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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在当下玉米产量阶段性过剩与优质

饲料短缺明显的背景下，提高饲用玉米转化

水平是今后我区玉米结构调整的关键所在和

重要方向

当前，受全球经济低迷和国际市场玉米供给

宽松等综合因素影响，国内玉米出现了明显的过

剩，过剩产能大约在 4000 万吨左右，使得国内玉

米竞争力日渐式微。但从饲料角度看，目前国内

约有 1.5 亿吨的饲料需求，其中 70% 依赖进口，

进口饲料中所含玉米比重基本在 70% 左右，而从

未来趋势看，肉蛋奶消费总体呈刚性增长态势，

必然会带动包括玉米在内的饲料粮需求的快速增

长，相关研究表明，到 2020 年以满足 16 亿人对

畜禽产品需求为目标，饲料粮需求将可能增加到

4 亿吨，将占粮食消费需求总量的 45% 以上，饲

料粮已成为粮食消费刚性增长的主要需求，饲料

粮短缺影响我国畜牧业的进一步发展，将成为我

国粮食安全的主要问题，这也从根本上决定了我

国玉米结构调整的主基调，即以种养联动为主。

促进玉米种植与饲养业联动发展，也是目

前世界范围内通行的做法，相关研究表明，目前

全球饲料用玉米占玉米总产量的比重基本保持在

60% 左右。玉米是饲料之王，以玉米为主要成分

的饲料，每 2-3 千克即可换回 1 千克肉食，世界

上大约 65%-70% 的玉米都用作饲料，发达国家

高达 80%，是畜牧业赖以发展的重要基础。我国

2014-2015 年度国内玉米总消费量约 4000 亿斤左

右，其中饲料消费 2600 亿斤，占比为 65%，在

各种牲畜用玉米饲料中，猪的用量最大，其次是

牛、羊、马属动物，按照我国一般的饲料转化效

率，一头出栏重 120 千克的生猪平均需消耗饲料

约 330 千克，如果按照全期 62% 的平均添加量计

算，约需要 200 千克玉米。

我区是玉米种植大区和玉米优势主产区之

一，截至 2015 年，我区玉米播种面积达到 5110.9

万 亩， 产 量 450.2 亿 斤， 玉 米 播 种 面 积 和 产 量

分别占到全区粮食作物面积和产量的 59.5% 和

79.6%，占全国玉米播种面积和产量的 8.9% 和

10%，居全国第 3 位，在全国玉米布局中占有重

要地位 ；同时，我区玉米种植区域主要集中于大

兴安岭南麓、西辽河、河套平原和土默川平原四

大大优势主产区，产量占全区比重为 83% 左右，

已成为全国重要的玉米优势主产区之一，从未来

看，这个积累起来的区域比较优势不仅不能丢，

而且要进一步强化。但从我区玉米过腹转化增值

摘  要 ：我区是玉米种植大区，同时也是玉米优势主产区和传统生猪养殖区，结合国家和自治区

相关玉米种植结构调整总体精神及具体意见，提高饲用玉米转化水平是今后我区玉米结构调整的关键

和主要方向。但在农牧民玉米种植高度自主化的前提下，如何在规划和政策方面引导以养带种、以种

促养，就成为玉米结构调整的重要突破口，而借助当前我国生猪养殖布局变迁及政策契机，加快推动

我区生猪产业与玉米种植联动发展，并顺势做大做强我区生猪养殖业不失为我区玉米结构调整的重要

切入点和必要助推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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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推动内蒙古生猪产业与玉米种植联动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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伐逐渐加快，浙江、福建、湖南、江西、广东等

