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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饲料社会需求增长不可逆转
,

国内未来精饲料
、

秸秆饲料生产能力不足
,

国际饲料市场容量

有限
,

决定了我国必须开辟新型饲料生产途径 绿色饲料生产基础 良好
,

生产技术积累丰富等因素为我国

绿色饲料产业大规模建设提供了充分必要条件
。

建设绿色饲料产业是未来我国农业建设的关键性内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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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饲料泛指一切以植物青绿茎
、

叶为基本组份的饲料
。

包括叶菜类饲料
,

水生饲料
,

天

然与栽培牧草
,

青贮与青饲饲料作物
,

绿肥作物
,

灌木
、

半灌木
、

木本饲料作物的嫩枝与叶片

饲料
,

以及以所有上述饲料为原料的加工调制产品
。

在全部饲料资源中
,

绿色饲料与精饲料
、

秸秆饲料并称为三大饲料资源
。

全部绿色饲料生产
、

加工
、

贮运体系的总和统称为绿色饲料

产业
。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
,

绿色饲料产业正成为未来我国最终全面实现农产品总量供求平衡

的一项关键内容
。

分析认识这一变化的实质
,

对于指导我国绿色饲料产业建设实践是重要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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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饲料产业建设的必要性

我国绿色饲料产业之所以必将兴起的根本原因有三个
。

一是未来社会经济发展导致我

国饲料需求增长不可压抑 二是单纯依靠国内精饲料
、

或者是单纯依靠秸秆饲料
、

或者是它

们两两配合均不能满足未来饲料总需求 三是国际饲料市场容量有限
,

难以承受我国需求压

力
。

我国饲料社会需求必将持续加大

年到 年
,

我国人 口 年增 长量 为 万 人
。

近年来长势趋缓
,

年增长量在

万人左右
。

就以 目前增长量为计
,

按 年代消费水平估算
,

年饲料资源消耗量需净增

加 万
,

按 年水平估算
,

为 万
,

年水平为 万
。

这就是说
,

即

使是维持基本消费水平
,

也将导致饲料需求按数以百万吨计的速度提高
。

经济增长方面
,

近 年来
,

我国经济一直处于高速发展阶段
,

年到 年国民经

济年增长率为 左右
。

预计未来一段时间仍将保持 左右的发展速度
。

年全国人

均 尸 为 美元
,

年为 美元
,

年左右将实现 美元 目标
,

之后仍

将以较高速度向前发展
。

世界各国发展实践表明
,

在人均 尸 占有量 。 美元阶段

消费水平提高快
,

平均每增加 美元 尸 值
,

人均 日膳食动物蛋 白质增加
。

日本

从 年代初到 年代初人均 尸 由 美元上升为 美元
,

同期人均膳食动

物蛋 白质由
·

提高到
,

每 美元增值导致 的膳食动物蛋 白质增量
。

在

此之后长势趋缓
。

未来一段时间
,

我国经济发展刚好落在以上区间内
,

动物产品社会需求极

可能迅速上升
,

由此将导致饲料需求高速上涨〔’〕。

人 口增加与经济发展是导致饲料社会需求总量增加的基本因素
。

在维持社会畜产品消

费水平前提下
,

人 口增加造成饲料需求向外延发展
,

呈水平方向增长 而经济发展所带来的

则是单位社会成员消费水平提高
,

使饲料需求总量呈垂直方向抬升
。

我国人 口 与经济发展态

势
,

加上现阶段动物性产品消费基础相对偏低
,

对外开放所显示 出的内外消 费水平势差 巨

大
,

城 乡之间
、

