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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云南省位于我国西南地区，是我国生猪养殖的潜力增长区。随着生猪养殖行业的蓬勃发展，各地区生猪养殖业

规模化进程不可逆转。因此，在当前生猪养殖现状下，研究何种规模的养殖模式更能够带来预期经济利益对云南省生猪

养殖端具有重要指导意义。本研究在云南省散户、小中大规模生猪养殖成本效益分析的基础上，选取 2010~2021年相关

指标数据，运用灰色局势决策法进一步测度其小、中、大规模生猪养殖的综合效益。结果表明，中等规模的生猪养殖模式

更适于云南生猪养殖端的发展。由于指标选取具有局限性，因此本研究在建议适度规模经营的基础上，从集体经济、生

猪良种扩繁、生猪疫病防控、绿色生态养殖、合作模式、产业化经营等方面提出相关建议，以助力云南生猪产业持续、健

康、有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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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Optimal Selection of Pig Breeding Scale in Yunnan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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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Yunnan Province is located in China´s southwest region, which is the potential growth area of pig breed‐
ing. With the vigorous development of the whole pig breeding industry, the large-scale process of pig breeding in
various regions is irreversible. Therefore, under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pig breeding, it is of great guiding signifi‐
cance to study which scale breeding mode is more sufficient to bring expected economic benefits for the pig produc‐
tion industry in Yunnan Province. Based on the study of the cost and benefit of retail and small, medium and large
scale pig breeding in Yunnan Province, this paper selects relevant index data from 2010 to 2021, and uses grey situ‐
ation decision method to further measure the comprehensive benefit of small, medium and large scale pig breeding.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medium scale pig breeding model is more suitabl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Yunnan pig pro‐
duction industry. Due to the limitations in the selection of indicators, based on the suggestion of moderate scale man‐
agement,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relevant suggestions from the aspects of collective economy, pig breeding and
propagation, pig diseas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green ecological breeding, cooperation mode, industrial manage‐
ment, etc., so as to help the sustainable, healthy and orderly development of Yunnan pig industry.
Key words：Pig breeding scale; Grey situation decision method; Relevant suggestions

2022年底，疫情防控政策放开，我国经济逐

步恢复到新常态的发展阶段，农业经济保持稳中

有进的发展态势。在我国农业经济发展过程中，

生猪养殖产业发挥着重要作用。在生猪养殖规模

化、集约化发展的宏观背景下，生猪养殖产业的

外部环境条件和内生动力也发生了深刻改变，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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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养殖主体迫切需要明晰何种规模的养殖更适合

市场需求，更符合养殖户（企业）的利益，更符合

中国国情。云南省作为西南地区乃至全国重要的

猪肉供给产地，其区位作用和经济作用的重要性

愈发体现。随着生猪养殖规模化趋势不可逆转 ,
研究何种规模的养殖模式更能够带来预期经济利

益对云南省生猪产业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基于以上背景和已有的研究，本研究依据《全

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等相关数据，在测

算云南省散户、小中大规模生猪养殖成本效益的

基础上，选取 2010~2021年相关经济指标数据，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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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灰色局势决策法进一步测度云南小、中、大规

