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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生猪规模化养殖趋势成因分析
胡小平,高洪洋

(西南财经大学 中国西部经济研究中心,成都610074)

  摘要:生猪规模化养殖是实现我国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主要内容之一,我国生猪规模化养殖已成为不

可逆转的趋势和方向。农村劳动力短缺、规模养殖的成本优势、养殖技术进步、充足的饲料粮供给和政府政策扶持

是构成生猪规模化养殖趋势的内在和外在原因。扶持生猪养殖龙头企业、鼓励保险业进入生猪规模化养殖产业、

加大种植业结构调整以及实行以目标价格为主的生猪价格补贴政策是促进生猪规模化养殖的较为可行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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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一直是以猪肉消费为主的国家,猪肉是构

成百姓“菜篮子”中的重要商品。2001年以来,我国

猪肉产量占全年肉类总产量的比重始终保持在

60%以上。随着我国食物消费结构的进一步升级,
猪肉消费需求还会继续增长。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我国农村形势的变化,
生猪养殖方式开始向规模化、集约化方向发展。国

内学者已看到了这一变化,并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如杜丹清、孙世民、李明等,鼓励发展生猪规模养

殖[1-3],而何晓红等认为生猪养殖规模并不是越大

越好[4]。在最优养殖规模上,张喜才和张利痒认为,
中国特色养猪最大的业态将是中小型规模,形成规

模适度的养猪产业主体,使其成为有中国特色现代

养猪最大组织形态,这是我国相当长时间最合适的

养猪规模[5]。张晓辉等则认为效益最好的规模是中

等养殖规模,即年出栏31-100头生猪(平均出栏

51头)[6]。关于生猪生产区域布局,胡浩等研究发

现生猪生产将向饲料资源、劳动力资源和农业资本

丰富的地区集中[7]。我国生猪养殖区域将在传统主

产区保持平稳发展的基础上,向黄淮流域玉米、小麦

等粮食主产区和东北粮食主产区转移,由经济发达

地区向山区、周边地区转移[8]。关于生猪生产成本

利润,李桦等指出随着饲养规模的增加,物质费用增

加,人工费用呈下降趋势[9]。生猪养殖成本随猪场

规模的扩大呈现“U”型变化,养殖效益则随猪场规

模的扩大呈现倒“U”型[10]110。
目前已有的研究文献缺乏对我国生猪规模养殖

成为趋势的原因分析,本文试图深入剖析生猪规模

养殖成为趋势的内在和外在原因,为生猪规模化养

殖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一 我国生猪饲养方式的变化

长期以来,我国猪肉价格呈现出3-4年的周期

波动,这导致生猪养殖也出现周期性波动。生猪养

殖的周期性波动也与小规模散养方式有很大关系。
由于沉没成本低,小规模散养可以随时根据市场变

化调整生产方向,稳定性很差。为稳定生猪和猪肉

市场的供给,国家通过一系列的政策积极扶持生猪

规模养殖①,促进了生猪生产向规模化、集约化发

展。
从养猪场(户)数量来看(见表1),年出栏生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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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头及以上的场户数,2002年为1034843个;2003
年为1138618个,较2002年增加103775个,增幅为

10.03%,场户数个数占比为1.06%;2007年场户数

为2244300个,较2002年增加1209457个,增幅为

116.87%,场户数个数占比为2.73%;2012年场户

数为2799499个,较2002年增加1764656个,增幅

为170.52%,场户数个数占比为5.12%[11]。可见,

2002-2012年,我国规模养猪场(户)的数量呈现不

断增长的态势。从猪场年出栏量来看,我国规模养

殖生猪出栏量2002年为16598.15万头;2003年为

18907.41万头,较2002年增长2309.26万头,增幅

为13.91%,占生猪总出栏数的28.75%;2007年为

38938.99万头,较2002年增长22340.84万头,增
幅为134.60%,占生猪总出栏数的48.46%;2010
年为60250.40万头,较2002年增长43652.25万

头,增 幅 为 262.99%,占 生 猪 总 出 栏 数 的

64.51%[11]。可见,规模养殖生猪年出栏量呈现不

断增长的趋势,而且规模养殖生猪年出栏量的增长

幅度远远大于规模养猪场(户)数量的增长幅度,生
猪养殖的规模效应比较明显。从出栏数百分比来

看,规模养殖场(户)承担了我国生猪养殖的主要任

务。
表1.2002-2012年我国生猪规模养殖变化情况表[11]

