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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津冀畜牧业发展影响因素分析及其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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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京津冀一体化条件下，深入研究与分析影响畜牧业发展的因素对河北省畜牧业的健康发
展具有现实意义。统计了１９９６－２００９年河北省主要畜产品产量和京、津、冀三地牧业产值，在诸多
影响因素中，选取了政策导向、养殖企业与加工企业关系、动物疫病、药物残留与食品安全、养殖企
业的污染与防治等５个方面进行研究与分析，并提出了解决问题的相应途径或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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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京津冀人口数量不断增加，至２０１０年底，
三地常住人口达１０　６０９万（其中北京２　２００万，天津
１　２７２万，河北省７　１３７万）［１］，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
高，对畜产品数量与质量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在此
条件下，河北省作为京津两大直辖市的“郊区”，与京
津相关部门联手，大力发展城郊型畜牧业，对促进三
地畜牧业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增加农民收入、改善人
民群众膳食结构、提高人民身体健康水平具有重要
意义。为了弄清影响京津冀城郊型畜牧业发展的因
素，统计了１９９６－２００９年河北省主要畜产品产量和
京、津、冀三地牧业产值并对此进行了分析，以期为
该地区畜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

１　政策因素对京津冀畜牧业发展的
影响

我国畜牧业发展的历程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１９７９年以前，国家对畜牧业实行以国有为主、集体
为辅的政策。农村个人养殖只限于小规模，不允许
大规模发展。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家庭联产承包
责任制在全国推行，国家发展畜牧业政策由单一形
式向多种形式发展。１９８０－１９８５年是畜牧业产业
化的萌芽阶段，１９８５－１９９０年为产业化起步阶段，

１９９０年至今为畜牧业快速发展时期［２］。
近年来，京津冀畜牧业得到了快速发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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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１９９６年以来，河北省主要畜产品产量（肉类、
禽蛋、鲜牛奶）呈上升趋势（表１）。京津冀三地畜牧
业产值亦均呈上升趋势，但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波
动（表２）。原因是多方面的，如２００５年前后，国内
发生了动物疫病和一系列食品安全事件，居民对畜
产品的消费受到较大影响。京津冀三地畜牧业产值
在２００４年出现了拐点，其中河北省畜牧业产值下降
趋势明显。

京津冀畜牧业快速发展的原因主要是国家和各
级地方政府及时出台相关政策给予支持。从２００５
年１２月２９日起，国家先后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畜牧法》、《关于促进畜牧业持续健康发展的意见》、
《关于促进奶业持续健康发展的意见》和《关于进一
步扶持生猪生产稳定市场供应的通知》等一系列政
策。同时，河北省、天津市、北京市也相继出台了《河
北省人民政府关于促进畜牧业持续健康发展的意
见》、《北京市农村工作委员会关于发展都市型现代

表１　１９９６－２００９年河北省主要畜产品产量 万ｔ　

年份 肉类总产量 牛奶产量 禽蛋产量

１９９６　 ３１５．９０　 ４０．０６　 ２６６．６３
１９９７　 ３３２．７０　 ４６．７４　 ２９４．０２
１９９８　 ３３９．８０　 ５５．８１　 ３０５．６１
１９９９　 ３４３．７０　 ６８．３５　 ３１７．７６
２０００　 ３４２．４０　 ８４．２０　 ３２９．３５
２００１　 ３４７．７０　 １０７．３８　 ３３５．５３
２００２　 ３５６．６０　 １３６．８９　 ３４６．８８
２００３　 ３６５．８０　 １９７．９０　 ３５８．５６
２００４　 ３７８．８０　 ２６６．４６　 ３６７．２４
２００５　 ３９５．６０　 ３４０．３５　 ３８５．１８
２００６　 ４０６．２０　 ４０７．６２　 ３８２．３０
２００７　 ３９８．１０　 ４８９．４４　 ３９６．４５
２００８　 ４２１．１０　 ５０４．５１　 ４１１．００
２００９　 ４２６．６０　 ４５１．５０　 ３５３．２０
平均产量 ３６９．４０　 ２２８．３７　 ３４６．４１

