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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牧区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探讨

———兼论我国牧区“绿色化、工业化、服务化”的融合发展

贺有利１，卫静静２

（１．甘肃省高校区域循环经济重点实验室，甘肃 兰州７３０１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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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根据《关于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通过研究认为，牧区具有鲜明的地区特色和产业特色，其

产业发展应该探索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模式。具体分析我国牧区产业发展现状后发现，牧区产业绿色化水平低、精

深化加工不足、电子商务融合度低、牧区产业规模效益差，提出我国牧区产业坚决不能再走“低质低价增量”的老路，坚

决要走“优质高价适量”的绿色发展之路，坚决不能再走“增加畜牧量－增加收入”竭泽而渔的“两增”老路，坚决要走“绿

色有机畜牧业－畜牧产品精深加工－畜牧产品电商销售－牧区全域旅游”的保护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之路；要努力

实现牧区“绿色有机畜牧业、畜牧产品精深加工、畜牧产品电商销售、牧区全域旅游、生态环境保护”的相互促进与融合

发展，要努力实现牧区产业的一二三产业的相互促进与融合发展，要努力实现牧区产业“绿色化、工业化、服务化”的相

互促进与融合发展。

关键词：牧区；一二三产业；绿色化；工业化；服务化；融合发展

中图分类号：Ｓ８１２．８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１－０６２９（２０１８）１２－３０２８－０６＊

Ａ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ｏｎ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ｐｒｉｍａｒｙ，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ａｎｄ
ｔｅｒｔｉａｒｙ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ｉｎ　ｐａｓｔｏｒａｌ　ａｒｅａ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Ａ　ｃｏｎｃｕｒｒｅｎｔ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ｏｎ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ｇｒｅｅｎｉｎｇ，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ｓｅｒｖｉｔ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ａｓｔｏｒａｌ　ａｒｅａ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ＨＥ　Ｙｏｕｌｉ　１，ＷＥＩ　Ｊｉｎｇｊｉｎｇ２

（１．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　ｏｆ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Ｃｉｒｃｕｌａｒ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ｏｆ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Ｇａｎｓｕ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Ｌａｎｚｈｏｕ　７３０１０１，Ｇａｎｓｕ，Ｃｈｉｎａ；

２．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　ｏｆ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Ｃｉｒｃｕｌａｒ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ｏｆ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Ｇａｎｓｕ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Ｌｏｎｇｑｉａｏ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ｏｆ

Ｌａｎｚｈｏｕ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Ｌａｎｚｈｏｕ　７３０１０１，Ｇａｎｓｕ，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Ｂａｓｅｄ　ｏｎ“Ｔｈｅ　ｇｕｉｄｉｎｇ　ｏｐｉｎｉｏｎｓ　ｏｎ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ｐｒｉｍａｒｙ，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ａｎｄ
ｔｅｒｔｉａｒｙ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ｉｎ　ｒｕｒａｌ　ａｒｅａｓ，”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ｐａｓｔｏｒａｌ　ａｒｅａｓ　ｈａｖｅ　ｄｉｓｔｉｎｃｔｉｖｅ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ｉｎ－
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ｅｘｐｌｏｒｅｄ　ｆｏｒ　ｔｈｅｉｒ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ｆ－
ｔｅｒ　ａ　ｄｅｔａｉｌｅｄ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ｓｔａｔｅ　ｏｆ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ｓ　ｐａｓｔｏｒａｌ　ａｒｅａｓ，ｗｅ　ｆｏｕｎ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ｇｒｅｅｎｉｎｇ　ｉｓ　ｌｏｗ，ｄｅｅｐ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ｉｓ　ｉｎａｄｅｑｕａｔｅ，ｔｈｅ　ｄｅｇｒｅｅ　ｏｆ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ｃｏｍｍｅｒｃｅ　ｉｓ
ｌｏｗ，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ｃａｌｅ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ｉｓ　ｐｏｏｒ　ｉｎ　ｐａｓｔｏｒａｌ　ａｒｅａｓ．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ｗｅ　ｐｒｏｐｏｓｅ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ｉｎｄｕｓ－
ｔｒｉｅｓ　ｉｎ　ｐａｓｔｏｒａｌ　ａｒｅａ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ｓｈｏｕｌｄ　ｎｏｔ　ｆｏｌｌｏｗ　ｔｈｅ　ｏｌｄ　ｗａｙ，ｉ．ｅ．，“ｌｏｗ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ｌｏｗ　ｐｒｉｃｅ　ｉｎｃｒｅｍｅｎｔ；”

