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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西藏草地畜牧业的发展对策与措施
Ξ

吴　锋1, 2

(1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动物科技学院, 陕西 杨凌 712100;

2 西藏农牧学院 畜牧兽医系, 西藏 林芝 860000)

　　[摘　要 ]　西藏草地畜牧业不论是在西藏的第一产业中, 还是在整个国民经济体系中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

位。通过对西藏草地畜牧业发展现状的全面了解, 在大量调查研究和文献分析的基础上认为: 长期落后的传统观

念、分散单一的经营方式和对畜牧业经济资源的不合理利用, 是造成西藏高原草地严重退化、草地畜牧业发展严重

滞后的根本原因。据此提出了合理开发和利用草地、大力发展草地畜牧业、加大畜产品开发力度和推动西藏畜牧业

产业化的具体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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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藏草地畜牧业作为西藏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

产业, 不论是在西藏的第一产业中, 还是在整个国民

经济体系中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市场经济的

今天, 由于受传统观念、草地退化及市场的制约, 草

地畜牧业在西藏的龙头地位发生了动摇。对于占西

藏人口 85% 以上的农牧民来说, 牲畜既是他们进行

生产和再生产的重要生产资料, 又是他们衣、食、住、

行赖以依存的生活资料。在目前和将来一段时间内,

若没有畜牧业的持续和稳定发展, 就没有西藏人民

生活水平的提高, 没有西藏整个国民经济的健康和

快速发展。本研究在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 分析了

西藏发展草地畜牧业的制约因素, 提出了解决草地

畜牧业发展的对策, 以期为政府决策提供思路。

1　草地畜牧业的现状

西藏高原是我国自然地理上极有特殊性的地

区, 位于我国西南端, 国防战略、经济及社会意义都

非常重要。西藏高原呈闭塞的高原大陆盆地地貌, 平

均海拔在 4 000 m 以上, 海拔在 4 500～ 5 000 m 的

地区 (藏北地区)是西藏的主要天然草原分布区。由

于高原本身地势高亢, 又有高山大峰环抱, 拦截了来

自印度洋和太平洋的温润气流, 使西藏具有极端的

高原大陆性气候特点。西藏总的气候呈现高寒缺氧、

复杂多变的特征, 被喻为“地球第三极”。西藏草原由

于气候、地形地势等条件的变化, 形成了雨林、季雨

林、常绿阔叶林、常绿—落叶阔叶林、针叶林、草甸、

森林草原、草原、半荒漠和荒漠等草地类型。就全区

而言, 草原大部分分布在海拔 4 000 m 以上地区, 其

中高寒草地占主导 (海拔 4 500 m 以上) 地位, 面积

约占总草地面积的 75% 以上, 是我国五大牧区之

一。目前全区共有天然草地面积 8 107 万 hm 2, 约占

西藏土地面积的 70% , 占全国草场面积的 26% , 居

五大牧区之首[1 ]。

在这些区域内, 牲畜数量较多, 品种齐全, 可引

进和开发的品种也很多。目前, 牲畜改良技术已有了

一定突破, 具备了一定的饲养技术, 为畜牧业的稳定

发展培育了新的生长点。改革开放以来, 特别是中央

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以后, 西藏畜牧业经济有了

较大发展。据统计, 1998 年末, 全区牲畜存栏总数为

2 252 万头 (只) , 肉类总产量 12. 91 万 t, 奶类产量

19. 56 万 t, 羊毛产量 9 351 t, 山羊绒 606 t, 牛皮 153

万张, 羊皮 403 万张, 牲畜出栏率为 24. 0%。农牧民

人均纯收入 1 158 元, 恩格尔系数约为 0. 5, 处于温

饱状态。

2　畜牧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2. 1　草原畜牧业仍未摆脱自然经济的束缚

西藏大部分草原畜牧业的经营依赖于自然, 在

自给自足自然经济规律长期作用下, 草原畜牧业生

产者的商品经济观念淡薄, 轻商、鄙商观念浓厚,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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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大牧区普遍存在着牧民不以货币作为衡量财富的

