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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应对当前养猪市场波动和新环保法的执行，以及养猪发展进程的必由路径，克服我国养猪业存在

的问题，生态养猪被提上日程。当前生态养猪主要有原生态、生态链、零排放 3种创新模式，各有优劣，适宜适度

规模的养殖场采用，随着技术发展，生态养殖将具有广阔的前景。

关键词 生态养猪；养殖模式；创新

养猪业存在的问题与生态养殖模式创新

罗义兵

湖北省鹤峰县动物卫生监督所，湖北鹤峰 445800

收稿日期：2015-08-04

罗义兵，男，1977年生，助理畜牧师。

我国生猪养殖业自 2013年底猪价开始持续性

大幅走低，多数养猪场与养殖户严重亏损以致被淘

汰出局。同时，食品卫生安全问题与环境污染问题

以更严厉的标准和要求被提上日程，尤其是养殖污

染面临越来越大的环保压力，随着《畜禽规模养殖

污染防治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公告 2013

年第 643号）2014年 1月 1日正式生效，一些不能

达标或在限制养殖地域的猪场被迫关停。市场的倒

逼与环保的压力使得养猪场不得不面临转型或提

档升级。结合我国养猪传统国情与生猪养殖业长远

发展，以及环境友好、安全健康、资源节约等现代产

业发展理念的推出，生态养猪将是适应我国中小规

模猪场发展的最好选择[1]。

1 我国养猪业现状与存在的问题

1.1 养殖总体规模大，发展趋势呈现分化

据美国农业部统计，2013年全球猪肉总产量约

为 1.08亿 t，其中中国产量约占全球总量的 50.6%，

中国生猪存栏量占全球的 59.32%[2]，如此庞大的养

殖总量，一方面需要消耗巨量的饲料资源，另一方

面则会产生巨量的废弃物排放，而周期性的波动常

将猪价压在猪粮比保本点下，亏损时期与行业亏损

面大于盈利，因此从产业与环保综合考量，总体上

养猪前景压力巨大，不进行转型升级和创新，将失

去国际竞争力，国内产业发展也将是得不偿失。

可喜的是在市场竞争的压力与国际环境的倒

逼下，以及消费需求选择的变化，生猪养殖结构开

始产生分化，形成大众产品与小众产品两个发展维

度，大众产品以成本利益为导向，小众产品以品质

特色为导向[3]。这使养殖规模和养殖模式向不同的

发展方向探索，大众化方向可能不断重组、整合资

源，形成更大的资源平台；小众化方向将更注重特

色，突出个性化发展。

1.2 养殖模式差别大，标准化程度低，转型淘汰压

力大

我国养猪业由传统家庭散养起步，向规模化、专

业化和集约化现代养殖方向转型发展的历史较短，

加上农村人口占比大，劳动力成本低，形成了农户家

庭养殖、中小规模大户养殖与大型规模化养殖并存

的格局，并且，农户与中小规模养殖总量更大。由于

中小型猪场总体特征是毗邻人口居住区、规模大小

不一，技术水平参差不齐，养殖环境简陋且脏乱差，

随市场猪价波动进入、退出频繁，导致监管难，环境

污染严重、养殖效果差、生产效率低、经济效益低下

以及抗风险能力弱。造成这种状况的根本原因在于

养猪业门槛低、养殖过程缺乏标准，监管不到位。随

着市场大幅波动与环保法律法规的执行，革新将是

养猪业求生存求发展的必由之路。而相对技术力量

与设施化水平更高的大型规模化养猪场，尽管生产

效率更高，同样存在环保压力加大、经济效益无法保

障的困局。要想根本改观，起点太低的大型养猪场转

型压力更大，可能面临关停窘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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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鉴美国养猪业规模化发展历程，30年时间淘