ｈｏｗｅｖｅｒ，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ｇｒｅｅ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ａｔｈ，ｉ．ｅ．，“ｈｉｇｈ　ｑｕａｌｉｔｙ，ｈｉｇｈ　ｐｒｉｃｅ，ａｎｄ　ｐｒｏｐｅｒ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ａｎｄ　ｂｙ　ａ－

＊ 收稿日期：２０１８－０７－０４　　接受日期：２０１８－１０－３０
基金项目：甘肃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甘肃省产业结构调整研究———基于服务化理论”（ＹＢ１６０）
通信作者：贺有利（１９６５－），男，甘肃景泰人，研究员，博士，研究方向为区域经济、产业经济及服务化。Ｅ－ｍａｉｌ：ｈｅｙｌ６５＠１６３．ｃｏｍ



第１２期 贺有利　等：我国牧区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探讨：兼论我国牧区“绿色化、工业化、服务化”的融合发展

ｈｔｔｐ：??ｃｙｋｘ．ｌｚｕ．ｅｄｕ．ｃｎ

ｖｏｉｄｉｎｇ“ｔｗｏ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ｉ．ｅ．，“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ａｎｉｍａｌ　ｈｕｓｂａｎｄｒｙ－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ｉｎｃｏｍｅ，”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ｓｉｍｉｌａｒ　ｔｏ
“ｄｒａｉ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ｏｎｄ　ｔｏ　ｇｅｔ　ａｌｌ　ｔｈｅ　ｆｉｓｈ，”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ｃａｎ　ｂｅ　ｒｅａｌｉｚｅｄ．
Ｅｆｆｏｒｔ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ｍａｄｅ　ｔｏ　ａｃｈｉｅｖｅ　ｇｒｅｅｎ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ａｎｉｍａｌ　ｈｕｓｂａｎｄｒｙ，ｉｎｔｅｎｓｉｖ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ｏｆ　ａｎｉｍ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ｓｅｌｌ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ｏｆ　ａｎｉｍａｌ　ｈｕｓｂａｎｄｒｙ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ｅ－ｃｏｍｍｅｎｃｅ，ｗｈｏｌｅ　ａｒｅａ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ｉｎ　ｐａｓｔｏｒａｌ　ａｒｅａｓ，ａｎｄ　ｅｃｏ－
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Ｅｆｆｏｒｔｓ　ｔｏ　ｒｅａｌｉｚｅ　ｍｕｔｕａｌ　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ａｎｄ　ｔｅｒｔｉａｒｙ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ｉｎ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　ｔｏ　ｇｒｅｅｎｉｎｇ，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ｓｅｒｖｉｔ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ｐａｓｔｏｒａｌ　ａｒｅａ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ｍａｄ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ｐａｓｔｏｒａｌ　ａｒｅａｓ；ｐｒｉｍａｒｙ，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ｔｅｒｔｉａｒｙ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ｇｒｅｅｎｉｎｇ；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ｅｒｖｉｔ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ａｕｔｈｏｒ：ＨＥ　Ｙｏｕｌｉ　Ｅ－ｍａｉｌ：ｈｅｙｌ＠１６３．ｃｏｍ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

展的指导意见》提出：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指导，探索不

同地区、不同产业融合模式。坚持尊重农民意愿，强化

利益联结，保 障 农 民 获 得 合 理 的 产 业 链 增 值 收 益［１］。
即通过供给 侧 结 构 性 改 革，促 进 农 村 产 业 融 合 发 展。

２０１７年《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年度报告》表明，农

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对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作用

已日益显现。牧区发展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

不言而喻，牧区作为一个相对独立又具有自己特色的

地区，在其发展中显然应该根据牧区特点进行发展，但
是牧区由于产业结构单一、基础建设不足，往往又相对

贫困。而解决牧区的发展问题，就必须利用好牧区的

有利条件。在保护牧区生态不被破坏的前提下，进行

生态经济建设，进行不同资源和产业的组合，使不同产

业间形成相互依存、相互推动的关系，实现产业组合的

最优化、经 济 效 益 的 最 大 化 和 生 态 成 本 的 最 小 化［２］。
因此，根据《关于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指导

