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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对我国饲料资源现状进行研究认为
,

其特征为
“

三缺一不足
” (即精饲料

、

蛋白质

饲料
、

优质粗饲料缺乏与饲料资源总量不足 )
。

通过分析进一步得出结论为
:

我国饲料资源蛋

能数量不平衡与蛋能结构不平衡问题并存
,

蛋能数量不平衡是主要问题
;
此外

,

还存在严重地

域分布不均衡问题
.

在此基础上
,

还就种植业
、

畜牧业两方面发展战略提出了若干建议
。

关镇词 饲料资源
,

蛋能平衡
,

蛋能结构指数
,

蛋能丰度指数
,

蛋白质数量平衡指数
,

能

量数量平衡指数

中图分类号 5 5 1 6

1 我国饲料资源现状

1
.

1 我国饲料资源的表观现状

我国饲料资源表观现状可以简单概括为
“
三缺一不足

” ,

即精饲料
、

蛋 白质饲料
、

优质

粗饲料缺乏
;饲料资源总量严重不足

。

1
.

1
.

1 精饲抖状况 1 9 8 8 年
,

我国可利用饲料资源总量中
,

精饲料 比重为 31
.

17 %
,

1 9 9 0

年为 23
.

80 %
.

与此相对应
,

1 9 7 2 ~ 19 81 年 10 年间
,

北美洲畜牧业精饲料消耗量 比重为

3 4
.

7 7% ~ 3 6
.

9 0 %
,

欧共体为 4 4
.

2 6 %一 6 6
.

8 6 %
,

其他西欧国家为 5 5
.

5 6 % ~ 5 9
.

7 9%
,

东

欧及前苏联为 42
.

86 %一 44
.

76 %
,

全世界发达国家平均为 39
.

08 %一 41
.

70 % l1[
.

我国水

平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很大
。

从饲料用粮占粮食总产量 比重看
,

我国 1 9 8 7 年为 21
.

30 %
,

1 9 90 年为 22
.

42 %
.

1 9 8 7

年世界平均水平为 38
.

70 %
,

发达国家平均水平为 61
.

10 % 1[]
.

发达国家超出我国水平近

4 0个百分点
。

1 9 8 4 年
,

我国人均粮食占有量达到 3 96 k g
,

之后至今一直未突破 4 00 k g 大关
。

大量

研 究表明
,

从现在起到下世纪初
,

我国人均粮食占有量将一直波动在 4 00 k g 左右
,

这意味

着我国饲料用粮 比重近期内不会改观
,

精饲料缺乏将是我国畜牧业生产长期面临的问题
.

1
.

1
.

2 蛋 白质饲料状况 1 9 8 0 年
,

我国精 饲 料 中 粗 蛋 白 质 含量平均为 10
.

74 %
,

1 9 8 7 年 为 1 0
.

4 6%
,

1 9 9 0 年 降 为 9
.

2 7%
.

1 9 8 1 年
,

法 国 为 1 7
.

8 6%
,

前 联邦 德 国

为 19
.

4 8%
,

意大利为 15
.

61 %
,

荷兰为 2 3
.

4 4%
,

英国为 17
.

22 %旧 本为 18
.

22 %
,

前苏

联 为 1 3
.

6 9%
,

波兰为 1 4
.

7 8写
,

美 国 19 7 3 年为 1 3
.

17 %
,

1 9 8 1 年为 1 3
.

4 0%
,

1 9 8 8 年为

15
.

28 % 1[ 一 ’ 〕
.

比较而言
,

我国水平相当低
。

从发展趋势看
,

近年来由于谷类
、

薯类作物产量

比重加大
,

精饲料中蛋白质含量水平呈下降趋势
。

收稿 日期
: 1 9 9 3一 0 8

一

3 1
.

,

高等学校博士点基金资助项 目
: , ,

现为北京农业大学博士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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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1
.

3 优质粗饲料状况 我国可利用饲料资源总量中精饲料不足
,

粗饲料相对比重大
。

在粗饲料内部
,

牧草
、

青绿多汁饲料等优质粗饲料缺乏
,

而秸秆
、

萃批等劣质粗饲料偏多
。

1 9 9。 年
,

在我国可利用粗饲料资源总量中
,

优质粗饲料仅占 48
.

84 %
,

劣质粗饲料 比重超

过半数
,

国外水平则远低于我国
。

19 7 2~ 1 9 8 1 年
,

世界发达国家消耗 劣质粗饲料占粗饲料

比重平均为 4
.