汰了 80%～90%养猪户；2002年中国规模化水平为

27.2%，2011年生猪规模化养殖水平达 65%，大约还

需 10年才能完成淘汰落后的养猪产能[2]。我国散、

小、以牺牲环境、不计成本换取利益的中小规模养

殖场（户）因为效益差、自动化程度低、污染严重正

面临洗牌、淘汰阵痛。

1.3 养殖环境污染严重，内在因素多

我国养猪业形成的抢占资源、污染环境、病害

复杂化是不争的事实，历来养猪的利润所得其实是

以牺牲自然资源、污染环境为代价的“线性经济”，

是不可持续的。

究其根源，养殖污染内因主要是：猪场选址不

科学与猪舍设计规划不合理，与城市、工业区和居

民集中区、交通干道、河流水源距离保持不够；缺乏

环保废水处理设备与相关技术，或因成本高配备意

愿不强；管理制度执行不严[4]，制度落实不力，污染

物排放不达标；再则，完全不顾及养殖动物福利，猪

只没有相对舒适的生存、生活、生长环境，污染与低

效形成恶性循环。

人口增长、资源短缺和环境污染是当今世界三

大问题，资源与环境已严重威胁人类的生存和发

展。生猪饲养数量增加，占用土地，大量消耗粮食，

明显与粮争地、与民争粮；加上养殖过程排放大量

粪污污染环境[5]，养猪必须探寻新的出路，发展出路

只有生态养殖，走循环经济路线。

1.4 养殖效益低下，薄利、微利、甚至亏损

在我国，养猪产业结构调整慢，市场竞争的不

是技术与产品质量，而是人力成本与饲料资源，没

有专业素养的普通从业者自由进出猪场，采用的饲

料产品也没有标准，垃圾猪、潲水猪等曾经充斥市

场。影响猪产品质量之外也极大冲击了市场供求关

系，加剧了市场价格的波动，周期性的价格大幅度

震荡使规模化规范养殖形成 1年盈利，1年亏损，2

年维持的局面，总体上，处于薄利、微利、甚至亏损

状态。

2 养猪业生态养殖转型途径和创新

按养猪发展的进程，由传统到现代的发展过渡

虽然时间短，也明显表现出发展的趋势与轨迹，目

前没有技术支撑的小散户与小规模场在迅速退出，

现代养猪逐步表现出第一阶段的典型特征，即依靠

新品种（系）选育、饲养管理水平提升、技术创新提

高生产效率的纯技术饲养阶段。而市场压力与环保

政策的收紧，则加速了向现代养猪第二阶段的进

程，即生态饲养阶段，将猪及其生存环境和人类社

会活动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根据猪生态学和经济学

原理，遵循和利用生态学规律，应用现代科学技术

和系统工程的方法，使劳动生产率得以持续提高，

经济、社会、生态三大效益有机统一，协调发展。其

主要特征：生产规模大，科技管理水平高，商品率

高，经济效益好，并且经济、社会、生态综合效益显

著提高[6-7]。经过大量的探索和实证，适度规模的生

态养殖创新模式值得借鉴和改进。

2.1 原生态的生态养殖

在具备大面积山林坡地、平原草场等配套自然

条件下，以相对少的固定建筑辅助育仔、遮蔽风雨、

过渡夜宿，其他大部分时间都以放牧形式让猪自由

采食掘食植物叶、茎、根，补饲相当少或不补饲。

这种生态养殖方式，在欧洲造就了著名的西班

牙伊比利亚猪，其后期因为完全靠野生山林的橡子

为食，形成了其火腿独特的肉香味[8]。我国一些山区

或草原坡地是可以借鉴的，养殖品种由于生长速度

会放慢，出栏周期延长，肉质风味更好，因此更适合

生产优质高端小众产品。同时由于没有大量的建筑

设施投入，固定资产投资成本降低；成品饲料投入

削减，饲料成本减少；更关键的是猪只排泄物直接

被土地消纳，消除了环境污染。但原生态养殖模式

适用规模受到一定限制，适合适度规模养殖场。

2.2 生态链的生态养殖

养猪作为大农业的一部分，完全可以纳入种养

结合的生产体系，但必须拥有相匹配的种植面积，

将养殖粪污投入种植基地作为有机肥料，完全消纳

养猪排泄的粪污，这样直接或间接形成“猪 - 林

（果）-蔬 -沼 -鱼”等循环经济模式。值得注意的是

配合饲料含有抗生素和重金属添加剂等成分，不能

直接施肥、排放，以免造成土壤污染。猪场设计上必

须考虑雨污分离，施肥前也必须进行充分发酵处

理，粪液部分须经过沼气池处理，对有毒有害成分

进行消减，同时产生沼气还可以获得再生能源加以

利用。

生态链模式的采用，最大的优势是使资源与环

境进行有机结合，形成循环经济模式。还需要考虑

的是，生态链的持续性会受到季节的限制，单一、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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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用犬各饲养期饲料配方

