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9年粮食及农业状况

畜牧业协调发展

畜牧业占全球农业产值的40%，是近十亿人口生计和粮食安

全的保障。在许多发展中国家，收入的快速增长、城市化的推进

以及基本的人口增长，正在推动对肉类和其他动物产品的需求。

供应方面的因素，诸如饲料、遗传品系和其他技术供应链的全球

化，在进一步改变该行业结构。

畜牧业的快速发展和变革是在体制空缺的情况下进行的。变

革的速度通常远远超前于各国政府和社会制定必要政策和监管框

架的速度，因而难以确保私营产品与公共产品供应之间的适当平

衡。其结果是系统性失灵，表现在社会排斥、大范围环境破坏以

及对人类健康的威胁等方面。

目前正出现一条日益扩大的鸿沟：大规模的工业生产商为不

断增长且充满活力的市场提供服务，而传统的牧民和小农却面临

着被边缘化的危险，尽管他们通常还在继续支持地方生计并提供

粮食安全。在世界很多地区，由于缺乏强有力的治理，畜牧业的

变化正在导致与自然资源利用和公共卫生相关的市场失调。到目

前基本上还没有出现纠正市场失调的干预措施；在一些情况下，

政府行动反而扭曲了市场。

迫切需要在适当公共和私营投资的支持下加强对畜牧业的治

理。有三大领域需要所有利益相关者予以关注：利用不断增长的

畜牧需求潜力来促进减贫并加强粮食安全；提高自然资源利用的

可持续性；以及加大力度控制动物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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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信息

• 畜牧业在人口增长、富裕水平提高和城市化的推动下正

在迅速发展。

• 如果要采用有助于减贫和改善人类健康的环境可持续方

式来满足不断增长的需求，则必须采取果断行动。

• 应当在更广泛的农村发展政策框架内进行合理的政策改

革和投资，从而增强畜牧业对减贫的贡献。

• 应加强畜牧业治理，以确保其发展具有环境可持续性，

并且既能适应气候变化，也能有助于减缓气候变化。

• 全球许多地区都忽视动物卫生系统的现象必须加以纠

正，而且各级生产者都必须参与制定各项动物疾病和食

品安全计划。

《粮食及农业状况》是粮农组织每年出版的主要

标志性出版物，其旨在向更多读者提供有关粮食

及农业领域重要问题的科学、公正的评估报告。

每一期报告均针对主要与农村和农业发展及全球

粮食安全相关的选题，提供一份全面且易于理解

的概述。此外，还包括一份有关全球农业现状的

综合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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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牧业对粮食安全和减贫发挥了重大作用。不过

还可以发挥更大作用，只要有完善的政策、体制改革

和大幅公共及私营投资来实现以下三个目标：（i）提

高小农利用畜牧业发展机遇的能力；（ii）保护将家畜

饲养作为关键安全网的最贫困家庭；以及（iii）制定

更广泛的农村发展政策，帮助许多家畜饲养者顺利脱

离畜牧业的情况。

畜牧业生产对土地、空气、水和生物多样性等

自然资源带来的压力越来越大。需要采取补救措施，

以鼓励供应公共产品（如有价值的生态系统服务）

和环境保护。这包括解决政策和市场失调的问题，并

制定和应用适当的奖惩措施。畜牧业既加剧了气候变

化，又受其不利影响。该部门可以在减缓气候变化方

面发挥关键作用。比如，通过利用适当的经济激励手

段，鼓励采用改进技术，可以减少畜牧业的温室气体 

排放。

有些动物卫生服务属于公共产品，因为能保护人

类和动物公共卫生，从而为整个社会带来利益。动物

疾病会降低产量和生产力，干扰地方和国家经济，威

胁人类健康并加剧贫困状况。世界上许多地方一直都

忽视动物卫生系统，导致体制薄弱、信息不足，以及

与动物卫生有关的公共产品投资欠缺。各级生产者，

包括贫困的家畜饲养者，都必须参与制定动物疾病和

食品安全计划。

要解决畜牧业所面临的问题，就必须在从地方到

区域和国家再到国际的所有各级采取行动。至关重要

的第一步是制定一项得到各国政府、国际机构、多边

和双边捐助方以及民间社会利益相关者支持的行动议

程，使畜牧业具备以下特点：治理更佳；发展进程更

具包容性；投资水平与该部门的重要程度和面临的挑

战相适应；以及更完善的国际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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