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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碳经济条件下水禽健康养殖发展现状与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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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暋要暋阐述了低碳经济概念及其内涵,提出水禽健康养殖是实现低碳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低碳角度

分析了我国水禽养殖现状:我国水禽养殖业总体现状堪忧,养殖者污染防治意识模糊;水禽养殖对水体、土壤和

大气污染严重,不符合低碳经济内涵;养殖过程中产生的污染对水禽自身健康构成危害。对我国现有5种低碳

化水禽养殖模式进行了比较,针对水禽养殖存在的问题,从4个方面提出了推动中国水禽产业持续、环保、健康

发展的对策,即提高水禽从业者的低碳环保意识;加大生态养殖模式的推广应用;增强水禽低碳养殖的技术开发

力度;提升政府监控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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暋暋随着全球气候变暖等问题,低碳发展已经作为

一种理念融汇到社会各个层面。2009年11月25
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承诺到

2020年我国单位 GDP 二氧化碳(CO2)排放量比

2005年下降40%~45%,并将这一承诺作为约束性

指标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制定相

应的国内统计、监测、考核办法。同年12月7日到

12月18日,在哥本哈根全球气候变化大会上,我国

政府公开宣布了这一承诺和目标。作为发展中国

家,我国虽然没有被纳入强制减排计划中,但仍然以

这一目标表明了我国政府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原则

和立场,显示了中国政府对气候变化问题高度负责

任的态度。2011年《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
二五暠规划纲要》也明确指出,今后5年,要确保转变

经济发展方式取得实质性进展,其基本要求包括坚

持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作为加快转

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着力点,积极应对气候变化、
走可持续发展道路。近年来,我国畜禽业发展迅速,
其中水禽产业因其饲养方便、生产性能高,适应性

强,产品营养均衡、安全性高,符合现代社会对健康

食品需求等特点,生产规模迅速扩大,成为我国畜禽

业中发展最快的产业之一,成为农民增收的支柱产

业[1]。然而,伴随着产业的快速发展,水禽产业养殖

环节中的废物排放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也日益加剧,

如何按照低碳经济要求发展水禽健康养殖,是推进

中国水禽产业持续、环保、健康发展必须解决的

问题。

暋暋一、低碳经济的内涵及其对水禽产
业发展的本质要求

暋暋1.低碳经济概念及其内涵

过去几十年,为适应经济快速发展的需要,人类

以牺牲自然为代价,采取粗放的经济发展模式,对自

然资源进行席卷式的开采利用,世界经济在这个时

代出现了空前繁荣。然而,伴随而来的是酸雨、沙漠

化、温室效应、臭氧层空洞、森林退化、物种灭绝等一

系列环境灾难,人类开始深刻反思,并寻求改革之

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低碳经济应运而生。

2003年英国政府发布能源白皮书《我们的能源未

来———创建低碳经济》,首次提出“低碳经济暠概念,
并为英国发展低碳经济设立了一个具体目标,提出

到2020年,英国CO2排放量在1990年水平上减少

20%,到2050年减少60%,将低碳经济发展作为社

会经济发展目标[2]。
低碳经济理念始于应对气候变化和能源消耗,

随着实践的深入,其内涵也得到了深化和拓展。

2006年10月著名经济学家尼古拉斯·斯特恩向英

国政府提交了气候变化经济学评估报告,即《气候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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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经济学:斯特恩报告》,对全球气候变化的经济