年份
猪场出栏规模50头及以上/年

场户数(个) 场户数百分比 出栏数(万头) 出栏数百分比

2002 1034843 0.98% 16598.15 27.21%

2003 1138618 1.06% 18907.41 28.75%

2007 2244300 2.73% 38938.99 48.46%

2008 2421378 3.35% 47973.64 55.95%

2009 2538040 3.78% 54030.97 61.33%

2010 2648417 4.29% 60250.40 64.51%

2011 2744844 4.74% - -

2012 2799499 5.12% - -

  说明:由于2011和2012年我国规模养殖生猪出栏量数

据尚未公布,因而表1中有4个数据缺失。

我国生猪产业发展的地域范围极其广阔,生猪

规模养殖在区域间差异较大。按照国内学术界大多

采用的行政区域划分方法,本文将我国行政区域(港
澳台除外)划分为东、中和西部三个地区② 进行分

析。生猪养殖规模化程度则以“50头以上养殖户生

猪年出栏量/肉猪出栏总量”为判别指标[12]。

根据历年《中国畜牧业年鉴》和各省统计年鉴的

数据整理得到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生猪养殖的规模

化程度(如图1所示),2001-2010年,我国东、中、
西部地区的生猪养殖规模化水平均表现出不断增长

的趋势。2001年,东部地区生猪养殖规模化程度为

46.91%,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生猪养殖规模化程

度仅为27.95%和13.52%;到2010年,东部地区生

猪养 殖 规 模 化 程 度 上 升 到 78.90%,增 幅 为

68.19%,中 部 地 区 生 猪 养 殖 规 模 化 程 度 为

70.55%,增幅为152.42%,西部地区生猪养殖规模

化程度上升到45.02%,增幅高达232.99%[11]。数

据显示,我国东、中部地区的生猪养殖规模化水平高

于西部地区的生猪养殖规模化水平,但西部地区生

猪养殖规模化程度的增长速度明显高于东、中部地

区;我国生猪饲养方式逐渐从农户散养向规模养殖

的方式转变,且增长速度加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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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001-2010年各地区生猪养殖规模化程度趋势图[11]

二 生猪规模化养殖发展的成因

我们认为,导致我国生猪养殖规模化的主要原

因有以下五个方面。
(一)农村劳动力短缺

目前,我国农村劳动力短缺是构成生猪规模化

养殖的主要原因之一。农村劳动力短缺表现为农村

外出务工人数的大量增长和留守农村的人口老龄化

两个方面。
据《2013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

2013年,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6894万人,比2008年

增加4352万人,增长19.31%;其中1980年及以后

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数量为12528万人,占农民工

总量46.6%,占同期出生的农村从业劳动力总量的

65.5%;特别地,87.3%的新生代农民工没有从事过

任何农业生产劳动[13]。农村劳动力特别是农村青

壮年劳动力大量外出打工直接导致从事农业生产的

劳动人数锐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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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农民就业渠道不断拓宽,外出打工劳动力

数量不断增加,老人和妇女留守在农村,加剧了农村

人口老龄化问题[14]。据全国人口变动情况抽样调

查和第五、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情况来看,从2001
年开始,我国农村人口老龄化比重已超过10%,这
意味着我国农村2001年开始进入人口老龄化社

