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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澳大利亚草原畜牧业

发展的主要经验

澳大利亚是世界天然草原面积

最大的国家, 达 4.58 亿 hm2, 也是世

界上人均占有土地资源最为丰富的

国家, 人均农牧业用地 27hm2, 人均

耕地 2.8hm2, 人均森林和林业用地

6hm2。牧场面积占世界牧场总面积

的 12.4%, 天 然 草 场 占 国 土 面 积

55%。

澳大利亚畜牧业是以天然草地

资源获取饲草料的放牧型畜牧业。

澳大利亚的草地利用也同样经历了

草原自然利用———过度放牧、草场

退化沙化———草原科学管理和集约

放牧的过程。澳大利亚的大部分草

地在 20 世纪初就已满负荷或过度

放牧。但近数十年来经多方努力, 过

度放牧已逐渐得到控制和改善 , 对

天然草地的利用非常重视, 同时, 加

强人工、半人工草地建设, 保持了畜

牧业的稳定健康发展。

( 一) 建立人工草地和进行草

地改良

人工草地和改良草地所占草原

面积的比重, 是一个国家畜牧业发

达程度的重要指标之一。建立人工

草 地 可 以 大 幅 度 提 高 草 地 生 产 能

力, 改善草地质量, 产草量一般比天

然草原高 2~5 倍。澳大利亚重视人

工草地和草地改良, 拥有人工草地

2 667 万 hm2, 占全国草原总面积的

58%, 在全世界处于领先地位。种植

的牧草主要品种有紫花苜蓿、豌豆、

三叶草、细叶冰草、猫尾草等, 其中,

紫花苜蓿、豌豆、猫尾草主要用于调

制 青 干 草 和 饲 料 , 每 公 顷 产 量 在

1.5t 以上; 三叶草和细叶冰草混播

草地用作放牧场, 草质细嫩, 适口性

好 , 耐践踏 , 耐牧 , 具有良好的再生

能力。澳大利亚在草原改良方面, 主

要采取补播、施肥、灌溉等措施。由

于草原改良和建立人工草地, 牧草

产量高, 草质好。在放牧条件下( 不

补饲) , 奶牛年产鲜奶 5t 以上, 肉牛

18 月龄体重可达 350kg 以上 , 大大

降低了饲养成本, 提高了牧场的经

济效益。

( 二) 制定适宜载畜量

澳大利亚政府对畜牧业的保护

手段之一就是加强草原建设, 合理

载畜, 防止草原荒漠化。载畜量主要

是由草原的产草量和再生能力决定

的, 产草量又取决于降水的多少。澳

大利亚的牧场主根据拥有草原的产

草量, 确定牲畜的合理饲养规模, 此

规模一般比最大的理论载畜量要小

一些。各家庭牧场几乎都有人工饲

澳大利亚、新西兰草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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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发达国家肉食品大部由青草转化而来, 草食家畜是畜牧业的主体, 因而, 草原畜牧

业在改善人们膳食结构、增加劳动者收入、促进国际贸易以及生态环境保护建设等方面

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是世界上草地资源利用比较合理、草原畜牧

业发展水平很高的国家, 本文借鉴两国草原畜牧业发展的经验, 结合中国草原牧区实

际, 提出推进草原畜牧业可持续发展的若干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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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料基地, 储有充足的优质青干草