影响做了较为权威的定量评估,指出如果目前全球

以每年各国 GDP1%的减排成本投入,可以避免将

来每年5%~20%的 GDP损失,以此呼吁全球尽早

向低碳经济转型[3]。我国学者鲍健强等认为,表面

上看,低碳经济是为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所做努力的

结果,但实质上,低碳经济是经济发展方式、能源消

费方式、人类生活方式的一次新变革,它将实现粗放

式经济发展转向生态经济发展和生态文明。也就是

说,低碳经济的内涵是一种绿色经济发展模式,是以

“三低三高暠(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和高效能、高效

率、高效益)为主要特征,以较小的温室气体排放获

得较大产出的经济发展模式[4]。

2.水禽健康养殖是实现“低碳经济暠的重要组成

部分

畜牧养殖与大自然息息相关,养殖过程很大程

度上依赖于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而畜牧养殖活动

反过来也直接或间接地作用于大自然,对自然生态

环境影响较大,二者发展相互依存、相互影响。随着

畜牧业发展及生产规模扩大,养殖集约化程度不断

提高,在满足市场对畜禽产品需求的同时也因其排

泄物和养殖污水的大量集中排放,对生态环境造成

了恶劣影响。据FAO 统计,规模化、集约化畜牧养

殖生产活动产生的温室气体,占全球温室气体排放

总量的18%,其中氧化亚氮(N2O)约占全球排放量

的65%,甲烷(CH4)约占全球排放量的37%,而 N2

O和CH4的“增温效率暠分别是 CO2的310倍和21
倍。另外,中国畜牧养殖业每年的废水排放量超过

100亿t,这一数据远远超过全国工业废水与生活废

水排放量的总和。据调查,国内大部分养殖场没有

建立相应的环境处理设施,因此养殖污染物排放到

自然界中,直接由大气、土壤和周围水域来承担,不
仅不能实现良性的循环养殖,而且一旦污染物排放

量超过自然界的自净能力,便会产生新的污染源,形
成恶性循环,由畜牧养殖带来的环境危害也将不断

扩大,这一发展模式严重阻碍了畜牧业的低碳发展

和可持续发展。
水禽产业近年来发展势头正劲,是我国畜牧业

发展中增长速度最快的产业之一,伴随着水禽产业

的快速发展,其生产方式也在逐步转变,逐渐由传统

的分散饲养方式向现代的集约化饲养方式转变[5],
新的饲养方式也带来了污水和污染物的集中排放,
造成新的环境污染问题。另外,相较于其他涉农产

业,水禽养殖模式落后,没有统一规范的饲养方式,
环境脏乱,饲料转化效率低,与“低碳暠养殖理念相去

甚远。鉴于水禽养殖业存在的问题及其在畜牧业中

日益重要的地位,选择低碳发展模式,是水禽产业实

现可持续发展的唯一出路,也是水禽产业顺应低碳

经济理念所应做的选择。

暋暋二、从低碳角度看我国水禽养殖业
发展现状

暋暋1.总体现状堪忧,养殖者污染防治意识模糊

首先,规模化、集约化是水禽养殖产业结构调整

的重要手段,但由于产业规模扩大,分布区域集中,
水禽养殖污染物排放集中,排放量增大,这些污染物

不经处理直接排放到环境中,对水域、土壤和大气造

成严重的污染,破坏生态环境平衡。据调查,我国水

禽养殖场一般分布在人口相对集中的大城市近

郊[6],另外,为养殖工作方便,养殖场一般都距离水

源地很近,这对水源环境和居民用水安全构成了威

胁。其次,养殖场环境管理水平低下,水禽养殖者环

境保护意识薄弱。据统计,目前大部分养殖工作人

员都没有为养殖场做环境影响评价的意识,全国

90%以上的规模化养殖场缺乏必要的固体废物处理

和污水处理设施[7]。再次,政府大力发展畜禽养殖

业,以规模化、集约化作为结构调整和实现产业增长

的重要途径,重经济发展的同时,却忽视了环境问

题,始终未将养殖污染防治细则纳入政府规划之中。
另外,相对农业污染问题,政府和社会目前更重视工

业污染问题,将更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投入在工业

污染的防治工作之中。包括水禽养殖在内的农业污

染,虽然对环境影响日益增大,但尚未受到政府和社

会的重视,管理防治工作严重滞后。

2.水禽养殖对水体、土壤和大气污染严重,不符

合低碳经济内涵

水禽养殖过程中所产生的污染物主要是水禽粪

便、尿液、饲料残余物、冲洗养殖场地的污水、雨水冲

刷后的污水、青贮饲料的流失以及水禽动物的死尸

等。其中对环境影响最大的是水禽排泄物。通过一

定的加工处理,可将水禽排泄物作为饲料营养成分

再次使用或投入到农田中提高土壤有机质含量,提
高农作物产量。但目前大部分水禽养殖场并未对这

些排泄物进行有机处理,而是将它们直接排放于环

境之中,导致其所含的营养成分不仅没有被有效利

用,反而对环境造成巨大破坏。一是污染周围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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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水质恶化。目前水禽养殖所产生的含有大量污染

