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经过多年的讨论与分析，已经形成共识，即畜

牧业将成为我国入世后具有国际竞争能力的农业

产业。吉林省是国家的“五大草原牧区”之一、是

国家生态环境建设示范省、是国家五个无规定疫

病区之一、是国家畜产品出口基地。畜牧业已经成

为我省农村经济的支柱产业，进一步发展，将成为

农村经济的主导产业。
大力发展畜牧业，是粮食大省、农业大省调整

农业产业结构，转变农业生产方式，实现跨越式发

展的必然选择，是具有战略意义的重大举措。发展

畜牧业的总体方向是优质、特色、安全、高效，具体

应该考虑如下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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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突出特色优势，开发特有精品

特色具有典型的民族色彩，也是独特的竞争

优势所在。日本的黑毛和牛、韩国的韩牛、澳大利

亚的美利奴羊等，是民族特色畜牧业的典范。吉林

省发展畜牧业的特色优势，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玉米等大宗饲料资源丰富。世界玉米的

70%以上是用作饲料，我国的玉米已经逐渐从口

粮型转变成饲料型，玉米经济的主要出路在于发

展畜牧业，通过过腹转化增值，变粮食的调出为畜

产品的调出，不仅能够增加农业产值，而且还可以

减轻运输的压力，节省 30%左右的运输成本。因

此，玉米经济的基本出路在于畜牧业。
二是地方畜禽品种资源丰富。我省的畜禽种

类有明显的特色优势，延边黄牛是国家的五大地

方良种之一，草原红牛是我国建国后自己培育的

第一个牛品种，松辽黑猪是我国的第一个瘦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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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黑色母系品种，吉林籽鹅是我省特有的鹅品种，