意见》，有必要研究牧区不同产业的融合发展，使牧区

的一二三产业相互促进，实现牧业增效、牧民增收、牧

区繁荣。
内蒙古、新疆、西藏、青海、甘肃和四川六大牧区的

草地面积共２．９３亿ｈｍ２，约占全国草地面积的７５％；

西部１２省（区、市）草地面积３．３１亿ｈｍ２，占全国草地

面积的８４．２％。其 中 西 藏 自 治 区 草 地 面 积 最 大，达

０．８２亿ｈｍ２，占全 区 土 地 总 面 积 的６８．１％；其 次 是 内

蒙古自治区，草地面积达０．７９亿ｈｍ２，占全区土地总

面积的６８．８１％；再次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草地面积

达０．５７亿ｈｍ２，占全区土地总面积的３４．６８％［３］。我

国草地面积约占我国国土面积的４１％，但是草地退化

也是当前牧区面临的重要挑战，受各种因素的影响，例
如牧区人口大幅度增加、牧民生产生活需求增加和过

度放牧，致使我国牧区草地面积不断减少，生态环境遭

到极大破坏［４］。

１　我国牧区一二三产业发展现状

我国牧区一二三产业主要是围绕牧区畜牧业开展

的，牧区第一产业主要是畜牧生产，即草原畜牧业或养

殖业，以牛、羊、禽类的养殖为主。

１．１　牧区第一产业概况

牧区在我国农业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牧区的发

展直接决 定 了 牧 民 的 生 活 质 量［５］。由 于 多 方 面 的 因

素，我国牧区生态环境受到一定破坏，生产能力受到一

定影响，载畜能力不容乐观，绿色畜牧业需要加快，畜

产品加工需要提高。

１．１．１　牧区生产能力　牧区的生产能力与牧区一二

三产业的融合水平直接相关。牧区是我国畜肉、畜奶、
禽肉、禽蛋等制品的主要供应地，其生产能力直接影响

着整个市场的供给情况。２０１７年我国新疆肉类总产量

为１５３．７３万ｔ，较上年增长２．１％；禽蛋产量为３７．３７万

ｔ，较２０１６年增长３．４％；生牛奶产量为１６０．３６万ｔ，较

２０１６年增长２．７％［６］。青海肉类总产量为３８．３３万ｔ，

较２０１６年增长６．４％；家禽出栏为５２０．３９万只，较２０１６
年增长１２．３％。我国牧区的生产能力相对稳定，且保持

增长，但部分地区的生产能力也有下降趋势，２０１７年青

海生猪存栏为１０８．７７万头，较２０１６年下降１２．０％；家
禽存栏为３１７．５４万只，较２０１６年下降１４．２％［７］。２０１７
年内蒙古肉类总产量为２６７．６万ｔ，较２０１６年增长３．
４％；牛奶产量为６９３．０万ｔ，较２０１６年下降５．６％；禽蛋

产量为５３．２万ｔ，较２０１６年下降８．３％［８］。牧区牧业生

产能力提高已经非常困难，牧区牧业生产能力已经达

到极限甚至超过极限。

１．１．２　牧区载畜能力　牧区载畜能力与牧区草原植

被的保护密切相关，也是牧区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重

要基础。于海［９］通过遥感技术对我国青藏高原的整体

载畜能力、草原平衡状况进行推测，发现青藏高原的最

大畜牧能力低于青藏高原的实际畜牧量，青海和西藏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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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畜牧量超过了青藏高原最大畜牧能力的４８．５％左右，
牧区过度放牧问题严重。根据２０１７年内蒙古、新疆和

