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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草原畜牧业是现代畜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新疆的传统基础产业和特色优势产业。为推动新疆

草原畜牧业转型升级，本文从“产品高质、草原修复、牧民增收、文化传承”的具体要求出发，基于新疆草原畜牧业

发展现状，分析新疆草原畜牧业转型升级面临的现实困境，提出新疆草原畜牧业转型升级的实现路径。研究发

现，当前新疆草原畜牧业在转型升级过程中面临的现实困境包括养殖模式转变和技术应用不足影响畜产品质

量、天然草原超载过牧影响草原生态修复、产业链发展不充分影响牧民增收以及牧民生产生活方式转变影响草

原文化传承。研究认为，草原畜牧业高质量发展的本质是“草-畜-人-文化”的动态平衡，新疆草原畜牧业在转型

升级中应当注重科技研发应用与养殖模式的匹配，完善奖补政策和放牧管理措施，加快推动全产业链建设和增

值，强化新疆草原畜牧业文化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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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原作为重要的生产资料生产者和生态系统，

具有丰富的经济、文化、生态和社会价值［1］。草原畜

牧业是一种依托草原和草原植被进行草食性动物养

殖和牛羊肉、奶及奶制品等草原畜产品生产加工的

畜牧业。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生活方式的转

变，居民对牛羊肉、奶及奶制品等畜产品的消费需求

逐渐增加，优质特色、精深加工的草原畜产品以及具

有民族特色的草原风景和民俗文化越来越受欢迎，

牧区发展前景广阔。但同时，目前我国草原畜牧业

发展也面临一系列挑战。一是市场竞争日益激烈。

为抢占日益成熟的草原畜产品消费市场，各省份之

间的草原畜产品供给竞争越来越激烈。且随着技

术、信息和运输的深度融合，以及国内外草食畜产品

价差的存在，国际草食性畜产品进口不断增长，也挤

压了国内市场［2-3］。二是资源环境压力加大。脆弱

的生态环境和传统的畜牧业经营方式使牧区草畜矛

盾突出。生态文明建设新时代下草原功能定位从生

产为主转向生态为主，这一转变加大了产业发展的

资源环境压力，需要更加合理地平衡生态保护和经

济发展［4］。三是牧区经济相对落后。牧区的工业化、

城镇化程度远远落后于农区，产业结构的单一和非

农就业机会的稀缺，使得牧区经济发展普遍落后于

农区［5-7］。为满足不断升级的消费需求，提升草原畜

牧业市场竞争力，解决草原生态保护与牧区经济发

展之间的矛盾［8］，传统草原畜牧业需要向现代草原畜

牧业转型升级。

2022年和 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都明确提出，要

推进草原畜牧业转型升级。为贯彻中央一号文件的

决策部署，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同农业农村部、国

家林草局在内蒙古、四川、西藏、甘肃、青海、宁夏、新

疆等 7省（自治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启动实施草

原畜牧业转型升级试点示范项目［9］。新疆是中国第

二大牧区省份，全疆草原面积 5 200万 hm2（含新疆生

产建设兵团，全国第 3位），草原综合植被盖度 41.6%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林业和草原局数据：新疆维吾尔

自治区林草资源概况，https：//lcj.xinjiang.gov.cn/lcj/
jggk/202003/48d1f452ccc54106bab054538cff823a.
shtml.），草地资源和牛、羊、马等畜种资源丰富，草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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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牧业是当地传统优势产业，在新疆社会生产和经

