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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猪稳产保供

“奶吧”产业走向转型升级 （六版）

浙江三门：“讨小海”盘活大产业 （七版）

我国民企积极接轨国际食品安全标准 （八版）

□□ 本报记者 杨丹丹

近日，两头几个月大的“六白猪”正在
专门从事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的安徽省
太湖县题桥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的大院内
悠然自得地散步，离它俩不远的几十米是
等待处理的死猪和死鸡。“我们这个环保
厂是前年投成使用，专门用来无害化处理
本地病死畜禽。这两头本地产小猪被送
来作实验，看能否在带菌的环境中生存，
看能生存多久。”环保厂负责人何诠向记
者解释道。

“我们想做个实验，就是想看看纯种
的本地猪在最恶劣的生存环境下能活多
久，所以选了个病菌最集中的地方。”太湖
县农业农村局局长王辉介绍说，作为全国
生猪调出大县，太湖县全年的生猪出栏量
在 60万头左右。想看看本地猪的抗病性
能究竟如何，于是他们在当地六白猪猪场
随机挑了两头猪送到这个环境最恶劣的
地方开展实验。

这两头“实验猪”来自太湖县海拔
500 米的程岭。“14 年的坚持养殖地方猪
品种并进行保种，在养猪这件事情上，
我自认是有情怀的。”安徽“程岭黑猪”
的董事长程其发说起猪来滔滔不绝。
原来，我国国家级的珍稀资源保护品种
——“六白猪”是太湖独有的品种，全身
黑毛，在头部、四脚和尾巴上各有一点
白毛，民间称为“四脚踏雪”，猪的前蹄
上天生一个斗星状的点点，所以又叫

“六花七星猪”（太湖六白猪）。这种猪
在北纬 30 度的太湖县已经有两千多年
的历史。为了寻找儿时猪肉的味道，生
产出真正的优质猪肉，程其发毅然回到
家乡程岭大山养起这濒临灭绝的猪种，
建起占地几百亩、规模 1 万多头的“六
花七星猪”扩繁场和育肥场。种猪由最
初的 37 头发展到现在的 1000 多头。在
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根据原产地名

称将太湖六白猪创建成了享誉全国的
“程岭黑山猪”品牌，并申报了国家地理
标志保护产品。

由于国外猪育肥快、瘦肉率高、出
栏时间快，因此越来越多的猪场选育国
外品种或者杂交猪，“六白猪”作为地方
品种虽然具有较好的抗病性，且口感
好，但由于生长慢、出栏时间长、饲养成
本高导致市场价格是普通猪肉的三倍
左右。六白猪作为高端消费市场，主要
锁定的是忠诚度较高的小众高收入消
费者。国家现在保生猪稳定、鼓励扩大
生产，对抗病能力强的地方猪而言无疑
是一个利好消息。

“我国有很多数千年流传下来、品
质优良的地方猪种，受多种因素影响，
一些优良品种呈现杂交化趋势。六白
猪始终坚持百分百纯种、绝不杂交。”
程其发说，养猪 14 年的他一直坚持着
传统的养猪方式。比如在民间搜集纯
种六白猪种猪，采用糠、红薯叶等杂食
进行喂养，自然受精，长时间出栏等
等。虽然猪场的规模发展缓慢，但猪
的品质始终有保证。这个过程是非常
艰难的，特别是保种厂的维续，每年的
投入是一大笔开支，来自政府的原种
补贴杯水车薪。

“要加大地方品种的保护力度，改变
受制于人的被动局面。”太湖县畜牧局局
长王加文告诉记者，该县正在加大全面推
进扩大生猪生产。下一步将着手调结构，
加大本土化土猪的开发；提档次，树立品
牌意识，优质卖出优价。

“我们的想法是加大地方猪的饲养力
度，利用六白猪发展产业，打造优质黑猪
之乡。”太湖县农业农村局局长王辉说，当
务之急就是要把六白猪保种场尽快建成
为核心保种厂、通过无害化处理解决粪污
问题、提高环保生态品质等。