　注：资料来源为河北省畜牧业统计资料，下同。

表２　１９９６－２００９年京津冀畜牧业产值 亿元 　

年份 河北 北京 天津

１９９６　 ４３７．５９　 ７１．１０　 ３９．００
１９９７　 ５２３．１４　 ７４．８０　 ４３．６０
１９９８　 ５４７．５７　 ７６．６０　 ３８．１０
１９９９　 ５８２．９６　 ８１．１０　 ３９．００
２０００　 ６１３．６８　 ９０．６０　 ５１．８０
２００１　 ６８５．７７　 １０５．２０　 ６０．８０
２００２　 ７０６．８２　 １１７．２０　 ６９．２０
２００３　 ７２１．３１　 １２５．５０　 ７７．２０
２００４　 ９２４．７８　 １３８．７０　 ９２．６０
２００５　 ８７９．３８　 １３５．００　 １０２．７０
２００６　 ８３２．３２　 １２３．６０　 １０５．６０
２００７　 １１４６．９９　 １２２．４０　 ７６．９０
２００８　 １４１０．８２　 １４０．５０　 ８６．００
２００９　 １３５０．１０　 １３６．１０　 ８３．６０

农业的政策意见》、《天津市促进畜牧业持续健康发
展意见》等一系列政策和制度，促进了京津冀畜牧业
的发展。

２　养殖企业与畜产品加工企业脱节对
畜牧业发展的影响

目前，畜产品加工企业生产的产品直接面向市
场，面对的是广大消费者，养殖企业所生产的畜产品
主要为加工企业提供原料。国内大型畜产品加工企
业大多缺乏自己的原料生产基地。部分公司虽然建
立了自己的生产基地，但其发展速度远不能满足生
产需要。这些企业的快速发展得益于众多养殖企业
的哺育，更离不开广大农民的奉献。然而，当前多数
畜产品加工企业没有建立对养殖企业“反哺”的有效
措施，加工企业与养殖企业严重脱节。养殖企业缺
乏“龙头”企业带动，产品销售难以保证，受市场因素
影响较大。致使一个产品在市场价格好时，大家都
积极生产，在市场价格低时，又都放弃生产，从而造
成产品的“过剩”和“短缺”现象交替出现，严重影响
了产业快速稳步发展［３］。

因此，建议畜产品加工企业应着眼长远利益，把
养殖企业当做实现自身利益的源泉，主动扶持生产、
服务生产、保护生产。同时要与养殖企业密切合作，
减少中间环节，两类企业实现无缝对接。在经营上
采用捆绑式共同发展模式，使两者真正成为“唇亡齿
寒、荣辱与共”的利益共同体。有关部门制定相关政
策，用法规契约规范各方面的经济行为，使承担责
任、履行义务、利益分配以及违约处罚，都有法可依，
有章可循。切实保护养殖者利益，促进畜牧业可持
续发展。

３　动物疫病对京津冀畜牧业发展的
影响

无论是２００３年发生的 Ｈ５Ｎ１型禽流感疫情，
还是２００５年四川等地发生人感染Ⅱ型猪链球菌病
以及口蹄疫等动物疫病，都使居民消费心理受到一
定的冲击，畜产品销量下降。河北省２００６年畜牧业
产值比２００４年减少９２．４６亿元（表２）。

所以，应当注重动物疫病的防治，建立有效的动
物疫病监控和预防体系，尤其是把农户散养中疫病
防疫问题作为我国动物疫病防疫体系的薄弱环节和
关键环节来抓。一是严格遵循“预防为主”的原则，
全面落实各项综合防治措施，强化基础免疫，认真做
好口蹄疫、猪瘟、鸡新城疫、禽流感、狂犬病等重大动
物疫病防控，切实提高免疫密度和免疫质量。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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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检疫，强化监督，完善疫病可追溯体系建设，努
力构建动物防疫长效机制，并且要落到实处。尽量
减少或杜绝某些人畜共患传染病的发生，促进畜牧
业持续、稳定与协调发展。