物质的排泄物大多没有经过处理就直接排放于周围

水域之中,造成水域中有机生物逐渐死亡,水质不断

恶化。这些受污染的水体一旦进入地下水系统,其
中所含有害成分会污染地下水,降低水体自净能力,
使原有水体水质恶化,形成持久性污染,难以恢复和

治理。二是降低土壤质量,危害农田生态。养殖场

粪便等污染物含有的一部分有机物可以被种植的植

物吸收利用,但如果含量过高,超出土壤自净能力,
便会出现有机物不完全降解或腐败情况,改变土壤

原有成分,破坏土壤的基本功能,严重影响农作物生

长发育。另外,当前对水禽死尸采取的主要处理措

施仍是焚化或者深埋,没有经过任何无公害等基本

措施处理,掩埋的尸体腐烂之后,容易造成病菌蔓

延,破坏生态环境,危害人类健康。三是产生温室气

体,危害人体健康。水禽集中养殖过程中产生的大

量温室气体,以及水禽排泄物分解产生的甲烷、氨气

和硫化氢等200多种有毒气体,加剧了温室效应。
扩散到大气中的有害气体,一旦超出大气的自净能

力,则会影响养殖场周围的大气环境,如果动物吸收

到体内,会间接威胁食品安全及人类健康。如果人

类直接吸入体内,会损伤人体代谢功能和免疫机能,
损害人体肝脏、肾脏,危害人体健康。

3.养殖过程中产生的污染对水禽自身健康构成

危害

一方面,水禽污染物破坏了水禽自身的生活环

境,恶劣的水环境、大气环境使水禽的发病率、死亡

率上升,水禽生产性能降低,水禽产品质量安全受到

威胁。例如,大气环境中的氨气含量过高,使水禽呼

吸道受到伤害,机体免疫力下降,生产性能下降,并
有可能感染其他并发症,从而使其后代的生产和培

育品质受到影响。另一方面,直接排放到环境中的

污染物含有大量的有毒有害物质,其中包括病原菌、
寄生虫等容易引起传染病蔓延的物质,一旦这些病

原繁殖蔓延,扩大成流行病疫情,将直接影响水禽存

活率。经过国际案例研究,某些病菌是可以直接由

畜禽传染给人体的,水禽发生传染病或疫情蔓延,也
会严惩威胁到人类的健康。

暋暋三、我国现有水禽低碳化养殖模式
及比较分析

暋暋1.5种养殖模式

(1)传统“水域+稻田暠养殖模式。稻田养鸭是

利用鸭成长和水稻收割时间上的重合点,将鸭放养

于收割后的稻田中,以遗落的稻谷为养鸭饲料。据

笔者在湖北省孝感市卧龙乡大明村的调研,该村肉

鸭养殖采用的“水域+稻田暠养殖模式,分为2个阶

段,首先以天然水域和草滩散养加补饲的方式喂养

30~40天,之后,再将肉鸭放养于收割后的稻田中,
以遗落的稻谷作为鸭子的饲料,在鸭重量达到一定

的标准后,由订单公司进行收购。这种“河道水域+
稻田暠的鸭饲养模式,有利有弊。首先,肉鸭的部分

饲料来源可在自然水面、草滩和刚收割后的水稻田

中获得,节约了饲料成本,消耗了稻田中遗落的稻

谷,防止了重生稻的产生,实现了农牧结合。其次,
该养殖方式不受场地限制,几乎没有场地租金成本,
完全开放的散养和放养方式,将养殖户的养殖管理

成本降到最低;再者,以稻谷为饲料增强了肉鸭的品

质,长周期放养的肉鸭品质也比集中规模化饲养的

“快大型暠肉鸭品质高。但这种饲养方式疫病风险较

大,且肉鸭的排泄物直接进入河道,导致水质恶化,
影响生态环境。据调研,为降低疫病风险和减轻环

境污染,养殖户隔周排一次水,利用河水将排泄物冲

散,每出栏一批鸭搬一次场地。在养殖规模不大的