青海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显示，内蒙

古、青海的牲畜存栏头数、出栏头数均不同程度下降，仅
新疆牲畜存栏量略有上涨。侯扶江等［１０］研究表明，适

宜的放牧利用可使我国的草原生产能力达到６．３５×１０９

畜产品单位（ＡＰＵ），全国草原单纯依靠放牧每年可产肉

２．９５９×１０６　ｔ，占全国肉类总产量的３．５％，占全国牛羊

肉总产量的２７．４％。通过草地畜牧业的现代化转型可

接近高收入国家水平，增产潜力为５０％～２００％。

１．１．３　畜牧业情况　我国牧区畜牧业从传统畜牧业、
工业畜牧业已经开始逐步向绿色畜牧业发展。牧区产

业持续发展 取 决 于 牧 区 是 否 具 备 自 我 持 续 发 展 的 能

力，取决于牧区生态环境系统的支撑能力。因我国牧

区气候条件普遍比较恶劣，思想认识没有到位，存在急

功近利意识，绿色畜牧业发展进程缓慢。当前各牧区

通过加强牧区水利建设，减少农药、兽药、化肥等使用，
强化畜禽粪便无害化处理，不断对工业畜牧业进行改

造，牧区产业发展正在向着绿色畜牧业发展。农业部

组织开展的畜牧业绿色发展示范县创建活动，带动牧

区局部地区已经形成少量绿色畜牧业示范点（县），例

如《农业部关于公布第一批畜牧业绿色发展示范县名

单的通知》中青海省的湟源县、乐都区、海晏县等就名

列其中。

１．２　牧区第二产业概况

牧区产业发展的根本目的是提高牧区人民生活水

平、满足畜牧产品供给。当前牧区产业发展向着一二

三产业融合方向迈进，必然要求畜产品从生产到供应

的整个供应链融合发展。牧区第二产业主要指牧区的

加工业，其中尤以畜产品的加工为主，畜产品加工是整

个牧区产业供应链的中间环节，是畜产品可以获得附

加值的环节，是整个畜牧产品供应链中利润较高的环

节，也是牧民 从 供 应 链 中 获 得 更 多 利 益 的 关 键 环 节。
当前我国牧 区 畜 产 品 加 工 主 要 是 肉 类、乳 品、蛋 品 加

工，在部分牧区已经形成了加工产业带。如新疆昌吉

回族自治州的乳品产业加工带聚集了４家加工企业，
形成了１００多个品种，良种肉羊肉牛繁育加工也畅销

国内市场，泰昆、佳雨、雨润等品牌企业是其乳品加工

的主力［１１］。牧区加工业是牧区第二产业的主要内容，
畜产品加工的精细化分工可以带来更多的附加值，开

发更多的加工品类、种类有利于提高牧区第二产业的

发展水平。

１．３　牧区第三产业概况

牧区第三产业即牧区服务业，对牧区影响较大的

主要是牧区旅游业和牧区电子商务服务。当前牧区旅

游业提高了牧民的就业水平和生活水平，直接增加了

牧民收入。牧区天然的生态环境可以吸引大量的游客

到牧区，通过旅游富民工程，采用多种合作模式发展牧