1）乳犬。动物肉或内脏 500 g铰碎后加鸡蛋 3个、玉米面 300 g、青菜类 500 g（切碎）、生长素适

量，并加入少量浓缩的骨肉汤。农村部分乳犬补饲少量牛奶、米汤，并逐渐增喂一些稀粥，加喂少量的

骨粉和鱼粉。稀粥和肉汤开始为 30～50 mL，逐渐增加到 200～500 mL（6只仔犬量）。

2）断乳仔犬。玉米面 20%、碎米 15%、糠饼 15%、面粉 5%、豆饼 14%、麦麸 15%、菜饼 5%、鱼粉 5%、

骨粉 5%、生长素和食盐各 0.5%。断乳仔犬最好用肉汤饲喂，即每只犬每天用 5 g猪肉煮成肉汤，连肉

饲喂，每天喂 3次，夜间加喂 1次，供足饮水。

3）幼狗。饲喂 35 d后，公犬去势后转入幼犬饲养阶段。幼犬用玉米面 30%、碎米 20%、糠饼 20%、豆

饼 10%、麦麸 10%、菜饼 5%、骨粉 4%、生长素和食盐各 0.5%。由于幼狗生长很快，还应加喂一定量的矿

物质饲料，每天喂 3次，用温水拌料。

4）育肥犬。饲喂 70 d后转入成年育肥饲养阶段。此时期的饲料配方为玉米面 27%、碎米 20%、糠

饼 20%、豆饼 10%、麦麸 10%、菜饼 5%、鱼粉 5%、骨粉 2%、生长素和食盐各 0.5%。育肥期配合饲料要求

能量较高，有条件的可加喂些脂肪性饲料。

来源：中国吉林网

定的生态链模式会受地域差异影响，非种植季节养

殖粪污一样会成为污染源。

2.3 零排放的生态养殖

零排放养猪最早是引自日本、韩国，也称发酵床

养猪，养殖过程所产生的粪污均被垫料微生物发酵分

解，实现了粪污零排放。零排放养殖模式的优势还在

于节省水、料和劳力；有害气体排放降低，减轻空气污

染，猪只健康状况更好，减少预防性药物的使用。

养殖实践中发酵床养猪也表现出一些不利的

方面：首先，发酵垫料生物菌种的质量标准难以保

证，导致霉菌繁殖，反而造成猪群的霉菌感染，引发

呼吸道疾病；其次，温度、湿度控制难，南方夏季发

酵温度高，猪怕热，需要通风、降温，冬季寒冷时舍

内湿度过高需要通风，又影响保温；北方冬季则舍

温不够，还需增加采暖；第三，不能进行常规消毒和

抗菌素保健，养殖健康难以保证。

发酵床养猪一度引发热潮，但由于相关技术不

成熟，在养殖成本上不降反增，并且容易诱发呼吸道

疾病，影响育成，人工管理难度也较大，现在推广应用

又趋于退潮。但从环保角度看，需要进一步研究克服

技术上的障碍，在实践中改进，更好地加以利用。

3 展 望

食品安全、资源节约、资源化利用、环境保护以

及优质肉产品，都是养猪业面临的亟需解决的现实

紧迫任务，现代化养猪进程不得不向生态养殖转

型，生态养猪是技术、时代的发展产物也是产业的

良性回归，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与生态效益将是未

来养猪综合竞争力的体现，转型滞后、步子落后就

将面临被淘汰的结局。在技术创新的道路上，生态

养猪会集结成越来越实用的科技产品，不断完善资

源合理配置，达到与环境的和谐统一，实现良性发

展的循环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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