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兔产业是一个绿色经济型的产业，也是具有
发展优势的特色产业。虽然其在我国畜牧业中所
占的比重较小，但我国的兔产业在全球兔产业发
展中却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兔产业的发展存在巨大的潜力，是很有前途
的产业。”国家兔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中国
农业大学教授秦应和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
访时表示，“国家兔产业技术体系的建立，实际上
是把大家的力量拧成一股绳，形成全国‘一盘棋’
的格局，共同来应对产业发展面临的问题和挑战，
使得产业不断发展壮大。”兔产业在我国畜牧业发
展中的地位也越来越重要。

三大经济类型

按照兔产品经济用途，整个兔产业可以细分
为三大类：肉兔、獭兔（又称皮兔）和毛兔，三大类
型构成了整个产业的主体。

据《中国畜牧兽医年鉴》数据，2014 年底我国家
兔出栏 51679.1 万只，同时根据国家兔产业技术体
系研发中心 2012 年对全国 26 个省（区市）家兔养殖
的调研，我国家兔存栏中，肉兔、獭兔和毛兔分别占
63.27%、28.31%和 8.4%。

近年来，由于市场变化，使得肉兔和毛兔较
原有占比进一步增加，而獭兔占比则下降较多。

从区域结构来看，“我国肉兔养殖主要集中
在四川、重庆等西南地区以及山东和河南等地，
獭兔则主要在山东、河北、河南和山西等中部和
北部区域，毛兔养殖主要在鲁、浙、苏、豫、皖等
地。”秦应和表示。

最近 5 年以来，陕西、甘肃和内蒙古肉兔、东北
地区毛兔养殖也得到较快发展。2013 年我国家兔出
栏排前五位的是四川（39.53%）、山东（12.40%）、重庆

（8.90%）、河南（8.22%）和江苏（8.02%），其出栏量合计
占全国家兔出栏量的 70.07%，前十位的省份出栏量
占到全国的 91.57%。“可以看到我国兔产业的集中
度还是比较高的。特别是四川和山东两省合计占到
全国出栏量的 51.93%。”秦应和说。

秦应和进一步指出，随着人工成本升高，环保
要求日趋严格，兔产业也出现了南兔北移、东兔西移
的现象或趋势。

“从兔肉的产量来看，去年 80 万吨左右，而
兔皮的产量大约是一亿张，兔毛的产量 1 万吨
到 1.5 万吨左右。通过估算得出 2015 年兔产业
整体的年产值在 360 亿元左右。”秦应和介绍。

兔肉流通的基本格局为：四川和重庆等西南主
产地的兔肉完全自产自销尚有缺口，而山东的兔肉，
既销往广东和四川、重庆等地，也有部分销往北方其
他地区，还有部分出口；河南和江苏等地的兔肉，除
了销往广东、四川和重庆等地，一部分在当地销售；
福建省生产的兔肉则主要在本地销售。

“三化”是趋势

随着科技的进步，这几年兔产业发展比较明
显的特点是规模化、机械化的养殖水平提高较快。
在秦应和看来，规模化、标准化、专业化应该是兔
产业发展的趋势和特点。

“以前养殖规模小，机械化程度比较低，兔业
大多作为副业来发展。现在养殖更专业，新型的养
殖户都把养兔作为职业，从品种、饲料、养殖设备
装备方面更加专业化，规模化程度也提高了很
多。”秦应和说。

“相对于以前来说，饲料的配比更科学，这样
不仅可以提高养殖效率、减少疾病，也减少饲料的
间接浪费。”秦应和表示。

体系的建立为企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持，
包括针对产业需要开展技术研发、培育更多合乎
市场前景的新品种、为影响广泛的疾病提供防治技
术方案等，使得企业的发展更加规范和科学。“我们
公司在体系的支持下，自主培育出第一个国家级长
毛兔新品种，改变原来依赖国外进口的单一局面，成
为公司发展的经济增长点。”国家兔产业技术体系绍
兴综合试验站站长、浙江省嵊州市畜产品有限公司
总经理麻剑雄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