区旅游。根据内蒙古旅游发展委员会消息，２０１８年１
月，内蒙古乡村牧区旅游接待户达到４　３１７家，其中星

级家庭接待户４６２家，直接带动１５万名农牧民就业，
建立了乡村旅游和休闲农牧业示范县等，促进牧区旅

游发展。牧区电子商务发展受到各级政府的重视，各

牧区均安排专项建设资金，支持牧区电商平台建设，电
商进牧区的示范引领作用已经日益显现。根据内蒙古

扶贫开发办公室发布的信息，２０１７年底内蒙古农村电

子商务累计网络零售额为３３．９２亿元，通过电子商务

平台进行畜产品销售，缩短了牧民与消费者的距离。

２　我国牧区产业融合存在的问题

从牧区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来看，我国牧区产业可

持续发展能力需要提高；从牧区产业的一二三产业融

合度来看，我国牧区产业的融合度有待提高；牧区产业

中畜产品的原料生产、加工与销售相互分离，牧民从中

获得的收益有限。

２．１　产业绿色化水平低、产业融合度低

当前我国牧区产业存在的重要问题之一就是产业

绿色化水平低，进而影响了牧区三次产业融合。我国

牧区产业基础是草地畜牧业，牧区基本特征是地广人

稀、经济欠发达且生态环境脆弱。牧区产业经济发展

与其生态环境保护存在突出矛盾，导致我国牧区产业

绿色化水平低。牧区有天然的草地，具有绿色资源优

势，这些有助于提高牧区产业的绿色化水平，但是当前

牧区的发展主要是通过增加草原的负荷而获得更大的

畜牧业产出，即粗放型增长模式仍然没有改变，牧区的

快速发展是以资源消耗和环境破坏为代价的，牧区的

发展没有达到绿色化发展的要求。近年牧区发展中规

模化养殖比例不断增加，饲养成为牧区畜牧业发展的

重要形式，饲养造成的污染问题已经成为制约牧区绿

色化水平提升的障碍。如，新疆吉木萨尔县的规模化

养殖产生的畜禽粪便就达到２０万ｔ，成为该地牧区环

境污染的主要元凶。尽管利用技术手段可将畜禽粪便

加工成有机肥，但能够收集并进行加工利用的畜禽粪

便仅占很少部分，畜禽粪便污染问题始终没有得到有

效解决。畜产品从原料供应到畜产品加工生产再到销

售的整个供应链未脱离传统的合作方式，供应链衔接

不紧密，供应链内部交易成本高，整个产业的交易成本

高，牧民在整 个 产 业 供 应 链 中 的 参 与 度 低，议 价 能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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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整个产业链中牧民无法享有整个供应链带来的增