尺度, 而以拥有牲畜头数的多少、男女主人尤其是女

主人身上的穿戴来衡量贫富差别[2 ]。在这种观念的

支配下, 牧民中普遍存在滞后的商品经济意识, 影响

了牧区经济的发展和草原畜牧业的生产周期, 并使

其失去了与其他行业和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在传

统观念影响下, 草原畜牧业很难彻底摆脱自然经济

条件下的落后状态, 而牧民确立商品经济意识还需

相当长的一个历史过程。

2. 2　牧业经济资源开发利用不合理

2. 2. 1　草地利用不合理, 退化严重　因受生态环境

限制, 西藏草地的载畜能力十分有限, 牧草生长期也

仅 6 个月左右, 冷季草场严重不足, 加上传统的以游

牧为主的经营方式, 草地生产力明显低于全国水平,

每 hm 2 草地的畜产品产出比内蒙古、新疆低 2～ 3

倍, 甚至更多 (表 1)。西藏自治区天然草场的年产量

为平均每 2 hm 2 草地才能满足 1 只羊的饲草需要,

2000 年自治区羊存栏总数为 1 712. 61 万只, 牛、马

等大牲畜的存栏总数为 587. 59 万头 (匹) , 总存栏数

相当于 4 656. 16 万个羊单位 (一头大牲畜相当于 5

个羊单位)。由此看来, 西藏自治区现有草原的超载

率高达 41% 左右。

表 1　草原面积在 1 亿 hm 2 以上的省份 2000 年畜产品生产情况统计[3 ]

T able 1　Statist ics of the livestock p roducts ou tpu t in 2000 of p rovinces w ith mo re than 100 m illion hm 2 pastu re

地区
A rea

草地面积ö万 hm 2

Pastu re

绵羊毛产量öt
Sheep feather

ou tpu t

山羊绒产量öt
Goat feather

ou tpu t

牛肉ö万 t
Beef

羊肉ö万 t
M utton

全国 Ch ina 40 000. 0 292 502. 0 (7. 312 6) 11 057. 0 (0. 276 5) 532. 8 (0. 013 3) 274. 0 (0. 006 9)

内蒙古 Inner mongo lia 8 666. 7 65 051. 0 (7. 505 9) 3 815. 0 (0. 440 2) 21. 8 (0. 002 6) 31. 8 (0. 003 7)

西藏 T ibet 6 774. 8 7 974. 0 (1. 177 0) 682. 0 (0. 100 7) 8. 5 (0. 001 3) 5. 7 (0. 000 9)

甘肃 Gansu 1 663. 6 14 145. 0 (8. 502 7) 503. 0 (0. 302 4) 7. 9 (0. 004 8) 7. 5 (0. 004 5)

青海Q inghai 3 644. 9 15 588. 0 (4. 276 7) 310. 0 (0. 085 1) 6. 4 (0. 001 8) 7. 0 (0. 002 0)

新疆 X in jiang 5 725. 8 66 678. 0 (11. 645 2) 893. 0 (0. 156 0) 22. 2 (0. 003 9) 37. 5 (0. 006 6)

五省份小计
Sum of above p rovince

26 475. 8 169 409 (6. 398 7) 6 203. 0 (0. 234 3) 66. 8 (0. 002 6) 89. 5 (0. 003 4)

占全国比例ö%
P ropo rtion in Ch ina

66. 2 57. 9 56. 1 12. 5 32. 7

　　注: 扩号内数字是每万 hm 2 草地生产量。

N o te: T he num bers in the brackets are the pastu re p roduction ou tpu ts per ten thousand hectare.

