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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畜牧业发展水平测度及其地域分异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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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对产业发展水平和地域分异特征的把握是国家制定产业发展战略、做出产业

布局调整的重要科学依据.构建现代畜牧业评价指标体系,对中国省域畜牧业发展水平进

行评价,并揭示其地域分异特征及类型区.结果表明:我国现代畜牧业发展水平整体上处于

快速成长阶段,但存在明显的地域差异性,呈现出从东部→东北部→中部→西部依次递减的

趋势;畜牧产业地域分工逐步显现,极大地促进了产业的发展,但物质装备水平低,标准化规

模养殖场数量少,饲料工业和种畜禽业支撑能力弱,科技人员配备不足,劳动生产率低等问

题成为制约我国畜牧业现代化发展的重大短板;中国现代畜牧业发展水平可划分为六大类

型区,各类型区应根据“区情、畜情”从不同的侧重点制定现阶段及未来的发展思路与策略.
基于此,提出政策建议:推进标准化规模养殖场建设,提升养殖场标准化水平;引导建立多渠

道、多主体的科技推广机制,提升科技支撑能力;扶持畜牧业专业合作组织发展,提升行业整体

竞争力和组织化程度;科学确定养殖区域布局规划,因地制宜指导各地畜牧业合理适度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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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牧业现代化程度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农业现代化水平的标志.粮猪安天下,畜牧业在国民

经济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也是农业经济的支柱产业,担负着保障国家肉蛋奶等动物性产品供

给、提高农牧民收入的重任.与种植业相比,畜牧业生产有其特殊性,需要通过畜禽消化系统和生理

机能将植物性产品转化为肉蛋奶等畜产品.近年来,随着人们消费水平的提高和膳食结构改变,畜产

品需求量快速攀升,极大地拉动了畜牧业的发展.２０００—２０１４年我国畜牧业总产值以年均７％的速

度增长,到２０１４年达到２．９万亿元,占农业总产值的２８．３％,与１９７８年相比提高了１３％,畜牧业产业

地位显著提升[１].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稳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新时期,推动现代畜牧业

建设已经成为农业现代化发展的重要议题.
关于现代畜牧业发展的内涵,学者有着不同的见解.任继周认为现代畜牧业可以概括为资源节

约、高效生产、持续发展[２].陈洁等强调现代畜牧业是一种新型的畜牧业发展方式,它是用先进的生

产力、先进的装备、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方式所“武装”起来的[３].于桂华等认为现代畜牧业的内涵

可归结为生产的集约化、技术的现代化、经营的产业化、管理的科学化、生产结构的合理化及环境的协

调化[４].现代畜牧业应是一个相对动态的概念,是用现代物质装备畜牧业,用现代科学技术改造畜牧

业,用现代管理方式管理畜牧业,用现代科学文化知识提高农牧民素质,从而使畜牧业生产技术、生产

手段和生产组织向当今世界先进水平靠拢,实现生产高效、产品安全、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目前,学
术界对不同区域的畜牧业进行了大量研究,主要涉及基本内涵[１Ｇ４]与特征分析[５Ｇ６]、发展模式[７Ｇ９]、指标

体系构建[１０Ｇ１１]、发展水平评价[１２Ｇ１３]等,但是相关研究并未对全国省域尺度上现代畜牧业发展水平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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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评价和比较分析.当前,中国畜牧业正处于从传统畜牧业向现代畜牧业转型的关键时期,本文通过

构建现代畜牧业评价指标体系,分析现代畜牧业发展的省际差异,划分地域类型,并明确提出各类型

区发展“短板”及未来发展方略.

　　一、方法与数据

　　１．指标选取与权重确定

(１)指标选取理论依据及指标体系构建.综合考虑畜牧业发展现状及其基本内涵,征询长期从事

畜牧业及“三农”问题研究专家和政府主管人员的建议,参考相关研究成果[１４Ｇ１７],从物质装备水平、科
技进步水平、经营管理水平、安全可持续水平和产业产出水平５个维度,遴选１５项评价指标,最终构

建现代畜牧业发展水平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表１).物质装备水平用于反映畜牧业的设施设备与物资