值效益［１２］。

２．２　产业精加工、深加工明显不足

我国牧区畜牧业资源丰富，但是畜产品加工业发

展滞后于畜牧业发展。当前畜产品加工仍然以粗加工

为主，精加工、深加工不足，甚至加工环节都极为简单，
畜产品收益增加仍然是以增量带来增收为主。牧区畜

产品的资源优势并没有通过精加工、深加工转变成为

牧区的经济优势。专业从事畜牧业加工的企业较少，
企业的加工规模普遍较小，产品门类较少，品牌影响力

较小，是造成畜产品附加值低的结果［１３］。牧区畜产品

加工中，牛羊肉加工多是以屠宰分割后进行新鲜牛羊

肉的销售为主，或是冷冻加简单包装。奶类制品多是

制成干酪素，产品种类少，且加工企业较少，加工设备

和技术都比较落后。牧区产业中能够进行畜产品深加

工的大型龙头企业极少，加工企业与牧区牧户的利益

联结机制不完善，加工企业的原料供应缺乏稳定保障，
整个牧区产业深化发展不足，牧区能够从畜产品加工

中获得的增值十分有限，畜牧产业供应链需要有效延

伸，优势资源利用效率不高，产业经济效益不明显。

２．３　产业与电子商务融合度低

“互联网＋”给牧区产业发展带来了历史机遇。根

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农村电子商务加快发展的

指导意见》，我国牧区电子商务有了一定的发展。内蒙

古科右中旗被国家财政部、商务部评为全国电子商务

进农村示范旗，在解决牧民买贵卖难方面取得了初步

成效。青海牧区在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基地的引领带动

下，海西州、海北州、海东市建立了电子商务服务基地

或孵化园区。草原淘宝商城、莱德马业、易购惠友等类

似的自建平台陆续运营，为牧区消费者提供网络订票、
网络购物、在线金融、畜产品购销对接等服务，但是这

些电商平台的专业服务能力较弱，仅在个别较发达牧

区建立了商务服务中心，对牧区牧民的服务有限，牧区

牧民的参与度也不高，牧民家庭中接通宽带网络的比

重较小，仅少数家庭能够使用互联网进行交易，电子商

务在牧民中的普及度不够。电子商务配套的物流配送

服务第三方快递基本能够实现县和部分乡镇，但深入

到牧区的并不多，且电子商务人才的缺乏也影响了牧

区产业与电子商务的融合。

２．４　产业组织化程度低、规模效益差

牧区产业以草地畜牧业为主，现代草地畜牧业的

基本特点就是产业化，但当前牧区产业组织化程度低、
商品率低。虽然已经通过建立专业合作社、协会等方

式，在牧民与市场间形成了联系，能够传递一定的市场

信息，但是当前我国牧区产业中的小户、散户养殖比例

仍然较大，以自给自足的生产模式为主，牧区产业发展

在产供销一体化建设上还存在较大欠缺。由于缺乏组

织化的管理，生产经营无法形成规模效应，在牧户、合

作社与企业的合作中存在合作关系不稳定问题。企业

对牧区产业的价值链认识不清，再加上整体产业价值

链由多部门分段管理，企业与牧户间的利益协调困难，
利益分配不均，也导致了整个牧区产业难以形成稳定

的组织关系，牧户也就无法获得最大化的规模效益。

３　我国牧区“绿色化、工业化、服务化”的融合发展

我国牧区产业坚决不能再走“低质低价增量”的老

路，坚决要走“优质高价适量”的绿色发展之路，坚决不

能再走“增加畜牧量－增加收入”竭泽而渔的“两增”老
路，坚决要走“绿色有机畜牧业－畜产品精深加工－畜

产品电商销售－牧区全域旅游”的保护生态环境的可

持续发展之路；要努力实现牧区的一二三产业的相互

促进与融合发展，要努力实现牧区“绿色化、工业化、服
务化”的相互促进与融合发展。

３．１　加快发展绿色有机畜牧业，提高牧区牧业绿色化水平

当前，我国牧区牧业发展要走向绿色化、现代化，
向着标准化、规模化发展，要可持续发展。牧业发展要

走绿色有机道路，首先是牧业绿色化，其次才是牧业现

代化，我们需 要 的 是 绿 色 的 现 代 化、没 有 污 染 的 现 代

化。必须要加快发展绿色有机畜牧业，充分发挥牧区

牧业优势，将资源优势变为产业优势，发展现代牧业，
培育有竞争力的牧区牧业品牌，打响牧区绿色有机旗

号。在全国牧区有计划、分步骤建立一定数量的绿色

有机畜牧业产品标准化生产基地，妥善解决饲养造成

的污染问题，将牧区的肉牛、肉羊、牛奶、羊奶等无公害

畜产品加工成绿色有机食品，提高绿色有机畜牧业的

产品种类和产品质量，响应国家供应侧改革，增加更多

的绿色、有机、优质畜产品。抓住国家倡导发展绿色有

机农业的机遇，加快牧区绿色有机牧业的建设，要采取

有力措施，逐步降低实际畜牧量，切实保护环境，真正

走绿色、有机、适量、高质、高价的发展之路，通过优质、
优价提高牧民的实际收入，增加牧民的实际效益。

３．２　加快畜产品精深加工，提高牧区加工新型工业化

水平

加快 畜 产 品 供 给 侧 结 构 性 改 革，要 调 结 构、补 短

板、去库存。当前我国牧区发展要通过全局调配，创新

生产加工经营方式，培养新型牧民，大力发展畜产品精

加工、深加工，提高牧区加工的新型工业化水平。在绿

色有机畜牧业的基础上，对同质化、同类化严重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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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产品创新，尽量采取绿色有机的加工方式，差别化

