牧草生产

风险和市场风险高、牧草生产企业(场户)实力弱、其自身抗风险能力差等情况,建议借鉴美国等牧草

产业发达国家的保险经验,参考国内农作物保险的具体做法,建立牧草产业保险制度,将牧草列为重

点受保对象,支持牧草产业的稳定发展.同时,相关部门应采用财政补贴、免征营业税和所得税等措

施,引导和鼓励全国各大保险公司为牧草生产企业(场户)提供牧草产业保险[２４];采取保费补贴、简化

理赔程序等方式,调动广大企业(场户)参保的积极性.地方政府部门应积极与金融部门协调商议,构
建新型融资平台,创新金融扶持方式,放宽贷款条件、简化办事程序,及时满足牧草生产企业(场户)的
融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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