据了解，西欧国家在兔产业发展各方面的标准
化做得比较好，养殖过程、免疫程序、笼具、生产流
程都已实现标准化。专家指出，我们国家目前与此
还有差距，规模集中度、设备标准化、饲料质量控制
等差别较大。

比如在加强养殖机械化和自动化能力建设，
提高单个养殖人员生产效率方面，目前国内兔养
殖中自动清粪和自动饮水功能已经实现，而自动
喂料方面还需要进一步发展。

相比之下，西欧国家的生产模式更科学，分工
明确，还和销售渠道建立固定联系，使得生产出来
的产品很容易就销售出去。“国内虽然也有很多公
司尝试了‘公司 + 农户’的模式，但是成功的并不
多。前期兔种、饲料、药品和技术都可以通过不断
研发而不断改进，只有最后长期稳定的销售难以
保障，这是因为我国商业下游的流通不发达，还没
有建立稳定的供销一条链，这方面仍需改进。”秦
应和说。

挖掘国内市场潜力

2014 年我国兔肉出口量有较大提高，但 2015
年受人民币对欧元不断升值的影响，出口兔肉的利
润不断下降，导致 2015 年兔肉出口下滑较多。根据
海关统计，2015 年前 10 个月共出口兔肉 6699 吨，
比上年同期下降 40.52%。2015 年全年兔肉出口
8300 吨左右，比上年下降 35%。

在兔毛和兔皮的生产方面，据全球兔毛贸易
统计，中国是重要的兔毛生产和出口国，其产量和
出口量均占全球的 90%以上，中国兔毛原料及兔
毛针织品出口量也占世界的 90%以上。

2014 年我国出口已梳兔毛 830.92 吨，比上年下
降 26.5%。2015 年出口进一步下降，前 10 个月共出
口 412.72 吨，同比下降 45.11%，全年出口 490 吨。
2014 年我国出口兔毛制针织钩编套头衫、开襟衫、
外穿背心等 78.45 万件，比上年下降 41.83%。

“但是，主要受 2013 年手拔毛事件影响，直到
目前我国兔毛的出口仍然受到较大负面影响，国
内兔毛价格也不断下跌，2015 年年底比年初下跌
29.79%，从而毛兔养殖受到较大冲击。”秦应和说。

在兔毛出口受到较大抑制的情况下，2015 年

我国企业不断开拓兔毛制品出口市场，前 10 个月
出口兔毛制针织钩编套头衫、开襟衫、外穿背心等
83.94 万件，同比增长 31.89%。较好地实现了兔毛
制品对兔毛的出口替代。

任何事情的发展都是有利有弊的。“当受到外
来的冲击影响出口时，我们可以把重点放在开拓国
内市场上，促进国内相关产品的开发。”秦应和表
示，兔产业是一个小产业，经济总量和人均占有量
不多，在国内市场有很多机会，如果可以挖掘出国
内市场潜力，同样可以获得很高的效益。

加工是一个挑战

在兔产业发展较发达国家，产业链的每个环节
都经过长时间的演进，包括育种、饲料、设备、疾病
防治、加工、流通等每个环节的力量都比较强。

尽管在体系的引导下，兔产业的育种、饲料、
疾病防治等环节有了较大水平的提高，“但是，整
个加工环节仍然是一个很大的挑战。”秦应和指
出，产品的开发设计、加工工艺、市场销售和消费
者认知程度都有待提高。

以兔毛加工为例，兔毛是很好的天然纤维，平
均细度比羊绒细，保暖性更好，由于养殖过程干
净，兔毛加工时也不用水洗，加工过程相对比较环
保。“但是兔毛的纺织工艺是个大问题，这也影响
了后续产品的开发。”秦应和说。