35 % ~ 5
.

69 %
,

其中美 国
、

加拿大等国为 2
.

70 % ~ 2
.

79 %
,

欧共体诸国为

3
.

0 3% ~ 3
.

6 4%
,

其他西欧国家为 2
.

56 % 一 2
.

78 %
,

东欧及前苏联为 7
.

94 % ~ 12
.

77 %
,

大洋洲诸国则为 2
.

99 % 1j[
.

由于劣质粗饲料比重过大
,

致使畜牧业生长被迫
“

选优汰劣
” ,

过量啃食草原牧草
,

而

随意抛弃秸秆饲料
。

这是造成我国近几十年来草地资源严重
“

三化
” ,

秸秆资源大量焚烧浪

费的重要原因
。

1
.

1
.

4 饲杆 资源总童状况 1 9 8 0 年
,

我国畜牧业消耗的各类饲 料总量为 3
.

8 6 4 亿 t
.

1 9 8 8 年为 5
.

13 2亿 t
,

1 9 9 0 年为 5
.

4 66 亿 t
.

分 别 以 当 年 存 栏 家 畜 单 位 ( L u ,

H二 相

当于 50 0 k g 家畜体重 )为分母
,

计算单位 L u 饲料占有量
,

1 9 8。 年为 2
.

50 l t/ L u ,

1 9 8 8

年为 2
.

7 8 4 t / L u ,

1 9 9 0年为2
.

6 7 7 t / L u
.

美 国 同 一 指 数值 1 9 7 5年为 4
.

1 8 4 t / L u .

1 9 8 0年

为 4
.

5 4 7 t / L u ,

一9 8 5年为 4
.

4 o s t / L u ,

1 9 8 8年为 4
.

7 2 7 t / L u
.

1 9 7 2 ~ 19 8 1年期 间欧共体同指

数值的变化范围是 2
.

9 5 2一 3
.

4 3 2 t / L u [` ” ]
.

暂且不考虑饲料资源内部结构不合理对其营养效果的影响
,

单纯从重量角度来看
,

尽

管近年来我国单位 L u 饲料占有量有所改善
,

但与欧美等国水平存在显著差距
。

饲料是畜

牧业生产的物质基础
,

饲料资源总量不足是制约畜牧业生产整体效率提高的核心因素之

1
.

? 我国饲料资源平衡状态的实质

饲料资源现状客观上就是饲料资源平衡状态
,

而饲料资源平衡与否的实质体现为饲

料营养平衡状况
.

饲料营养平衡本身包括能量平衡
、

蛋 白质平衡
、

维生素平衡与矿物质平

衡
。

由于维生素与矿物质在饲料营养物质总量所占比重小 ( 10 %以下 )
,

在现代矿物采集加

工业及化学合成工业生产条件下
,

其平衡问题已基本解决
。

因此
,

饲料蛋能平衡是最终影

响饲料营养平衡的主导内容
。

蛋能平衡包括蛋能数量平衡与蛋能结构平衡两方面内容
,

我国 目前基本现状为蛋能

数量平衡与蛋能结构平衡问题并存
。

1
.

2
.

1 蛋能数 圣平衡现状 判断蛋能数量平衡的指标
,

一是蛋 白质数量 平衡指 数

( P A B I )
,

二是能量数量平衡 指数 ( E A B I )
。

19 8 0年我 国 P A B I 值为 3 1 9
.

3 3 k g / ( L u ·

Y )
,

1 9 8 5年为 3 1 8
.

7 7 k g / ( L u ·

Y )
,

1 9 8 8年为 2 4 5
.

8 8 k g / ( L u ·

Y )
, 一9 9 0年为 2 3 5

.

7 I k g / ( L u ·

Y )
.

我国 1 9 9 0年水平分别为欧共体
、

美国
、

日本水平的 71
.

77 %
,

50
.

15 %
,

58
.

45 %
,

说明我国饲

料资源中蛋白质营养的整体缺乏状况
。

从 E A B I值来看
,

我国 1 9 8 0年水平为 2 3 3 7
.

5 2 x l o
,

J / ( L u ·

Y )
,

1 9 8 5年水平为 2 3 1 7
.

2 9

x 1 0 ,

J / ( L u ·

Y )
,

19 8 8年水平为 2 2 2 5
.

0 o x l 0 ,

J / ( L u ·

Y )
, 1 9 9 0年为 2 2 4 4

.