等生产性投入情况,重点衡量畜牧业生产体系的现代化程度;科技进步水平用于反映畜牧业生产中科

学技术的支撑和贡献情况,重点衡量畜牧业生产体系的先进程度;经营管理水平用于反映畜牧业经营

模式和管理体制机制对产业运行的保障状况,重点衡量畜牧业经营体系的现代化程度;安全可持续水

平用于反映畜牧业的质量安全和生态环保状况,重点衡量畜牧业产业体系的健康程度;产业产出水平

用于反映畜牧业生产对保障市场供给与保持产业地位的贡献程度,重点衡量畜牧业产业体系的地位

和作用.
(２)确定指标权重.合理确定各项指标的权重,是进行综合评估的关键.确定指标权重的方法主

要有主观和客观赋权法两大类,考虑到两者各自的优缺点,本文选用 Delphi法与多指标综合评价法,
将决策者的主观判断与待评对象的信息有机结合,提高指标权重确定的科学性.具体步骤:①采用极

值标准化方法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②邀请畜牧业领域产业技术体系的首席科学家和经济岗

位专家、农业经济管理学者、地方主管部门专家和畜牧业企业家等２５位人员,通过两轮调查问卷的形

式对指标体系进行打分,然后采用文献[１８]中的Delphi法计算专家多轮打分反馈所确定的权重值W
(Xi);③运用文献[１９]中的多指标综合评价法计算指标权重值W′(Xi);④求取W(Xi)与W′(Xi)的
均值作为各指标最终权重值(表１).多指标综合评价法指标权重系数的计算公式如下:

W′ Xi( ) ＝
δ Xi( )

∑
n

i＝１
δ Xi( )

(１)

式(１)中,δ Xi( ) 为变量的均方差值,δ Xi( ) ＝
１
n∑

n

i＝１
Zij－A

－

Xi( )( )２ ;Zij为各指标Xij的标准化

值;A
－

Xi( ) 是变量Zij的均值.

５项一级指标Ek和现代畜牧业发展水平E 计算过程如下:

Ek＝∑
１
２ W′ Xi( ) ＋W Xi( )( )Zij (２)

E＝∑
１
２ W′ Xk( ) ＋W Xk( )( )Ek (３)

式(２)、式(３)中,W(Xi)、W(Xk)为Delphi法确定的指标权重;Zij同上.

２．数据来源及处理

选取中国大陆地区３１个省(市、区)畜种饲养规模情况、畜牧业产值、畜牧机械台套数来源于«全
国农业机械化统计年报»,区域人口数和政府财政支出来自«中国统计年鉴»,农用地面积来源于«中国

国土资源统计年鉴»,农业产值数据来源于«中国农业统计年鉴»,肉蛋奶产量、种畜禽存栏、科技人员

数来源于«中国畜牧业统计»,全国饲料工业总产值来自«全国饲料工业统计资料»,畜禽产品和饲料产

品质量安全监测合格率以及合作社与畜牧业龙头企业数量等数据均来源于农业部等.为消除不同量

纲数据对综合评价的影响,须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本文采用极值法[２０]对数据进行无纲量化

处理.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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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现代畜牧业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一级权重 二级指标及计算方法 二级权重

物质装备水平 ０．２１

标准化规模养殖场比重(规模化养殖场数/总养殖场数) ０．５４４
饲料工业产值比重(饲料工业产值比重/畜牧业产值比重) ０．２２４
种畜禽存栏比重(种畜禽存栏量/畜禽存栏总量) ０．２３２

科技进步水平 ０．２２

科技人员比重(畜牧业科技人员数/畜牧业劳动力总数) ０．１９３
大专及以上学历科技人员比重(大专及以上学历科技人员数/科技人员总数) ０．１８１
畜禽产出率(期内畜禽产出当量/期初畜禽存栏当量) ０．３５１
劳动生产率(畜牧业产值/畜牧业劳动力总数) ０．２７５

经营管理水平 ０．２２

畜禽养殖规模化率(畜牧业规模化养殖量/畜禽养殖总量) ０．５５３
畜牧业合作社相对数量(畜牧业合作社数量/畜牧业劳动力总数) ０．１９８
畜牧业龙头企业相对数量(地市级以上畜牧业龙头企业数/畜牧业产值) ０．２４９

安全可持续水平 ０．１９

畜禽产品质量安全监测合格率(合格产品量/产品总量) ０．４５１
饲料产品质量安全监测合格率(合格产品量/产品总量) ０．２４３
单位农业用地面积养殖量(畜禽养殖猪当量/农业用地面积) ０．３０６