和精饲料, 灾年防灾, 丰年把精饲料

卖掉, 青干草可储存数年。同时澳大

利 亚 还 将 草 场 划 分 为 畜 群 专 业 牧

场 , 澳大利亚一般不搞马、牛、羊混

合的牧场, 大部分牧场是专业牧场,

其中分肉牛场、奶牛场、种牛场以及

毛用和肉用羊场等。另外也很少见

到大畜群, 羊群大都百只左右, 牛群

大都四五十头左右。

( 三) 划区轮牧

划区轮牧是对天然放牧场合理

利用的一种放牧制度。一般牧场将

草地划分为两部分, 一部分是放牧

场, 另一部分是人工草地。划区轮牧

就是将放牧场分成若干季节牧场 ,

再在一个季节牧场内分成若干轮牧

小区, 然后按一定次序逐区放牧轮

回利用。一般在一个牛栏放牧半月

至一个月, 使牧草得到充分恢复和

发育, 草场得到充分间歇和利用。澳

大利亚还有配套的法规以保持畜牧

业的可持续发展。一般实行划区轮

牧 提 高 载 畜 量 20%, 畜 产 品 增 加

30%。

( 四) 季节休牧

草 原 作 为 一 个 完 整 的 生 态 系

统, 有自己独特的演变规律。人类的

开发利用, 大大加速了草原的演化

过程。合理的、有节制的利用, 草原

发生顺向演替, 不合理、无节制的利

用, 草原发生逆向演替。根据这一自

然规律, 澳大利亚的牧场在牧草返

青到生长旺盛时期, 仅用 20%左右

的小区放牧, 其他小区全部禁牧, 给

牧 草 提 供 一 个 充 分 的 生 长 发 育 机

会, 使其达到最大生物量, 待牧草停

止生长时, 实行轮牧。每年进行一次

轮换 , 5~6 年为一个轮换周期。这

样, 既发挥了草原资源的最大生物

量, 又给牧草提供了休养生息的机

会, 保证了草原资源的永续利用。

( 五) 合理利用水资源

澳大利亚是一个水资源缺乏的

国 家 。 沿 海 地 区 的 降 水 量 平 均

1 000mm 以上, 在广大的内陆沙漠,

降水量在 200mm 以下。不管雨水的

多少, 他们对水资源的利用是极为

重视, 主要利用方式: 一是修建小塘

坝。小塘坝是充分利用地上水的一

项集雨工程。在划区轮牧草场, 每个

小区内基本都有一个小塘坝坑 , 在

没有积水坑的小区内, 安置了自动

饮水槽。二是保护水源工程。澳大利

亚灌溉草原, 大多数利用地上水, 有

的是较大的水泡或水库, 有的是人

工或天然河流作为水源。大多数水

源的四周或两侧栽植十几米到几十

米宽的灌木或乔木, 并在外围加上

围栏保护, 防止牲畜践踏和污染。更

重要的是涵养水源, 净化水源, 防止

泥沙淤积, 保证水资源的永续利用。

三是集雨工程。除了修建小塘坝、截

伏流工程以外, 还修建天然降水集

雨工程。

( 六) 注重牲畜个体品质改良

在澳大利亚, 各家庭牧场种公

畜全部从专业育种场购买, 每头种

羊的价格相当于商品羊的 8 倍。他

们对种畜的选育标准非常严格 , 种

畜群必须经育种协会注册, 如果在

种畜群中发现一头家畜含有不纯血

液, 马上关闭该牧场。通过不断优化

家畜个体品质, 提高牲畜的个体产

量和群体质量, 是集约化草原畜牧

业 生 产 流 程 中 一 个 极 为 重 要 的 环

节, 是内涵扩大再生产的主要措施。

( 七) 生产者广泛参与流通

在畜产品流通方面, 澳大利亚

政 府 让 畜 产 品 生 产 者 直 接 参 与 流

通。澳大利亚有各类生产者合作组

织, 由牧场主按行业组成, 拥有自己

的仓储设施和销售渠道, 负责该行

业产品的收购 , 统一定价、仓储、加

工、运输、销售等。牧场主则以会员身

份向合作组织交售产品, 会员实现

“利益均沾, 风险共担”。澳政府法规

规定, 生产者合作组织不受反垄断法

的限制, 以保护农牧业生产者的利

益。此外, 全澳有分布合理的活畜交

易市场, 交易市场建设良好, 生产者

以会员身份委托生产合作组织在交

易市场拍卖活畜, 一般随行就市。

( 八) 依法制牧, 鼓励畜牧业发

展

国家对畜产品、饲料、兽药生产

等都有严格的质量要求, 采用国际

标准, 不符合标准的不准生产和销

售。在草原建设、森林采伐和水利开

发以及环境保护等方面都有严格的

政策规定, 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

必须严格执行, 违犯者要受到法律

惩治。与此同时, 国家采取优惠政策

鼓励农牧场主发展生产: 一是鼓励

农牧民采用先进技术。国家规定, 所

有用于农牧业生产的先进技术一概

免税。二是对农用物资实行免税, 例

如农用小型卡车、拖拉机等, 包括备

用零部件、汽柴油等都实行免税。三

是对遭受重大自然灾害的农牧场主

实行补贴。牲畜倒场放牧的牲畜运

输费, 政府补贴 50%, 对于不倒场放

牧的牲畜, 政府补贴草料涨价的部

分, 与此同时, 政府鼓励农牧场主出

卖牲畜, 实行缓税政策, 推迟 5 年后

再征收。

二、新西兰草原畜牧业

发展的主要经验

新西兰原来是一片茂密的热带

常绿森林, 他们为发展草原畜牧业

而砍伐森林, 进行农田式耕作种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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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 新西兰已有 60%以上的国土