　　在草资源的利用上, 忽视草的可再生性和生态

作用, 对草原利用不合理, 造成了草原的严重退化、

沙化, 使草地生产能力下降。西藏因各种因素造成的

退化草地总面积为 2 928. 5 万 hm 2, 其中轻度退化

面积 1 930. 4 万 hm 2, 占退化总面积的 66% ; 中度退

化面积 690 万 hm 2, 占退化总面积的 23. 5% ; 重度退

化面积 308. 2 万 hm 2, 占退化总面积的 10. 5%。

2. 2. 2　牲畜及畜产品资源的深度开发利用不足, 产

业层次低, 畜牧业生产力落后　 (1) 品种老化, 优良

品种率低。西藏的牲畜品种绝大多数是在粗放的繁

育放牧形式下驯养、培育出的原始品种, 这些品种基

本上是自然选择的结果, 其优点是对当地自然环境

(高寒、缺氧、低压) 具有极强的适应性, 对恶劣条件

具有抗逆性, 缺点是绝大多数牲畜个体偏小, 不具备

定向的生产用途, 生产性能不高, 经济效益差, 极大

地阻碍了西藏畜牧业的进一步发展。

(2)畜群结构不合理。主要表现在: ①没有实现

公畜、母畜、幼畜的分群放牧和牛、羊的专群放牧,

“大而全, 小而全”的低效生产现象十分普遍。②畜群

中大小牲畜比例不合理, 造成牧草的不合理利用及

草资源浪费。③畜群结构中, 基础母畜、种公畜比例

及适龄母畜比例不协调, 基础母畜比例明显偏小。据

有关资料介绍[4 ] , 最近几年西藏基础母畜在畜群结

构中所占比例与畜牧业发达国家相比, 要低近 20 个

百分点。④畜群内部分工不明显, 各种牲畜多属兼用

型品种, 经济效益较差。

(3)生产方式落后。西藏草地畜牧业靠天养畜、

粗放经营的管理方式一直沿袭至今。大部分牧民的

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基本上是游牧和半游牧。大牲

畜没有固定棚圈, 甚至有的生产母畜也没有固定棚

圈。草原上环境恶劣, 气候变化无常, 霜冻、雪灾经常

发生, 加上草场严重超载, 草地退化, 草原面积不断

减少和天然饲草生产能力不断下降, 季节性供草不

平衡, 导致相当一部分牲畜在冷季 (冬春季节) 时常

处于半饥饿状态, 牲畜膘情下降, 抵抗灾害能力差,

形成了严重的冷季春乏死亡问题。

2. 2. 3　群众生产观念落后, 草地畜牧业经济效益差

　自给自足的生产观念未能根本改变, 仍存在着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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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轻流通, 重存栏、轻出栏, 重直接出售、轻加工

增值的现象, 严重影响了生产的经济效益。主要表现

在以下几个方面:

(1)市场观念淡漠,“惜杀”现象普遍存在。在牧

区存在着许多的“千岁羊、万岁牛”, 甚至还有部分永

不宰杀的“放生畜”, 不少牧民群众以此为经营原则,

宁肯饥肠辘辘、身无分文, 也不愿宰杀和出售。

(2)牲畜出栏率低。牧民受传统观念和宗教意识

影响深远, 以牲畜的数量论财富, 牲畜出栏率和商品

率十分低下, 不注重缩短牲畜资源的可再生周期, 总

认为只能等到牲畜完全成熟后才能出栏, 人为延长

牲畜的出栏时间。 1978 年全区牲畜出栏率只有

10. 68% (不含猪, 下同) , 1988 年为 15. 45% , 1998

年达到 21. 4% , 这虽已是一个不小的进步, 而与全

国其他牧区相比, 差距约为 10 个百分点, 与畜牧业

发达国家相比, 差距更大[5 ]。

(3)畜产品加工不足。在畜产品的开发上, 始终

停留在原料和初级产品阶段, 还存在着加工品种少、

加工技术落后、加工转化率低和加工品质量较差等

问题, 从而得不到有效增值 (表 2) [6, 7 ]。
表 2　西藏畜产品产量与畜产品加工量比较 [6, 7 ]

T able 2　Comparison betw een T ibet livestock p roducts ou tpu t and their p rocessing ou tpu t

年份
Year

畜产品产量
L ivestock p roducts ou tpu t

畜产品加工产量
L ivestock p rocessing ou tpu t

羊毛öt
Sheep

feather

牛皮ö万张
Cow h ide

羊皮ö万张
Sheeph ide

毛线öt
W oo l

毛毯ö条
B lanket

地毯öm 2

Carpet

皮革 (折合
牛皮) ö张
L eather

(cow h ide)