“地方猪是长期在当地的适应性选

育而来，所以对当地的环境较为适应，
非特异性免疫力也较强，对环境中的病
原微生物有一定的耐受力。但是，如果
长时间暴露在病原微生物环境中（病毒
载量超过一定数量），地方猪与外来瘦
肉型猪一样也会发病，出现疫病感染和
死亡。”安徽农业大学教授、安徽省现代
生猪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殷宗俊介
绍说，安徽省是全国养猪大省，也是全
国十个生猪主产省和传统的生猪调出
区之一，猪肉产量全国排名常年在第十
位，被列入全国生猪优势区域布局。安
徽省也是地方猪遗传资源较丰富的省
份之一，地方猪种是在特定历史和环境
条件下长期培育而成，普遍具有繁殖力
高、肉质优良和抗逆性强等种质特性，
具有较大的保种和开发利用价值。安
徽省地方猪遗传资源丰富，由南至北有
华中型的皖南花猪、皖南黑猪，江海型
的安庆六白猪、芜湖圩猪、枞阳黑猪，华
北型的定远猪、皖北黑猪、霍寿黑猪
等。由于地方猪饲养周期长，养殖成本
较高，加之市场冲击大，优质难以优价，
造成目前该省地方猪养殖数量普遍较
少，部分地方猪种的存栏数量处于濒危
状态。据 2012 年省畜保中心和安徽省
生猪产业技术体系的资源调查，安徽省
各品种地方猪纯种数量均不足 2000 头，
公猪数量更少，近交程度非常严重。

无论是民间还是官方，保护地方猪
的意识已经在加强。2008 年以来，安徽
省的 8 个地方猪种都建有省级保种场，
并实施多点保护的措施，其中定远猪和
安庆六白猪都建立了国家级保种场，安
庆六白猪、霍寿黑猪还建立了国家级和
省级保护区。在安徽省畜禽遗传资源
保护中心、安徽农业大学、安徽省农科
院的多方协作下重新修订了安徽省地
方猪的相关标准。当前，安徽省地方猪
种资源主要以原位活体保存为主，资源

保护的手段落后，费用较大，可持续性
较差，在选育技术线路方面也不尽合
理，方法不科学，资源流失严重。同时，
安徽省的地方猪种在利用方面主要是
与瘦肉型猪种进行简单杂交，获得后代
的杂种优势，而在利用地方猪种作为育
种素材，培育新的品种和品系方面则相
对滞后。

“要想让地方猪种发展的道路越来
越宽，要解决三大问题：一是出台保护政
策，推进配套保护手段，在活体原位保护
的基础上，实施多点保护，加大冻精、胚
胎、体细胞、基因组等保护手段普及力度
和资金投入。二是整合科技资源，增加
财政投入，进一步加大资源保护和开发
力度。支持组建省级地方猪保护与利用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联合相关科研院所
优化保种方案，开展地方猪种质特性研
究，启动高性能地方猪新品系、配套系和
新品种的培育工作。三是加强宣传引
导，将地方猪养殖作为乡村振兴和产业
扶贫重要抓手。联合地方政府、保种企
业和科研院所等多方资源，采用“公司+
合作社+贫困户”的模式，以优质地方猪
养殖带动乡村产业振兴和脱贫工作，将
地方猪养殖变成农民脱贫致富的好助
手。”殷宗俊建议呼吁说。

值得一提的是，面对 2018 年发生的
非洲猪瘟疫情，安徽省农业农村厅已经
提出加强地方猪遗传资源保护工作的要
求。“我们将创新体制机制，激发内生动
力，突破资源保护不平衡、开发利用不充
分的瓶颈，培植现代畜禽业发展新优势，
努力形成保种与开发相促进、资源优势
和经济优势相融合的格局，为我省现代
畜牧业持续健康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安
徽省畜禽遗传资源保护中心主任汤洋告
诉记者，畜禽资源保护工作周期长、见效
慢、公益性强，亟待各级政府部门加大支
持力度，同样需要社会各界的关注。