济发展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近年来由于干旱

和过度利用等问题，新疆的草原退化非常明显，部分

地区饲草料保障不足；作为产业基础，目前新疆草食

畜良种化程度还不够高，生产效率有待提升；作为产

业竞争力的重要体现，当前新疆草原畜产品加工链

条仍较短，无法有效带动牧民增收。新疆草原畜牧

业的转型发展对提升全疆社会、经济、生态协调发展

水平、保障居民食物安全和维护边疆社会稳定具有

重大意义。因此，本文首先明确草原畜牧业转型升

级的具体要求，其次立足于新疆草原畜牧业发展现

状，分析新疆草原畜牧业转型升级面临的现实困境，

提出新疆草原畜牧业转型升级的实现路径和对策建

议，以期为相关研究和政策实施提供参考。

当前中国正处于传统草原畜牧业向现代草原畜

牧业转型升级的过渡阶段［10］，新疆草原畜牧业的转

型发展成效直接关系到全国的草原畜牧业该如何向

现代化迈进。但现有文献对新疆草原畜牧业转型升

级发展现状及困境关注不足，本文提出草原畜牧业

高质量发展的本质是“草-畜-人-文化”的动态平衡，

并据此明确了草原畜牧业转型升级在产品高质、草

原修复、牧民增收和文化传承 4个方面的具体要求。

结合草原畜牧业转型升级的要求，提出当前新疆草

原畜牧业在发展现状基础上还有较大转型升级空

间，存在着养殖模式转变和技术应用不足影响畜产

品质量、天然草原超载过牧影响草原生态修复、产业

链发展不充分影响牧民增收、牧民生产生活方式转

变影响草原文化传承等问题，并提出注重科技研发

应用与养殖模式的匹配，完善奖补政策和放牧管理

措施，加快推动全产业链建设和增值，强化新疆草原

畜牧业文化特色的针对性建议，以期为相关领域的

研究和实践提供参考。

1　草原畜牧业转型升级的要求

草原畜牧业转型升级，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本质

是“草-畜-人-文化”的动态平衡，为实现产业、生态、

牧民和社会的和谐发展，草原畜牧业转型升级的要

求应当包括产品高质、草原修复、牧民增收和文化

传承。

1.1　产品高质

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越来越关注农产品的质

量，对优质农产品的消费需求更旺盛。增强质量监

测与管控、确保产品高质是保障草原畜牧业转型升

级的重要基础。草原畜牧业产品高质的要求至少包

括以下 3个方面：第一，健康安全。健康的畜产品从

动物的饲养管理到储存运输及屠宰加工过程都需要

进行规范化操作，经过严格的检测和审查，确保符合

相关的卫生标准和安全要求，无激素、抗生素、重金

属等有害物质残留。第二，营养丰富。优质的草原

畜牧业产品应当含有比例均衡的蛋白质、脂肪、维生

素等营养物质，并关注这些营养物质的品质，例如蛋

白质的氨基酸组成、脂肪的不饱和脂肪酸含量等［11］。

只有这样，畜产品的质量安全才能真正得到保障。

第三，味道鲜美。优质的草原畜牧肉产品具有口感

鲜美、肉质细嫩、肉汁丰富等特点，奶制品具有香浓

绵软、口感醇厚等特点。草场环境、饲养方式、饲料

配方以及屠宰、加工和储存环节都会对肉奶产品的

口感风味产生很大影响。总之，草原畜牧业转型升

级首先要求生产的各类畜产品在安全、健康、营养和

味道等多维度达到更高品质更高标准，并保留独特

的草原风味，以满足不断升级的市场需求。

1.2　草原修复

草原畜牧业的可持续发展离不开草原生态环境

的保护和修复。党的十八大以来，生态文明建设越

来越受重视，草原的生态价值越来越凸显，草原畜牧

业发展从生产优先向生态优先转变。为了协调推进

草原生态保护与草原畜牧业发展，2022年 10月修订

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中增加了“草原畜牧业”

一章，明确指出国家支持科学利用草原，坚持生态优

先、筑牢生态安全屏障，推进牧区生产、生活、生态协

同发展。在禁牧休牧、划区轮牧、草畜平衡、草原生

态保护补助奖励等一系列草原保护制度和退牧还

草、京津风沙源治理、生态移民搬迁、草原防火防灾、

草原监测预警、石漠化治理、草种基地建设等一系列

草原生态建设工程的实施推动下，草原生态环境总

体有所改善并呈稳中向好态势，但草畜矛盾仍然存

在，草原退化趋势还未得到根本遏制［12］。草原修复

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持续管理和保护，分阶段要

求体现在：修复初期阻止草原进一步沙化、退化；修

复中期植被覆盖度和多样性逐渐增加，土壤质量较

前期有所改善；修复后期草地植被恢复较好，植物多

样性丰富，土壤质量显著改善，生物多样性逐渐恢复

到原有水平。

1.3　牧民增收

牧民作为草原畜牧业的主要从业者，其收入水

平是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评判指标之一。工业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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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民作为草原畜牧业的主要从业者，其收入水

平是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评判指标之一。工业产业

43



第 42 卷  华 中 农 业 大 学 学 报

链与农业产业链逐渐融合，牧民却被甩在了产业链

的末端，处于社会经济大循环中的边缘地带［13］。牧

民增收要求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把就业机会

和产业链增值收益留在当地。提高牧民收入反过来

也可以激发牧民的积极性和创造力，提高生产效率，

同时减少因经济压力对草原资源进行的过度开发和

破坏，推动草原畜牧业发展进入良性循环。除牧民

收入的增长外，草原畜牧业转型升级还要关注牧民

收入的相对差距，减少收入分配的不平衡，促进社会

的稳定与和谐发展。在缩小牧民收入差距方面，重

点在于构建合理的联牧带牧机制、利益联结和分配

机制，通过培育龙头企业、合作组织和家庭牧场，把

中小牧户带动到现代化草原畜牧业的实现进程中，

相应奖补政策也应当考虑对不同规模牧民的增收效

果。总之，草原畜牧业转型升级要重视牧民的应得

利益，实现牧民的全面增收。

1.4　文化传承

草原文化是各草原民族在长期生产生活中共同

创造和积淀形成的一种与草原生态环境相适应的文

化，具有浓厚的地域和民族特色。草原文化是牧区

重要的文化遗产，也是中华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14］。

因此，草原畜牧业转型升级需要重视文化传承。文

化传承要求：第一，重视收集和保护草原地区的文化

遗产，包括游牧文化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宗教风俗、饮

食服饰、文学艺术等。第二，深入挖掘草原文化的历

史、内涵和特点，领悟草原文化背后蕴含的敬畏自

然、勇敢、团结、坚韧等民族精神，培养人们对草原文

化的认同感和传承意识，增强人们的归属感和凝聚

力，推动社会和谐与进步。第三，鼓励草原文化创新

和发展，通过与现代社会的融合，使草原文化与时俱

进，更好地适应现代社会的需求。第四，加强文化交

流和互动，通过举办文化活动、艺术展览、民族节庆

等方式，增进不同地域和民族间的相互了解与合作，

推动草原文化的传播与交流，促进草原畜牧业的多

元化发展。

2　新疆草原畜牧业发展现状

新疆有 37 个牧区、半牧区县（市、区，以下简称

县），其中牧区县 22个，半牧区县 15个。据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畜牧兽医局统计，2021年，新疆 37个牧区、