秦应和表示，在同样的原材料情况下，如何提
高加工附加值，实现更多的经济价值，这是兔产业
发展的需要。只有提高加工水平，才能使更多的原
材料变成商品，也可以提高整个产业的经济效益。

“以前，国内并没有专门加工兔毛的设备，过
去很多兔毛产品都是以粗纺和混纺为主，带来的
最大问题就是掉毛、缩水和起球。”国家兔产业技
术体系综合研究室主任、天津工业大学教授张毅
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说，很多人把这
个问题归结为兔毛，但从专业角度讲，根本不是兔
毛的原因，而是设备的不先进给兔毛产品加工蒙
上了阴影。

张毅介绍，体系在认真分析目前兔毛分梳生
产现状的基础上，结合兔毛的特点研制出第一代、
第二代新型兔毛分梳机，可保持兔毛原有的特性，
达到纤维损伤小，去粗效果好，结构简单，易于操
作，能耗低的要求。这样可以生产出一些高档兔毛
织品，提升兔毛价值。

“通过原料上加工工艺技术的改进，为后面深
加工提供了优质原料的保障，使得兔毛应用的范
围和领域得到了拓展。”麻剑雄表示。

“近年来，通过科技人员的努力，兔毛的加工
积累了不少经验。”张毅表示，应该说毛兔产业前
景是光明的，道路会有曲折，要实现兔产业更大发
展，仍然需要不断努力。

兔产业要“长”起来
姻本报记者 张晴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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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60万亩高山蔬菜
带动10万农户增收

本报讯日前，重庆市农委发布消
息称，今年，重庆市种植的 60 万亩高
山蔬菜，不仅丰富了夏秋季市民的菜
篮子，还带动了 10 万农户增收。

据了解，在重庆市低海拔地区蔬
菜基地换茬、市外蔬菜因高温运入受
影响的时候，位于渝东南、渝东北的
高山蔬菜基地成为保障主城“菜篮
子”供应的主力。以武隆县为例，该县
每天运往主城的蔬菜就达 2000 多
吨，占主城供应量的 30%左右。除了
传统的莲白、大白菜、白萝卜这“三大
白”外，还有番茄、黄瓜、辣椒、油麦菜
等 17 个品种。

“通过产业结构调整，高山蔬菜扶
贫产业在保障市场供给的同时，也为
海拔在 800 米 至 2000 米 地 区 的 农
民，尤其是贫困户提供了持续的发展
动力。”重庆市市农委总农艺师刘保
国表示。

重庆市农委蔬菜发展处副处长邱
宁说，目前，全市高山蔬菜种植面积已
超 60 万亩，带动的农户超过 10 万户。
预计到 2020 年，全市种植面积达到 80
万亩，其中基地面积达到 40 万亩，茄
果类、瓜类、豆类、散叶菜类精细蔬菜
所占比例将超过 50%。（罗芸文乐乐）

黑龙江省实施
玉米青贮饲料生产补贴政策

本报讯 日前，黑龙江省出台了全
株玉米青贮饲料生产补贴政策，对青
贮饲料生产的“窖贮”环节给予适当补
贴。鼓励奶牛规模养殖场生产使用全
株玉米青贮饲料，推动黑龙江省种植
业结构调整，提高养殖业的科学饲养
水平，促进规模养殖场提质增效。

全株玉米青贮饲料生产补贴采
取先贮后补的原则，即对贮量达到
500 吨以上的奶牛规模养殖场 (合作
社、小区)和具有稳定青贮饲料供销
订单的专业收贮企业(合作社)，按照
全株玉米等青贮饲料实际贮量给予
补贴，每吨青贮饲料补贴最高不超过
50 元（1 立方米窖容按贮 700 公斤全
株玉米青贮饲料进行折算）。

补贴政策的实施实行“三到县”，
即将补助资金切块到县、组织实施下
放到县、管理责任明确到县。在县级
政府领导下，由县级畜牧部门组织实
施，同级财政部门负责补贴资金发放
和监管。 （黄春英文乐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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