模养殖的综合效益，以得到适合云南省生猪养殖

业发展的最佳规模程度，并提出相关建议，加快

云南省生猪产业的合理布局，推动云南省生猪产

业持续、健康、有序发展。

近年来，我国生猪产业处于转型升级的重要

阶段，提升生猪生产效率、发挥规模经济效益成

为我国生猪养殖业新的发展趋势。由于要素禀赋

和区位优势的不同，不同地区的最佳养殖规模存

在差异，发展适度规模成为国内普遍共识。闫振

宇等 [1]运用 EDA方法，通过测算 2002~2009年 8年
间我国 29个省不同生猪养殖规模的生产效率，得

出生猪养殖并非规模越大，生产效率就越优的结

论。孙金生 [2]运用比较分析、统计分析等方法，研

究 2007~2016年河北省不同规模下，生猪养殖成本

构成及收益变化趋势，认为畜禽生产的规模不是越

大越好，应该因地制宜，发展适度规模养殖。唐晓

玉[3]基于熵值法的效益评价，得出吉林省中等规模

的生猪养殖方式发展最好的结论。徐立峰等[4]基于

调查数据,采用 Logit和 Tobit回归模型,得出生猪养

殖的产出和效益水平，随着生猪养殖规模的逐渐扩

大而大幅度增加这一结论。吕金蔚[5]在分析影响生

猪养殖规模因素时，根据其测算结果指出，随着养

殖规模的扩大，环境污染、疫情冲击等问题也同时

凸显出来，因此建议引导中、小规模养殖场适度扩

大规模。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将“稳定生猪基础

产能”目标调整为“强化以能繁母猪为主的生猪产

能调控”，鼓励各地区适度规模养殖[6]。

总体来说，随着养殖业发展，养殖规模化进程

不可逆转。现有的研究多为发展适度规模经营的

研究，亦或从成本收益入手，对全国普遍或某一

地区的各种养殖规模的经济效益进行研究，缺乏

对其他主要经济指标的利用，并且缺乏综合效益

的分析以及对云南省生猪养殖规模的研究。因

此，本研究从生猪主要产品产量、总成本、净利

润、仔畜费用等指标对云南省不同生猪养殖规模

进行综合效益分析。

1 云南省生猪养殖现状及现实困境

1.1 云南省生猪养殖现状

近年来，我国生猪生产格局发生变化，养殖重

心逐渐向中西部转移。《全国生猪生产发展规划

（2016-2020）》发布后，身处潜力增长区的云南省

成为我国猪肉产量明显增加的主要区域之一。根

据《中国畜牧兽医年鉴（2021）》，截至 2020年底，

云南省生猪养殖散户（年出栏头数<50）共有 39.31
万个，小规模养殖户（50≤年出栏头数<100）、中规

模养殖户（100≤年出栏头数<1 000）、大规模养殖

户（年出栏头数≥1 000）分别有 9.64万个、1.96万
个、0.2万个，生猪养殖规模化逐渐显现。

2022年，云南省猪肉产量 393.2万 t，生猪出栏

实现高位增长，出栏量位居全国第四，同比增长

9.1%；生猪存栏 3 326.5万头，同比增长 0.2%，其
中，能繁母猪 302.2万头，同比增长 0.4%[7]，生猪产

能保持稳定发展。

1.2 云南省生猪养殖的现实困境

由于地理区位和技术水平的限制，云南省生猪

养殖规模化进程缓慢。尽管规模化养殖形成的低成

本和规模经济优势是农户散养所无法比拟的，但目

前云南农村地区仍存在一种现实困境，即中国人的

传统思想和生产观念。传统的历史传承和气候环境

特点使得云南省养猪和食猪历史十分悠久。根据国

家统计局年鉴显示，2021年云南省人均猪肉消费量

为30.8 kg，居全国各省人均猪肉消费榜单第五位。

云南是我国最大的少数民族聚集地，其多样

的少数民族文化使得云南各地拥有不同的饮食习

惯。很多少数民族将腌制之后的猪肉作为春节等

重大节日犒劳家人、宴请宾朋、慰藉祖先神灵的

必备菜品。在这种饮食文化的影响下，家中养猪

过年成为当地农村普遍共识。正如俗话所说“养

牛为种田，养猪为过年”，农民自古代以来就存在

的自给自足观念仍然存在于现代农民的身上，这

种传统的养殖观念仍然影响着农民的生产经营行

为。因而，大部分散户养殖的农民养猪的目的不

在于赚钱而在于方便自己食用，即不计成本地养

殖生猪。这种传统的生猪养殖习惯使得云南省规

模化养殖进程缓慢。

除此之外，我国云南省具有独特的地理特点。

云南省以山地、丘陵为主、土地细碎化程度较高、

地形结构十分复杂。高低交错的地理特征使得云

南省拥有多种气候类型，因而相对其他地区生猪

养殖业而言具有其独特的特点。云南省独特的地

理特征和气候条件使得生猪养殖产业在生产规模

和产业结构等方面可能不同于其他地区。如何合

理选择养殖规模保证经济效益成为云南省生猪产

业发展亟待解决的问题。

2 云南省生猪养殖不同规模的成本

效益分析

规模经济理论可以理解为生猪养殖户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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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其养殖规模的影响。规模化养殖能够降低生