东西部之 间经济成梯度发展诸因素共同作用
,

必然导致未来饲料需求持续加

大
。

国内精饲料
、

秸秆饲料不能满足未来需求

精饲料与秸秆饲料是我国传统畜牧业生产的基本饲料来源
。

长远发展看
,

精饲料量是以

人均粮食占有量为上界的
。

这就是说只有随着人均粮食占有量的提高
,

人均精饲料占有量才

能不断增加
。

我国的客观现实是
,

年人均粮食占有量达到 后
,

人粮关系格局迄

今为止一直未有新的突破
。

年人均粮食占有量 为
,

年为
。

我们以

年粮食总产量 为 亿
,

人 口 为 亿计算
,

人均粮食占有量仅为
,

比 年还

低
。

考虑到我国人增地减等基本趋势
,

未来几十年
,

我国粮食人均占有量将可能一直

在 上下波动
。

这意味着我国人均精饲料占有量上限约束趋于扣死
,

未来人均畜产品

增量中精饲料基础功能将弱化
。

因此
,

单纯寄希望于精饲料
,

以基本不再增加的精饲料量去

应对不断增长着的饲料需求
,

以不变应万变
,

期望精饲料一家来包打夭下的认识是不现实

的
。



第 期 胡跃高等 论我国绿色饲料产业建设基本战略问题

其次是秸秆饲料
。

在我国畜牧业发展史中
,

秸秆饲料对于农区草食家畜存在与发展曾发

挥过积极作用
,

时至今 日
,

依然是我国大家畜维持生产与再生产的重要饲料资源
。

秸秆饲料

提供了冬春非使役季节牛
、

驴
、

马
、

骡的维持能量与蛋 白质
。

近年来氨化青贮技术的发展
,

秸

秆饲料的利用率有所提高
,

特别是对牛肉生产发挥了积极作用
。

但是由此而断言
,

未来我国

饲料生产将主要依靠秸秆饲料
,

只能发展秸秆畜牧业的观点则有失正确
。

其理 由如下 第一
,

总量不能满足社会需要
。

年时
,

除去用于造纸
、

合成建筑材料
、

作为能源材料及其它用

途
,

以秸秆资源能够作为饲料的比重为 计算
,

可提供秸秆饲料风干物质量约为 亿
,

折合标准代谢能
,

粗蛋 白质 为 万
。

分别只相当于届时养

殖业总需求量的
‘ , , 。

第二
,

受物理形态限制
,

秸秆饲料只适用于草

食家畜
,

对养殖业的作用具有局限性
。

在我国畜牧业结构中
,

猪禽生产 比重大
,

占畜产品总量

的 写左右
。

国际国内发展历史表明
,

该结构 比例在未来相当长时期难以有根本改观
。

又因

为杂食性的猪禽生产
,

利用秸秆饲料的能力几乎为零
,

所以未来畜产品生产体系中秸秆饲料

能够发挥作用的范围相当有限
。

第三
,

营养价值低
,

经加工处理
,

只能满足草食家畜维持需

要
。

秸秆饲料的粗蛋 白质含量水平一般为
。

经氨化处理使其氮素含量约增加
,

合 的蛋 白质增量
。

两者相加
,

加工秸秆粗蛋 白质含量为 一
。

这一水平

只能够供给家畜维持需要
,

而不能支持其进行生长
、

育肥
、

配种
、

繁殖
、

泌乳等活动
。

要满足家

畜生产需要
,

就必须在供给氨化秸秆的同时
,

搭配精饲料和 或 绿色饲料
,

以平衡营养
。

以上

基本情况共同决定了秸秆饲料在国家未来饲料生产发展战略中的配角地位
。

单纯依赖精饲料
、

单纯依赖秸秆饲料均不能彻底解决未来我国饲料问题
,

事实上
,

就是

把精饲料与秸秆饲料结合起来
,

也不能够解决这一问题
。

这一是因为秸秆饲料是以粮食生产

为前提的
。

没有粮食生产
,

便没有秸秆生产
。

粮食生产难以大发展
,

便无法期望秸秆生产大

规模发展
。

这就意味着未来我国人均精饲料占有量
、

人均秸秆饲料占有量将基本停留在一个

低水平线上
。

这就是说
,

我们将以相对不变的饲料总量与饲料资源内部结构去应对持续扩大

的全社会动物产品需求
。

长此发展
,

显然将难以 为继
。

第二
,

精饲料与秸秆饲料的配合域
、

配

合程度有限
。

迄今为止
,

在现代科学技术水平条件下
,

秸秆饲料只能应用在草食家畜生产领

域
,

而与猪禽生产基本无缘
。

即便与精饲料配合
,

也无根本变化
。

这与数千年来秸秆饲料具

有的功能没有本质区别
。

第三
,

即使在草食家畜生产领域
。

秸秆饲料与精饲料配合依然存在