半牧区县共有牧民 89.2万人，占牧区、半牧区县总人

口的18.4%。从新疆（主要是牧区、半牧区县）草原畜

产品生产情况、草地资源利用及保护情况、人均牧业

收入情况和草原畜牧业生产方式转变情况来看，新

疆草原畜牧业有一定的发展基础，但也有很大的转

型提升空间。

2.1　新疆草原畜产品生产情况

新疆草原畜牧业以羊、牛、马和骆驼为主导产

业。2020 年，新疆羊肉、牛肉、马肉和骆驼肉产量占

全疆总产肉量的 63.4%，22 个牧区县羊肉、牛肉、马

肉和骆驼肉产量占牧区县总产肉量的 91.5%，15 个

半牧区县羊肉、牛肉、马肉和骆驼肉产量占半牧区县

总产肉量的 79.0%（表 1）。新疆主导牛品种有新疆

褐牛、西门塔尔牛等乳肉兼用品种、安格斯肉牛和荷

斯坦奶牛等；主导羊品种有阿勒泰羊、哈萨克羊、巴

士拜羊、巴音布鲁克羊、柯尔克孜羊等本地品种；特

色养殖品种有伊犁马和骆驼等。

从 2021年新疆牧区县和半牧区县主要草原畜产

品（肉、奶、毛、皮）产量占全国牧区县和半牧区县相

应畜产品总产量的比重以及与其他四大牧区（内蒙

古、西藏、青海和甘肃）数据对比情况可知：新疆牧

表1　2020年新疆全疆、新疆牧区县和新疆半牧区县主要草原牲畜产肉量情况

Table 1　The meat production of main grassland livestock in Xinjiang， Xinjiang pastoral 
counties and Xinjiang semi-pastoral counties in 2020

区域Area

全疆 Xinjiang

牧区县 Pastoral counties

半牧区县 Semi-pastoral counties

总产肉量/t
Total meat 
production

1 726 656

298 688

177 623

羊Sheep

产肉量/t 
Meat 

production

569 811

121 630

70 749

占总产肉

量比/%
Proportion

33.0

40.7

39.8

牛Cattle

产肉量/t 
Meat 

production

439 878

109 490

56 396

占总产肉

量比/%
Proportion

25.5

36.67

31.8

马Horse

产肉量/t 
Meat

production

71 709

37 178

10 747

占总产肉

量比/%
Proportion

4.2

12.4

6.1

骆驼Camel

产肉量/t 
Meat

production

13 226

5 094

2 458

占总产肉

量比/%
Proportion

0.8

1.7

1.4

注：数据来源为《2021 年新疆统计年鉴》，《2022 年新疆统计年鉴》暂未公布。Note ： The data source is Xinjiang Statistical Yearbook 

2021， and Xinjiang Statistical Yearbook 2022 has not been published y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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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半牧区县主要草原畜产品供给能力强于西藏、青

海和甘肃，但与内蒙古还存在较大差距；牧区县牛

肉、牛皮和毛产品供给能力强于西藏和甘肃，但不及

内蒙古和青海，羊肉、羊皮和奶产品供给能力强于西

藏、青海和甘肃，但不及内蒙古。新疆牧区县主要草

原畜产品产量占全国牧区县相应产品产量的比例高

于新疆半牧区县主要草原畜产品产量占全国半牧区

县相应产品产量的比例（表2）。

2.2　新疆草地资源利用及保护情况

草原是草原畜牧业重要的生产基地，为草原畜

牧业提供基本的生产资料。据第 3次全国国土调查

统计，新疆 37 个牧区、半牧区县共有天然草原面积

3 739.1 万 hm2，占全区天然草原面积的 65.2%，其中

可利用草原面积 3 131.4 万 hm2，占全区可利用草原

面积的 65.2%；有天然打草场 92.2 万 hm2，占全区天

然打草场的 92.0%。2021年，37个牧区、半牧区县共

有人工饲草料（青贮玉米、苜蓿等）地面积 35.7 万

hm2，占全区人工饲草料地面积的 45.0%。牧区、半

牧区县具体情况见表3。

受自然条件和粗放型放牧等因素影响，新疆土

地沙化形势较严峻，多处草原存在不同程度的退化。

第 5次全国荒漠化和沙化监测结果显示，新疆沙化土

地面积 74.7 万 hm2，占新疆总面积的 44.9%，占全国

表2　2021年五大牧区省牧区县和半牧区县主要草原畜产品产量占全国牧区县和半牧区县的比例

Table 2　Ratio and ranking of the main grassland livestock products in the pastoral 
counties and semi-pastoral counties of the five major pastoral areas to the national pastoral 

counties and semi-pastoral counties in 2021 % 
区域 Area

牧区县

Pastoral counties

半牧区县

Semi-pastoral counties

畜产品 Livestock products

羊肉 Mutton

牛肉 Beef

奶 Milk

毛 Fur

羊皮 Sheepskin

牛皮 Cowhide

羊肉 Mutton

牛肉 Beef

奶 Milk

毛 Fur

羊皮 Sheepskin

牛皮 Cowhide

内蒙古 Inner Mongolia

45.4

27.0

42.0

39.3

52.8

26.8

36.8

32.0

35.4

45.7

39.3

30.8

新疆 Xinjiang

17.8

16.9

22.9

15.3

15.9

12.2

11.5

8.9

7.8

13.2

12.9

10.5

西藏 Tibet

3.8

10.1

4.0

5.8

2.6

8.4

1.2

7.5

3.6

1.9

1.2

10.3

青海 Qinghai

12.8

17.8

6.6

24.8

14.5

27.8

1.0

1.3

0.9

2.5

1.4

2.9

甘肃 Gansu

6.6

8.8

2.8

7.6

4.8

6.9

11.2

3.4

1.8

10.6

10.5

3.2

注：数据来源为《2022年中国畜牧兽医年鉴》。Note ： The data source is from China Animal Husbandry and Veterinary Yearbook 2022.