借稳定生猪生产政策“东风”——

安徽地方猪种开发迎来曙光

记者调查

我国种猪行业基本完成了以引进吸收、改良提升为主的转变，步入了以创新追赶、自主选育为重点的新时期。无论是民间

还是政府，保护地方品种的意识越来越强。专家呼吁，要想让地方猪种发展的道路越来越宽，要解决三大问题：出台保护政策，

推进配套保护手段；整合科技资源，增加财政投入；加强宣传引导，将地方猪养殖作为乡村振兴和产业扶贫的重要抓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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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关注

猪粮安天下，良种筑基石。种业是产
业的决定性基础，种猪的育种是一个复杂
的系统工程，具有长期性、长效性，现代养
猪呈金字塔式扩繁和生产，原种群的遗传
性能决定了整个养猪产业链的生产效
率。相对营养、环境、管理和疫病等环节，
良种对养猪业发展的贡献率超过40%，对
产业贡献潜力巨大。

我国种猪行业基本完成了以引进吸
收、改良提升为主的转变，步入了以创新
追赶、自主选育为重点的新时期。我国养
猪生产的种源主要也是依靠我们自己繁
育解决的，种猪的自给率已达90%以上，
每年进口的部分只是作为核心遗传资源
的补充。

但我国种猪业水平总体处于世界中
等，与发达国家还有明显的差距，主要体
现在育种体系不完善，育种效率偏低，新
技术的应用滞后，猪群健康状况差、受疫
病威胁严重等。

实施种业强国工程，强化育种体系、
相关工程建设，加强种业科技源头创新，
对现有品种的不断选育提高和新品种选
育进行联合攻关，对提升国家种猪业的
安全、品种国产化、国际竞争力具有重大
意义。

面向我国生猪产业发展的重大需求，
坚持“两类资源、自主选育、立体市场、协
同作战”的原则，提高现有国家生猪育种
核心场和资源保护场的育种能力，构建现
代生猪育种技术体系，推进科研与生产、

市场的深度融合，全面建成高效的商业化
育种体系。

我国种猪行业发展的目标是：经过15
年的努力，到 2035 年，达到国际先进水
平，进入国际种猪强国，同时利用地方资
源培育的优质肉将占到市场的30%以上，
形成世界上独特的立体市场局面。

要实现以上目标，路径是以完善育种
体系为基础、以提高育种能力为重点、以
促进育种科研和育种企业深度融合为抓
手。逐步增加育种能力建设、新技术研发
推广的投入，鼓励企业的主动育种工作，
重点抓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首先，加强育种技术的研发和应用。
实施联合育种攻关，促进企业和科研融
合；持续实施生猪遗传改良计划；加大支
持地方品种资源保护和开发利用。

国外的成功经验表明，在育种的发展
阶段，大多是由政府组织或以项目的名
义，将科研、大学、企业联合起来，共同进
行育种工作，企业发展强大后，逐步过渡
到企业为主，进行市场化运作。以项目的
形式将双方融合，可以以企业为主体，企
业选择合适的科研大学为其育种提供技
术支撑，进行技术的开发应用；也可以以
科研大学为主体，选择有一定基础的企业
进行联合攻关，攻克制约我国猪育种的重
点、难点。

我国2010年实施的生猪遗传改良计
划提高了企业的育种积极性、育种技术水
平，企业的育种工作逐步科学，也取得显

著的育种效果，为我国猪育种的长远发展
奠定了基础。对国家核心场进行动态分
级管理，鼓励进行疫病净化，对于育种工
作成效显著、猪群健康的核心场加大支持
力度。

我国优质肉的市场越来越受到重视，
消费比例逐年增加，形成在国际上独特的
生猪产业格局。地方资源的保护在现有保
种场的基础上，尽快完成重点遗传资源的
冷冻精液保存，开展胚胎保存研究。大力
培育优质、高繁、抗性等特色鲜明的专门化
品系，有计划地开展配套系和新品种培育。