猪饲养的总成本，带来规模经济效益。规模经济

假设，在生产要素投入不变的情况下，适当地扩

大产出规模，结果带来单位产品生产成本的下

降，当产出规模处于最优临界点，平均成本会降

至最低，在此基础上再扩大规模则会带来成本增

加 [4]。生猪养殖的边际效益，整体呈现先增加后

减少的趋势。因此，一味地扩大养殖规模并不一

定能够实现规模经济，使养殖户增收。即生猪养

殖数量存在一个合理区间使得养殖户的收益能够

实现合理增长，生猪养殖应适度规模化。

依据《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选取

2010~2021年 12年云南省不同养殖规模每 50 kg主
产品相关指标数值，进行平均值计算，结果见表 1。
通过比对数据可以发现，散户的平均出售价格最

高，散户及小、中规模差距不大，但大规模平均出

售价格处于最低且与其他规模存在较大差距，不

存在出售价格优势；在生产成本与总成本方面，

小规模到大规模逐级递减，即成本随规模扩大呈

现递减的趋势，生猪散养生产成本和总成本均高

于规模养殖；从净利润分析，中规模净利润最大，

其次是大规模、小规模，散户净利润最小。

从以上分析可以直观了解四种养殖规模在成

本、利润等方面的优劣势。在此基础上，利用总

成本和净利润两个指标计算成本利润率，以反映

不同养殖规模的经济效益。计算可得，散户、小

规模、中规模、大规模的成本利润率分别为

8.15%，21.37%，23.65%、23.33%（见表 1）。通过成

本利润率这一指标可以得出云南省中等规模生猪

养殖相对于其他养殖规模经济效益更佳的结论。

表 1 2010~2021年云南省生猪养殖不同规模每 50 kg
主产品相关指标平均值

指标

平均出售价格/元
生产成本/元
总成本/元
净利润/元

成本利润率/%

散户

877.40
812.78
812.78
66.28
8.15

小规模

871.84
717.13
718.80
153.61
21.37

中规模

872.86
704.44
705.91
166.95
23.65

大规模

860.65
703.23
704.52
164.36
23.33

3 云南省生猪养殖规模的综合效益

分析

通过成本效益分析，可以得出云南省中等规

模的生猪养殖经济效益最佳；散户成本利润率指

标处于四种养殖形式的最小端，经济效益最差。

在规模化经营的背景下，规模化养殖趋势不可逆

转，因此将散户排除在进一步的研究范围之外，

通过灰色局势决策法对云南省生猪养殖最佳规模

进行进一步选择分析。

3.1 模型选择

灰色局势决策法主要包含事件、对策、局势、

目标四大要素 [8]。该方法通过构建局势矩阵，选

取测度目标，将同一局势下不同目标的效果测度

作求和或均值运算，以获得综合效果测度。综合

效果测度最大的局势即为满意局势。运用灰色局

势决策法构建云南省不同养殖规模的局势矩阵，

将影响养殖户养殖行为的因素加入目标，得出云

南省生猪养殖最佳规模。

3.2 模型构建

3.2.1 局势构建

设定云南省生猪养殖最佳规模为 x1，其相应

对策为小规模、中规模、大规模，对应用 a1、a2、a3来
表示，构建以下三种局势。

S11=（x1，a1）=（云南省生猪养殖最佳规模，小

规模）

S12=（x1，a2）=（云南省生猪养殖最佳规模，中

规模）

S13=（x1，a3）=（云南省生猪养殖最佳规模，大

规模）

3.2.2 目标选取

选取生猪养殖的主要产品产量、产品产值、总

成本、净利润、仔畜费用、饲料费用 6个指标为目

标对象，确定以下目标设定。

目标 1：主要产品产量，即调查期内一头育肥

猪出栏时的重量，它反映了养殖效率，与经济效

益直接相关。由于各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以

及消费习惯存在差异，不同区域市场对育肥猪出

栏体重有不同的要求，因此，主要产品质量应适

应当地平均需求。

目标 2：产品产值能够直接反映生猪养殖的

经济效益，因此该指标越大越好。

目标 3：总成本指生猪出栏售卖之前所花费

的各种成本之和，它包括设备成本、人工成本、饲

料成本、销售费用等成本指标。由于利润等于售

价减去成本，而养殖户追求利润最大化，因此就

需要总成本越小越好。

目标 4：净利润能够直接反映不同规模养殖

的盈亏情况，净利润越大则表示盈利越多，因此

净利润越大越好。

目标 5：仔畜费用指购买或自育仔畜的费用。



92 东 北 农 业 科 学 49卷

仔猪价格越低，养殖成本下降，养殖者预期会有

更多利润可取，因此，养殖户会倾向扩大养殖规

模，以增加收益，因此仔畜费用越低越好。

目标 6：饲料费用是生猪养殖成本中占比最

大的部分，它直接影响养殖总成本，间接影响养

殖效益，因此越小越好。

根据《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2010~
2021年）》，计算得出云南省生猪不同养殖规模主

要指标平均值，所有数据均取小数点后两位，结

果见表 2。其中，饲料费用本应该由精饲料费、青

粗饲料费、饲料加工费构成，但由于数据缺失，使

用比重最大的精饲料费代替饲料费用说明。

表 2 云南省生猪不同养殖规模主要指标平均值

指标

主产品产量/kg·头-1

产品产值/元·头-1

总成本/元·头-1

净利润/元·头-1

仔畜费用/元·头-1

饲料费用/元·头-1

小规模

128.56
2 272.23
1 872.19
400.03
659.35
954.71

中规模

129.06
2 282.29
1 844.98
437.27
694.41
973.25

大规模

126.39
2 199.54
1 799.86
399.68
704.84
960.57

根据表 2指标得出以下目标的白化值。

目标 1的白化值：u111=128.56，u112=129.06，u113=
126.39

目标 2的白化值：u211=2 272.23，u212=2 282.29，
u213=2 199.54

目标 3的白化值：u311=1 872.19，u312=1 844.98，
u313=1 799.86

目标 4的白化值：u411=400.03，u412=437.27，u413=
399.68

目标 5的白化值：u511=659.35，u512=694.41，u513=
704.84

目标 6的白化值：u611=954.71，u612=973.25，u613=
960.57
3.2.3 各目标的效果测度及决策矩阵

效果测度是对于局势所产生的实际效果，在

不同目标之间进行比较的量度 [9]。

对于目标效果值取适中值，按照适中值进行

测度的适用公式（1）。
rij = min { uij,u (0 ) }max { uij,u (0 ) } ………………………（1）
对于目标值期望越高，按照高者优先进行测