产业产出水平 ０．１６
人均肉蛋奶产量(肉蛋奶蛋白当量总产量/人口总数) ０．６００
畜牧业产值比重(畜牧业产值/农业产值) ０．４００

　　二、中国现代畜牧业发展水平及空间分异特征

　　１．全国总体发展水平

参考现代农业发展阶段划分标准[１６Ｇ１７],结合中国畜牧业发展现状,将畜牧业现代化发展划分为４
个阶段,即起步发展阶段(AT≤０．４０)的基本特征是畜牧业生产依靠传统技术和管理方法,标准化、规
模化、组织化养殖水平较低,劳动、土地、畜禽产出率不高;快速成长阶段(０．４０＜AT≤０．６)的基本特

征是现代生产要素在畜牧业生产中快速集聚,标准化、规模化、组织化养殖水平显著提升,劳动、土地、
畜禽产出率快速提升,畜产品质量有保证;基本实现阶段(０．６０＜AT≤０．８５)的基本特征是现代生产

要素在畜牧业生产中得到较为广泛地应用,标准化、规模化、组织化养殖水平较高,劳动、土地、畜禽产

出率处于较高水平,畜产品质量有保证;完全实现阶段(AT＞０．８５)的基本特征是现代生产要素在畜

牧业生产中得到充分应用与体现,标准化、规模化、组织化养殖水平科学合理,劳动、土地、畜禽产出率

高,经营主体间利益联结机制紧密,畜产品质量安全可靠有保证.
通过测算发现(表２),我国现代畜牧业发展综合得分为０．４１７,处于快速成长阶段.从一级指标

情况看,安全可持续水平较高,单项得分达０．７５４;发展水平居中的分别是经营管理水平、科技进步水

平和产业产出水平,单项得分分别为０．４３９、０．３９９和０．３９０;物质装备水平较低,单项得分仅为０．１２７.
综合二级指标得分及贡献情况分析,标准化规模养殖场数量少、占比低,饲料工业和种畜禽业支撑能

力弱,科技人员配备不足,劳动生产率低,畜牧业龙头企业和合作组织带动力不强,土地承载力与畜禽

养殖匹配不合理,与此相关的７项二级指标单项得分均不足０．１００,是制约我国畜牧业现代化发展的

重大短板;畜禽饲料产品质量安全水平和畜禽养殖规模化率相对较高,表明近年来全国畜牧系统狠抓

质量安全和规模养殖,已经初步取得成效,但今后仍然不能放松对畜禽产品质量安全及饲料产品质量

监测,同时警惕区域土地承载水平,严格执行国家禁牧休牧等制度.

２．省域总体空间分异特征

分省份发展水平测算结果表明(表２),北京市畜牧业发展水平最高,综合得分为０．８０９,天津和上

海紧随其后,综合得分为０．６４２和０．６４０,同属于基本实现阶段;广东、湖北、浙江、辽宁和江苏分列第

４~８位,综合得分均超过０．５,处于快速成长阶段的前列;山东、福建、内蒙古、江西、山西、海南、吉林、
广西、安徽、河北、黑龙江、青海、河南、湖南、陕西综合得分超过０．４,也处于快速成长阶段;四川、宁夏、
重庆、新疆、西藏、贵州、云南、甘肃综合得分低于０．４,属于起步阶段.

从区域层面来看,我国现代畜牧业发展水平存在明显的地域差异性,２０１４年东部、中部、西部以

及东北地区现代畜牧业发展水平依次为０．５５５、０．４５４、０．３８９、０．４６７(表３),在空间上呈现出从东部→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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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部→中部→西部依次递减的趋势,这表明中国现代畜牧业发展水平与四大经济区呈现出严格的