4 8 x 1 0 ,
J / ( L u ·

Y )
.

与我国相比
,

欧共体
、

美国
、

日本分别为我国 1 9 90年水平的 1
.

28
,

1
.

94
,

1
.

68 倍阁
。

上述情况说明
,

我国饲料资源总体蛋白质与能量营养供求关系中数量严重不平衡
,

蛋

白质与能量同时缺乏是我国饲料资源总量不足的核心实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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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2
.

2 蛋 能结 构平衡 现状 蛋 能 结 构 平 衡 指 标 体 系 包 括 蛋 能 结 构 指 数

(邢5 1 ) 与 蛋能丰度 指数 (P A EI ) [ `
· ’ 〕

.

从 P s E x值看
,

我 国 19 5 0年水平 为 1 3 6
.

6 2 9 / 10
,
J

,

2 9 8 5年为 1 3 7
.

5 6 9 / 10
,

J
,

1 9 8 8年为 1 1 0
.

4 8 9 / 1 0
,

J
,

1 9 9 0年为 1 1 1
.

1 2 9八。 ,

J
; 而前苏联 1 9 8 -

年水平 为 1 19
.

5 2 9 / 1 0
,
J

,

欧共体 1 9 8 1年为 1 1 4
.

3 3 9 / 1 0 ,
J ; 美国 1 9 8 8年为 一0 8

.

2 4 9 / 10
,
J

,

日

本 1 9 9 0年为 1 07
·

1 3 9 / 10
,

J
.

与国外水平相比较
,

我国 P E SI 值水平尽管近年来持续下降
,

但就整体情况而言
,

这一方面不是影响饲料蛋能平衡的主因
。

一9 8 0年
,

我国的 p E A I 值水平为 1 17
.

0 6 9
·

1 0 ,

J / k g , ,

一9 5 5年为 1 13
.

0 9 9
·

20 ’
J / k g , ,

1 9 9 0

年为 89
.

13 9
·

10
,

J/ k g ,
.

研 究证明
,

要 达 到 理 想 的 生 产 水平
,

猪对 P E A I 值的要求范

围为 1 4 3
.

5 7一 3 5 5
.

0 0 9
·

10 ,

J / k g , ,

禽类为 1 9 9
.

5 5一 2 7 0
.

6 2 9
·

10
,

J / k g
, ,

乳牛 为 1 1 7
.

9 0 ~

3 4 7
.

9 4 9
·

10 ,

J / k g , ,

肉牛 为 1 0 0
.

0 0~ 14 7
.

5 8 9
·

1 0 ,

J / k g , ,

绵 羊 为 9 9
.

4 5~ 1 6 0
.

0 0

g
·

1 0 ,

J / k g ,
.

美国从 19 7 4年 ~ 19 8 8年 1 5年 间 饲 料 资 源 整 体 的 P E A I值 变 化 范 围为

1 12
·

16 ~ 1 27
·

5 g’ 10
,

J / k .g 比较国内外 P E A I值现状可以得出结论
:

单纯从蛋能结构角度

考虑
,

我国 目前的饲料资源蛋能丰度水平低
,

不能满足畜牧业生产整体需要
。

基于精饲料
、

优质粗饲料 P E A I 值高
,

粗饲料
、

劣质粗饲料 P E A I 值低的特点
,

上述结论客观地反映 出

我 国饲 料资源中精饲 料严重 不足
、

劣质粗饲料 比重 过大的结构特征
。

同时说明
,

改变

P E A I 值偏低状况的基本途径是加强精饲料生产与增加优质粗饲料 比重
.

1
.

3 蛋能平衡地域分异特点

1
.

3
.

1 东北区蛋能总黄较平衡
,

其余各区普遮不足 由附表可见
,

1 990 年
,

东北区饲料资

源总体 P A BI 值为 42 9
.

24 k g / (L .u y )
,

是全国平均水平的 1
.

56 倍
,

与美国80 年代末水平基

本相当
;
该区 E A BI 值状态与此类似

.

长江中下游 区 P A BI 和 E A BI 值均高于全国平均水

平
。

其余各区均不同程度处于蛋能数量不平衡状态
。

相较而言
,

华南区水平最低
,

P A BI 和

E A BI 两项指数分别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 74
.

19 %和“
.