表3　新疆、新疆牧区县和新疆半牧区县草地资源情况

Table 3　Grassland resources in Xinjiang， Xinjiang pastoral counties and Xinjiang semi-pastoral counties

区域Area

牧区县 Pastoral counties

半牧区县 Semi-pastoral counties

牧区、半牧区县

Pastoral and semi-pastoral counties

全疆 Xinjiang

天然草原

Natural grassland

面积/万hm2 

Area

2 503.7

1 235.4

3 739.1

5 733.3

占比/%
Proportion

43.7

21.5

65.2

100.0

可利用天然草原

Available natural grassland

面积/万hm2 

Area

2 057.5

1 073.9

3 131.4

4 800.0

占比/%
Proportion

42.9

22.4

65.2

100.0

打草场

Mowed grassland

面积/万hm2

Area

55.6

36.5

92.2

100.2

占比/%
Proportion

55.5

36.5

92.0

100.0

人工饲草料地

Artificial forage land

面积/万
hm2  Area

22.4

13.3

35.7

79.4

占比/%
Proportion

28.2

16.8

45.0

100.0

注：全区天然草原面积和可利用草原面积数据来源为新疆政府服务网，https：//zwfw.xinjiang.gov.cn/dmxj.html。Note ： The data source 
of natural grassland area and available grassland area in the whole region is Xinjiang government service network，https：//zwfw.xinjiang.gov.
cn/dmxj.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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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化土地面积的 43.4%。为促进草原畜牧业向质量

效益型转变，新疆实施了草原禁牧、休牧、轮牧制度，

对生存环境恶劣、退化严重、不宜放牧以及位于大江

大河水源涵养区的草原实行围栏禁牧封育，对禁牧

区域以外的部分可利用草原实施季节性放牧和划区

轮牧。2021年，新疆牧区、半牧区天然草原共实施禁

牧休牧轮牧面积 2 786.1 万 hm2（占全区禁牧休牧轮

牧面积的 66.6%），其中禁牧面积 643.5 万 hm2、休牧

面积 1 679.0万 hm2、轮牧面积 463.5万 hm2，分别占全

区禁牧、休牧和轮牧的比例为 60.6%、75.3%、52.1%
（表 4）。新疆牧区更广泛地实施休牧制度，轮牧制度

则主要是在半牧区推行。禁牧休牧轮牧制度使草原

得到了休养生息，有力促进了草原生态稳步恢复。

根据新疆畜牧兽医局数据，2021年新疆牧区、半牧区

县平均植被盖度达到了 75.9%，草原鼠害、虫害危害

面积分别比2016年减少了45.7%和71.8%。

2.3　新疆人均牧业收入情况

2021年新疆牧区县和半牧区县牧民人口分别为

56.4 万人（占牧区县总人口的 26.5%）和 32.8 万人

（占半牧区县总人口的 12.1%）。从表 5 可见，2021
年新疆牧区县和半牧区县人均牧业收入分别为

7 231和 7 120元/人，较 2015年分别增长了 52.4%和

71.0%。虽然新疆牧区、半牧区县人均牧业收入有所

增长，但人均牧业收入占人均纯收入的比重并没有

明显增长，2021 年新疆牧区和半牧区县人均牧业收

入占人均纯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46.9% 和 40.3 %，比

全国平均水平分别低 10.8 百分点和 3.0 百分点，较

2015 年分别降低了 4 百分点和增长了 0.2 百分点。

与全国牧区、半牧区县人均牧业收入对比来看，

2015-2021 年，新疆半牧区县人均牧业收入始终高

于全国半牧区县平均水平，但新疆牧区县人均牧业

收入始终低于全国牧区县平均水平。

2.4　新疆草原畜牧业生产方式转变情况

过去粗放的放牧习惯在人口增长、气候异常和

市场经济的背景下对生态环境造成了一定的破坏，

牧民“逐水草而居”的传统游牧生活在医疗、教育、防

灾减灾等方面也存在诸多不便。为缓解天然草原的

放牧压力和改善牧民生产生活条件，新疆实施“生态

置换工程”（水土开发、牧民定居与饲草料基地建

设），围绕牧民定居进行人工饲草料基地建设、牲畜

棚圈建设和配套基础设施建设［15］。新疆维吾尔自治

区畜牧兽医局对 37个草原畜牧业转型升级工程建设

县摸底调查数据显示，2021 年，新疆牧区、半牧区县

已定居牧民 16.0万户，占牧区、半牧区县牧民总户数

的 72.1%，其中 22个牧区县已定居牧民 10.3万户，占

牧区县牧民总户数的 74.9%，15 个半牧区县已定居

牧民 5.7万户，占半牧区县牧民总户数的 67.5%。同

时，新疆牧区、半牧区草原确权承包工作也在稳步推

进，2021年，37个牧区、半牧区县天然草地承包总面

积为 3 003.1万 hm2，占牧区、半牧区县天然草原总面

积的 80.3%，其中 22 个牧区县天然草地承包面积为

2 014.7 万 hm2，占牧区县天然草原面积的 80.5%，15
个半牧区县天然草地承包面积为 988.4 万 hm2，占半

牧区县天然草原面积的 80.0%。随着游牧民定居工

程、草原“双权一制”政策和退牧还草项目建设的推

进，传统“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产方式逐渐向现代

化定居生产方式转变，种养结合、“轮牧+补饲”“暖

季放牧+冷季舍饲”等饲养方式逐步推广。

3　新疆草原畜牧业转型升级面临的
现实困境

新疆草原畜牧业产业转型带来养殖模式和牧民

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相应的技术、观念若未能及时

更新，就会影响“草-畜-人-文化”的动态平衡。从当

表4　2021年新疆、新疆牧区和新疆半牧区天然草原生态保护情况

Table 4　Ecological protection of natural grassland in Xinjiang， Xinjiang pastoral areas 
and Xinjiang semi-pastoral areas in 2021