高价供给绿色有机畜产品，保持并加强畜产品原产地

商标注册和品牌建设，建立更多的国家驰名商标和品

牌，努力实现畜产品加工的新型工业化［１４］。在牧区建

立绿色有机的肉牛肉羊饲养和精深加工基地，形成具

有规模的产业集群，改变当前在很多牧区存在的产品

单一局面，将产品初加工改为深加工，将大包装改为小

包装等。同时对过去未利用好的牛羊内脏、骨、血等进

行产品化处理，使畜产品的产品供应链有效延长，最终

形成更高的产品附加值。

３．３　加快畜产品电商平台建设，提高牧区流通服务化

水平

畜产品的电商平台建设是让高价、绿色、有机的畜

产品进入到电子商务系统的基础，高价绿色有机畜产

品的销售是牧民增加收入和效益的关键环节和最后环

节。在“互联网＋”时代，提高牧区的信息化建设，加快

牧区信息化进程，通过信息化来促进我国牧区的供给

侧改革。必须要实现网络进村、信息入户，使牧民能够

足不出户就可以享受到电子商务给牧区带来的好处。
通过为牧区输入网络人才并逐步培养一批能够利用网

络技术、熟悉牧区发展且能够为牧民服务的信息技术

人才，要采取有力措施积极培训当地牧民的电子商务

技术，在牧区建立起牧联网，加快我国牧区电子商务发

展，提高我国牧区商品流通服务化水平。特别要整合

牧区的物流配送服务，建立起适应牧区的物流配送服

务，使牧区的物流配送服务深入到偏远牧区，能够为整

个牧区的所有牧民服务，从而使牧区的实体经济与互

联网有机融合。

３．４　加快牧区的生态环境建设，实现牧区的全域旅游

我国牧区虽然拥有丰富的生态资源，但由于草地

自然恢复速度缓慢，牧区草地生态脆弱，草原生态恶化

的趋势并没有得到遏制，严重影响牧区的可持续发展。
我国牧区发展需要加强生态环境建设，使牧区生态环

境的承载达到平衡，畜牧量不能增加，精深加工的畜牧

量无法增加，增加牧区产业的收入和效益必须实行牧

区的全域旅游。建议利用牧区生态环境的逐步改善，
加强牧区的全域旅游，制定牧区全域旅游的配套政策。
牧区政府要作为牧区全域旅游的总经销商，为牧民提

供牧区全域旅游的具体方案和操作指导。牧区政府要

根据境内牧区的生态资源情况，结合实际设计长中短

旅游线路，规划不同季节的旅游线路，为游客提供旅游

的多重选择，同时结合实际建设牧区垃圾处理场、污水

处理厂等环保设施，保护好牧区的生态环境；牧区政府

要引导牧民提高服务意识，提供良好卫生的饮食及住

宿，改善旅游条件，积极推销没有加工的绿色畜产品，
积极推销精 深 加 工 的 绿 色 畜 产 品，提 高 畜 产 品 的“直

销”；牧区政府要使牧区的全域旅游成为牧民的经济支

柱，通过牧区的全域旅游提高牧民的收入和效益，减轻

牧民对畜牧量的依赖，遏制对生态环境的透支，努力实

现牧区的生态平衡和生态保护，努力实现牧区“稳定畜

牧量－保护生态环境－牧区全域旅游”的良性循环，努
力实现牧区“稳定畜牧量、保护生态环境、牧区全域旅

游”的相互促进与融合发展。

３．５　加快牧区产业的融合发展，提高牧区综合实力

我国牧区未来发 展 的 关 键 在 于 一 二 三 产 业 的 相

互促进与融合发展，应 该 全 面 发 展 绿 色 有 机 牧 业，使

牧业生产实 现 绿 色 现 代 化（特 别 强 调 不 是 牧 业 生 产

工业化），畜 产 品 的 加 工 实 现 新 型 工 业 化，畜 产 品 的

流通走向服务化，牧 区 全 域 旅 游 提 高 服 务 化，坚 决 要

走“绿色有 机 畜 牧 业－畜 产 品 精 深 加 工－畜 产 品 电

商销售－牧 区 全 域 旅 游”的 保 护 生 态 环 境 的 可 持 续

发展之路，要 努 力 实 现 牧 区“绿 色 有 机 畜 牧 业、畜 产

品精深加 工、畜 产 品 电 商 销 售、牧 区 全 域 旅 游、生 态

环境保 护”的 相 互 促 进 与 融 合 发 展，努 力 实 现 牧 区

“牧业绿色化、加工新型 工 业 化、流 通 与 旅 游 服 务 化”
的相互促 进 与 融 合 发 展，努 力 实 现 牧 区“绿 色 化、工

业化、服务化”的相互促进 与 融 合 发 展。我 国 牧 区 牧

业生产要努 力 实 现 绿 色 现 代 化，为 牧 区 畜 产 品 的 加

工提供绿色 有 机 的 高 质 量 的 原 材 料，使 畜 产 品 加 工

实现多品牌、多种类、高 质 量、高 价 值，最 终 通 过 网 络

化销售实现 全 国 范 围 内 的 销 售，通 过 牧 区 全 域 旅 游

带动牧区“牧 家 乐”的 发 展，促 进 全 国 消 费 者 到 牧 区

旅游消费，使牧区产 业 最 大 化 地 实 现 产 业 链 延 伸，牧

民不仅 能 够 从 畜 产 品 的 生 产、加 工、销 售 中 得 到 利

益，同时牧区 旅 游 也 可 以 带 动 牧 民 就 业 和 收 入 的 提

高，使牧区产 业 最 终 实 现 一 二 三 产 业 的 相 互 促 进 与

融合发展，切实提高 牧 区 及 产 业 的 收 入 与 效 益，切 实

提高牧区及产业的综合水平与综合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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