其次，加强育种能力建设，建设国家
生猪遗传改良中心和良种工程、资源场。

建设国家级生猪遗传改良中心，重点
进行育种技术、育种方法的研发和推广，
通过实施自主创新，提升核心研发能力，
在猪种资源利用与创新，猪功能基因挖
掘、育种新技术新方法等研究方向形成优
势和特色，大力提升我国猪育种的科技创
新能力。遗传改良中心不同于一般的种
猪企业，应具有完善的表型精准测定设
施，能够准确测定生长、繁殖、胴体、肉质、
生理生化等指标，同时具有品种选育、资
源创新、育种技术研发能力，成为我国猪
育种技术研发、推广的主要基地。

对入选国家核心场的企业进行测定
设备、育种设施、生物安全设施的建设投
入，重点选择育种基础工作好，近三年测
定量比较大、种群质量高的企业。我国地
方资源丰富，在肉质、抗病方面有着明显

的优势，是遗传机理研究、发展优质新品
种的必要素材，一些资源场的条件简陋，
不具备保护、开发利用的条件，需要予以
重点关注支持。

第三，发挥遗传评估中心作用，完善
育种体系。猪的育种工作需要强有力的
组织保障，体系的完善是其成功与否的关
键，继续推进国家生猪遗传改良计划，构
建国家层面的联合育种体系，引导培育一
批有实力的大型种猪企业，充分利用其资
金、技术、管理、市场推广等优势，最终形
成“联合育种+大企业育种”并行格局。

遗传评估中心是联合育种组织管理
强有力的抓手，需要加强评估中心的技术
支撑，设计专门的经费做好育种项目的专
业管理，不断研究新问题，解决育种过程
中技术更新、目标更新等。通过遗传评估
中心，可以有效监督企业的育种情况、育
种成效，为行业主管部门做好市场管理提
供支撑。

前期的改良计划为育种工作的持续发
展奠定了一定基础，制约我国猪育种成效
的因素逐步消除，虽然非洲猪瘟短期对我
国种猪行业造成一定困扰，但也使种猪企
业的生物安全、疫病防控水平显著提高，更
有利于疫病净化和遗传潜力发挥。2017
年全国畜牧总站组织7家科研大学专家和
30多家企业开始实施基因组选择，能够解
决选择的准确性和育种效率这两个我国生
猪育种急需解决的问题，为我国赶上国际
生猪育种国际水平提供了新的机遇。

加强种业创新 筑牢产业基石
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 王立贤

□□ 本报记者 崔丽 刘一明

近日，海关总署有关负责人称，今年我国前三季度猪
肉、牛肉等进口量增幅较大。进口猪肉 132.6 万吨，增加
43.6%；进口牛肉113.2万吨，增加53.4%。在目前猪肉供应
偏紧的情况下，我国猪肉进口情况如何？会对价格产生怎
样的影响？记者采访了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研究所
副研究员朱增勇和农业农村部猪肉全产业链监测预警分
析师李梦希。

国内供给波动、国内外猪肉价格大幅倒挂是进口持续
增加的主因

“我国是世界最大生猪生产国和消费国，生猪产品进
口量持续增加。”朱增勇表示，国内供给波动、国内外猪肉
价格大幅倒挂是进口持续增加的主因。2006年之前，生猪
产品进口量总体在30万吨以下，2007年增至47.31万吨后
开始稳步增加，到2016年达到311.21万吨，创历史高位，
2017年和2018年较进口高峰期均明显下降，分别为249.96
万吨和215.44万吨。我国生猪产品进口以猪杂碎和猪肉
为主，2000年至今累计进口1937万吨生猪产品，其中猪肉
进口量占比43.3%。

“由于国内供需变动以及和欧美主要出口国生猪养殖
成本方面的差距，2008 年开始我国成为猪肉净进口国，
2016年成为全球最大的猪肉进口国。”农业农村部猪肉全
产业链监测预警分析师李梦希分析。2000-2007 年我国
猪肉贸易保持净出口，2008年开始连续11年进口量超过
出口量，进口量从37.33万吨增至2016年162万吨，2017年
和2018年猪肉进口呈现高位并保持平稳，进口量分别为
121.68万吨和119.28万吨。