会③。2012年,笔者对四川省4个市8个乡镇13个

村进行实地调查的数据显示,被访问村民中65岁以

上的占到26%[15]。可见,我国农村老龄化问题较为

明显。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预测研究报告显

示,到 2020 年,我 国 农 村 老 龄 化 水 平 将 达 到

20.23%,到2030年老龄化速度达到最快的时候,农
村老龄化程度会达到29.14%[16]。

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大量从农村转移到城市从事

非农产业,农村人口老龄化现象十分突出。这一变

化,促使我国生猪养殖模式从农户散养逐渐向规模

养殖形式转变。一方面,留守在农村的老年人除了

种植自己生活所需的粮食外,基本没有从事其他农

业生产活动精力和能力,散养农户渐渐退出生猪养

殖领域,这为规模养殖企业从事生猪规模养殖提供

了进入契机。另一方面,城市务工收入的提高,农村

劳动力转移到城市打工,使农村劳动力出现短缺,拉
升了农村的劳动力成本,增加了散养农户养猪的机

会成本。农村养猪人工成本的上升,使更多散养农

户认为,从经济效益上来讲,散养生猪不再是最优的

选择,而生猪规模养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人工

成本上升的影响,具有规模经济效应。
(二)规模养殖具有成本优势

生猪生产成本由物质与服务费用和人工成本构

成。物质与服务费用④ 包括直接生产费用(子畜进

价、精饲料费、青粗饲料费、饲料加工费、医疗防疫费

和工具材料费等)和间接生产费用(固定资产折旧、
税金和管理费等)。人工成本包括家庭用工折价和

雇工费用。《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中的计

算方法为:家庭用工折价=劳动日工价×家庭用工

天数,而家庭用工天数=家庭劳动用工折算成中等

劳动力的总劳动小时数/8小时。家庭用工天数计

算中的中等劳动力的确定标准为:一是18-50周岁

男性、18-45周岁女性,能够适应中等劳动强度的,
为一个中等劳动力;二是在前款规定的年龄段之外,
能够经常参加劳动,劳动能力和劳动强度相当于中

等劳动力的,可按一个中等劳动力计算,劳动能力和

劳动强度不及中等劳动力的,按实际情况折算;三是

雇工视作中等劳动力。雇工费用分为短期雇工费用

和长期雇工费用。短期雇工的雇工费用按照实际支

付总额计算;长期雇请的合同工(一个月以上),先按

照该雇工平均月工资总额(包括工资及福利费等)除
以30天计算出其日工资额,再根据从事该产品生产

的劳动天数计算得到其雇工费用。按照以上方法经

整理计算,得到两种饲养方式下每头生猪的人工成

本、生产成本和利润情况(见表2和表3)。
表2.2001-2012年我国生猪主产省每头生猪平均养殖成

本⑤情况[17](单位:元)

省份
精饲料费 人工成本 生产成本

农户散养 规模养殖 农户散养 规模养殖 农户散养 规模养殖

河北 504.2 477.5 150.1 56.2 971.9 854.1

江苏 396.5 457.2 146.2 49.1 912.8 860.1

安徽 422.8 549.7 308.9 65.1 1135.5 978.4

山东 472.5 486.3 132.0 47.8 981.2 925.8

河南 519.2 524.8 104.8 83.1 964.0 941.5

湖北 529.6 616.6 215.9 64.3 1096.6 1029.8

湖南 592.1 657.6 180.8 55.5 1054.8 1030.9

广东 493.6 571.5 209.5 53.7 1131.0 1062.0

广西 478.8 551.8 216.0 78.6 1058.0 1010.1

四川 362.3 403.5 201.8 94.7 968.3 896.1

云南 486.7 561.7 234.9 56.6 1109.9 1024.5

11省
平均 478.0 532.6 191.0 64.1 1034.9 964.8

表3.2001-2012年我国生猪主产省每头生猪平均养殖利润

情况[17](单位:元)

省份
农户散养 规模养殖

总产值 总成本 利润 总产值 总成本 利润

河北 1134.2 987.4 146.8 1066.3 855.8 210.5
江苏 1027.5 912.9 114.5 994.0 862.5 131.5
安徽 1204.1 1135.5 68.6 1156.0 980.4 175.7
山东 1092.2 982.4 109.8 1110.5 928.1 182.4
河南 1119.1 964.7 154.4 1092.5 944.0 148.5
湖北 1229.4 1100.7 128.7 1181.0 1032.6 148.4
湖南 1163.7 1055.7 108.0 1285.8 1032.8 253.0
广东 1277.4 1131.8 145.6 1197.1 1064.8 132.4
广西 1093.1 1059.3 33.8 1131.1 1011.8 119.3
四川 1081.3 970.9 110.4 1102.8 901.4 201.4
云南 1171.7 1110.8 60.9 1190.3 1029.5 1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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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省
平均 1144.9 1037.5 107.4 1137.0 967.6 169.4