61 %
,

处于严重不平衡状态
。

1 9 9。年各区域饲科资派蛋能平衡状况

目 次 东北区

杂畜占有梢料

草畜占有粗料

全畜占有佣料

E人Bl

PA BI

EAB I

PA BI

EAB I

P AB I

精料 P臼 I

精料P EA I

粗料 P曰 I

粗料 PEA I

全料 PSE I

全料 PEA I

丘料占精料(万)

枯秆占祖料(% )

侧料t 含计(万 t )

精料
:

粗料

l g 62
.

95X 10 ,

l , 8
.

3 1

2 541
.

55 X 10 7

338
.

78

2284
.

8 7又 10
7

275
.

66

1 17
.

13

130
.

93

135
.

63

4 6
.

31

124
.

76

6 2
.

91

6
.

36

5 1
.

16

75338
.

85

23
.

80
:
76

.

20

` 6 19
.

01

493
.

94

287吕
.

81

39,
.

0 2

4廿 7
.

23

429
.

2 4

80
.

84

116
.

70

138
.

4 8

3 5
.

67

103
.

0 8

62
.

24

3
.

74

74
.

76

86 51
.

19

39
.

8 5
:
60

.

15

华北区

18, 9
.

10

2 33
.

` 8

1, , 5
.

86

281
.

82

1821
.

58

243
.

35

127
.

86

142
.

72

141
.

8吕

34
.

46

135
.

0 3

58
.

21

7
.

39

79
.

19

13773
.

31

西部区

3953
.

3,

405
.

40

223̀
.

82

275
.

52

2335
.

52

276
.

50

115
.

60

123
.

63

123
.

18

` 8
.

83

120
.

03

73
.

10

8
.

73

17
.

42

11140
.

38

华南区

750
.

14

112
.

79

239 6
.

1,

325
.

吕8

147 1
.

70

204
.

51

152
.

90

149
.

3̀

134
.

4 9

46
.

70

138
.

43

60
.

20

26
.

54

53
.

60

5617
.

36

西南区

75̀
.

79

128
.

77

338 2
。

75

423
.

33

2321
.

8,

283
.

56

128
.

01

124
.

34

12 6
.

24

60
.

57

123
.

1旧

68
.

2 2

29
.

87

31
.

11

14304
.

09

30
.

6 1: 69
.

39 9
.

41 : 90
.

59

长江中T游区

216氏 82

1, ,
.

98

55 14
.

6,

7, 5
.

, l

2913
.

42

34 2
.

98

98
.

1̀

123
.

80

143
.

51

37
.

10

120
.

68

58
.

45

6
.

09

64
.

62

20 836
.

18

30
.

49 : 69
.

51 4
.

90 : 95
.

10 11
.

6 6
: 88

.

34

注
: l )所用资料为可利用侧料资砚

; 2 )单位
:

以 Bl为10了 J/ (切
·

Y)
,

PBA I为 kg J / ( Lu
·

Y)
,

PES I为 g / 10
,
J

,

P以 I为 g
·

10 ,
Jk/ 9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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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指出的是
,

尽管东北区
、

长江中下游区情况较好
,

但从其精粗饲料重量比分别为 1

: 1
.

5 1 , 1 :
2

.

2 8
,

而秸秆饲料 占其粗饲料 比重依次高达 74
.

76 %
,

64
.

62 %
,

饲料资源 P E A I

值为 62
.

24
,

58
.

45 g’ 1护 J / k g ,

结构来权衡
,

其各自蛋能平衡状况并不乐观
。

1
.

3
.

2 北方粗饲料总童少
,

南方精饲料供给状况极度 紧张 按照杂食家畜占有精饲料
、

草食家畜占有粗饲料状况分别分析精
、

粗饲料蛋能平衡特征可以看出
,

我国北方区精饲料

供给情况较好
。

东北区 P A B I
,

E A B x 值为4 9 3
.

9 4 k g / ( L u ·

Y )
,

6 6 1 9
.

0一10 ,
J / ( L u ·

Y ) ; 西部
,

区为4 0 5
.

4 o k g / ( L u ·

Y )
,

s 分5 3
.

3 9 1 0 ,

J / ( L u ·

Y ) ;
华北区类似 于全国平均水平

。

比较而言
,

南方区精饲料供应普遍不足
,

个 别 地 区 极度紧张
,

华南 区 上 述 两 项 指 数仅为 1 12
.

79

k g / ( L .u Y )
, 7 50

.

1 4 1护 J / ( L .u Y )
.

精饲料占饲料资源总量 比重仅为 4
.

90 %
.

