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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畜牧（农牧、农业）厅（局、委、

办），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畜牧兽医局： 

国家对草牧业发展高度重视。2014 年 10 月，汪洋副总理专

题听取农业部汇报，明确了今后一个时期草牧业的发展思路和重

点。2015 年，农业部将加快草牧业发展作为重点课题专题研究，

并在全国 12 个省（区）开展了草牧业发展试验试点。今年 1 月，

于康震副部长在《加快草牧业发展支持政策研究报告》报告上作

出重要批示，要求加快研究成果转化。根据于部长的批示精神和

各地草牧业试点发展的实践，现将《关于促进草牧业发展的指导

意见》（见附件）印发给你们。请你们结合实际，抓紧细化实化

本省（区、市）草牧业发展思路，不断提升草牧业发展水平。 

附件：关于促进草牧业发展的指导意见 

农业部办公厅 

2016 年 5 月 6 日 

关于促进草牧业发展的指导意见 

2015 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加快发展草牧业。农业部在河

北等 12 个省区的 37 个县（团、场）组织开展了草牧业发展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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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点。这项工作开展以来，各地在政策引导和市场拉动下积极探

索，草牧业发展呈现良好势头，草产业和草食畜牧业加快发展，

形成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典型。为加快推进草牧业发展，现

提出以下意见。 

一、进一步认识发展草牧业的重要意义 

（一）发展草牧业是统筹农村牧区生态与生产的重要平台。

草牧业以饲草资源的保护利用为基础，涵盖了草原保护建设、饲

草及畜产品生产加工等环节，顺应了当前草原生态文明建设和畜

牧业绿色发展的大趋势，为着力打造农牧结合、种养结合的生态

循环发展模式提供有力支撑，有利于实现农村牧区生产、生活与

生态的有机结合，协调发展。 

（二）发展草牧业是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切入

点。我国牛羊肉和奶产品竞争力不强。依托草牧业全产业链运作，

推进草畜配套和产业化，实现好草产好肉、产好奶，满足消费者

对更绿色、更丰富、更优质、更安全的草畜产品的需求，增强畜

产品竞争力，提高供给结构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升农业供给体

系质量和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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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发展草牧业是农牧业增效和农牧民增收的重要举措。

草牧业是牧区和贫困山区的传统产业、优势产业和支柱产业，约

占农牧民纯收入的 50%以上。发展草牧业，转变养殖方式，优化

草畜产品生产结构，推进一二三产业融合，有助于挖潜力、提质

量、增效益，大幅度增加农牧民收入，有利于农牧民脱贫致富奔

小康。 

二、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 

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和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精神，认真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

享发展理念，以持续推进草牧业科学发展为主线，坚持“生产生

态有机结合、生态优先”的基本方针，创新制度、技术和组织方

式，着力提升草原保护建设水平，实现生态稳步向好；着力促进

草产业发展，加快建设现代饲草料产业体系；着力转变草食畜牧

业发展方式，形成规模化生产、集约化经营的产业发展格局，为

农牧业可持续发展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重要支撑。 

（二）基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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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优先，草畜配套。根据区域自然资源的承载能力，

在确保生态安全的前提下开展草原保护建设，妥善处理生产发展

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为养而种，草畜配套，良性循环，实现

生产与生态协调发展。 

——优化布局，分区施策。综合考虑北方干旱半干旱区、青

藏高寒区、东北华北湿润半湿润区和南方区的草原生态实际及草

食畜牧业发展水平，统筹资源、产业、技术和市场等因素，结合

全国种植业结构调整，科学确定发展重点和空间布局，推动形成

绿色发展方式。 

——市场主导，政府引导。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

作用，用好价格“指挥棒”和供求“杠杆”，激活草牧业发展内

生动力。更好发挥政府引导作用，为各类经营主体营造良好的发

展环境，构建多形式的利益联结机制。 

——产业融合，提升效益。加强顶层设计，统筹规划，加快

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培育多元化产业融合主体，大力发展新型

业态，引导产业集聚发展，完善多渠道产业融合服务，提升草牧

业生产效率和规模效益。 

（三）主要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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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2020 年，全国天然草原鲜草总产草量达到 10.5 亿吨，草

原综合植被盖度达到 56%，重点天然草原超载率小于 10%，全国

草原退化和超载过牧趋势得到遏制，草原保护制度体系逐步建立，

草原生态环境明显改善；人工种草保留面积达到 3.5 亿亩，草产

品商品化程度不断提高；牛羊肉总产量达到 1300 万吨以上，奶

类达到 4100 万吨以上，草食畜牧业综合生产能力明显提升。 

三、区域布局及主要模式 

（一）北方干旱半干旱区 

1.基本情况：该区位于我国西北、华北北部以及东北西部地

区，涉及河北、山西、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陕西、甘

肃、宁夏和新疆等 10 个省（区），草原面积 15994.86 万公顷，

是我国北方重要的生态屏障。该区域气候干旱少雨，年降水量一

般在 400 毫米以下，降水分布不均，部分地区低于 50 毫米。冷

季寒冷漫长，暖季干燥炎热，水分蒸发量大，一般为降水量的几

倍或几十倍。该区域以荒漠化草原为主，生态系统脆弱。草食畜

牧业生产方式以“放牧+补饲”为主，经营模式多样。长期以来，

由于重利用轻管护，超载过牧、滥采乱挖等问题较为严重，鼠虫

害发生频繁，导致草原严重退化、沙化和盐碱化，水土流失和风

沙危害日趋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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