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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灰色模型（GM）是指在相关信息较少、数据不完整的前提下，通过建立灰色微分预测模型，对某一事物

的未来发展做出模糊性预测。本文介绍了灰色模型在分析畜牧业结构和农民收入增长关系中的应用优势，并就

其具体的应用方法进行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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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灰色模型的应用优势

灰色模型的应用基础来源于数学建模，它能够

借助计算机强大的数据分析和逻辑推理能力，将随

机获取的原始数据按照一定规律进行排列，并找出

各组数据之间的内在共性，随后推断出数据未来的

发展和变化趋势。因此，灰色模型被广泛应用于不

确定关系之间的共性分析。近年来，为了优化资源

利用效率，提高畜牧业经济效益，通过开展畜牧业

结构调整和农民收入增长之间的关系分析，能够为

进一步优化畜牧业发展提供技术指导。综合来说，

灰色模型在表述畜牧业结构和农民收入增长关系

中的优势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对样本数据的完整性要求较低。通常来

说，要想分析农民收入增长的动态变化情况，需要

首先获取农民基本收入情况、农村非就业人口数量

等相关数据，无形之中增加了分析难度。而借助于

灰色模型，只需要大体掌握上述相关内容的数据即

可；二是对样本数据的规律性要求较低，各个样本

之间不需要进行逻辑排列或是规律分析，可以通过

数学建模自动识别样本数据之间的关联度；三是计

算任务轻，大量的数据分析和关系推理都可以由灰

色模型来完成，减轻了工作人员的任务量；四是预

测结果的精确度高，能够客观、准确地表述出畜牧

业结构和农民收入增长之间的线性关系，为今后畜

牧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数据支持。

2 畜牧业结构调整与农民收入增长

关系分析

1）畜牧业规模调整和农民收入增长的关系分析。

通常来说，畜牧业规模越大，则农民所获得的利润

越高，因此扩大畜牧业养殖规模，能够显著增加农

民收入。但是通过灰色模型的预测曲线可以看出，

在一定的范围内，畜牧业规模增加和农民收入增长

成正相关关系，但是当到达某个节点后，两者呈负

相关关系。这是因为同一地区的自然资源是有限

的，当养殖面积超过地区自然资源的承载上限时，

就会制约畜牧业的进一步发展，严重情况下还会因

为养殖密度过大而引发传染病、环境恶化等问题，

导致农民收入减少。因此，借助于灰色模型，可以帮

助农民预测最佳的畜牧养殖密度，从而实现农民收

入的最大化。

2）养殖场硬件设施调整与农民收入增长的关系

分析。近年来，许多养殖场都与时俱进地引入了自

动化和现代化养殖设备，一方面降低了农民管理工

作的工作量；另一方面也极大地提升了畜牧业产出

效率。但是养殖场现代化设备的引进需要较高的资

金投入，如何利用最低的投入换取最高的价值回

管理前沿100· ·



养殖与饲料 2017年第 2期

报，成为广大农民所关心的焦点。借助于灰色模型，

能够直观反映两者之间的对应关系，从而帮助农民

合理利用有限的资金，规避市场投资风险。当然农

业结构的调整是一个动态的过程，需要依靠科技进

步和健全的市场机制，使土地利用微观生产要素合

理分配。只有做到上述几点内容，灰色模型才能准

确反映畜牧业结构和农民收入增长之间的关系，从

而真正实现农民增收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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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介绍了云南省镇雄县畜牧产业发展现状，分析了畜牧业发展的优势及制约因素，提出了镇雄县畜牧

业产业化发展的思路和相应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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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云南省镇雄县畜牧业发展现状

畜牧业历来是镇雄县农村经济的支柱产业，也

是农民家庭经济增收的重要来源。大力发展畜牧业

是县委、政府发展农村经济的一项重要举措，也是

镇雄县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一项重要内容。“十

二五”以来，镇雄县畜牧业取得了长足发展，主要表

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畜牧业持续增长。2014年，全县畜牧业持续

增长，生猪存栏达 63.48万头，肥猪出栏 75.82万

头，同比增长 6.37%和 17.19%；肉牛存栏 11.19万

头，肉牛出栏 5.78万头，同比增长 4.52%和 2.28%；

羊存栏 3.55万只，出栏 3.49万只，同比增长 0.68%

和 27.69%；家禽存栏 220万羽，出栏 225万羽，同比

增长 2.13%和 20.12%；禽蛋产量 7 602 t，同比增长

15%；肉蛋奶总产 89 467 t，同比增长 16.31%；水产

品总量 1 303 t；畜牧渔业产值达 13.8亿元。

2）产业布局初具雏形。全县畜牧业结构调整步

伐加快，生产布局不断优化，形成了在乌峰、泼机、

塘房、坡头、大湾、花朗、以勒、赤水源、雨河、罗坎、

五德发展商品猪养殖，在乌峰、牛场、花山、木卓、芒

部、赤水源、雨河、林口、盐源、以勒发展商品牛养

殖，在花山、黑树、以古、牛场发展黑山羊养殖，在乌

峰、泼机、杉树、罗坎、木卓、牛场、场坝、林口、母享

发展土鸡养殖，在乌峰、中屯、泼机、塘房、赤水源发

展奶牛养殖的格局。

3）龙头企业稳步发展。全县畜产品加工龙头企

业现已发展到 5家，其中规模化发展的有镇雄县华

业有限公司和镇雄县鬃业有限公司 2家，华业公司

现已初步形成集生猪生产、屠宰、加工一条龙的格

局，年屠宰生猪 10万头，年加工肉食品 1万 t，生产

的“云惠”牌老腊肉、“赤水源”牌辣仔土鸡、乌金火

腿已成为云南著名品牌，远销昆明等大中城市；镇

雄县鬃业有限责任公司，主要生产“重庆”牌猪鬃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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