1985 9 044 50 273 146 38 127 12 973 36 297

1990 9 082 75 361 72 16 510 16 799 34 848

1996 9 060 76 373 39 23 529 16 001 20 000

　　由表 2 可见, 畜产品产量在逐步增长的同时, 区

内畜产品的加工能力严重不足, 更多的畜产品在区

内没有增值, 就以原料形式直接输出区外。以羊毛为

例, 西藏每年要向尼泊尔出口原毛 5 000 t 左右, 获

取的流通利润不过几百万元, 而尼泊尔加工成藏毯

出口世界各地可创汇 5 000 多万美元, 是原料价值

的 7～ 8 倍。

(4)畜产品市场相对封闭。受草原畜牧业总体发

展状况的影响, 牧区经济基本上处于单一的游牧经

济状态, 手工业生产仅作为游牧民的家庭副业而存

在, 进行畜产品原料加工的目的是满足牧民家庭自

身的生产和生活需要。牧民通常以家庭为牧业生产

单位, 或是以某种方式联合起来的几户为一个生产

单位, 进行牧业生产活动。虽有交换需求, 如农牧交

换、盐粮交换等, 但目的是满足生活必需, 而不是为

了实现交换价值、获取利润。草原畜牧业经济长期处

于自给畜牧业的自然经济状态, 至今仍无明显改善。

2. 3　过疏的人口分布和分散的家庭经营缺乏对自

然灾害及市场风险的抗御能力

在 83 万 km 2 的辽阔草原上, 仅分布 68 万牧业

人口, 人口密度为 0. 78 人ökm 2。实行“牲畜归户, 私

有私养, 自主经营, 长期不变”的经营体制后, 对于调

动牧民家庭生产积极性是无可非议的。然而, 频繁的

自然灾害, 几乎是每一个牧民家庭所不能抗御的。

1990～ 1998 年的 8 年中, 全区累计因各类自然灾害

死亡的牲畜达 1 060 万头 (只) , 直接经济损失高达

32 亿元, 平均每个牧业人口损失 4 700 多元, 若集中

到部分牧民家庭, 则足以使牧业贫困人口每年增加

5%。因此, 单家独户的牧民是不具备灾害抗御能力

的。

3　畜牧业发展的主要对策措施

3. 1　坚持立草为业, 草业先行, 提高草地资源综合

生产能力

3. 1. 1　切实贯彻落实全国草地生态建设规划　根

据有关部门规划, 我国将在今后 50 年内, 每年投资

40 亿元左右的专项资金用于草地生态建设, 北方牧

区和青藏高原天然草地以保护为主。预计到 2050

年, 全国将具体实施天然草地保护工程 1 亿 hm 2, 实

施基本草场建设 1. 2 亿 hm 2, 被开垦草地及撂荒地

全部退耕还草, 使我国人工草地及改良草地占草地

总面积的比例由目前的 1. 5% , 提高并稳定在 30%

以上; 草地鼠害和虫害基本得到控制, 草地植被覆盖

度显著增加, 牧草产量大幅度提高, 牧区实现草畜平

衡, 并建立起比较完善的草地生态环境保护体系, 逐

步恢复和重建草地生态系统。

3. 1. 2　合理利用、保护和建设草原　 (1) 认真抓好

改良草地和人工草地建设。目前, 西藏改良草地和人

工草地面积很小, 远远不能解决冬春季节的草畜矛

盾。今后可根据当地的自然条件, 因地制宜地扩大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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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草地的面积。首先是扩大围栏草场面积。把那些