成为人工草地 , 以饲养羊、牛为主 ,

是世界上草原畜牧业比较发达的国

家。综观新西兰的草原畜牧业整个

发展过程, 他们走的是一条改良的

道路。

( 一) 草场的建设与改良

新西兰人比较注重牧草品种的

选育, 他们根据当地土壤状况以及

气候条件选育最好的牧草品种。经

过 100 多年的努力, 新西兰已建成

人工草场 910 多万 hm2, 约占全国

草场总面积的 70%, 几乎覆盖了整

个平原和丘陵。人工草场一般是以

70%的黑麦草籽和 30%的红、白三

叶草籽混播。三叶草喜温暖气候, 夏

季生长量大, 起固氮作用, 而黑麦草

则在冷凉、潮湿的冬、春、秋季节都

能生长。这种科学的结合能使全年

草量比较均衡。人工草场每半月即

可轮牧一次, 每公顷可养羊 15~20

只 , 高的可达 20 只以上 , 比植被好

的天然草场提高 5~6 倍。同时人工

草场播种一次可使用多年。另外, 新

西兰的农牧场主十分重视人工草场

的管理, 为防治草场退化, 人工草场

每年要用飞机施肥 1~2 次, 在缺乏

微量元素的地区, 施肥时还要加入

硼、硫、铜、锌等微量元素肥料, 以保

证家畜营养的需要。新西兰尽管人

工草场比重很大, 但对天然草场也

很重视, 采取了一些有力保护措施

如根据国家专设的研究机构应用遥

感监测和实地调查取得的数据 , 对

不同地区分别确定牲畜头数。

( 二) 畜种的改良

新西兰饲养的牲畜已全部良种

化, 并按各地的雨量、温度与自然条

件饲养不同畜种, 实行区域性专业

生产。通过畜种的不断改良使得畜

产品生产能力大大提高。近几年来,

新西兰每年的畜产品出口额都占全

国出口总额的 50%以上, 其中每年

出口的胴体羔羊就有 3 000 万只以

上, 是世界上最大的羔羊出口国, 也

是世界上最大的乳制品出口国。其

中黄油、奶酪等乳制品行销世界上

50 多个国家。

( 三) 草原投资机制合理

新西兰政府为了充分发展畜牧

业, 对不同地区的草场实行不同的

所有制形式和投资办法。

( 1) 凡是自然条件比较好的地

方, 草场均为牧场主私人所有, 投资

建设草场由私人负责, 草场可以自

由转卖。

( 2) 干旱、半干旱地区的荒漠

草场多为国家所有, 牧场主要通过

合同租用, 或者由国家土地开发公

司建成可利用的草场后, 再卖给牧

场主。为了鼓励牧场主对草场进行

开发和建设, 国家曾经对大面积围

栏、平整土地、大型水利工程等项目

给予一定的投资补助, 并发给低息

和无息贷款。新西兰政府的这种做

法改善了草原的整体状况, 草原的

载畜能力提高。随着市场的逐步完

善, 近年来逐步减少或停止了对私

人草场建设的优惠, 实行市场化原

则, 除保留少量的化肥补贴外, 投资

全部由私人负担。

( 四) 流通渠道畅通

新西兰畜产品流通采用了灵活

有效的形式。畜产品流通主要有三

种形式: 一是通过拍卖市场出售。羊

毛和活畜大部分是通过拍卖市场成

交的。二是直接出售。目前, 少量的

羊毛和少量的牛、羊, 不通过拍卖市

场出售, 而由出口商直接到农牧场

收购。三是合作社经营。新西兰奶品

生产者局在全国设有奶制品公司。

奶农生产的奶, 由公司统一收购、统

一加工、统一出口。

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两个国家

的草地畜牧业发展过程中可以深刻

感受到, 实现草原畜牧业现代化, 必

须致力于改变粗放的经营方式 , 注

重保护和合理利用草地资源, 注重

草地改良和兴建人工草场, 注重家

畜良种化和饲养科学化, 注重专业

化生产和规模化经营。不论草原畜

牧业现代化道路怎么走, 其基本途

径是改变粗放经营的生产方式 , 依

靠建设养畜科技兴牧, 将各种生产

要素优化组合, 合理配置, 走集约化

经营的路子。只有这样, 才能从根本

上改变靠天养畜、受制于自然的状

况, 大幅度提高劳动生产率, 使草原

畜牧业走上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作者单位: 1 北京物资学院

2 内蒙古农业大学

24-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