朱增勇表示，我国猪肉进口量约占国内猪肉产量2%—
3%。在价格上，进口猪肉到岸价与国内市场价格有较大价
差，2009年至今大部分年份按当年汇率折算的进口猪肉到
岸均价和国内规模以上白条肉出厂价格（进口猪肉以二分
体或者四分体胴体为主），大部分年份价格差在每公斤8元
以上，其中2011年、2016年分别高达11.77元和11.37元。

扩大猪肉和其他品种肉类进口是必然，对现阶段猪价
上涨起到一定对冲作用

猪肉进口来源欧盟占2/3，南美国家近几年市场份额
迅速提升，进口市场呈现多元化。2008年至2018年，我国
累计从欧盟进口476万吨猪肉，占总进口的61.8%，主要来
自德国、西班牙和丹麦，累计进口量占总进口量的15.4%、
17.5%和10.9%；北美是第二大进口来源，从美国和加拿大
的累计进口量分别占总进口量的19.1%和11.8%，美国仅在
2008年和2011年国内猪价较高时猪肉出口占比较大，占
比在50%上下；南美国家2016年成为主要进口来源之一。
2015 年以前南美进口猪肉占比不足 5%，巴西和智利自
2016年开始猪肉出口持续增加，尤其是巴西，2018年进口
量达到 15.01 万吨，超过了美国，占 2018 年进口量的
12.6%，带动南美猪肉占比达到16.3%。

李梦希表示，从今年上半年不同月份来看，2月份开始
国内猪价明显反弹，4月份开始猪肉进口明显增加，4月份
进口量达到13.65万吨，同比增24%，5月份和6月份分别为18.74万吨和16.05万吨，
同比分别增62.6%和62.8%，猪肉进口到岸价从5月份开始高于上年同期，6月份达
到2158美元/吨，同比涨26%，换算成人民币价格的话，从3月份11.61元/公斤上涨
至6月份14.89元/公斤，涨幅28.2%。

“在经过连续2个月的明显上涨后，8月份猪肉价格已经处于历史高位，对增
加猪肉产品进口调节国内市场的需求作用进一步加大。从以往的经验来看，缺
猪阶段必然会引发大量进口，所以扩大猪肉和其他品种肉类进口是必然，同时也
对现阶段猪肉价格的上涨起到了一定的对冲作用。”朱增勇表示。

主要进口来源国产能增加，明年可供进口猪肉将会进一步增加

“国际市场猪肉贸易不支持猪肉进口大幅增加，但预计将会超过2016年进口
水平。”朱增勇表示，根据不同统计口径，全球猪肉出口贸易总量在800万-900万
吨。短期来看，主要进口市场欧盟猪肉价格处于较高水平，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猪
肉进口，国内外市场联动性将明显提升。从国际市场其他国家猪肉进口需求来
看，主要猪肉进口国日本和墨西哥尽管总体猪肉进口需求增加，但绝对增加量不
大，需求增加在10万吨以下，俄罗斯国内产能明显增加，进口需求则呈现下降趋
势，其他国家相对稳定；从出口市场来看，欧盟2019年猪肉产量稳中略减，大幅增
加可能性比较小，巴西对中国猪肉出口或将会明显增加。因此总体来说，短期国
际市场可补充的余量在 50 万吨左右，即 2019 年中国可以进口的猪肉在 170 万吨
上下。中国猪肉进口需求将会带动全球猪肉价格回暖，随着全球猪肉价格的上
涨，将会刺激南美以及欧盟、加拿大、美国等主要进口来源国产能增加，可供进口
的猪肉在2020年将会进一步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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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日，河北省启动了为期一个月的海洋渔业安全生产专项执法行动，重点查处
渔业船舶标识不规范、船舶及船员证书证件不齐全、渔业船舶通导安全设备配备不齐使
用不当等违法违规行为。

图为11月5日，河北渔政人员正在渔船上检查。 陈维康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