费工少、收效大的低洼地、平川地、河湖滩地上的冬

春草场、接羔牧场和割草草场围起来, 并配合灌溉、

施肥、治虫、灭鼠、补种等措施, 使围栏草场成为半人

工型的饲草基地。其次是发展人工草场。半农半牧

区自然条件相对较好, 应该扩大人工草地的种植面

积, 建立起有相当规模的、稳定的草料生产基地。人

工草地的地址可以选用耕地结构调整后匀出来的一

部分耕地, 或背风向阳、有灌溉条件的河、湖滩地, 种

植适合当地生长的优良牧草。

(2)加快牲畜棚圈建设。各地可根据自然条件和

经济条件建设上石棚圈、半地下式棚圈或围帐式活

动畜圈, 上石棚圈最好用水泥勾缝, 增加保暖性和牢

固性。

(3)搞好草场水利建设。西藏大部分天然草地分

布在半干旱和干旱地区, 缺水草场面积较大, 产草量

很低, 载畜能力低下。可因地制宜地采用修水渠、打

井、截潜流、修坝拦蓄雨水、挖蓄水坑池等方式解决

水源, 扩大草场的灌溉面积。1990 年全区灌溉草场

面积 16 万 hm 2, 仅占草场总面积的 0. 2% , 完全有可

能、也有必要扩大灌溉草场面积。阿里地区措勤县、

日喀则地区萨嘎县的经验表明: 当年灌溉的草场, 当

年牧草种类就有所增加, 产草量可提高 30% 左右;