情况下,养殖排泄物比较容易被河道生物吸收消化,
在一定程度上污染不严重。但随着养殖户数量的增

加,养殖规模的扩大,造成的污染也会加重,因此简

单的搬迁也不是解决矛盾的长久之计。
(2)稻鸭共作技术。稻鸭共作技术改传统稻田

散养方式为围养,将雏鸭放人稻田后,直到水稻抽穗

为止,无论昼夜,鸭一直生活在稻田里,利用鸭吃掉

稻田内的杂草和害虫,同时以其不间断的活动,促进

稻田内水体增氧及养分循环,刺激水稻生长。鸭的

粪便可作为肥料,减少无机化肥和农药的施用,增强

水稻的健康营养性,减少温室气体甲烷的排放。稻

鸭共作技术利用水稻和鸭成长特性的互补合作,形
成一个相互促进、共同生长的复合农业生态体系,减
少了化学药剂和农田肥料的使用,实现了优质鸭和

优质稻的双丰收,改善了生态环境,一定程度上实现

了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的和谐发展,是目前低碳经

济要求下,水禽的较优养殖模式。自2000年我国引

进稻鸭共作技术以来,结合不同地区实际生态环境

和生产实践,对该技术不断完善,其应用范围也不断

扩大,截止2010年,稻鸭共作技术在我国推广范围

达20万hm2,主要是浙江、江西、江苏、湖南、安徽、
云南、四川和广东等省,目前正在向新疆等边远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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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8]。但目前稻鸭共作技术中所包含的模式结

构、品种选择、田间管理、配套措施等方面仍缺乏合

理标准,关于其统一操作流程和模式仍需要展开深

入系统的研究,以进一步实现低碳经济养殖模式。
(3)鱼鸭混养模式。鱼鸭混养模式是以鱼塘作

为承载养鸭带来的污水和排泄物的载体,以养鸭排

泄物中未消化完的饲料残渣作为鱼的饵料。其主要

模式有3种,一是放牧式混养,即将鸭群散养于池塘

或湖泊水面。这种方式在节省一部分鸭饲料的同

时,有利于鱼类养殖,但由于没有集中管理,增产效

果不明显。二是圈养式混养,即在与鱼塘相连的一

块空地上建立鸭舍,将鸭舍每天残留的排泄物和饲

料冲入鱼塘。这种方式较放牧式混养便于对鸭群进

行集中管理。三是搭架式混养,即在鱼塘一角隔成

半开放式鸭棚,一方面鸭子可以直接在鱼塘内活动,
另一方面便于养殖户清洁场地、管理鸭群,这是目前

国内常见的鱼鸭混养方式[9]。整体来讲,鱼鸭混养

模式下,鱼塘水体及淤泥可以承载大量的污水和鸭

排泄物,促进环境自净,而鸭子排泄的粪便中含有的

未消化完的饲料残渣,可以作为鱼的饵料,促进鱼的

生长发育,二者相互促进,具有明显的生态效益和经

济效益,符合低碳经济发展的要求。在实际养殖过

程中,在鱼鸭混养模式是否适用于规模化养殖、如何

加强鱼鸭饲养管理及确定鱼鸭最优养殖比例问题

上,还需要更深入的研究,完善现有鱼鸭混养模式,
扩大其适用范围,协调养殖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以
适应低碳经济发展要求。