地域耦合关系.其中,东部地区的京津沪三个直辖市处于畜牧业的领跑位置,北京市整体水平明显高

于其他省份.西部省份中,内蒙古、广西、青海和山西４省区均有７项二级指标得分超过全国平均水

平,综合评价达到中东部地区的快速发展阶段;其中,内蒙古在规模化养殖场比重、单位农业用地面积

养殖量、人均肉蛋奶产量和畜牧业产值比重等方面比较突出,广西在畜禽产出率、劳动生产率和畜牧

业龙头企业相对数量等方面得分率较高,青海在种畜禽存栏比重、单位农业用地面积养殖量和畜牧业

产值比重等方面表现良好,陕西在种畜禽存栏比重和单位农业用地面积养殖量等方面水平较高,有效

提升了本省区的畜牧业现代化水平.
表２　２０１４年全国及分省现代畜牧业发展水平的评价结果

区域 物质装备水平 科技进步水平 经营管理水平 安全可持续水平 产业产出水平 综合得分 排名 发展阶段

全国 ０．１２７ ０．３９９ ０．４３９ ０．７５４ ０．３９０ ０．４１７ － 快速成长

北京 ０．９５４ ０．８７８ ０．９０４ ０．７２１ ０．５００ ０．８０９ １ 基本实现

天津 ０．５３４ ０．７７９ ０．６２１ ０．７１２ ０．５４２ ０．６４２ ２ 基本实现

上海 ０．８２５ ０．６２７ ０．６８２ ０．７００ ０．２８８ ０．６４０ ３ 基本实现

广东 ０．３０５ ０．７７４ ０．５８０ ０．７４２ ０．２６７ ０．５４６ ４ 快速成长

湖北 ０．２３６ ０．５９８ ０．６０２ ０．７２２ ０．４２６ ０．５１９ ５ 快速成长

浙江 ０．２０２ ０．７０６ ０．６５４ ０．７３２ ０．２０７ ０．５１４ ６ 快速成长

辽宁 ０．１７７ ０．４８９ ０．４９４ ０．７２０ ０．７６９ ０．５１３ ７ 快速成长

江苏 ０．２０６ ０．６３６ ０．６１０ ０．７０６ ０．３１８ ０．５０２ ８ 快速成长

山东 ０．２３７ ０．５３２ ０．５７９ ０．６９３ ０．４５７ ０．４９９ ９ 快速成长

福建 ０．２５１ ０．５５８ ０．５９４ ０．７５８ ０．２６５ ０．４９２ １０ 快速成长

内蒙古 ０．１２８ ０．２７９ ０．４６０ ０．８４４ ０．８７９ ０．４９０ １１ 快速成长

江西 ０．１２０ ０．５９４ ０．５４２ ０．７３６ ０．３５４ ０．４７２ １２ 快速成长

山西 ０．２８８ ０．４１４ ０．５６２ ０．７７４ ０．２７５ ０．４６６ １３ 快速成长

海南 ０．２７９ ０．４０３ ０．５７９ ０．７２８ ０．３２４ ０．４６５ １４ 快速成长

吉林 ０．１３８ ０．３９０ ０．４６６ ０．７４６ ０．５８９ ０．４５３ １５ 快速成长

广西 ０．０９０ ０．４７６ ０．５６９ ０．７５３ ０．３４６ ０．４４７ １６ 快速成长

安徽 ０．１２３ ０．５７５ ０．４３３ ０．７３２ ０．３６３ ０．４４５ １７ 快速成长

河北 ０．１３０ ０．４９７ ０．４３６ ０．７１７ ０．４６１ ０．４４２ １８ 快速成长

黑龙江 ０．１３０ ０．３５６ ０．４７９ ０．７６４ ０．４９９ ０．４３６ １９ 快速成长

青海 ０．１７８ ０．２３３ ０．２９８ ０．８６３ ０．５８４ ０．４１２ ２０ 快速成长

河南 ０．１３０ ０．３４３ ０．４５８ ０．６９４ ０．４７７ ０．４１２ ２１ 快速成长

湖南 ０．０９３ ０．４５２ ０．４４１ ０．７２４ ０．３４５ ０．４０９ ２２ 快速成长

陕西 ０．１６７ ０．３３２ ０．４３２ ０．７９２ ０．２９５ ０．４０１ ２３ 快速成长

四川 ０．０６６ ０．４４６ ０．３３２ ０．７４４ ０．４３５ ０．３９６ ２４ 起步发展

宁夏 ０．１１７ ０．２９２ ０．３８２ ０．７４８ ０．４３９ ０．３８５ ２５ 起步发展

重庆 ０．０８４ ０．４１７ ０．３２５ ０．７２６ ０．３８２ ０．３８０ ２６ 起步发展

新疆 ０．０９０ ０．２５１ ０．３４１ ０．８９８ ０．３６６ ０．３７８ ２７ 起步发展