区域Area

牧区 Pastoral area

半牧区 Semi-pastoral area

牧区、半牧区合计 Total

全疆 Xinjiang

禁牧

Forbidden grazing

面积/万hm2  
Area

347.1

296.4

643.5

1 062.1

占比/%
Proportion

32.7

27.9

60.6

100.0

休牧

Resting grazing

面积/万hm2

 Area

1 103.5

575.6

1 679.0

2 229.7

占比/%
Proportion

49.5

25.8

75.3

100.0

轮牧

Rotational grazing

面积/万hm2 

 Area

35.9

427.6

463.5

889.5

占比/%
Proportion

4.0

48.1

52.1

100.0

禁休轮牧

Forbidden-rest-rotational grazing

面积/万hm2 

Area

1 486.5

1 299.5

2 786.1

4 181.3

占比/%
Proportion

35.6

31.1

66.6

100.0

注：数据来源为《中国草业统计2021》。Note ： The data source is from China Prataculture Statistics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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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现实情况来看，新疆草原畜牧业转型升级面临的

现实困境包括养殖模式转变和技术应用不足影响畜

产品质量、天然草原超载过牧影响草原生态修复、产

业链发展不充分影响牧民增收以及牧民生产生活方

式转变影响草原文化传承。

3.1　养殖模式转变和技术应用不足影响畜产品

质量

保持产品高质需要技术应用与养殖模式相匹

配。目前新疆正在积极推广“轮牧+补饲”“暖季放

牧+冷季舍饲”等生产方式，鼓励牧民逐步由全年放

牧向舍饲半舍饲转变。新疆牧区、半牧区养殖模式

逐渐转变，相应的技术应用却存在一定的滞后。首

先，优质种源供给能力不足。在以放牧为主的养殖

模式下，地方品种是经过长期自然和人工选择后的

优良品种，但在舍饲半舍饲养殖模式下，地方品种则

暴露出生长速度慢、繁殖性能低、胴体脂肪含量高等

问题，需要进行改良提升［16］。新疆在地方品种改良

推进方面做了一些计划和实施方案，如《新疆褐牛联

合育种群体改良提升计划（2020-2025年）》《牧区地

方肉羊品种选育改良计划（2020-2025年）》等，但计

划推进过程中存在地方群体遗传机制不清、优秀种

公畜选择准确性差、生产性能测定力度不够、畜群系

谱档案不全、专业技术人才稀缺等问题。《中国畜牧

兽医年鉴》数据显示，2021年新疆牛、羊、马种源自给

率分别为 66%、61%、95%；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畜牧

兽医局对 37个草原畜牧业转型升级工程建设县摸底

调查情况显示，新疆牧区、半牧区牛羊良种率与先进

省区相差 10余百分点，可见牛羊优质种源自给率还

存在很大提升空间。其次，饲料营养管理水平不高。

放牧模式下，牧草的自然生产量对牲畜饲养起决定

性作用，而舍饲和半舍饲模式通常需要依赖人工种

植的饲料作物和人工配制饲料，饲料质量和营养管

理直接影响畜产品的质量，部分养殖者由于技术缺

乏和资源限制，在饲喂中无法进行科学的营养管理，

就会导致畜产品质量下降。最后，疫病防控指导强

度不够。在放牧条件下，牲畜处于自由活动和采食

状态，与自然环境中的各种病原体接触频繁，导致机

体处于较高的防御状态，免疫力更强［17］。舍饲半舍

饲下牲畜运动减少，圈舍中空间、采光和通风都有所

限制，牲畜患病几率增加。在全年放牧向舍饲半舍

饲转变的过程中，一些养殖户（场）对于舍饲半舍饲

的疫病风险认识不够，缺少健康养殖理念和能力，存

在盲目滥用药物的情况。总体来看，在新疆草原畜

牧业生产方式逐渐转型的背景下，相应的技术创新、

应用和服务落后于养殖户需求。

3.2　天然草原超载过牧影响草原生态修复

新疆属典型的温带大陆性干旱气候，降水稀少、

蒸发量大，年均降水量 170.6 mm。由于极端气候和

过度放牧等因素，部分地区出现了大规模的草原退

化和荒漠化现象。天然草原是新疆草原畜牧业生产

最基本、最主要的资源，草畜平衡是遏制草原退化的

根本。在一系列草原生态保护政策的推进下，新疆

草原生态环境整体有所改善，但局部超载过牧现象

仍然存在，草原保护与合理利用矛盾仍未完全解决。

表5　2015—2021年全国及新疆牧区、半牧区县人均牧业收入情况

Table 5　Per capita net income and livestock income of counties in national and Xinjiang 
pastoral and semi-pastoral counties during 2015-2021