地区纷纷北上。顺时而谋，今年国家一号文件也

明确提出，要进一步优化南方水网地区生猪养殖

布局，引导产能向环境容量大的地区和玉米主产

区转移，并将我区确定为重要的生猪养殖潜力增

长区和未来生猪主产区。

我区是生猪传统养殖地区之一，虽然，近年

来我区生猪养殖规模化程度得到了一定提升，但

规模化养殖发展仍然存在很大不足，特别是纯农

业乡镇生猪养殖依然以散养为主。目前全区生猪

出栏 100 头以上的规模场（户）达到 29.8%，规

模化养殖比重仅为 34.8%，而全国规模化养殖场

( 年出栏 500 头以上 ) 占比就达到了 44%。同时，

缺乏竞争力强的生猪养殖龙头企业，现存生猪加

工企业自身实力不强，未能建立自身原料生产基

地，产业经营水平较低，弱化了生猪行业整体竞

争力。此外，作为传统的生猪养殖区，虽然自治

区也在积极采取相关措施力促全区生猪产业发

展，但现实情况是，我区生猪产业一直处于不温

不火的境况，在我国生猪版图上的地位和作用也

微乎其微。2015 年我区生猪存栏 1490.97 万头，

占全国比重仅为 3.3%，生猪出栏 1600 万头，占

全国比重仅为 2.26%，全年猪肉产量 70.8 万吨，

占全国比重也仅为 4.3%，这种境况亟待改观。

现状看，玉米种植与养殖业配套衔接不够的境况

亟待改观。截至目前，全区涉及玉米加工的企业

有 300 家左右，加工转化能力 1000 万吨左右，而

其中饲料加工企业年转化玉米能力仅有 200 万吨

左右，占全区玉米产量比重仅为 8.9%。基于此，

在当下全国玉米产量阶段性过剩与优质饲料短缺

明显的背景下，提高饲用玉米转化水平就成为今

后我区玉米结构调整的关键和主要方向。

二、借助生猪养殖布局变迁及政策契

机，加快布局生猪产业是我区做大做强生猪

养殖与做好玉米结构调整的最大契合点和重

要突破口

猪肉是我国居民的重要肉食来源，猪肉在我

国居民肉类消费中占比为 65% 左右，2015 年我

国猪肉人均占有量 40 公斤左右，人均猪肉消费量

基本稳定在 21 公斤左右，消费区域主要集中在南

部和东部地区。从猪肉生产布局看，长期以来，

长江流域、华北、西南和东北地区四大区域生猪

产量约占全国总产量的 80% 以上，其中四川、湖

南、河南和山东四省的猪肉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

32%，是我国猪肉的主产区。近年来，随着生猪

养殖的环保政策越来越严峻，养猪业布局调整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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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此，自治区也提出要加快实施“稳羊增牛扩

猪禽”战略，积极支持通辽、赤峰、呼和浩特等

玉米主产区承接南方养殖业转移，大力发展生猪

家禽养殖，按照《内蒙古自治区农牧业现代化第

十三个五年发展规划》发展目标，到 2020 年，力

争全区生猪存栏达到 3000 万头，粗略估算，需

要消耗玉米近 120 亿斤，约占 2015 年玉米产量的

26.7%。有鉴于此，推动玉米种植与生猪养殖联

动发展，将成为我区做大生猪养殖与做好玉米结

构调整的最大契合点和重要突破口。

三、综合考量养猪业特点、区域环保问

题及行业发展趋势，未来我区需要多措并举

全力打好生猪产业与玉米种植联动发展的政

策引导牌

实现生猪养殖与玉米结构调整优化互动，

对于改善种植结构、实现粮经饲协调发展和做大

做强生猪产业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同时也应看

到，养猪业还面临着较为明显的环保约束问题和

猪肉产品供给质量升级等问题，这些需要在综合

考量区域产业基础、环境容量和居民种养自主权

的前提下，多策并举，全力打好生猪产业与玉米

种植联动发展的政策引导牌。

（一）加快做好生猪产业相关标准和规划制

定工作

以精细养殖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为目标，结

合生猪养殖基础，因地制宜做好养猪业相关标准

和规划工作。一方面，围绕“在哪里养”，结合玉

米优势主产区，规划区域布局，科学划分适养区

和重点养殖区。另一方面，围绕“如何养”以及

“养什么”，完善相关标准。按照规模化和绿色化

养殖要求，加快制定和出台养殖准入、猪舍标准

化建设、猪肉加工和生产加工环节环保配套等方

面相关标准，重点支持年出栏 500 头以上的规模

化养殖场建设 ；同时也要结合自身资源禀赋，保

护与开发生猪优良地方品种，实现特色化、差异

化发展。

（二）树立全产业链思维

要树立全产业链思维，拉伸和整合生猪养

殖各个环节，重点围绕玉米种植、饲料生产、兽

药生产供应、种猪繁育及肥猪饲养、种猪育肥、

猪疾病防治相关检验检疫、生猪屠宰加工、猪肉

产品运输和销售等环节，做好资源整合工作，结

合消费区域特征，加快布局面向终端销售的冷链

环节。创新利益联结机制，引导各相关主体建立

联盟，推进种养加销紧密结合，实现抱团发展。

同时，按照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的要求，推

进玉米种植、生猪养殖与其它产业融合发展，遵

循循环经济理念，继续延伸产业链，努力打造玉

米—饲料—生猪—生产加工，玉米—饲料—生

猪—废弃物—沼气，玉米—饲料—生猪—农牧业

观光旅游等产业链，实现立体化、生态化和标准

化种养殖联动发展。

（三）加快制定和出台相关集成化政策扶持

体系

一要统筹优化现有相关扶持政策。落实好

国家和自治区现有粮改饲与生猪养殖等相关补助

政策，并细化养猪业补贴和粮改饲等结构调整补

贴项目的统筹，为生猪养殖与玉米结构调整互动

营造良好环境。二要合理引导预期。在做好规划

的同时，逐步建立完善良种繁育体系、动物防疫

体系和质量安全体系，为养殖业健康有序发展提

供基础保障。同时在粪污无害化处理、圈舍建设

（或现有圈舍标准化改造）和基础设施建设方面，

出台相关扶持政策，全力打造玉米结构调整与生

猪养殖互动发展的政策洼地。三要实施好龙头引

进和培育工程。围绕生猪养殖育种、配套玉米饲

草料加工等关键环节，加快制定和出台土地、财

政、信贷和税收等扶持政策，积极培育和引入相

关龙头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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