  在养猪生产成本方面,11个生猪主产省农户散

养生猪的平均生产成本略高于规模养殖生产成本,
两者每头相差70.1元。通常,饲料费用和人工费用

占我国养猪户生猪生产成本的80%以上。精饲料

费方面,10个生猪主产省生猪规模养殖的精饲料费

用均高于农户散养精饲料费用。其主要原因是规模

养殖户为了缩短生猪饲养周期,在生猪养殖环节会

投入大量的精饲料,生猪规模养殖模式对精饲料的

需求较农户散养模式大,且没有相应的替代物,因而

精饲料费用较散养户的精饲料费高。安徽省规模养

殖生猪精饲料费与农户散养精饲料费的差额最大,
前者比后者高出126.9元。因为安徽省多数地区的

玉米、大豆等饲料原料相对供应不足,需要从主产区

调入,运输成本增加,因而规模养殖户使用的精饲料

费用也偏高。人工成本方面,11个生猪主产省规模

养殖人工成本均低于农户散养生猪人工成本。其主

要原因是散养每头生猪人工成本基本由家庭用工折

价决定,规模养殖每头生猪人工成本包括家庭用工

折价和雇工费用。雇工有利于专业分工,使每头生

猪生产的总劳动小时数减少,劳动生产率提高。规

模养猪的劳动生产率高于农户散养生猪的劳动生产

率,使规模养殖生猪产量多于农户散养生猪产量,因
而规模养殖单位数量的生猪分摊的人工成本低。

在养猪利润方面,每头生猪的养殖利润等于生

猪生产总产值减总成本⑥。从表3可以看出,2001
-2012年,无论是农户散养形式还是规模养殖形

式,生猪主产省每头生猪的平均养殖利润均为正值。
从11个省的平均情况来看,规模养殖每头生猪的利

润为169.4元,农户散养每头生猪的利润为107.4
元,前者较后者高出62.0元。除河南、广东两省外,
规模养殖生猪的平均利润均要高于农户散养生猪的

平均利润[17]。
(三)养殖技术进步

据测算,“十一五”期间我国畜牧业科技进步贡

献率达到55%,比“十五”期间提高3个百分点[18]。
《全国畜牧业发展“十二五”规划》指出,到2015年,
国家畜牧业科技进步贡献率提高到56%以上。生

猪养殖技术特别是生猪疫病防控技术、配合饲料技

术以及猪场粪污处理利用技术是我国生猪规模化养

殖形成趋势的原因之一。

在生猪疫病防控技术方面,生猪规模养殖密度

大、空间小,对疫病的防治有一定的困难。国家每年

在生猪疫病的防控上投入大量人力、财力以开发新

技术,猪疫病防控技术取得了重大进展。比如,规模

养殖场先进的消毒技术和设备能对进出养殖场的人

员进行彻底的消毒,切断疾病传播途径。另外,生猪

规模养殖场采用严格的、标准化的生猪免疫接种、药
物预防、疫病监测等技术,使我国生猪养殖过程中疫

病疫情量减少,生猪存活率逐渐增高,规模养殖生猪

出栏量大幅增长。
在生猪配合饲料技术方面,《饲料工业“十二五”

发展规划》指出,我国对饲料科技投入不断增加,配
合饲料转化率不断提高,对养殖业技术进步的贡献

率达50%以上。《全国生猪遗传改良计划(2009-
2020)》指出,我国生猪生产水平明显改善,生猪配合

饲料转化率与“八五”时期相比提高了20%以上,并
提出我国饲料转化率年均提高2%的目标任务[19]。
配合饲料相比于青粗饲料,能满足生猪不同阶段生

长对各种营养物质的需求,饲料全面的营养标准和

适当的投入比例,能充分发挥生猪生产能力,提升规

模化生猪养殖经济效益。
猪场粪污处理利用技术的进步,解决了生猪规

模化养殖过程中面临的污染难题。规模化养殖场建

立了与养殖规模相匹配的粪污无害化处理设施,实
现了猪粪和猪尿的干湿分离,通过沼气发酵技术或

机械强化法的快速高温———有氧发酵处理技术制造

出农业生产所需的有机肥。规模养殖场先进的污水

排水系统,对污水采用发酵的方式进行处理后,使排

污能达到畜禽养殖业规定的排污标准。生猪规模养

殖场粪污处理利用技术的创新和推广,使规模养殖

场的粪污处理能达到专业化、无害化、资源化的要

求,提高了生猪标准化的规模生产水平。
(四)充足的饲料粮供给

与农户散养相比较,规模养殖消耗的饲料粮多,
这是因为农户散养可以利用青粗饲料、泔水等替代

部分饲料,规模化养殖则无法做到。根据《全国农产

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的数据,我们计算出,从2001
-2013年,每头散养生猪平均的耗粮数量为191.42
公斤,每头规模养殖生猪平均的耗粮数量为196.16
公斤,每头猪平均多耗粮4.74公斤,我们按2010年

规模养殖生猪的出栏总量计算(2010年以后的数据

未公 布),规 模 养 殖 多 用 饲 料 粮 共 计285.59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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吨[17]。