项目 Item

人均牧业收入

Per capita pastoral 
income

人均牧业收入占

人均纯收入比例/% 
Per capita pastoral income/

per capita net income

牧区县

Pastoral counties

半牧区县

Semi-pastoral
 counties

牧区县

Pastoral counties

半牧区县

Semi-pastoral counties

全国/（元/人） National total

新疆/（元/人） Xinjiang

新疆/全国 Xinjiang/National total

全国/（元/人） National total

新疆/（元/人）Xinjiang

新疆/全国 Xinjiang/National total

全国 National total

新疆 Xinjiang

全国 National total

新疆 Xinjiang

2015

5 133

4 744

92.4%

3 284

4 165

126.8%

65.8

50.9

40.3

40.1

2016

5 616

5 124

91.2%

3 506

4 433

126.4%

66.4

50.1

39.7

38.5

2017

6 739

5 487

81.4%

3 872

4 652

120.1%

66.2

49.5

40.4

38.4

2018

7 088

6 201

87.5%

4 162

6 225

149.6%

65.5

51.6

39.1

45.7

2019

7 393

6 337

85.7%

4 545

7 062

155.4%

58.2

46.8

40.6

48.1

2020

8 333

6 858

82.3%

4 909

6 334

129.0%

62.5

47.3

40.1

38.6

2021

8 450

7 231

85.6%

5 244

7 120

135.8%

57.7

46.9

43.3

40.3

注：表中数据来源为《中国畜牧兽医年鉴》。Note ： The data source in the table is China Animal Husbandry and Veterinary Yearbook.

47



第 42 卷  华 中 农 业 大 学 学 报

经济利益驱动是牧户选择超载放牧的主要原因。禁

牧减少了牧民可放牧的草原面积，而草原补奖由于

存在规模效应，对草场面积小的牧户来说，禁牧补助

112.5 元/ hm2、草畜平衡奖励 37.5 元/ hm2的国家奖

补标准（第 3轮草原补奖政策）难以弥补减畜的收益

损失，在利益驱动下部分牧户便会选择在可放牧草

场超载放牧［18］。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畜牧兽医局统

计，2021年，新疆 37个牧区、半牧区县天然草原实际

载畜量为 1 712.5万羊单位，高于天然草原合理载畜

量 1 513.6万羊单位。新疆 37个牧区、半牧区县中仅

有 4 个县天然草原未超载，占比 10.8%，而超载县比

例超过 40%（表 6）。为保证新疆草原畜牧业可持续

发展，牧区、半牧区县草畜平衡状态需要进一步

优化。

3.3　产业链发展不充分影响牧民增收

从新疆牧区、半牧区县人均牧业收入与全国平

均水平对比情况可知，2015-2021 年新疆牧区县人

均牧业收入及其占人均纯收入的比始终低于全国

牧区县平均水平（表 5）。从新疆牧区、半牧区县农

民和牧民人均纯收入对比情况可知，2021 年新疆牧

区、半牧区县牧民人均纯收入低于农民人均纯收

入（表 7）。

牧民增收的重要路径是产业链高质量发展，但

当前新疆草原畜牧业产业链发展并不充分［19］。一是

饲草料产业基础不稳固。一方面，饲草料保障不稳

定。受气候等自然条件影响，新疆牧区、半牧区天然

草地产草量波动很大，存在季节性和区域性不平衡，

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新疆草原畜牧业的饲草料保障。

2021年新疆 37个牧区、半牧区县中有 22个是饲草料

净调入县。发展集约化草牧业，开展人工草地建设

是缓解天然草地草料供应和生态压力的手段之一，

但目前新疆人工饲草料地面积仍较小，2021 年新疆

牧区、半牧区县人工饲草料地面积为 35.7 万 hm2，仅

为可利用天然草原面积的 1.1%。另一方面，优质饲

草供不应求。目前新疆牧区、半牧区苜蓿等优质人

工草料规模基地建设相对滞后，整体单产水平较低，

无法填补优质饲草料缺口。且由于产品收获加工储

存技术水平滞后、饲草加工机械紧缺，饲草料营养提

升有限而流失严重。二是畜产品精深加工滞后。新

疆牧区、半牧区加工企业规模小实力不强，畜产品加

工链条短，产品同质化严重，未能将畜牧资源优势完

全转化为产业优势。2021年 37个牧区、半牧区县共

有牛羊屠宰加工企业71家，设计年加工能力54.0万 t，
但实际加工能力只有 19.7万 t。牧区、半牧区县牛羊

肉精深加工率不到 5%，畜产品多以活体或胴体销

售，原料原卖导致增值不足，且难以满足消费者对高

端产品和终端产品的多元化需求。三是分散牧户与

市场衔接不足。新疆牧区、半牧区县牧户以户有户

养和简单互助生产为主，农牧民合作化水平低。分

散的小规模牧户对市场需求和行情了解不足，畜产

表6　新疆牧区、半牧区县天然草原超载情况

Table 6　Overload situation of natural grassland in pastoral and semi-pastoral counties of Xinjiang

项目 Item

超载率分级范围/% Overload rate classification 
range

县数 Number of counties

比例/% Proportion

未超载

Not overloaded

≤ 0

4

10.8

基本平衡

Basic balance

5~15

17

46.0

超载

Overload

15~50

9

24.3

严重超载

Serious overload

≥50

7

18.9

合计

Total

37

100

注：计算依据参考中华人民共和国林草行业标准《草畜平衡评价技术规范》，天然草原超载率=（天然草原实际载畜量-天然草原理论载

畜量）/天然草原理论载畜量。Note ： The calculation is based on the reference to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s forestry and grass industry 
standard Technical Specification for Grassland and Livestock Balance Evaluation， natural grassland overload rate = （ natural grassland actual 
carrying capacity-natural grassland theoretical carrying capacity ） / natural grassland theoretical carrying capacity.