单位草食家畜粗饲料资源占有情况与上述格局刚相反
。

呈现为南方相对充裕
,

北方普

遍不足
。

综合秸秆饲料在粗饲料中占有比重考虑
,

各地粗饲料供求矛盾相当尖锐
。

1 9 9 0年
,

我 国 单 位 存 栏 杂 食 家 畜 年 畜 产品综合产量为 35 9
.

85 k g / L u ,

草食家畜

为 29
.

83 k g / L u ,

杂食家畜产量水平是草食家畜的 12
.

06 倍
,

使杂食家畜在精饲料资源竟争

中处于优先地位
。

由于我国精饲料生产状况近期内不会彻底改观
,

粗饲料资源蛋能普遍不

平衡
,

因此
,

如果优质粗饲料生产不作大的调整
,

草食家畜整体生产力就难以大发展
。

2 我国农业发展的若干问题

2
.

1 种植业生产的若干战略

种植业是饲料蛋白质
、

能量营养的基本来源
,

我国饲料资源不平衡间题的彻底解决最

终决定于完善种植业体系与增加种植业生产
。

2
.

1
.

1 走精
、

青
、

桔 三结合的饲料生产道路 我国自明清以来粮食生产一直处于高度紧

张状态
,

在本世纪末到下世纪初一段时期
,

人均粮食占有量水平将可能仅停 留在 4 o o k g 左

右
。

粮食人均占有量长期停步不前
,

意味着我国人均精饲料贡献量上限约束趋于扣死
,

未

来人均畜产品量的增加不能只依赖精饲料来解决 s[]
。

我国秸秆资源丰富
,

来源广泛
,

除去造纸
、

用作建筑包装材料及作为能源焚烧外
,

约有

5 0%可作为饲料资源
。

这是我国传统畜牧业生产中一项重要的饲料来源
,

但由于我国精饲

料总量不足的局面长期存在
,

杂食家畜生产占用了绝大部分精饲料
,

如果仅依赖剩余的精

饲料加上秸秆
,

对于我国庞大的草食家畜群体规模而言
,

不可能实现其生产现代化
。

既然单纯依赖精饲料或者是单纯依赖精饲料加桔秆都不能解决我国饲料资源整体缺

乏问题
,

客观情况决定了我国种植业生产必须开辟新的
,

更广阔的饲料来源
。

绿肥生产在我国传统农业体系中曾发挥过重要的
“

填闲
”

肥田功能
。

70 年代后期以来
,

随着化肥工业的发展
,

栽培面积逐年下降
,

出现了大量冬闲田
。

四川省重庆郊区农民利用

这一资源
,

集 约 化 栽 培 一 年 生 黑 麦 草
,

在 不 影 响 水稻正常生产情况下
,

青绿饲料

产量达 l o 2 5 0 0 k g / h m
, ,

折合干物质 ( n M ) 2 5 s l Z
.

s k g / h m
, ,

标准代谢能 ( S M E ) 2 6 5 7 8
.

2 x

10
,

J /h m
, ,

粗蛋白质 ( C P ) 3 2 6 5
.

3 5 k g / hm
,

.

我国目前有冬闲田 4 0 0 h m
,

以上
,

选择 5 0%面积

普及这项措施
,

每年即可增加优质饲料 D M O
.

5亿 t
.

此外
,

四川省草原站在凉山州丘陵区进行的光叶紫花若子推广工作
、

李震钟在陕西陇

县进行的紫花首楷推 广工作以及赖先奇在新疆伊宁进行的草木择推广工作均显示出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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诱人的前景
。

发展草业
,

进行大规模
、

集约化
、

知识密集
、

技术密集
、

资金密集型的青饲料生产
,

在我

国还刚刚起步
,

走精
、

青
、

秸三结合的饲料生产道路是时代赋于我国种植业的历史重任
。

2
.

1
.

2 拓宽种植业生产概念
,

将狄草青饲料生产纳入正常生产轨道 我国农业生产历来

以种植业为主
,

种植业生产基本以粮食生产 为唯一任务
,

农事活动限定于耕地范围之内
。

因此
,

所谓农 区指的就是耕地 区
.

非耕地即使在农区范围内也是无等土地
。

上述观念是在

生产中长期形成并淀积加固的结果
,

使得我国目前农用地资源利用严重不平衡
,

耕地和牧

地生产力相差悬殊
,

青饲料生产基础薄弱
,

最终限制了农业综合生产力水平的持续提高
。

既然我国饲料生产的任务历史地落在种植业生产上
,

种植业观念就应该在原有基础

上扩展拓宽
,

实行在原有生产基础之上
,

利用一切可以栽培或施加农业技术措施生产饲

料的资源
,

其中包括草地资源
,

进行生产
,

完成时代赋于的历史使命
。

2
.

