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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农牧交错带畜牧业高质量发展研究
刘贺贺  祁晓慧

中国北方农牧交错带总面

积达到 294.6 万平方公里，占我

国陆地国土面积的 30.69%，是

我国一类特殊的农业空间。北方

农牧交错带中内蒙古农牧交错带

占比达到 40.28%，是我国农牧

交错带分布最为广泛的省份。长

期以来，农牧交错带脆弱的生态

环境造就了其独特的农业生产方

式，恶劣的生态环境与粗放的

生产经营方式形成了恶性循环，

使得农牧交错带成为贫困发生的

重点区域。内蒙古分布在农牧交

错带的旗县有 62 个，总面积为

61.1 万平方公里，占全内蒙古国

土空间面积的 51.6%，覆盖了内

蒙古的 31 个原国家级贫困县，

26 个原自治区级贫困县。随着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

总结表彰大会上的讲话”的庄严

宣告，我国脱贫攻坚取得了全面

胜利，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

巨任务。为了实现农业农村现代

化，乡村的发展在解决了区域性

整体贫困基础上，步入到产业兴

旺的发展阶段，至此高质量发展

成为产业发展的重中之重。

摘  要 ：农牧交错带脆弱的生态环境给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衔接提出了全新挑战。本文以内

蒙古农牧交错带典型旗县奈曼旗为研究对象，指出畜牧业高质量发展需要克服一系列障碍，并针对性

地提出政策建议，为内蒙古农牧交错带畜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可行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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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内蒙古农牧交错带畜

牧业高质量发展的困境与障碍

特殊的生态环境使得内蒙

古农牧交错带农民形成了“种养

结合”的生产方式。在宏观政

策、行业要素、生产组织方式、

产业环境、市场环境均发生重大

变革的当下，畜牧业在农民经济

收入的比重越来越大。“为养而

种”的畜牧业发展模式成为农民

积极响应市场的行为。然而，农

牧交错地区的畜牧业发展处于产

业发展的初级阶段，向高质量转

型发展面临多重障碍。

（一）脆弱生态环境与规模

化养殖相矛盾

长期以来，农牧交错带的

农民为了获得可持续生计，不断

向生态环境索取，造成农牧交错

带生态环境显著恶化，突出表现

在耕地、草原荒漠化、水资源

供给总量不足等方面。“种养结

合，为养而种”的发展模式，促

使种植业产品饲料化，为畜牧业

发展提供了饲草料，降低了养殖

业的生产成本，为畜牧业的规模

化发展提供了可能性。但从长远

来看，养殖业规模化要求要素资

源有效配置仍显不足，尤其是水

土资源要素配比不均体现最突

出。因此，脆弱生态环境与规模

化养殖矛盾突出。

（二）农民养殖技术欠缺和

生产基础薄弱

农牧交错地带广泛居住的

农民长期以种植业为主，无养殖

经验。即使是该地区的蒙古族，

也因长期从事种植业而缺乏养殖

业相关从业经验，致使养殖技术

薄弱，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农

牧交错带畜牧业的发展。此外，

长期以来以种植业生产或者家庭

式小规模养殖为主体，致使养殖

业现代化、规模化需求的生产性

基础设施严重不足，造成现代

化、规模化养殖受限制。

（三）产业结构初级且提升

潜力基础薄弱

尽管当前农牧交错带已经

开始大量出现“种养结合、为养

而种”的养殖业发展模式，但在

生产环节主要表现为养殖繁育，

农民的经济活动以活畜交易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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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通过售卖自主养殖的牲畜获