2004年至2014年,我国粮食产量实现“十一连

增”,是饲料粮供给充足的基本条件。特别是玉米产

量增幅很大,2004年玉米产量为13029万吨,到

2014年玉米产量达到21567万吨,较2004年增长

8538万吨,增幅为65.53%[20,21]。此外,由于我国在

此期间进口大豆数量增长很快,豆粕产量也大幅增

加。据美国农业部的统计数据显示,2004年我国豆

粕产量为2403万吨,到2014年达到5849万吨,较

2004年增加3446万吨,增幅高达143.40%[22]。这

为我国养殖业发展提供了充足的饲料,也支持了生

猪的规模化养殖。
(五)政府政策扶持

为了稳定规模养殖场(户)生猪的供给水平,国
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主要包括四方面内容。

(1)生猪标准化规模养殖场(小区)建设项目。
从2007年开始,国家专项安排部分中央预算内投

资,逐步落实生猪标准化规模养殖场(小区)改扩建

项目,对生猪标准化规模养殖场(小区、重点户)分四

个档次予以补助⑦。2011年,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关
于促进生猪生产平稳健康持续发展 防止市场供应

和价格大幅波动的通知》,强调“十二五”期间,每年

继续安排中央投资25亿元支持生猪标准化规模养

殖场(小区)建设[23]。
(2)生猪调出大县奖励。2007年,国务院发布

《关于促进生猪生产发展 稳定市场供应的意见》指
出,为充分调动地方发展生猪规模化生产的积极性,
国家对生猪调出大县(农场)给 予 适 当 奖 励[24]。

2011年,中央财政安排奖励资金32.5亿元,专项用

于发展生猪生产和产业化经营,奖励资金依据生猪

调出量、出栏量和存栏量权重分别为50%、25%、

25%进行测算,2011年奖励县数500个,平均每个

大县奖励500万元[25]。
(3)病死猪无害化处理补助。2011年,国务院

出台的《关于促进生猪生产平稳健康持续发展 防止

市场供应和价格大幅波动的通知》,决定对标准化规

模养殖场(小区)养殖环节病死猪无害化处理进行补

助,补助对象和标准是年出栏生猪50头以上的生猪

规模化养殖场(小区)养殖环节病死猪无害化处理费

用每头给予80元补助,由中央和地方财政按照生猪

重大疫病强制扑杀补助现行比例分担,中央财政对

一、二、三类地区分别给予60元、50元、40元的补

助,地 方 财 政 分 别 承 担20元、30元、40元 的 补

助[26]。
(4)能繁母猪补贴政策。2007年7月,国务院

发布《关于促进生猪生产发展 稳定市场供应的意

见》指出,为了保护能繁母猪生产能力,国家按每头

50元的补贴标准,对饲养能繁母猪的养殖场(户)进
行补贴[24]。2007年12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

进一步扶持生猪生产 稳定市场供应的通知》指出,
从2008年7月1日至2009年6月30日,能繁母猪

补贴提高到每头100元[27]。之后,每头能繁母猪补

贴每年维持在100元,补贴资金由国家承担。其中,
东部地区由地方财政负担;中西部地区由中央财政

负担60%,地方财政负担40%;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以及黑龙江省农垦总局、广东省农垦总局的补贴资

金全部由中央财政负担[28]。此外,还有能繁母猪保

险、育肥猪保险政策等。为进一步明确生猪规模化

的发展方向,2011年,农业部关于印发《全国畜牧业

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2011-2015年)》的通知要

求,到2015年,全国畜禽规模养殖比重提高10-15
个百分点,其中年出栏500头以上生猪规模化养殖

比重达到50%[29]。
三 结论与建议

从上述主要原因来看,我们认为:首先,农村劳

动力供给不足现象至少在相当一段时期内都不会发

生改变,生猪规模化养殖有利于控制人工成本这一

优势还将长期保持;其次,生猪养殖技术发展的潜力

还很大,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生猪养殖技术还存

在一定差距,随着这个差距被不断填补,生猪规模化

养殖的效益还会进一步提高;最后,政府对生猪规模

养殖的相关扶持政策还会不断加强。因此,我国生

猪的规模化养殖将会继续保持发展趋势。同时,我
们也要看到,生猪规模化养殖对饲料粮的需求会越

来越大,能否保证充足的饲料供给有可能成为制约

我国生猪规模化养殖发展的关键因素。
为了加快推动生猪规模化养殖的发展,我们认

为,还应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一是扶持龙头

企业带动生猪规模养殖向全产业链的方向发展,整
合养殖、加工、销售、服务等各个环节,实现生猪一体

化、产业化经营。二是国家采取有效措施鼓励保险

业进入生猪规模化养殖产业,以减少大规模疫病灾

情的损失。三是加大种植业结构调整,保证饲料粮

供应。随着我国食物消费结构的升级,口粮消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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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重将会逐渐下降,应当相应地减少水稻种植的面