西藏 ０．０４３ ０．１８２ ０．１２１ ０．９９１ ０．５７０ ０．３５５ ２８ 起步发展

贵州 ０．０６２ ０．４５８ ０．２４１ ０．７２３ ０．２８９ ０．３５０ ２９ 起步发展

云南 ０．０３７ ０．３３８ ０．２７１ ０．７４０ ０．３６７ ０．３４１ ３０ 起步发展

甘肃 ０．１１７ ０．２３０ ０．３３２ ０．７６０ ０．２３０ ０．３２９ ３１ 起步发展

表３　２０１４年我国现代畜牧业发展水平的综合评价结果

区域 物质装备水平 科技进步水平 经营管理水平 安全可持续水平 产业产出水平 综合得分 排名 发展阶段

全国 ０．１２７ ０．３９９ ０．４３９ ０．７５４ ０．３９０ ０．４１７ － 快速成长

东部 ０．３９２ ０．６３９ ０．６２４ ０．７２１ ０．３６３ ０．５５５ １ 快速成长

东北 ０．１４８ ０．４１２ ０．４７９ ０．７４３ ０．６１９ ０．４６７ ３ 快速成长

中部 ０．１６５ ０．４９６ ０．５０７ ０．７３０ ０．３７３ ０．４５４ ２ 快速成长

西部 ０．０９８ ０．３２８ ０．３４２ ０．７９９ ０．４３２ ０．３８９ ４ 起步发展

　　３．分维度省域空间分异特征

(１)物质装备水平.由表２可以看出,我国现代畜牧业的物质装备水平整体偏低.分值最高的是

上海的０．６８０,最小值为西藏自治区的０．０２２,平均值为０．１８７,高于平均值的省份仅有１１个,剩余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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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省份物质装备水平低于平均值,分别占研究区总数的３５．４８％、６４．５２％.具体地,高水平、较高水平

省域数最少,仅有北京市、上海市和天津市、山东省４个省份.中等水平地区分布较为分散,包括东部

地区的辽、冀、苏、粤４省、中部地区的豫、鄂２省,以及西部地区的蒙新２省,共计８省.其余１９省区

尤其是西部地区的大部分省份,处于物质装备水平的低值区.其主要原因是标准化规模养殖场数量

少,而饲料工业及种畜禽养殖又存在明显的地域集聚态势,导致现代畜牧业的物质装备水平呈现出整

体偏低、高水平区域高度集中的现象.以北京和云南为例,北京饲料工业相对产值比重分值为０．２２４,
云南该项指标的分值为０．０１７;种畜禽存栏比重指标,北京分值为０．２８０,而云南省得分仅为０．００５.

(２)科技进步水平.我国畜牧业科技进步水平整体水平较高,全国平均值达到了０．４６９,但省际差

异较大(表２).２０１４年科技进步水平得分最高的是北京(０．８７８),最低值是西藏(０．１８２).通过对比

分析发现,新疆、西藏、青海、宁夏等牧区省份以及河南、四川等传统畜牧大省,科技进步水平显著低于

东部沿海的京、津、沪、苏、浙等省份,主要制约因素是科技人员比重低、劳动生产率不高.数据显示,
科技人员数占畜牧业劳动力的比重、劳动生产率两项指标,排名前５位省份的指标值分别是后５位省

份的４．８倍、１２．２倍.
(３)经营管理水平.表２中可以看出,我国畜牧业经营管理水平呈现出沿东部地区→东北地区→

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依次递减的地带性分异特征.分值最高的是东部地区北京市的０．９０４,最低值是

西部地区甘肃省的０．１２１;高于、低于全国平均值的省份分别有１５个、１６个,分别占样本区总数的

４８．４％、５１．６％.组织化、产业化程度低是造成西部地区经营管理水平落后的主要原因.
(４)安全可持续水平.经测算,全国省域尺度上畜牧业安全可持续水平最高、省际差异最小.分

值最高的是西藏自治区的０．９９１,最小值为山东省的０．６９３,相差０．３０,全国平均值为０．７５４.其中,与
畜禽产品质量安全合格率、饲料产品质量合格率两项指标相比,单位农业用地的畜禽养殖量这一指标