生产效率低下
、

产品品质不 良
、

消费市场有待开拓等问题
。

上述原因可以解释为什么世界上

从来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
,

单纯依赖精饲料与秸秆饲料配合
,

能够圆满解决其动物产品

需求的客观事实
。

国际饲料市场容 有限
,

难以满足未来我国巨大的饲料需求

一 。年
,

世界年均粮食贸易量为 亿
,

其中主要作为精饲料的粗粮部分为

亿
。

在粗粮贸易部分中
,

发达国家进 口 量占
,

发展中国家则为
。

一 年平均
,

发达国家油粕进 口 量为 万
,

发展中国家为 万
。

进入 年

代
,

世界粮食
、

粗粮
、

油粕贸易量基本保持上述格局
。

有分析材料表明
,

近期 内有关市场容量

与结构难以有大的开拓变化
。

另一方面
,

根据我 国未来饲料社会需求发展趋势
,

到 年
,

精饲 料需求缺额约 为
。万

,

其中蛋白质饲料缺额为 万
。

如果我们将这一需求压力对准国际市场
,

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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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在今后若干年
,

由一个基本平衡贸易国
,

一跃而成为蛋 白质饲料进 口 量为 万
,

粗

粮进 口 量 为 万 左右规模
,

使油粕进 口 量超过 目前全世界所有发达国家进 口 总量水

平
,

粗粮进 口量接近全部发展中国家进 口 总量水平
,

对国际市场而言将是灾难性压力
。

需要

指出的是
,

我国的饲料假定缺额水平还在不断增长之 中
,

到 年可能攀升到数以亿 计

的规模
。

如无重大技术突破
,

国际饲料市场将显然不堪重负
。

上述原因加上我国外汇贮备有

限
,

国内基础设施不足
,

使进 口途径成为不可能
。

年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所长莱斯特
·

布朗撰文分析世界粮食供求状况及发展趋势后指 出
,

客观
“

事实是
,

没有一个 国家或国家联

盟有潜力增加出口 来解决中国未来粮食缺 口 的一小部分
” 。

这种认识有一定道理 〕。

绿色饲料产业建设的可能性
既然我国未来饲料社会需求增长趋势不可逆转

,

国内传统饲料资源潜力不足
,

国际饲料

市场又难以借重
,

这就意味着未来发展 中我们必须另辟溪径
,

解决饲料问题
。

我国绿色饲料

生产的基本特点决定了发展绿色饲料产业
,

走精饲料
、

秸秆饲料
、

绿色饲料相结合生产道路

是我们的必然选择
。

绿色饲料生产资源广大
,

有宽阔的发展空间

我国北方草原面积为 亿
,

南方草山草坡 为 亿
,

农区中
“

四边地
” 、 “

三

荒地
”
面积为 。 亿

,

轮作绿肥面积 为 亿
, ,

沿海可开发滩涂面积为 亿
。

此外每年有可利用林区面积 亿
,

可利用 内陆水面近 亿
, 。

合计绿色

饲料资源总面积大于 亿 告
,

占国土面积的
。

目前绿色饲料资源 总产量约为
·

亿
,

合 值为
·

, ,

量为
, 。 。

建国以来多年多点反复研究证

明
。

适 当投入技术
,

其生产能力可以增加 倍以上
。

如此广大的发展空间
,

是我们将绿色饲

料生产作为未来饲料发展基本战略 内容的根本依据
。

绿色饲料品质优良
,

营养全面
,

可有效配合精饲料
、

秸秆饲料
,

普遍应用于养殖业生产

绿色饲料与精饲料相 比
,

其能量含量稍低
,

青干草
、

青绿饲料
、

青贮饲料 含量依次

为
, ,

又 , ,

为能量饲料的 一 含量水平高
,

其中青干

草 平 均 为
、

青 绿 饲 料 为
、

青贮 饲 料 为
。

分 别 为蛋 白质饲 料 的
· 、 · 、 · 。

此外绿色饲料还具有各类维生素
、

矿物质结构合理
、

含量丰富
,

家畜适 口性好
、

生产成本低的特点
,

有
“

完全饲料
”

