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在肉类和奶制品上消费和生产
的迅速增长，以及动物养殖业的

不断工业化，正在对中国的环境、公共
健康和食品安全产生深远的影响。全世
界每五个人当中就有一个是中国人，这
就意味着即使是个人肉类和奶制品消费
的小幅增长，都会对社会、政治和环境
造成广泛的影响。中国人所食何物和生
产何物将对中国乃至整个世界产生越来
越大的影响。 

世界最大的生产国
随着中国人收入的增加，中国人的肉类
消费量也在增加。现在每年中国13亿人
口大约消费肉类1570亿磅，相当于美国
年消费量的两倍多。在过去的十年里，
中国的猪肉（中国人最常吃的肉类）消
费增长了一倍，达到每年920亿磅。从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肉类消费总
量翻了两番，达到现在每人年均54公斤
（119磅）的水平，相当于美国人均消
费水平（220磅）的一半。

现在中国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肉猪（每
年7亿头）和肉鸡生产国，中国生产的肉
鸭数量也占到全球的三分之二。中国也
是全球最大的农产品生产国：中国生产
的玉米占全球总量的20%，大米占30%。
同时中国也是大蒜、苹果、蔬菜以及养
殖虾的主要出口国。

中国政府正在越来越多地依赖规模化饲
养方式来满足不断增长的消费需求。中
国的需求增长受到全球因素的影响，也
同时会反过来影响全世界。中国政府已
经允许经营肉类、奶制品以及饲料产品
的跨国公司投资中国牲畜养殖业，其中
参与投资的有泰森食品公司、史密斯菲
尔德食品公司和诺伟司国际公司，还包
括私募股权投资公司如高盛（2008年投
资三亿人民币购入湖南和福建两地的10

家集约化家禽农场），以及世界银行下属的
私人投资部门。

同时，中国快餐食品行业规模已达到每年
280亿美元，并且仍在快速增长中。百胜餐
饮集团现在在中国开设了3000家分店（包括
肯德基和必胜客），这一数字最终可能会达
到20,000家。而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主要赞
助商麦当劳在中国也开设了1100家分店，并
且计划在2013年前增至2000家。

饲料的需求量
中国对牲畜产品需求的不断增长也带动了牲
畜饲料需求的增长。这一因素也部分地推动
了主要谷物价格的上涨，从而影响到了中国
和全球的食品安全问题。

中国现在每年将28.5%的谷物用来饲养牲畜，
这一比例是1980年的两倍多（13.3%）。尽
管中国国家粮食局副局长曾丽瑛表示“中国
有足够的玉米来满足需求”，但预计从2010
年到2011年，中国将从包括美国在内的国家
进口玉米350万吨，是现在进口规模的2倍以
上。

大豆是动物饲料的主要成分之一。在不久以
前，中国还是大豆的净出口国，但现在已经
成为大豆的净进口国。预计2010年中国将
从全球市场购入5500万吨大豆，达到历史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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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国购买的大豆总量现已占据了全球市场
交易量的一半以上。中国主要通过进口巴西的
大豆来满足日益增长的需求，而巴西大豆产量
的增长，主要来自于砍伐亚马逊的热带雨林和
生物多样性发达的巴西大草原而得来的土地。
中国购买了巴西40%以上的大豆产量。 

环境破坏与气候变化 
牲畜养殖产业需要利用大量的土地、谷物和水
资源，因此对于环境会造成巨大的影响。中国
的农场牲畜（包括家禽）一年排出废物总量达
27亿吨，已经成为中国主要的水污染源。2010
年中国公布的有史以来最为严格的水污染调查
研究发现，农业废水排放
竟高达1320万吨，这一数
字几乎达到此前全部废水
排放量的总和。

化学农药和牲畜废物顺流
而下，在中国南海已经形
成了一片没有任何海洋生
物的“死亡海域”。在北
方，过度放牧和开垦导致
每年100万英亩的草原退
化为荒漠。而中国现在四
分之一的国土已经沦为了
沙漠。 

牲畜养殖的每一个环节都
会放出导致全球变暖的温
室气体。中国牲畜和集约型养殖场数量的不断
增加也伴随着温室气体排放的提高。中国人均
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已经从1991年的2.1吨增加
了一倍以上，达到今天的5.1吨。

公共健康风险和现状
中国通过规模化养殖以获得数量更多、价格更
低的肉类食品的方法也对公共健康造成了显
著的影响。从1996年到2006年，中国人从脂肪
摄取的热量在人均饮食比中上升了10个百分
点，2008年的一项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四个成
年人当中就有一个体重超重。中国有9000万
人患有糖尿病，相当于10%的全国成年人口数
量，患病人数居全世界首位。

规模化养殖还造成很多非直接的潜在后果：集
约型封闭的牲畜养殖环境为诸如非典型性肺
炎、禽流感以及猪蓝耳病等传染病的爆发提供

了最有利的条件。此外，为刺激生长和减少疾
病而让牲畜食用过度药物，这已经使90%的某
些亚洲细菌产生了对“一线药物”的抗体。

政策建议
中国的发展速度是史无前例的。中国发展的必
然趋势，为更大规模和更快速度地实现创新，
塑造新的有弹性的可持续发展远景，提供了一
系列的机遇和挑战。

中国政府应在当前和未来就规模化牲畜养殖的
影响进行多领域综合分析，让政策制定者、学
者、民间社会共同制定一套综合方案，在不牺

牲社会、经济和自然环境
的稳定的情况下，确保人
口的食品安全。

中国政府应当重新定义短
期与长期的食品安全概
念，避免将以肉食为主的
饮食结构变成发展的重
点，调整农业经济，为不
同社会阶层、收入水平和
不同地域的居民提供多
样、健康、安全的以植物
为主的饮食。

应当取消用来支持规模化
养殖的政府补贴，应当要
求具体的行业和养殖场支

付牲畜养殖而产生的所有“外部成本”，包括
水污染、土壤污染、地下水污染、土地退化以
及温室气体的排放。n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中关注环境问题、气候变

化、食品安全、主权、安全、农业和动物福利的非

政府组织应当建立包括互联网在内的各种渠道，与

中国的同事交流彼此经验、见解和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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