坚持灌溉 2～ 3 年的草地, 牧草返青期大约提前 15

d, 产草量和载畜量可提高 2～ 3 倍。

(4)合理利用和保护天然草场。西藏的天然草场

生态条件比较脆弱, 一旦遭到破坏, 引起草场退化,

就很难恢复。因此, 对天然草场要坚持在保护的基础

上合理利用。首先, 要大力推行以草定畜的方向, 把

牲畜的饲养量控制在理论载畜量允许的范围以内,

严禁超载过牧; 其次, 合理划分季节草场, 尽可能扩

大冬春草场的使用面积。有条件的地方, 可将两季转

场改为三季转场, 也可适当延长暖季草场的使用时

间。在季节放牧草地内, 逐步推行划片轮牧, 提高草

场利用率, 合理配置季节放牧草场和畜群; 采用禁牧

封育的方法, 辅之以补播适合当地生长的优良牧草,

改造沙化、石质化草场, 使其在较短时间内逐步恢复

生产能力; 重视消灭草地三害, 要进一步推广群众灭

鼠、灭虫、除毒草等行之有效的办法, 特别是推广生

物灭虫、灭鼠和化学除草的方法。

3. 2　以市场为导向, 大力发展牧业, 提高经济效益

3. 2. 1　实现生产结构合理化　草地畜牧业结构合

理化的根本标志是具有较高的产出能力。实现畜牧

业结构合理化, 提高畜牧业产出能力, 是目前必须解

决的一个重要问题。实现畜牧业结构合理化, 即在市

场经济条件下, 通过对畜牧业结构的调整, 逐步实现

牲畜品种结构和存、出栏结构以及畜群再生产结构

的合理化。

(1)牲畜品种结构合理化。牲畜品种结构合理化

主要是牲畜的品种质量问题。一是要全面启动种畜

市场, 扭转传统种畜自留自用的旧习惯, 克服优良种

畜依赖国家调配的旧观念, 利用市场机制增强种畜

需求主体、生产主体和中介服务组织的活力; 二是要

建立健全良种繁育、推广、监测、管理体系, 确保种源

质量; 三是将优良品种的普及与提高结合起来, 积极

利用胚胎移植、冷冻精液及其他高新技术扩大良种

覆盖面; 四是全面建立选优汰劣制度, 提高畜群的整

体质量; 五是进一步加强品种的引进和改良, 从适应

畜产品市场需求的角度, 积极引进外来优良品种, 改

良地方品种, 提高畜群质量。

(2)提高出栏率。从再生产的角度看, 提高出栏

率属于畜牧业内涵型扩大再生产, 在草场质量不断

提高的前提下, 通过提高出栏率, 实现草原畜牧业内

涵型扩大再生产, 前景十分远大。要通过教育引导牧

民的市场观念, 改变传统的以牲畜数量显示富裕程

度的财富观。

(3)改善畜群结构。西藏畜群再生产结构不合理

的重要表现是基础母畜比重偏低。这是导致西藏牧

区畜群再生产能力弱、防灾抗灾能力差、灾后恢复能

力小的主要原因。因此, 改善畜群再生产结构, 首要

的是解决基础母畜比例偏低的问题。应当根据不同

牧区的实际情况和牲畜品种结构合理化的要求, 适

当发展基础母畜, 使畜群达到最佳的扩大再生产能

力, 最高的牲畜出栏率和畜产品商品率。

3. 2. 2　搞好牲畜疫病防治工作　要抓好动物疫病

预防体系、动物保护监督体系、技术支持和物资保障

体系、重大动物疫病控制体系等四大体系建设。从而

加大动物疫病防治力度, 建立起与国际接轨、符合国

际要求的疾病防治制度和体系, 消灭或控制国际贸

易中明确加以限制的动物疫病, 保证肉类达到可靠

的食品安全要求。

3. 2. 3　大力发展畜产品加工业　目前要重点增强

畜产品加工能力, 提高加工深度, 增加加工品在畜产

品消费中的比重, 尽快改变畜产品加工业发展严重

滞后于畜牧业发展的局面。要适应市场经济和贸易

国际化的需要, 改善屠宰加工工艺, 制定严格的畜产

品分级标准和检验规范, 以促进西藏畜产品充分占

领区内、国内市场, 尽快打入国际市场。
23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第 33 卷