之美称
。

上述优点一方面使绿色饲料可与

精饲料结合
,

在提高生产效益基础上
,

替代相当部分精饲料
,

满足猪禽生产需要 另一方面又

可以同秸秆饲料
、

精饲料结合
,

在大幅度提高生产效率
,

改善畜产品品质的同时
,

适应草食家

畜生产发展要求
。

现代生产技术条件下
,

用新鲜绿色饲料饲喂猪禽
,

可替代 的精

饲料
,

饲喂草食家畜
,

可 替代精饲料 采用人工脱水方式生产的绿色饲料
,

可替代

一 的猪禽 日粮精饲料
,

对于草食家畜最高可作为唯一 日粮成分
,

完全替代精饲料 运用

湿 加工技术生 产的 叶蛋 白质
,

含量高达
,

是猪禽饲 料中鱼粉
、

油粕

饼 类的理想替代品
。

初此而外
,

绿色饲料在水产养殖
、

其它特种经济动物养殖中也具有广

泛使用价值
。

以上功能为未来我国养殖业发展中以粗饲料代替精饲料
,

走节粮型养殖业道路

提供了可靠保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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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饲料生产已有相当发展墓础
,

实施其产业化建设
,

能够满足我国未来饲料社会需

求

事实上
,

绿色饲料在我国饲料消耗总量中已经占居重要位置
。

年在全部实际利用

饲 料资源 总量 中
,

绿色饲 料 占
,

其 中天 然牧草类 为
,

人工牧草类 占
。

折合 量比重分别为
、 ,

合计为 量比重为 写
、

,

合计为
。

各地牛羊生产中绿色饲料普遍应用
,

就是生猪生产也与饲草利用

密切相关
。

传统养猪方式提供生猪 比重在我国占 以上
,

四 川
、

湖南分别为全国第一
、

第

二养猪大省
。

年四川省畜牧兽医研究所对德阳
、

达县
、

威远等地进行的大范围调查表

明
,

绿色饲 料提供 的有效 能 占总量 的
,

提 供 的 比重 为
。

年中国农业大学在天津东双塘用首蓓青干草替代玉米秸秆进行的泌乳奶牛

试验结果表明
,

每公斤替代量可增加约 牛奶产量
,

同时证实奶牛体况有所改善
。

等等
。

与我国相比
,

欧美等国绿色饲料的生产利用历史长
。

的欧共体饲料消费总量中
,

绿

色饲料提供的
,

量 比重分别为
、

写 美国 年消耗的饲料资源总量

中
,

绿色饲料提供的 量占
,

提供的 量占
。

大量廉价的绿色饲料支

持其畜牧业生产
,

是美国得以出 口 大量玉米
、

油粕
,

左右世界饲料市场的物质基础
。

年

日本的两项指数值分别为
、 。

各国生产实践中在绿色饲料生产
、

加工与利用

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 「
, ‘口。

现阶段我国绿色饲料生产水平较低
。

这也就是说
,

一旦投入技术
,

便可以长足发展
。

在

现有绿色饲料生产基础上
,

凭借我国传统的精耕细作生产经验
,

引入 国外必要的技术与材

料
,

发挥我们的组织管理系统优势
,

推动我国绿色饲料大规模发展
,

以适应社会需要是可能

的
。

根据等量绿色饲料与精饲料营养物质含量 比重关系
,

我们按绿色饲料对精饲料的

替代率为
,

高水平绿色饲料生产基地每公顷产绿色饲料干物质为 一
,

年我

国精饲料缺额为 万 计算
。

那么
,

到本世纪末
,

我们只要选择条件最优越的绿色饲料

土地资源 亿
, ,

建设高标准生产基地
,

就可以 多生产出 亿 绿色饲料
,

全部

解决届时存在的饲料不足问题
。

单纯从资源角度
,

实现这一 目标的把握性很大
。

进一步来看
,

假如上述 目标能够基本实现
,

也就是说我们大约只用 一 绿色饲

料资源
,

配合精饲料资源
、

秸秆饲料资源
,

就 已经解决了近期国家饲料供需平衡问题
。

那么我

们完全有充足的理由相信
,

通过进一步强化绿色饲料产业建设