表7　2021年新疆牧区、半牧区县农民和

牧民人均纯收入对比情况

Table 7　Comparison of per capita net income of 
farmers and herdsmen in pastoral counties and 

semi-pastoral counties of Xinjiang in 2021 元   

区域 Area

牧区县 Pastoral counties

半牧区县 Semi-pastoral counties

合计 Total

农民 Farmers

16 206

19 473

17 839

牧民 Herders

15 508

15 321

15 414

注：数据来源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畜牧兽医局对 37个草原畜牧

业转型升级工程建设县的摸底调查。Note： The data source is a 
survey conducted by the Animal Husbandry and Veterinary Bureau of 
Xinjiang Uygur Autonomous Region on 37 counties of grassland ani⁃
mal husbandry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project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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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大多通过经纪人或当地小规模的集贸市场销售，

缺乏统一的品牌形象和宣传推广，难以进入更大的

市场，议价能力和竞争力都很低。①

3.4　牧民生产生活方式转变影响草原文化传承

建立在游牧生产方式上的游牧文化和创造游牧

文化的游牧民族是草原文化有别于其他文化的根本

性标志［20］。“双权一制”实施后，定居放牧逐渐代替传

统的全年游牧，草原文化最原始、最核心的发展动力

被不断弱化。游牧文化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宗教风

俗、饮食服饰、文学艺术等面临着淡化甚至消亡的风

险。草原文化及其背后精神的消散可能会削弱牧区

的社会凝聚力和生态可持续发展的动力。草原“公

地悲剧”和“私地悲剧”悖论［21-22］出现的一个主要原

因便是生产生活方式转变带来的文化价值观的改

变。传统的游牧方式是牧民在人与自然相互依存、

相互制衡的生态观下，为获得长期利益，主动适应自

然环境、保护草原生态做出的选择；定居方式下牧区

分化和流动加速，社会关系和结构发生改变，市场经

济的发展和物质利益的驱动使人们在面对集体与个

人、公与私、义与利等选择时越来越重视短期利益从

而向后者偏移，出现在定居点附近的草场掠夺性放

牧等现象，牧民收入水平差距加大，牧区社会的矛

盾和冲突也由此增多［23］。新的价值规范和取向冲

击着建立在游牧文化基础上的旧有价值规范和取

向，如何平衡产业发展和文化传承是值得思考的

命题。

4　新疆草原畜牧业转型升级的实现

路径

新疆草原畜牧业转型升级的总体思路是以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积极落实

中央新时代治疆方略，树立新发展理念，抓住政策机

遇，充分利用当地资源禀赋和产业发展基础，围绕推

进生态文明建设和草原畜牧业生产生活繁荣稳定，

以“草原增绿、产业增效、牧民增收、社会稳定”为目

标，坚持草畜匹配、绿色发展、科技引领和人才赋能，

积极强链补链延链，打造特色优势品牌，全面推进三

产融合，实现区域草原功能、牧区发展方式和牧民生

活方式的全面转型，推动草原畜牧业高质量可持续

发展和牧区振兴。结合新疆草原畜牧业发展基础和

转型升级面临的现实困境，新疆应当注重科技研发

应用与养殖模式的匹配，完善奖补政策和放牧管理

措施，加快推动全产业链建设和增值，强化新疆草原

畜牧业文化特色。

4.1　注重科技研发应用与养殖模式的匹配

以提质增效为中心任务，加强与舍饲半舍饲养

殖模式相适应的草原畜牧业科技研发和推广应用，

并重视前瞻性技术的更新引进和人才支撑。第一，

在良种繁育方面，要建立完善的群体遗传机制档案

和健全的生产性能测定体系，包括生长速度、繁殖性

能、胴体脂肪含量等指标的测定和评价，为选育和改

良提供可靠数据支持。在此基础上，加强地方遗传

资源开发利用，培育一批生产性能水平高、综合性状

优良、重点性状突出的改良品种，并健全良种扩繁推

广体系，不断提高优质种源供给能力和良种覆盖率。

第二，在日常饲养方面，要增强饲草料供给和营养管

理能力，为向舍饲半舍饲生产方式转变提供基础保

障。不同地区可在全面调查了解当地饲料种类、进

行样本采集和营养成本测定的前提下，优化日粮饲

料配方，合理搭配营养，减少饲养成本，提高畜产品

质量，并在示范场应用评估后加强推广。第三，在疫

病防控方面，相关部门需要加强舍饲半舍饲模式下

疫病防控知识、技术的宣传、指导和培训力度。如圈

舍的空间、阳光、通风、温度等标准，日常饲养中养殖

密度、卫生、消毒等管理要求，以及易发多发病的预

防措施和治疗指导等。

4.2　完善奖补政策和放牧管理措施

合理利用和保护草地资源需要完善奖补政策和

放牧管理措施。第一，完善奖补政策。提高禁牧补

助和草畜平衡奖励标准，根据不同草场面积和退化

程度对牧户进行差别化生态补偿，确保减畜收益损

失不影响牧民生计。第二，引导牧户转变观念，提高

牧户科学利用草原能力。开展草原保护与可持续发

展的宣传教育工作，引导他们认识到超载放牧对草

原生态环境以及自身长期利益的不利影响，使牧户

主动参与到草原保护中来。同时，积极推广“轮牧+
补饲”“暖季放牧+冷季舍饲”等养殖方式，发展并推

进“牧繁农育”模式，优先保障母畜天然草原放牧及

繁育幼畜，及时转移商品畜开展集中舍饲育肥，提高

天然草原资源利用效率，降低草原承载压力。第三，

强化监督执法。利用现代技术手段（如遥感技术和

地理信息系统）对草原资源进行动态监测和评估，并

建立健全举报机制，加强对草原超载放牧行为的监

①    本段新疆牧区、半牧区县2021年数据来源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畜牧兽医局对37个草原畜牧业转型升级工程建设县摸底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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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和执法力度。