度的适用公式（2）。
rij = uijmax uij …………………………………（2）
对于目标值期望越低，按照高者优先进行测

度的适用公式（3）。
rij = min uijuij

…………………………………（3）
其中，rij为第 j个对象在第 i个指标上的标准

值，uij为第 j个对象在第 i个指标上的白化值，u(0)
为适中值。

目标 1：每头生猪主产品产量按适中值测度，

u（0）取云南省三种养殖规模主产品产量的平均

值，即 u（0）=128，得出目标 1的决策矩阵为：

M 1 = [ r111S11
r112
S12

r113
S13
] = [ 0.995 6S11

0.991 8
S12

0.987 4
S13

]
目标 2：每头生猪产品产值按照上限效果测

度，得目标 2的决策矩阵为：

M 2 = [ r211S11
r212
S12

r213
S13
] = [ 0.995 6S11

1.000 0
S12

0.963 7
S13

]
目标 3：每头生猪总成本按照下限效果测度，

得目标 3的决策矩阵为：

M 3 = [ r311S11
r312
S12

r313
S13
] = [ 0.961 4S11

0.975 5
S12

1.000 0
S13

]
目标 4：每头生猪净利润按照上限测度，得目

标 4的决策矩阵为：

M 4 = [ r411S11
r412
S12

r413
S13
] = [ 0.914 8S11

1.000 0
S12

0.914 0
S13

]
目标 5：每头生猪仔畜费用按照下限测度，得

目标 5的决策矩阵为：

M 5 = [ r511S11
r512
S12

r513
S13
] = [ 1.000 0S11

0.949 5
S12

0.935 5
S13

]
目标 6：每头生猪饲料费用按照下限测度，得

目标 6的决策矩阵为：

M 6 = [ r611S11
r612
S12

r613
S13
] = [ 1.000 0S11

0.981 0
S12

0.993 9
S13

]
3.3 计算结果

综合效果测度公式为：r∑1j = 1n∑p = 1
n rp1j，得到

三种养殖规模的综合效果测度结果，结果取小数

点后四位，计算结果如下：

r∑11 = 16 （0.995 6 + 0.995 6 + 0.961 4 +
0.914 8 + 1.000 0 + 1.000 0）= 0.977 9

r∑12 = 16 （0.991 8 + 1.000 0 + 0.975 5 +
1.000 0 + 0.949 5 + 0.981 0）= 0.983 0

r∑13 = 16 （0.987 4 + 0.963 7 + 1.000 0 +
0.914 0 + 0.935 5 + 0.993 9）= 0.965 8

根据以上结果可以得到综合决策矩阵为：

M = [ r∑11S11
r∑12
S12

r∑13
S13
] = [ 0.977 9S11

0.983 0
S12

0.965 8
S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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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结论