(4)林间种草养鹅生态模式。养鹅大部分成本

是用于购买饲料,而鹅本身是食草动物,可以食用任

何无毒、无怪味的草类植物。因此,如果以天然青饲

料代替部分精饲料,可大大降低养殖成本,同时可以

提高鹅的生长速度[10]。在水禽养殖发展初期,小规

模养鹅饲料主要来源于田间或滩涂的野青草,但随

着水禽产业发展,产量低、品质差、受自然条件影响

较大的野青草,已无法满足鹅业规模化和集约化养

殖要求。因此,对于养鹅专业户或大型养殖场来说,
种植青草,保证持续、稳定、优质的青饲料供应是降

低养鹅成本、提高经济效益的有效途径,林间种草养

鹅模式应势而生。这种在林地间隙中种植牧草以喂

养肉鹅的养殖模式中,肉鹅生长周期短,一般80~
90天可出栏,资金回笼较快。鹅排泄的粪便和吃剩

的草渣混合后,被土壤吸收,增强土壤养分,促进林

木生长,形成林地种草、以草养鹅、鹅粪肥林的循环

型生态模式,充分实现了养鹅的经济效益和生态效

益最大化。但这种养殖模式也存在一些待解决的问

题,如最优林地密度确定方式,以及如何选择营养丰

富、鹅喜食、且不会影响树木生长的牧草种类。
(5)综合利用生态模式。综合利用生态模式是

指畜牧养殖、农作物种植及沼气结合在一起的生态

循环模式,它将鸭粪或鹅粪的一部分用来养鱼,另一

部分投入沼气池与其他农作物秸秆一起发酵生产沼

气,以节约农户家用燃煤和用电,沼液沼渣还可用作

水稻、牧草及其他种植物的有机肥料,增强土壤肥

力。综合利用生态模式既减轻了禽畜粪便对环境的

污染及燃烧农田秸秆引起的大气污染,又节约了农

民用电等家用能源成本,各个环节有机结合,紧密相

扣,实现生态循环,是协调经济利益和生态利益统一

发展的农业种养模式。其优势主要为:第一,农户投

入的饲料可以循环多次利用,一部分用于饲养水禽,
另外一少部分用来喂鱼,而水禽食用的饲料经过不

完全吸收排出后,可以被鱼二次吸收,形成循环多次

利用;第二,保留了鱼鸭混养、种草养鹅模式的优点,
即水禽在水面的活动可以增加水体含氧量,刺激鱼

的生长,同时减少对池塘的饲料投入量,降低养殖成

本;第三,水禽粪便一小部分排入鱼塘,作为鱼饵料,
另一部分和秸秆及其他污染物一起进入密封的沼气

池,发酵产生沼气,供日常生产、生活使用,节约家用

能源,有效利用水禽粪便生产清洁能源;第四,经过

沼化后的粪水仍然可以用来浇灌种植物,在不污染

环境的同时,减少农田化肥使用量,进一步促进农业

种养过程的生态循环。目前,这种综合利用生态模

式因其具有能够节约生产、生活成本、经济回报更

高,且操作便利等优势越来越受农民欢迎。

2.比较分析

综上所述,我国现有5种低碳化养殖模式各有

利弊(见表1),但均对传统养殖方式进行了一定的

改进,基本实现了复合农业生态体系或循环农业生

态系统,符合低碳养殖理念。第一,传统“水域+稻

田暠养殖模式、稻鸭共作技术、林间种草养鹅3种模

式实现了农(林)牧结合,既节省了饲料成本,增强了

水禽及种植物品质,又净化了水禽排泄物中的污染

成分。第二,5种养殖模式均在一定程度上了实现

了环境自净,利用稻田、鱼塘、林地承载吸收养殖排

泄物,降低水禽养殖行为对生态环境的污染,同时水

禽排泄物代替一部分肥料,减少化肥使用量,减少了

温室气体排放。第三,综合利用生态模式在鱼鸭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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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稻鸭共作、种草养鹅模式的基础上,增加了沼气