４　药物残留及食品安全事件对京津冀
畜牧业发展的影响

我国畜产品中药残问题屡禁不止。个别从业者
为追求高额利润不择手段，误用、滥用、非法使用兽
药和饲料添加剂甚至化工产品，造成畜禽产品药残
超标和品质下降，危害消费者身体健康甚至危及人
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孔雀石绿”、“苏丹红”、“大头
娃娃奶粉”等食品安全事件屡屡曝光；“瘦肉精”、“三
聚氰胺”等案件令人发指、发人深思。居民消费心理
受到一次又一次冲击，畜牧业发展受到严重影响。
最令人痛心的是２００８年发生在河北省的“三鹿婴幼
儿奶粉事件”，使中国奶业产业链受到严重冲击。受
此影响，河北省２００９年畜牧业总产值较２００８年下
降６０．７２亿元（表２）。

因此，对畜牧食品安全一定要常抓不懈，不断完
善畜产品安全保障措施的监管制度，切实保障畜产品
质量安全。一是严格规范兽药的安全生产和使用，在
畜禽疾病治疗过程中要做到合理用药，对症下药；二
是建立科学的兽药残留监控体系，建议有关部门要加
快国家级、省、市级兽药残留监控机构建设，建立兽药
残留监管网络。整合并充分利用现有食品检验、检测
资源，严格实验室资质管理，初步建立协调统一、运行
高效的食品安全检验、检测体系，实现检测资源共享；
三是借鉴国际经验，建立健全畜产品信息可追溯制
度，畜牧信息档案必须反映动物生产、兽药和饲料使
用情况，以及防疫消毒、隔离治疗、休药期、出栏、屠
宰、检疫检验、冷却、销售等原始数据，对没有有效免
疫标识的畜禽一律不准上市流通，出现问题的畜禽，
将按标识号码索查免疫档案，并追究有关责任；四是
加快建立健全饲料安全保障体系，推进高效安全新型
饲料研制与产业化开发［４－６］。

５　养殖企业的污染与防治对京津冀畜
牧业发展的影响

随着畜牧产业的发展和壮大，畜禽粪便对环境
的威胁日益严重，养殖业污染环境问题已被各阶层
的人们所关注。据韦海涛等［７］报道，规模化奶牛场
与猪场是构成环境污染的主要来源，同时粪便中的
病原微生物可能导致疫病传播。养殖业在生产畜产

品的同时，畜禽所排放的粪便不可避免地带来环境
污染。据不完全统计，到２００９年底，京津冀三地奶
牛和生猪存栏量分别达到１８０多万头和２　３００多万
头，每天产生的粪便、污水量可达５０万ｔ［７］。粪污对
环境的危害主要是对水质的污染，这种现象在全国
其他地区亦不罕见。据雷扬报道［８］，由于畜禽粪便
的大量流入，福建闽江流域有机污染物指标（如Ｃｒ、

ＢＯＤｓ、ＮＨ３－Ｎ和溶解氧等）已经严重超标。粪污还
可导致空气质量下降、疾病传播并影响畜产品安全
等。显然，养殖企业污染问题如果得不到有效治理
将严重制约京津冀畜牧业健康发展。

对此，首先要大力发展沼气事业，充分利用好京
津冀的人才、技术、工业发达等优势，借鉴国外沼气
产业的成功经验，通过对关键技术的攻关，加快成果
转化步伐。逐步形成户用沼气、小型沼气、大中型沼
气共同发展格局。其次，以沼气建设为纽带，不断完
善沼气配套设施建设，进一步加大养殖业环境治理
力度，使沼渣、沼液成为种植业及园艺业的优质肥
料，进一步降低对水质、土壤和大气的污染。从根本
上将传统畜牧业发展的“资源－产品－废物排放”的
线性模式转变为“资源－产品－消费－再生资源”的
循环模式［９］，从而在整个农业体系中形成各种资源
循环流动的闭合系统，最终达到经济效益与生态环
境平衡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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