通过模型分析，得出小规模、中规模、大规模

三种养殖规模的综合效果测度依次为：0.977 9、
0.983 0、0.965 8。从测度结果可以看出，云南省生

猪养殖模式综合效果从大到小排序为：中规模、

小规模、大规模。最佳局势为 S12=（x1，a2）=（云南

省生猪养殖最佳规模，中规模），即对于云南省来

说中规模养殖是最佳养殖模式。

规模化养殖能够带来养殖成本的降低，形成

规模效益。由灰色局势决策法进行综合效度测

算，得出中规模养殖模式的效果最好，即经济效

益最优。小规模和中规模测度结果相近，可能是

由于小规模养殖在仔畜费用和饲料费用方面具有

较大优势。大规模的综合测度结果最差，表明在

云南省，大规模生猪饲养已经出现弊端，一味地

扩大生产规模并不能带来更高的经济利益，反而

会造成经济利益的损害，中等规模的养殖更适合

云南生猪养殖产业的发展。

4 启示与建议

影响规模化进程的传统价值观和地域特点等

因素难以量化，养殖规模对环境的影响难以用数

据进行测度，养殖主体自身的隐藏成本也难以核

算。因此，运用灰色局势决策法对不同生猪养殖

规模的综合效益分析具有相对局限性，不能准确

反映实际现实。但是，模型选取的指标具有代表

性，与经济效益直接或间接相关，能够在一定程

度上反映不同养殖规模的综合评价。因而在建议

云南省选择中等规模养殖生猪的同时，亦需要从

当地传统价值观、地理区位、环境保护等多种角

度和层面综合考虑，推动我国云南省生猪养殖适

度规模化进程，完善云南省的生猪产业布局，推

动云南生猪养殖业的持续、健康、有序发展。

4.1 发展村集体经济

传统的乡村观念和根深蒂固的价值观使得农

村一直存在零散的生猪养殖户，这部分养殖户难

以转型成为规模养殖的主体，难以纳入养殖技术

推广、环保政策宣传以及养殖成本控制的范围，

这对当地生态环境保护以及生猪产业端布局造成

不利影响，生猪养殖的经济利润和生态效益难以

实现。因此，需要发挥村集体的作用。

将村集体用地做合理规划，筹集集体经济建

立适度规模的养殖基地，优选本土优良猪种，自

繁自养。并通过村集体对生猪养殖统一管理，规

范化、标准化生猪养殖的技术，提高整体的议价

能力，降低生猪养殖成本，提高村民收入。除此

之外，一方面，村集体可将猪肉作为分红对农户

进行分配，满足每年农户在重大节日对猪肉的需

求。另一方面，村集体可利用养殖业粪污尝试种

植绿色蔬菜，发展循环经济；亦可将养殖废弃物

出售，交由第三方机构进行处理，由此得到的额

外收入也将分配给农户，拓宽农户的增收渠道。

4.2 推动生猪良种扩繁

良种是保障生猪产业健康发展的重要基础，

也是提升生猪养殖产业核心竞争力的关键所在。

生猪规模化生产需要大量种猪，而目前我国依赖

的进口种猪正在陷入“国外引种-退化-再引种-
再退化”的局面 [10]。

面对当前种猪过度依赖国外引进的现状，云

南省各级地方政府和企业应积极响应国家政策，

深入实施《全国畜禽遗传改良计划（2021-2035）》，
推进育种和联合育种，建设现代生猪种业。即在

现有的良种繁育体系之下，综合考虑云南地方土

猪特性，推进滇南小耳猪、保山猪、迪庆藏猪等保

种场和保护区建设。与此同时，完善育种机制，

鼓励在保护基础上开展新品种培育和种质资源创

新，提高生猪育种的自主创新能力，放大本土优

势，逐步攻克基因组选择、表型组智能测定等关

键核心技术，加快良种培育步伐，培育出符合市

场需求的云南特色猪肉品牌，夯实地区产业发展

基础，解决我国生猪种业发展的短板弱项。

4.3 强化生猪疫病防控

食品安全关乎人民的生命健康。生猪生产主

体应当切实保障生猪产品质量安全，在养殖过程