4.3　加快推动全产业链建设和增值

通过全产业链建设和增值提高牧民收入是新疆

牧区振兴的重要任务。第一，“牧业发展，草业先

行”，针对产业链中饲草料产业基础不稳固问题，建

议在各区域畜牧业养殖布局中优先规划、配套相应

规模的人工饲草料基地，抓住粮改饲、振兴奶业苜蓿

发展行动等政策机遇，实施林草间作、果草间作、粮

草轮作（复播）等模式，大力发展苜蓿、燕麦、青贮玉

米等优质牧草种植，提高优质饲草适时收获、储备和

加工利用能力。第二，针对产业链中畜产品精深加

工滞后问题，建议支持草原牧区新建或改扩建标准

化屠宰厂，强化屠宰环节全过程监管，促进屠宰过程

规范化管理；引导企业建设肉类加工技术集成基地

和精深加工示范区，发展品类丰富、附加值高的多元

化精深加工产品，推动传统畜牧业“卖活畜”向“卖多

元化的畜产品”转型升级，根据市场需求对产品进行

差异化区分并按质论价。第三，针对产业链中与市

场衔接不足问题，建议扶持符合区域特点的专业合

作社、股份合作社、家庭经营农牧场、养殖大户等新

型经营主体，实施“公司+合作社+牧户”“龙头企

业+基地+合作社+农牧户”等产业化经营模式，通

过组织化、合作化带动中小规模养殖户和散养户对

接“大市场”；充分利用当地资源禀赋和产业发展基

础，例如伊犁马、新疆褐牛、阿勒泰羊、驴、驼等特色

优质畜种资源，加强品牌建设和宣传推广，积极参与

“新疆品质”区域公共品牌认证，从自产自销向组团

营销转变，提高产品市场知名度和竞争力［24］。

4.4　强化新疆草原畜牧业文化特色

强化新疆草原畜牧业文化特色不仅是保护和传

承文化遗产的需要，也是强化牧区社会凝聚力、推动

生态保护和经济发展的重要措施。强化新疆草原畜

牧业文化特色需要深挖牧区自然文化资源优势，加

强传统游牧文化保护，注重游牧文化宣传与教育工

作。建议发展具有历史特征、地域特点、民族特色的

牧区旅游项目，打造集牧区特色、民俗文化、自然风

光于一体的现代旅游和文化产业集群，以草畜产业

为载体建设“草原畜牧业+畜产品加工业+游牧文

旅业”特色融合产业，通过整合旅游资源、改善基础

设施、提升服务水平，实现牧区变景区，牧场变景点；

坚持个性化、特色化发展方向，突出游牧文化差异化

与多样化特征，推动实现差异竞争与错位发展，加强

培育牧区旅游的知名品牌。以质量信誉为基础、以

牧区文化与生态资源相结合为优势，创建游牧文化

知名品牌，打造一批“珍稀牌”“工艺牌”“文化牌”的

牧区乡土品牌。通过强化新疆草原畜牧业文化特

色，不仅能拓展产业功能空间，加速一二三产融合发

展，带动就业，也能在发展产业的同时保护和传承草

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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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grassland animal husbandry in 
Xinjiang： development status， realistic dilemma and realization path

JIANG Hui,WANG Mingli,LI Tingyu,YANG Chun

Institute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and Development， Chinese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 Beijing 100081， China

Abstract Grassland animal husbandry is not only an important part of modern animal husbandry， but 
also a traditional basic industry and characteristic advantage industry in Xinjiang.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grassland animal husbandry in Xinjiang， this paper set out from the precise 
objectives of ‘high-quality products， grassland restoration， herdsmen’s income increase and cultural inheri⁃
tance’.Based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grassland animal husbandry development in Xinjiang， this paper an⁃
alyzed the practical challenges impeding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the industry and proposed a 
pathway towards achieving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grassland animal husbandry in Xinjiang.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realistic dilemma faced by Xinjiang grassland animal husbandry in the process of trans⁃
formation and upgrading include： the change of breeding mode and the lack of technology application affect⁃
ing the quality of animal products， overgrazing of natural grasslands affecting ecological restoration， insuffi⁃
cient development of industry chain affecting the increase of herdsmen’s income， and the change of herds⁃
men’s mode of production and life affecting the inheritance of grassland culture.The study concluded that 
the essence of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grassland animal husbandry is the dynamic balance of ‘grass-
animal-human-culture’.In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grassland animal husbandry in Xinjiang， we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matching between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pplica⁃
tion and breeding mode， improve incentive policies and grazing management measures， accelerate the con⁃
struction and value increase of the whole industry chain， and strengthen the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grass⁃
land animal husbandry in Xinjiang.

Keywords Xinjiang grassland animal husbandry；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herdsmen’s income 
increase； cultural inherit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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