2 养殖业生产的若干战略

2
.

2
.

1 继续坚持 节根型养殖业生产方针
,

走杂食家畜精青结合
、

草食家畜青桔精结合及

海淡养技业青精结合道路 我国饲料资源中精饲料长期缺乏情况客观上决定了养殖业中

必须坚持节粮型生产方针
。

我国杂食家畜生产在长期精饲料供给胁迫条件之下已形成 了

多种形式的精青结合生产方式
。

1 9 9 0年在四川德阳市
、

达县地区及威远县大规模调查结果

表 明
,

在最主要三类猪用日粮中
,

其能量供给精青比为 1 : 0
.

19 ~ 1
.

56
,

蛋白质供给量精青

比为 1 , 0
.

78 一 5
.

67
.

同样生产 1 k g 猪肉
,

美国需 3
.

7 k g 精料量
,

四川省只需要 2
.

Z k g
,

平均

节省精料 40
.

54 %
.

近年来我国云
、

贵
、

湘大范围试验证明
,

利用白三叶人工草地育肥猪
,

每

头猪 只用 SO k g 精料
,

6一 7个月就可以达 g o k g 出栏水平
。

这一模式如能推广
,

其节粮效果

更 为可观 s1[
。

目前国内奶牛业生产方式基本为以精料为主
,

是耗粮型体系
。

这一方式难以在全国范

围 内大规模推广
,

如强制 推广势必 危及杂食家畜生产
。

我国奶牛目前 生产 水平约 为

s o 0 0 k g /头
·

年
;
采用完全青饲料生产方式

,

生产水平可达 3 o 00 k g /头
·

年
,

采用青秸为主
,

适当补饲精料方式
,

生产水平 可达 4 0 0 0 k g /头
·

年
.

我国青饲料生产潜力大
,

秸秆 资源丰

富
,

青秸精结合生产方式是我国奶牛业未来大规模发展的基本模式
。

事实上
,

我国肉牛业
、

羊业的最终发展
,

也必须依赖于草业生产体系的建成
。

海淡养殖业生产应 当利用食物链原理实行分层
、

分池
、

分级集约化养殖
,

坚持青绿料

为主
、

精料为辅的方针
,

逐步形成各地不同优化生产体系
,

进行规模发展
。

2
.

2
.

2 适度控制 畜群总规模 由于饲料资源短
,

我国畜均饲料占有量严重不 足
,

这是造

成我国畜牧业生产效率低下的主要原因
,

要彻底改善这一状况
,

就必须适度控制畜群总规

模
。

坚持以杂食家畜生产为基础
,

在饲料资源改善的同时
,

积极发展草食家畜生产与海淡

养殖生产
,

使饲料生产增长速度远大于畜群扩展速度
。

2
.

2
.

3 建立和 完善我国区域养殖业 生产休 亲 我国六大农业区域饲料资源蛋能平衡状

况各异
,

地理位置
、

生产基础及经济水平不同
,

养殖业生产任务彼此存在差别
。

因此
,

应当

分别建立和完善我国区域畜牧业生产体系
。

我国东北区饲料资源雄厚
,

开发潜力大
。

目前蛋能平衡状况高于欧共体及前苏联 80 年

代初水平
,

略低于美国
,

与 日本水平持平
,

在地理位置上与东北区环图门江新经济开发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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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国相邻
。

应当从战略高度出发
,

建立以对外贸易为核心的东北区高度集约畜牧业生产体

系
,

形成主导产业
,

发展出口创汇
。

我国华南区背依祖国内陆
,

面向港
、

台及东南亚诸国
,

地理条件十分便利
,

由于经济水

平高
,

人 口 密度大
,

应当利用区位优势及经济条件
,

本着经济效益高
、

生态合理原则
,

实行

当地生产
、

内地引入及国际市场调剂三结合的饲料供给战略
,

建立华南区吞吐加工型创汇

畜牧业生产体系 71[
.

我国内陆各区均不同程度存在饲料不平衡问题
,

近期内应当积极发展饲料生产
,

调整

两业结构
,

逐步实行平衡
。

建立以 自给型为主的畜牧业生产体系
,

同时要依托生产优势
,

发

展名优新特精畜产品创汇产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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