环节,节约了成本,进一步增强了经济利益和生态效

益,且操作便利,适宜在农村大范围推广应用。虽然

低碳化养殖方式已有初步成效,但是仍存在一些不

足,如这5种养殖模式均是将水禽与大自然相结合,
不利于水禽养殖集中管理;又如,这些养殖模式大多

来自民间经验改良,缺乏系统的技术标准和完善的

操作流程,难以保证持续稳定的生态效益和经济效

益。综合利用生态模式对前几种低碳养殖模式进行

了改良,最大程度上实现经济利益和生态效益的结

合,有利于低碳经济,但该种养殖模式目前应用范围

不广,应进一步加强推广应用。
表1暋我国现有水禽低碳化养殖模式比较分析

低碳化养殖模式 低碳经济优势 不足

“水域+稻田暠

排泄物直接排放于稻田,被
土壤吸收,污染小;农牧 结
合,遗落稻作饲料,减少养殖
成本,不受场地限制,节约土
地租金

不易集中管理;对
水域仍存在一定
污染

稻鸭共作

改散养为围养,形成复合农
业生态体系,鸭粪作肥料,减
少化肥使用,减少温室气体
排放,节约饲料成本;提高水
稻产量和质量,增强鸭子品
质

缺乏系统的技术
标准

鱼鸭混养

农业生态养殖,鱼鸭互利;排
泄物被鱼吸收,减小环境污
染;节省养鱼饵料,促进鱼的
生长发育

饲养管理模式不
够完善

林间种草养鹅

循环养殖,林地种草-以草
养鹅-鹅粪肥林;这种模式
下,肉鹅生长周期短,资金回
笼快;环境自净,减少污染

林地间隙不易把
握

综合利用
生态模式

农林牧结合,发展清洁能源;
减轻农业秸秆焚烧污染,节
约能源成本;经济利益和生
态效益进一步提高

技术推广应用范
围有待扩大

暋暋四、促进我国水禽业低碳发展的对
策建议

暋暋1.提高水禽从业者的低碳环保意识

传统水禽饲养方式对环境污染大,不利于水禽

疫病防控和水禽产品质量安全控制,从而影响了农

民经济效益,与低碳经济要求相背离。因此水禽从

业者应提高认识、转变观念,在水禽养殖实践过程

中,以低碳经济要求规范自身行为,创新健康科学的

水禽养殖模式,一方面,以健康养殖模式减少水禽养

殖对资源环境的伤害,尤其是对大气、水体和土壤的

破坏;另一方面,提高资源利用率,比如合理利用水

资源,优化配置水禽养殖和其他畜牧业、种植业之间

的互补合作关系,降低养殖成本,增加经济效益。同

时通过政策导向,鼓励养殖户朝低碳化养殖方向发

展,通过理论宣传和技术指导,增强养殖户低碳环保

意识,让农民乐意尝试既能减少环境污染、又在一定

程度上能提高经济效益的水禽生态养殖模式。

2.加大生态养殖模式的推广应用

根据前文的分析,传统“水域+稻田暠养殖模式、
稻鸭共作技术、鱼鸭混养、林间种草养鹅、综合利用

生态模式等养殖模式以低碳养殖理念对传统养殖方

式进行了改良,基本实现了复合农业生态体系或循

环农业生态系统。但这些养殖方式在全国范围内没

有得到广泛应用,推广力度不大,应根据各地实际情

况和需求对低碳化养殖模式进行推广宣传。将我国

在水禽养殖业取得的一些经验,如符合低碳经济要

求的农牧结合、渔牧结合及生态综合养殖模式,针对

地域和生产条件差异,进行示范推广。

3.增强水禽低碳养殖的技术开发力度

保证养殖过程的低碳化,发展低碳养殖模式是

重要的一步,降低水禽养殖中的饲料消耗,减少养殖

行为对资源环境的影响,同时提高资源利用率,实现

低碳经济,技术支持必不可少。低碳经济条件下,水
禽养殖的技术开发主要针对以下几点:第一,利用先

进生物处理技术,对水禽粪便进行无公害化处理和

资源化利用,有效减少粪便污染,并对其中含有的营

养物质进行循环利用,形成资源利用的良性循环。
第二,研究新的饲料加工技术,提高饲料消化率,减
少氮和磷等污染物的排泄量,降低环境污染,节约饲

料成本。第三,继续开发沼气使用技术,将水禽粪便

中的有机物质转换成清洁能源沼气,有效促进能源

转换和资源再利用。第四,研究如何将水禽排泄物

转化利用,相比于水禽粪便发酵后直接还田,将其进

一步加工成有机肥施用,以减少原有化肥施用,生产

无公害农产品,更具有经济和生态效益。

4.提升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对水禽养殖低碳化的

监控力度

政府的管理和监控是水禽产业低碳发展的重要

保证,只有政府职能部门做好相关的管理和进行强

有力的监控,才能够督促水禽从业者以低碳标准进

行水禽养殖、产品加工等一系列行为,才能在全社会

范围内推行水禽产业低碳观念。政府的低碳管理和

部门监控主要有2个方面。一方面强制执行有关的