得利润，主要将畜种销往山东、

河北等省份。售卖畜种以改良畜

种为主，缺乏优质畜种 ；缺乏交

易平台支持，尤其是缺乏包括电

子商务等信息化交易平台。不仅

如此，农牧交错带地区畜牧业产

业链延伸发展不足，缺乏畜产品

加工相关龙头企业支撑，产业化

发展仍然处于初级阶段，畜牧业

高质量、高附加值发展基础依然

薄弱，发展潜力待提升。

（四）乡村人居环境与畜牧

业发展不兼容

农牧交错地区农业发展仍

以小农户生产经营为主，使得其

养殖行为通常集中在自家庭院

中。伴随养殖业对农民经济收入

的贡献率不断提高，农户养殖规

模开始不断增加，“前庭后圈，

人畜同院”的庭院式畜牧业养殖

开始呈现出与乡村人居环境发展

不兼容的情况。突出表现在 ：由

于庭院规模有限，导致养殖业规

模化发展受限，即使是育肥养

殖，规模也明显不足 ；庭院式养

殖增加了居民生活环境的空气污

染、水污染和噪音污染，造成乡

村生活环境的整体恶化 ；庭院式

养殖导致居民生活环境与生产环

境无法有效剥离，居民生活环境

恶化，夏季蚊蝇增多，导致人畜

共患病发病率提升 ；庭院式养殖

规模化发展导致牲畜粪便的处理

压力急剧提升，尤其小农户的生

产空间分散，增加了粪污处理成

本，此外乡村牲畜粪污处理产业

本身不足，也加剧了乡村人居环

境与养殖业发展的矛盾。

二、内蒙古农牧交错带畜

牧业高质量发展的全新机遇

与挑战

（一）“生态优先，绿色发

展”理念带来养殖业发展机遇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

念已经成为指导我国经济社会发

展的重要思想。农牧交错带的畜

牧业发展要在生态环境保护和生

产环境基础上完成。加强生态环

境治理与保护，不断营造良好的

生态环境，尤其是治理沙漠化区

域，为养殖业的发展提供可能的

饲草料基础。此外，国家实施的

生态奖补政策，对于生态环境恶

化环境区域实施禁牧和草畜平衡

政策，严格控制草原地区的牲畜

数量和养殖规模，为农牧交错地

区发展舍饲养殖、半舍饲养殖提

供了更为广阔的市场需求机遇。

（二）消费者对高品质畜产

品需求成为市场机遇

伴随我国居民消费水平的

升级，居民对高品质畜产品的需

求越来越旺盛，催生了对海外高

品质畜产品的进口。然而，在全

球新冠疫情并未结束的情况下，

海外冷链畜产品被频繁检测出新

冠病毒呈阳性，导致进口畜产品

日渐趋紧。国内市场需求无法得

到满足，对畜产品的有效高质量

需求无法得到有效满足，这给国

内畜产品高质量转型发展提供了

重要的市场机遇。

（三）畜产品受到来自其他

省份的激烈竞争

现阶段，农牧交错带的养

殖业以牛、羊和猪为主体。以牛

羊为例，畜牧业经济发展多以活

畜交易为主，产业链下游的加工

生产能力远不足，加之远离消费

市场，导致面对来自自身活畜输

入地的山东、河北等地的强烈竞

争。山东、河北等地具有强大的

消费市场，且对于畜产品的消费

习惯有着差异性，导致农牧交错

带的畜产品并不具备竞争优势，

畜产品扩展市场的道路任重道

远。此外，山东、河北等地具有

更为高效的生产能力，体现在其

生产成本的有效控制和龙头企业

的生产能力强劲。从整体来看，

农牧交错带的畜产品生产加工能

力有待提高，以应对激烈的市场

竞争。

（四）优质畜种资源的应用

受到限制

尽管已经意识到了畜牧业

高质量发展的潜在价值和内在要

求，尤其是在源头上将畜种资源

提升起来，但农牧交错带的畜牧

业发展却面临着优质畜种资源应

用受限的挑战。目前，农牧交错

带的畜牧业发展仍处于起步阶

段，在畜种繁育方面仍有较大缺

口，一方面是国外优质畜种资源

引入压力，另一方面来自国外优

质畜种资源本地化改良的压力。

三、内蒙古农牧交错带畜

牧业高质量发展的优化路径

（一）调整种植业结构，夯

实饲草料供应

对农牧交错带不同资源环

境约束下的区域，采取不同的策

略。采取“以水定种，宜草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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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宜麦则麦，道地作物，生态

发展”的发展思路。一方面，在

丰水的旗县区要鼓励牧草的种

植，大力发展紫花苜蓿、冰草

等特色牧草的种植，形成“面

域 + 点状”的牧草种植格局。

另一方面，在贫水旗县重点发展

旱生植物的种植，尤其要鼓励地

道燕麦、藜麦、荞麦等作物的种

植，鼓励发展秸秆化加工发展，

促进燕麦、藜麦、荞麦的秸秆饲

料化，促进农牧结合发展。在农

牧交错地区要实现对水资源要素

的优化配置，促进种植业结构调

整，为畜牧业发展提供丰富的饲

草料，以降低畜牧业养殖成本。

（二）促进生态产业化发展

实践

充分利用国家对生态环境

脆弱区的政策红利，大力发展生

态环境保护、治理与修复工程，

并大力促进其与工程技术相结

合，促进生态产业化实践。诸如

可以生态环境脆弱区为支撑，重

点推进柠条、蛋白桑等灌木作物

种植，借助“平茬”等工程技术

手段，确保柠条、蛋白桑等饲料

化加工利用，为畜牧业发展提供

大量优质廉价的饲草料，进一步

促进畜牧业规模化发展。

（三）“筑巢引凤”与“筑巢

孵雀”并举，促进产业链的延

伸，提高产业附加值

内蒙古的畜牧业发展呈现

草原畜牧业区发展强劲，产业

链、产业集群效果明显 ；而农牧

交错区发展尚处于起步阶段，产

业链尚集中在上游阶段，加工业

发展明显不足。农牧民仍以活畜

贩售为主，加之畜种结构和质量

优势不强，利润不高，不利于本

地品牌营造。要不断强化产业链

延伸，尤其是加强畜产品精深加

工企业的培育和引入，扩大地方

经济收入和农牧民的增收 ；此

外，促进域外著名的畜产品精深

加工企业积极向农牧交错地区扩

展，保证高品质、标准化畜牧业

发展，促进跨越式发展。让地方

产业活起来，农牧民收入高起

来，让产品充分融入到国内大循

环的新格局中。

（四）关注农牧交错带农村

人居环境问题，改变“前庭后圈，

人畜同院”状况

鼓励在合法合理范围内进

行土地政策创新，大胆创新农村

土地利用模式，做好乡村建设规

划，促进养殖业因地制宜发展。

实施包括对荒地进行开发使用和

鼓励建设用地使用等政策，促进

养殖小区的合理布局，促进乡村

规划与产业发展的高度匹配。此

外，重点要优化乡村绿化格局，

优化人居环境，合理布局各类基

础设施布局。加大对粪污处理、

堆肥企业的引入，促进农畜循环

经济合理化发展。

（五）广开高质量销售渠道，

积极扩展销售市场

积极促进农牧交错地区畜

牧业规模化发展，并积极促进畜

牧业经营体系不断完善，积极打

造畜牧业本地品牌，打造符合市

场需求习惯的畜牧业产品系列化

加工和销售。积极促进电子商务

平台和大数据在畜牧业产品供应

链的应用，为高质量发展畜牧业

产业提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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