,

坚持走精饲料
、

秸秆饲料
、

绿

色饲料三结合饲料生产道路
,

完全可以实现我国未来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饲料供需平衡
。

绿色饲料产业建设的可行性

绿色饲料生产在我国农业系统中长期存在
,

占居重要位置的事实本身说明绿色饲料生

产与利用的可行性
。

着眼于 中长期发展
,

我国绿色饲料产业建设实施受以下因素的支持与推

动
。

绿色饲料经济可行性

在传统农业系统中
,

绿色饲料生产资源基本为闲置资源 如冬 闲或夏闲耕地 或低水平

利用资源 如天然草场等
,

与农 田系统 比较
,

生产机会成本低
,

群众 自产 自用
,

或者是经济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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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化经营后为专业生产场利用
,

可替代部分精饲料
,

还可以减少或完全减免使用添加剂与抗

菌素等制剂
,

降低总体饲料成本
,

甚至更高
,

提高畜产品品质
,

实现较高经济效

益
。

市场可行性

近 年来我国养殖业持续发展
,

一大批
“

菜蓝子
”

工程骨干建设项 目完工
,

初步形成全球

最大的养殖业生产体系
,

从而构成绿色饲料产品基本需求市场
。

年 年国内上海
、

广 州
、

北京每吨优质绿色饲料产品 青干草 市场价格为 元
,

部分产品甚至高达

元价位
。

目前国内生产明显不足
,

成卖方市场
,

已经有加拿大
、

俄罗斯产品批量进入
。

国际上美国
、

加拿大为绿色饲料产品主要 出口 国
,

市场基本集中在东北亚与东南亚地区
,

日本
、

韩国
、

我国台湾进 口量大
,

每年在 万 以上
,

价值 亿余美元
。

近年来
,

国际市场成交

量仍处于上升阶段
。

现阶段我国基本无力进入国际市场
,

传统羊草出口业务因多种原因在萎缩

之中
。

随着发展
,

凭借地理优势
,

我们完全有可能把绿色饲料产业发展形成一项新的出口 创汇

产业
。

技术可行性

我国已有 年以上的绿色饲料生产历史
。

汉武帝时期张赛由西域引回首藉并在全国范

围内发展栽培就是例证
。

本世纪
,

年代王栋在关中等地开始有关牧草现代研究工作
。

近

年来
,

在全国范围内积累了大规模建设绿色饲料基地的经验
。

我国幅员广大
,

地理生态类型

复杂多样
,

目前已经形成了一批象柱花草
、

新银合欢
、

一年生黑麦草
、

黑麦草加白三叶
、

草木择
、

红三叶
、

光叶紫花若子
、

紫花首蓓
、

青 黑麦等产业化生产技术示范点
、

区
。

多种类型的生产加

工机械 收割机
、

打捆机
、

青贮机等 已经研制成功
。

各农业大中专院校已经开设相关课程
,

甘肃

农业大学成立了草业学院
。

全国熟悉与从事绿色饲料产业建设的工作者有 余人
,

等等
。

所有这些都为我国绿色饲料产业全面建设提供了必备条件
。

结语

一个 口 粮问题
,

一个饲料问题
,

是我国农业未来发展中必须解决好的根本问题
。

比较而言
,

未来发展中的 口粮问题相对稳定
,

饲料问题则处于上升阶段
。

因此
,

饲料问题将逐步演变成为

未来我国农业生产的关键问题
,

所谓粮食问题的实质就是饲料问题
。

饲料问题解决了
,

粮食问

题也将迎刃而解
。

由于绿色饲料在解决我国饲料问题中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

因此绿色饲

料产业必将兴旺发达起来
。

堆动该产业建设高潮的迅速到来
,

是时代赋予我们的历史责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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