中强化生猪疫病防控，全面提升产品的质量安全

水平。在养殖集中区推行“分类指导、分层教学、

逐级培养”的培训模式，对养殖户、地区防疫员、

兽医进行全覆盖的专门指导，营造安全防疫的环

境氛围；引导养殖户重视生猪疫病防控，保障非

洲猪瘟等重大疫病常态化防控，切实保障猪肉及

其他猪肉制品的安全，打造绿色安全的生产形

象。除此之外，相关产业链经营主体应当完善质

量安全追溯体系和标准化体系，确保食品生产过

程安全、透明和可追溯，切实保障消费者利益。

4.4 发展绿色生态养殖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畜禽养殖经济的

增长不能以破坏生态为代价。我国西南地区多为

典型的喀斯特地形地貌，常年雨季较长，湿度较

大，畜禽粪污治理任务艰巨 [9]。因此，各地区生猪

养殖主体应遵循因地制宜原则，结合养殖场地势



94 东 北 农 业 科 学 49卷

条件建立健全猪粪污等农业废弃物收集利用体

系，完善畜禽污染物治理激励政策，坚持发展绿

色农业，调整优化养殖区域布局。并发展畜禽养

殖污染物第三方治理组织，以产业体系为载体，

深加工养殖粪便和废气，提高粪便处理收益，实

现治理、共同增收。同时，政府应加强宣传力

度，推广生态养殖，使养殖户充分认识到环境友

好型畜禽污染物处理方式在改善环境、提高收

入等方面存在积极影响，实现经济增长与保护

环境的和谐发展，促进云南省生猪生产与环境

保护协调发展。

4.5 创新合作模式

规模化、集约化程度偏低带来的直接弊端是

行业整体抗疫病、抗风险能力不足，容易导致生

猪养殖行业出现剧烈波动，行业产能大起大落之

下，形成了“猪周期”魔咒 [11]。由于生猪养殖存在

周期以及猪肉市场信息的不完全性，使得猪肉的

供需之间出现空隙，在供大于求时，养猪户承担

着低利润甚至负利润的风险，这种市场冲击生猪

养殖主体尤其对散户来说是沉重且不可逆的。

相关政府部门应在养殖户自愿的前提下，结

合地方政策和产业布局，创新养殖企业与养殖户

紧密型利益联结新模式，鼓励发展家庭农场组建

农民（农村）合作社，发展“党支部+合作社+企业+
农户”[12]的多元合作模式，与当地龙头企业加强联

系，完善社会资本投资农业农村指引，分散市场

风险。

4.6 推进产业化经营

生猪养殖要摆脱目前价格波动大、技术水平

低的困境，产业整合是必由之路 [13]。猪肉作为日

常消费品，在云南很多少数民族文化中蕴含着丰

富的人文内涵，它反映出云南少数民族的饮食文

化和民俗风情，亦反映着云南地区的民族心理。

利用云南地区特色的风俗文化，政府应鼓励相关

企业和地方养殖主体合作，打造独特的猪肉食品

品牌和文化形象，形成地区产业化生产经营。

各地应政策支持，鼓励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

和中小微企业进行猪肉的初加工，引导大中型猪

肉加工企业向产地下沉，建设产地冷链集配中

心，创新发展“云南特色预制菜”等新型加工产

品。在宣传和发扬云南特色美食的同时，保证猪

肉及产品的及时供应，加快构建云南地区生猪产

业链，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增大第一产业主体

在产业链中的分配比重，多元化养殖主体的收入

来源，赋予云南地区生猪产业新的活力，推动云

南地区生猪产业布局，实现共同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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