3. 3　继续深化牧区体制改革, 完善牧区基本政策

进一步深化牧区经济体制改革, 加大政府宏观

调控力度, 不断强化集体经济组织的管理和服务功

能, 提高畜牧业生产经营的组织化程度。完善“统分

结合”双层经营体制, 以牧业产业化和社会化服务为

重点, 推行统一制定畜牧业经济发展规划, 统一规划

和管理草原建设, 统一组织防灾抗灾, 统一进行畜种

改良和品种选育, 统一进行疫病防治等生产社会化

措施, 不断赋予“两个长期不变”政策新的生命力[5 ]。

进一步加强草地产权制度改革, 把落实草场承

包责任制作为深化牧区经济体制改革和完善党在牧

区基本政策的关键步骤来抓。在实际工作中, 认真把

握“草场公有、资源有价、使用有偿、承包有权、建设

有责”这一实质, 切实做到界限清楚、权属明确、方法

适当、收费合理。

3. 4　扩大牧区对外开放, 大力发展流通和加工产业

草原畜牧业和牧区发展应始终坚持“外力推动

与自力更生相结合, 依靠外力推动振兴牧区经济”的

方针, 进一步加快对外开放步伐, 提高对外开放的水

平, 逐步打破地域封闭和市场封闭, 加快经济社会发

展进程。实施更加优惠的政策, 鼓励区内外个体私营

经济和其他经济成分到牧区发展草业、牧业, 兴办

二、三产业, 并给予他们同牧民一样的税收和其他优

惠政策。支持鼓励本地牧民兴办牧业个体私营企业,

允许牧业大户雇佣劳力; 提倡牧民之间开展劳动联

合和要素联合, 大力发展牧区股份合作经济。

3. 5　加大牧业投入力度, 加强牧区基础建设

逐步将政府投资的重点由种植业向畜牧业转

移, 重点是开展牧区综合开发。把草场建设、饲料饲

草基地建设、育肥基地建设和牧工商一体化建设作

为重点, 并配套实用技术措施和现代管理手段, 建设

几个现代草原畜牧业示范区。转变重抗灾救济, 轻基

础建设的思想, 逐步将灾害抗救重点由生活救济为

主转向生产扶持和大搞牧业基础建设为主。对牧区

经营性项目的发展, 主要通过开辟社会资金渠道和

利用信贷资金来增加投入。对人工种草、网围栏和牲

畜棚圈建设, 要实行以牧户投资为主, 国家适当扶

持, 民办公助的政策, 明确“谁投资, 谁经营、谁受益,

允许继承和转让”的人工草场建设政策。

3. 6　增加科技投入, 完善服务体系, 推进科技兴牧

3. 6. 1　加强对牧区草地畜牧业重大科技项目的投

入　要加大科研投入, 紧紧围绕畜牧业发展中的关

键性技术问题, 尤其是适合西藏牧区的生态技术问

题进行重点研究。要对重要攻关项目专门立项, 对有

重大贡献的草原、畜牧、兽医等科研成果的发明者、

研究者和推广应用者给予表彰和奖励, 鼓励他们为

草原畜牧业发展做出贡献。通过科学养畜, 提高畜产

品商品率, 推广现代牧业机械和生产工具, 改变传统

的生产经营方式; 集中力量推广一批投资少、见效

快、效益高、实用性强的科技成果, 加强技术普及, 把

科技兴牧落到实处。

3. 6. 2　建立健全畜牧业社会化服务体系　按照加

快畜牧业经济发展的需要, 逐步建立和完善县乡二

级畜牧科技推广服务站。围绕畜牧业产前、产中、产

后的各个环节, 进行系列综合服务, 以缓解牧区小生

产大市场的矛盾。目前要加强畜牧科技推广服务站

基础设施建设, 逐步完善必要的科研设备, 建立不同

类型和较高水平的实验场所, 提高科研设备整体水

平。采取多种途径切实解决半脱产兽防人员待遇和

出路问题, 加强对畜牧科技人员的继续教育和对外

技术交流。加强牧区科技和现代文明生产生活方式

及工业品的宣传普及力度, 引导牧民改进消费结构

和习俗。

3. 6. 3　积极发展不同形式、不同层次的中介组织,

提高组织化程度　在发展畜牧科技推广服务站综合

服务体系的同时, 积极发展供销合作社、信用合作社

以及各种形式的民间合作组织、专业技术协会, 带动

牧民进行规模饲养, 开展技术、信息、经营管理服务,

参与流通, 为畜牧业提供专项服务或系列化服务, 增

强市场应变能力, 提高谈判地位, 降低交易成本。要

积极创造条件扶持各种民办的、集体办的社会化服

务组织。

3. 7　培育发展畜产品市场, 加快推动畜牧业产业化

发展

积极引导和鼓励多种经济成分参与市场建设和

畜产品流通, 注重发挥供销社和国有流通企业在畜

产品流通中的基础和主导作用, 通过引导、服务、管

理和健全有关法规, 提高流通渠道的规范化和组织

化程度。在牧区主要集镇建立季节性活畜专业市场、

畜产品专业市场和批发市场, 大力兴办代购代销网

点和网络, 鼓励个体私营经济和牧民参与畜产品流

通。提倡和鼓励畜产品加工企业兴建畜产品基地, 推

动牧工商一体化进程。建立有序市场机制, 规范市场

交易行为, 进一步加强和改善对市场的宏观调控。加

强信息服务, 指导生产经营者按市场变化组织生产

和经营。

应将畜牧业产业化作为一项政府行为, 下大力

气抓好。首先, 要注重龙头企业的培植。自治区和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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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市的农牧工商公司可成为牧业产业化的龙头, 其

他具有一定经济实力的各类所有制企业也可成为龙

头。其次, 各地要培植扶持一批上规模、上档次、出效

益的畜产品生产基地和拳头产品, 重点要放在特色

经济的开发和发展上。三是要发展以利益为纽带的

多种产业化组织形式, 大力发展松散型、过渡型、紧

密型等多种类型的畜牧业产业组织, 组建“龙型经

济”, 不断延伸产业链条, 提高产业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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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a teg ies and m easu res to develop T ibet pastu re hu sbandry

W U Feng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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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 ibet pastu re hu sbandry p lays an impo rtan t ro le in no t on ly the first indu stry of T ibet bu t

a lso the local econom y. T h rough the genera l understanding of the cu rren t situa t ion of T ibet pastu re hu s2
bandry, and based on tho rough invest iga t ion and reference analysis, the au tho r th ink s the fo llow ing facto rs,

such as backw ard trad it ion ideas, sing le and iso la ted m anagem en t model, and the imp roper u t iliza t ion of the

hu sbandry resou rces, are the p rim ary reason s fo r the T ibet h igh land pastu re degenera t ion and backw ard de2
velopm en t of the local pastu re hu sbandry. A cco rd ing to these ideas, th is paper p rovides deta iled m easu res

to u t ilize and develop pastu re p roperly, imp rove hu sbandry, enchance the p roduct ion of livestock p roducts

and p romo te the indu stria liza t ion of T ibet hu sbandry.

Key words: T ibet; pastu re hu sbandry; develop ing stra teg 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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