法律和标准,比如在建立养殖场时,施行“环保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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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批权暠制度,并把环境保护等低碳意识渗透到水禽

养殖业的各个环节,从源头及生产过程中减少排污

量,减少治理成本,实现环境效益、社会效益、经济效

益的全面提高。另一方面,根据具体情况,多渠道解

决资金投入,在适合的区域大力推广综合利用方式,
并给予政策引导和经济激励。采取多种形式,加大

宣传力度,广泛宣传水禽产业低碳发展综合利用的

意义与作用,提高社会对低碳水禽业的认识,推动水

禽产业的低碳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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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althyCultivationofWaterfowlunderLow灢carbonEconomy:
StatusQuoandCountermeasures

LIUXue灢fen,WANGYa灢peng

(CollegeofEconomicsandManagement,HuazhongAgriculturalUniversity,Wuhan,Hubei,430070)

Abstract暋Thispaperfirstillustratestheconceptandconnotationoflow灢carboneconomy,thenpro灢
posesthathealthycultivationofwaterfowlistheimportantpartof“low灢carboneconomy暠.Thispaper
alsoanalyzesthestatusquoofwaterfowlbreedinginChinafromlow灢carbonperspectives,forexample,

thegeneralsituationofwaterfowlbreedingindustryisnotsogoodandfarmersareshortofpollution
preventionawareness;waterfowlbreedingseriouslypollutewater,soilandair,whichdoesnotmeetthe
connotationoflow灢carboneconomy.andpollutionfrombreedingwilldoharmtowaterfowlsthemselves
Thenthispapercomparesfivelow灢carbonwaterfowlbreedingmodes,andproposescountermeasureson
howtoworkouttheproblemsinwaterfowlbreeding,includingtheimprovementofwaterfowlpractition灢
ers暞low灢carbonenvironmentalprotectionawareness,increaseoftheapplicationofecologicalfarming
scale;enhancementoftechnologicaldevelopmentoflow灢carbonwaterfowlfarming ,improvementof
government暞smonitoringeffortswiththepurposeofrealizingthecoordinateddevelopmentbetween
low灢carboneconomyandwaterfowlbreedingtopromotesustainedandhealthydevelopmentofwaterfowl
industryinChina.

Keywords暋low灢carboneconomy;waterfowlindustry;healthycultivation;ecologicalmodel;pollu灢
tionprev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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