省际差异最大.空间格局上,我国现代畜牧业安全可持续水平高值及较高值主要集中分布在西部地

区,而传统黄淮海平原地区以及长江中下游沿线的大部分省区,其畜牧业安全可持续水平十分堪忧

(表２).
(５)产业产出水平.通过测算发现,内蒙古畜牧产业产出水平最高,得分值为０．８７９,比得分值最

低的浙江省高出３．２倍,是全国平均值的２倍多.省域空间尺度上,畜牧业产业产出水平存在着明显

的地域分异特征(表２),呈现出传统牧区产业产出水平最高,黄淮海平原与东北地区等传统农区产出

水平次之,东南沿海经济发达省份以及黄土高原生态脆弱区产出水平最低的空间特征.对比分析发

现,传统牧区省份的人均肉蛋奶产量(蛋白当量)、单位用工产出量两项指标显著高于非牧区省份,尤
其是人均肉蛋奶产量指标相差很大,内蒙古的得分值是浙江省的６倍.

　　三、中国现代畜牧业发展类型分区与调控

　　为进一步揭示中国现代畜牧业发展水平的地域分异规律,在省域尺度上,根据５个分维度指标的

评价结果,采用系统聚类分析方法对３１个省(市、区)进行类型划分,将其划分为现代畜牧业发展水平

的６大类型区,各类型区现代畜牧业发展水平的分维度指标统计特征见表４.
表４　类型划分结果及统计特征

类型区
省市区

平均得分值

物质装备
水平

科技进步
水平

经营管理
水平

安全可持续
水平

产业产出
水平

综合得分

Ⅰ 北京、上海、天津 ０．７７ ０．７６ ０．７４ ０．７１ ０．４４ ０．７０
Ⅱ 浙江、福建、广东、海南、山西 ０．２６ ０．５７ ０．５９ ０．７５ ０．２７ ０．５０
Ⅲ 黑龙江、吉林、辽宁、内蒙古 ０．１４ ０．３８ ０．４７ ０．７７ ０．６８ ０．４７

Ⅳ
河北、山东、江 苏、安 徽、江 西、湖
北、湖南、广西 ０．１５ ０．５４ ０．５３ ０．７２ ０．３８ ０．４７

Ⅴ 青海、西藏、新疆 ０．１０ ０．２２ ０．２５ ０．９２ ０．５１ ０．３８

Ⅵ
甘肃、宁夏、陕 西、河 南、四 川、重
庆、云南、贵州 ０．１０ ０．３６ ０．３５ ０．７４ ０．３６ ０．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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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合各类型区畜牧业发展的基本现状,针对不同区域的实际情况,提出提升现代畜牧业发展水平

的优化路径.①类型I区由京、沪、津三市组成.该类型区现代畜牧业发展水平最高,无论是物质装

备水平、科技进步水平还是经验管理水平,都处于领先地位.其主要原因是三市是中国经济最发达、
科技研发最集中的区域,区域经济高速增长和科技快速进步为现代畜牧业的发展提供了动力.未来

该类型区在控制养殖量、提高安全可持续水平的同时,应强化在育种、饲料研发、废弃物处理等新业态

方面的优势,积极深化现代畜牧业发展的分工,带动畜牧业发展.②类型II区主要包括浙、闽、粤、琼
和晋五省.该区域省份集中分布在东南沿海地区,整体上看科技进步水平、经营管理水平和安全可持

续水平较高,但养殖总量较小,产业产出水平最低.鉴于我国北粮南运的局势,该区域将来可降低耗

粮型畜禽养殖量,适当增加草食畜禽养殖量,提高区域农业资源利用效率和产出率.③类型III区由

东北三省和内蒙古组成.该区域是我国重要的农产品生产基地,这为畜牧业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

础.由表４可以看出,该类型区产业产出水平最高,安全可持续水平也较好.但该区域现代畜牧业发

展的科技进步水平和经营管理水平仍然十分落后,建议从加强标准化规模养殖场建设和科技人员培

训等方面入手,夯实与区域现代畜牧业发展相适应的“硬件”和“软件”基础.④类型IV 区包括冀、
鲁、苏、皖、赣、鄂、湘、桂８省.该类型区区域特点是现代畜牧业发展处于中等水平,但物质装备水平