积,扩大玉米种植面积。从单位面积产量来看,我国

玉米增产的潜力还很大,每亩单产也高于水稻,调整

种植结构,使同样面积的耕地生产出更多的粮食以

保证饲料粮的供给,同时也适应了我国食物消费结

构的变化。四是完善对生猪规模化养殖的补贴措

施。近年来,财政投入了大量资金扶持生猪规模化

养殖。总的看来,资金使用的效率还有待进一步提

高,如果能够把各项补贴综合起来运用,实行以目标

价格为主的生猪价格补贴政策,效果可能会好一些。
生猪养殖方式的转变是我国农业从分散的小规

模经营方式向集约化、规模化经营方式转变的一个

缩影,这一转变将为农业生产的其他领域提供借鉴。
扶持生猪规模化养殖的发展,也是实现我国传统农

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主要内容之一,值得学界业界

关注与研究。

注释:
①农业部2006年8月4日下发的《全国畜牧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2006-2010年)》指出,生猪的规模化饲养是指饲养规

模在年生猪出栏50头以上。即以年出栏量为指标将生猪生产划分为农户散养和规模养殖两种方式。本文采用此标准。

②东部地区: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浙江、江苏、山东、广东、福建、海南、辽宁;中部地区: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南、湖北、吉
林、黑龙江;西部地区:内蒙古、重庆、四川、广西、陕西、云南、贵州、甘肃、青海、宁夏、新疆。西藏地区生猪规模化养殖水平太

低,本文不予考虑。

③根据联合国标准,当一个国家或地区60岁以上老龄人口占人口总数的10%以上,或65岁以上老龄人口占人口总数的7%
以上,即意味着这个国家或地区处于人口老龄化社会。

④2004年,全国农产品成本调查核算实行新指标体系。2004年版的《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中的物质与服务费用等

于1998年版的《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中的物质费用+期间费用+税金-土地承包费。按此方法,本文对2004年

之前的每头生猪物质与服务费用数据做了调整。

⑤规模养殖精饲料费、人工成本和生产成本是小、中和大规模各项数据的平均值。

⑥每头生猪总产值是小规模、中规模和大规模各项数据的平均值。2004年版《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中的总成本为

1998版《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中的含税成本-土地承包费+土地成本。其中,2004年版《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

资料汇编》中的土地成本可按照税金与成本外支出之和核算(由于2002年和2003年农产品成本调查资料中的税金采用统

一规定的税费改革口径进行汇总。为保持数据的可比性,2002年土地成本一般按照税金与成本外支出之和除以0.7计算;

2003年土地成本一般按照税金与成本外支出之和除以0.6计算)。

⑦年出栏500-999头养殖场(小区),每个中央平均补助投资20万元;年出栏1000-1999头养殖场(小区),每个中央平均补

助投资40万元;年出栏2000-2999头养殖场(小区),每个中央平均补助投资60万元;年出栏3000头以上的养殖场(小
区),每个中央平均补助投资8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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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CauseofLarge-scalePigFarmingTrendinChina

HUXiao-ping,GAOHong-yang
(WesternChinaEconomicsResearchCenter,SouthwesternUniversityof

FinanceandEconomics,Chengdu,Sichuan610074,China)

Abstract:Large-scalepigfarmingisamongthemaincontentsofthetransformationfromtra-
ditionalagriculturetomodernagriculture.China’large-scalepigfarminghasbecomeanirreversi-
bletrendanddirection.Rurallaborshortage,costadvantageoflarge-scalebreeding,breeding
technologyadvances,adequatefeedgrainsupplyandgovernmentpolicysupportistheinternal
andexternalcausesoflarge-scalepigfarmingtrends.Itisfeasibletoadoptmeasurestosupport
pigfarmingenterprises,toencouragetheinsuranceindustryintolarge-scalepigfarmingindus-
try,topromotestructureadjustmentofplantingindustryandtoimplementapricesubsidypolicy
basedontargetpr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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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钟秋波]

44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