最近命名的新吉细毛羊是我省和新疆共有的细毛

型细毛羊新品种。这些品种资源，是我省发展优质

特色畜牧业的重要基础，国家已经把两个肉牛品

种和细毛羊品种资源的开发列入了“863”高科技

发展计划，有关部委对相应的工作也都分别给予

了支持。目前，我省必须采取得力措施，对特色畜

禽品种实行重点开发，做大做强优质特色畜牧产

业。

2 加强设施建设，促进产业升级

农业是整个国民经济中的弱质产业，生产设

施落后是参与国际竞争的主要劣势之一。而畜牧

业就其基础设施条件而言，建设的步伐尚落后于

种植业。我省虽然在畜产品的人均占有量和畜牧

业的产值比重等方面居全国的前列，但畜牧产业

的总体产业化水平低，品牌优势不强，总体竞争能

力弱。
2.1 扶持和壮大龙头企业

我省的畜牧龙头企业中，现在只有德大公司，

已经能够形成自己的品牌，有稳定的市场和较强

的辐射带动能力；皓月集团尽管其设施条件和加

工能力居全国的前列，但到目前为止，尚没有真正

形成产业化生产体系，屠宰加工设备闲置过半，运

行机制和生产效率有待调整和提高；华正集团的

种猪生产、屠宰加工等产业化的基本格局已经形

成，但原料的生产能力不足，运行机制有待调整；

草原兴发集团的肉羊屠宰生产线虽已经开始运

转，但屠宰加工数量不足，对整个肉羊产业的拉动

作用依然很弱；我省有农安、辽源、公主岭、大安、
乾安、舒兰、辉南等多家肉鹅屠宰加工企业，相对

零散、互相竞争，而且各家都不能满负荷生产。这

些企业，除德大公司外，都没有形成自己的特色品

牌，而且对农民利益考虑的不是很多，致使原料基

地不稳定，加工设备闲置，生产效率低。
2.2 改善牧业生产的基础设施

小规模、大群体，生产经营分散，是我国畜牧

业生产的典型特征，农民是畜牧业生产的主体。到

目前为止，农户传统落后的生产方式尚没有彻底

转变，薄弱落后的基础设施尚没有得到很好的改

善，农户养畜的基础条件，尤其是草食家畜的饲养

管理条件亟待改善。基础设施的落后，主要表现在

畜舍及其环境、优质青粗饲料生产供应能力及相

应的加工调治和贮存设施、蛋白质饲料资源总量

不足等。应该考虑结合舍饲、禁牧计划的实施，加

快设施条件建设，包括畜舍的改善或重建、粗饲料

加工调制机械的配置、青贮玉米等青绿多汁饲料

的种植及相应的青贮机械和青贮窖的配备和建

设、紫花苜蓿等优质蛋白质牧草及大豆等用于饲

料作物的种植。在改善基础设施的同时，促进种植

结构和产业结构的调整。

3 立足全国占位，突出优势产业

考虑我省畜牧业的优势产业，应该首先考虑

我们在全国的占位问题，如果在国内都没有地位，

那么在开放竞争的国际大市场中将难以占有一席

之地。吉林省农业的优势在于玉米，畜牧业的优势

也首先要考虑玉米的自我消化、转化能力。
吉林省的生猪、肉鸡的生产水平和人均占有

量居全国的前列，是应该优先发展壮大的畜牧产

业。不管国民消费畜产品中的猪肉比重是否降低，

但猪肉将始终是我国人民消费的最主要肉食品，

为此，吉林省的畜牧业还是应该以猪为首，这也是

利用现在的优势。
吉林省肉牛业在全国的排位不断前移，处在

第 5～6 位，加之我省拥有前述的两个特色品种，

为此特色肉牛生产应该是我省的优势产业；吉林

省在绵羊生产技术水平方面，一直是全国的先驱

之一，现拥有最新培育的细毛羊群体，可望为优

质、特色、精纺原料毛的生产，形成相当的基础；同

时，我省已经利用世界银行贷款项目建成了肉羊

屠宰加工厂和肉用种羊场，而且在“十五”国家科

技攻关计划招标中，有 17 个省投标，我省是两个

中标的省份之一，说明我省的肉羊业在全国有相

当的地位；鹅业是近年来发展较快的畜牧业产业，

而且是农民易于接受的致富项目。
上述的猪、肉鸡、特色肉牛、细毛羊、肉羊、鹅

等 6 个畜牧产业，我省在全国占有相当的优势，应

该作为优先发展的产业，建立和完善相应的产业

化体系，以促进其健康、快速发展。
关于奶牛业的发展，从我省的基础情况看，在

全国没有优势可言，临近的黑龙江和内蒙古，已经

形成了很强的优势，所以我省的奶业或者只作为

政府引导，或者任其自由发展。如若非上不可，就

必须下最大的力气来抓，投入大量的资金来扶持。
但最好是利用我省的资源优势，像长春一样，招商

引进大的企业集团，由企业独自投资运作。

4 实行人畜分离，开展安全生产

我国的畜产品生产，已经达到了总量基本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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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但存在结构性过剩和低档次产品过多的问题，

不能适应入世后的国际竞争的需要。畜牧业的发

展，已经不仅仅是提高畜产品的总产量的问题，而

更主要的是提高畜产品的质量和安全性品质。欧

盟对华的畜产品监测已经从肉质和安全性的实验

室检测转移到了畜禽生产环境勘察。从长远讲，人

类和畜禽的生存与生产环境之间，不能互相影响，

需要相对分离。
我省除中部地区人口密度较大外，其他地区

相对人口稀少，尤其是东部和西部，地域辽阔，有

实行人畜分离的空间条件，而且东部的山区和半

山区还具备天然的隔离屏障，是开展安全畜产品

生产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这也是北方地区优越

于南方和中原地区的有利条件；另外，寒冷也是一

种资源，虽然隆冬季节畜禽生长缓慢，但低气温对

于净化外界环境恰恰是有利的因素。为适应发展

的需要，充分利用现有的优势条件，开展安全畜产

品生产，是我省畜牧业发展的首要途径。吉林省应

该利用无规定疫病区、生态环境示范省等政策，率

先打出安全畜产品的品牌。
我省实施的舍饲禁牧计划、牧业生产小区建

设，应该有真正长远的规划设计，而且应该重点突

出安全小区化生产，在逐步实现舍饲的同时，实现

人畜分离。一些行政小区和形象小区应该慎重，以

避免投资的浪费及不符合安全畜产品生产的规范

要求而废弃。

5 内销战略为主，适时打出国门

在某种程度上，世界经济是政治经济，全球经

济一体化是大势所趋。入世后，国门将逐渐打开，

国外的优质畜产品将大量涌入，届时国际竞争将

在自家门口进行，不出国门也是参与国际竞争，增

强竞争能力的涵义将首先是占稳自己的市场，有

效抵御外国产品的涌入和争夺自己国内的市场。
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更是各种消费品的消

费大国，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国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尤其是农民收入的增加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国内

畜产品消费的增长潜力巨大。国外诸多大中型企

业集团，一直都在觊觎中国的市场，我们自己必须

冷静思考，在市场定位上切不可一味追求出口而

忽略自己的优势，决不能开了别人的荒而毁了自

己的田。畜产品销售战略应该是立足国内、面向国

际，也就是说，必须优先占领国内市场，在这方面，

国产畜产品有一定的优势，在特色风味方面适合

国民的口味与习惯，必须充分地加以利用；在适当

的时机争取外销，外销的前提应该是效益优先，若

要进入发达国家市场，还必须排除政治因素的干

扰，并切实提高质量和安全性。在畜产品的生产战

略上，必须参照国际标准，鞭策自身的生产，提高

产品的质量和安全性品质，增强产品的内在竞争

实力；同时要特别注重品牌战略的规划实施，形成

具有吉林特色的品牌优势，畜牧业的品牌还是吉

林的弱项，必须着重培植。

6 适应发展需要，开发牧草产业

草产业是我国的新兴产业，在基础地位、经营

方式、内涵和外延等方面具有相当的独特性。天然

草地的“三化”，即退化、沙化和盐碱化，是全球土

地“荒漠化”的主要形式，而且主要存在于干旱和

半干旱地区。土地的“荒漠化”，导致世界性生态

环境的恶化；草地的“三化”，造成草地生物覆盖度

降低，产草能力和载畜能力下降，生态系统破坏，

经济效益滑坡。植树、种草是生态环境治理和保护

的最经济、最有效的生物措施。发展草业经济，是

改善生态环境、开发新兴产业、促进畜牧业、增强

民族经济总体实力的最佳途径。
我省牧草产业的研究水平处于全国的领先地

位。苜蓿是牧草之王，我省培育的公农 1 号紫花苜

蓿一直是国内种植的在耐寒性、丰产性等方面最

好的品种；碱茅改良重盐碱地技术，是国际先进甚

至领先的技术，能够在 pH 值为 9 的光板地上生

长，是重盐碱地改良的首选牧草，已经在我省西部

地区大面积应用；羊草是我国北方干旱、半干旱草

原的优势草种，吉生羊草是在野生羊草的基础上

经杂交选育的新品种，提高了抗逆性和丰产性。
生态环境建设和优质畜牧业生产，都需要上

述的 3 类牧草，为此，优质牧草产业应该是我省重

点发展的优势产业，而且有可能成为新的经济增

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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