和产业产出水平相对较低,分别为０．１５、０．３８,安全可持续水平较差.建议加强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
同时优化养殖结构,适度降低单位农用地上畜禽养殖量;加快开展养殖小区和规模化养殖场建设,加
速转变养殖方式,提高养殖粪污处理能力.⑤类型 V区由青、藏、新三省区组成.该类型区是典型的

牧区省份,是我国畜禽养殖的热点与次热点区,产业产出水平和安全可持续水平较高,但物质装备水

平、科技进步水平和经营管理水平严重滞后.另外,区域隶属干旱区和青藏高寒区,生态环境十分脆

弱.因此建议依托区域资源与环境特点,新型与传统畜牧业生产方式并行,提升管理水平和物质装备

水平,同时种草控畜发展特色草食畜牧业经济,打造高端品牌.⑥类型 VI区包括甘、宁、陕、豫、川、
渝、滇、黔８省.该区域是西北地区中部东部和西南地区的核心地带.该类型区横跨数个自然地带,
但仍然存在很多共性特征,即地形、地貌等自然条件不利于农业生产,西北地区的省份水资源十分短

缺,社会经济发展较为落后,畜牧业生产过程中,依靠传统养殖方式和管理经验,科技进步较慢,产业

产出水平较低.未来亟须增加科技与设施改造投入,强化农牧民技术培训,加快转变畜牧业生产

方式.

　　四、结论与建议

　　１．结　论

(１)从全国层面来看,当前我国现代畜牧业发展处于快速成长阶段,安全可持续水平相对较好,但
物质装备水平太低.标准化规模养殖场数量少、占比低,饲料工业和种畜禽业支撑能力弱,科技人员

配备不足,劳动生产率低,畜牧业龙头企业和合作组织带动力不强,土地承载力与畜禽养殖匹配不合

理,已经成为制约我国畜牧业现代化发展的重大短板.
(２)省域空间尺度上,我国现代畜牧业发展水平存在明显的地域差异性,其中京津沪发展水平较

高,处于基本实现阶段;区域层面上,现代畜牧业发展水平呈现出从东部→东北部→中部→西部依次

递减的趋势,与四大经济区呈现出显著的地域耦合关系.
(３)现代畜牧业发展水平的５个分维度指标在地理空间上也表现出一定的地域分异格局,这也

很好的佐证了畜牧产业地域分工逐步显现.以饲料工业与种畜禽这两项指标为例,北京、上海具有明

显的发展优势.

２．建　议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提出如下政策建议:(１)通过加大资金扶持力度,推进标准化规模养殖场建

设,重点加强标准化基础设施和智能化养殖设备的投入,提升养殖场标准化水平.引导小散养殖户采

取适当方式向规模化方向转型发展,扩大中等规模养殖场数量,逐步形成橄榄型的养殖场规模结构,
促进产业健康稳定发展.加快推进饲料工业和种畜禽业发展,进一步提升饲料和良种两大投入品的

２１



第６期 王国刚 等:中国现代畜牧业发展水平测度及其地域分异特征 　

供给保障能力.(２)充分考虑到科技人员的重要作用,建议加强畜牧业科技推广人员队伍培育,坚持

政府推广部门公益性服务和畜牧饲料企业经营性服务相结合,引导建立多渠道、多主体的科技推广机

制,弥补科技人员配备不足问题.加快先进适用技术的研发和推广应用,促进良种良法配套,提高畜

禽养殖产出效率和劳动生产率,提升科技支撑能力.(３)强化政府的政策引导支持,充分发挥市场作

用,激励畜牧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做大做强,扶持畜牧业专业合作组织发展,因地制宜推行“公司＋养殖

户”“公司＋合作社＋养殖户”等合作模式,建立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加快建立现代高效的经营体制

机制,提升行业整体竞争力和组织化程度.(４)优化养殖区域布局,加强养殖业布局的顶层设计,重点

围绕产销衔接、供需平衡和种养业结合,科学确定养殖区域布局规划,指导各地畜牧业合理适度发展,
既要保证畜产品的有效供给,又要避免产业过度发展对生态环境的不利影响.(５)针对西部地区土地

承载潜力大、资源优势明显等特点,科学谋划西部畜牧业发展模式和产业布局,力争做到建设高标准、
生产高水平、产品高品质、经营高效率,推动西部畜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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