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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生猪产业高质量发展评价 

指标体系构建与测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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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工商管理学院，湖北 武汉 430000） 

【摘 要】：生猪产业高质量发展是我国畜牧业和农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新阶段满足我国城乡居民

对肉食产品充足、优质和安全消费的现实要求。研究从生猪产业高质量发展“四强两高”的特征出发，“四强”即

医疗服务能力强、饲料供给能力强、供应保障能力强、加工能力强、“两高”即现代化养殖水平高和绿色发展水平

高，构建生猪产业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并基于湖北省 2019年市(州)统计数据，利用熵值法对湖北省 2019年

生猪产业高质量发展水平进行测度。结果显示，湖北省生猪产业高质量水平仍需进一步提升，不同市(州)之间发展

差距较大，襄阳市生猪产业高质量发展水平最高，神农架发展水平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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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国家质量兴农战略规划(2018—2022年)》提出要推动我国农业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转变，2020年《国务院关于促进

畜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指出要实现我国畜牧业高质量发展格局。粮猪安天下，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猪肉

生产国和消费国，猪肉是我国城乡居民主要的肉类消费产品。因此，生猪产业是关乎我国经济、社会和民生的重要产业。生猪产

业的高质量发展关乎我国畜牧业的高质量发展，也关乎我国农业的高质量发展。然而，近年来，受到畜禽养殖环保政策趋严和非

洲猪瘟冲击的双重影响，我国生猪产能明显下降，生猪出栏价格与市场价格持续上升，使稳产供给压力和居民消费压力不断增

加。因此，探究生猪产业高质量发展对我国生猪稳产保供和居民肉食消费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不同学者就如何实现生猪产业高质量发展从不同角度进行了讨论，鲜有学者对生猪产业高质量发展水平进行测度与评

价。宋冬林等(2020)从现代经济体系发展要求的角度提出实现生猪产业高质量发展需构建现代化生猪产业体系和生猪产业宏观

调控体系。朱增勇(2020)从生猪产业链角度出发认为实现生猪产业高质量发展第一要依据区域特点提升生产和屠宰规模化水平；

第二通过金融支持、风险防控、组织机制和服务推动中小规模户转型升级，第三要加快建立粪污资源化利用机制，实现种养协同

发展；第四要及时调整产业政策调控方向，防止在 2022年后出现产能过剩。赵晨刚等(2020)从我国生猪产业高质量发展存在的

产业基础薄弱、保障落实不足、养殖模式和生猪良种培育落后和规模化程度低等制约因素出发，提出要完善产业公共基础，加强

生猪社会保障，改进生猪养殖模式，推进生猪产业一体化进程，培育专业技术人才，提升技术创新能力，做好生猪养殖规划，合

理布局生猪产业，推动产业绿色发展，提升疫病防控能力。 

湖北省是我国生猪主产区之一，生猪产业总体发展水平居全国领先地位，是全国的生猪产出大省和调出大省，产能位居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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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同时，湖北省也是全国种猪大省，种猪以群体规模大、质量优、适应力强而著称，是全国种猪引进的首选省份之一。但是

仍面临着初加工能力不足、精深加工水平低、产品升值难度大、疫病防控能力薄弱、绿色发展水平不高制约生猪高质量发展的现

实问题。此外受非洲猪瘟影响，2019年湖北省生猪出栏 3189.24万头，下降 26.9%。自 2020年始，湖北省就一直在探索如何实

现生猪产业高质量发展。鉴于此，本研究构建生猪产业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通过科学测度湖北省生猪产业高质量发展水

平，分析湖北省各市(州)之间发展差异，为制定和调整湖北生猪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1 湖北省生猪产业高质量发展指标评价体系构建 

目前我国学术界缺乏对生猪产业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的研究，因此本研究通过对《意见》以及近三年中央一号文件对生

猪产业发展的要求，同时借鉴已有学者对于生猪产业发展的评价相关指标体系，提出生猪高质量发展的“四强两高”的特征，

“四强”即医疗服务能力强、饲料供给能力强、供应保障能力强、加工能力强、“两高”即现代化养殖水平高和绿色发展水平

高。因此，本研究按照指标体系完整化、简明化、可量化和数据可得性的原则，从生猪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四强两高”特征出发，

构建了一个包含 20个指标在内的生猪产业高质量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具体指标详见下表 1： 

1.1医疗服务能力 

医疗服务是生猪产业抵御疫病、健康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2020 年中央一号文件和《意见》均提出要提出动物疫病防控

能力。因此本研究选取基层兽医站数、兽药产值和中高级职称人员占比来反映生猪医疗服务能力。 

1.2饲料供给能力 

饲料供给是生猪产业稳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证。饲料供给能力一方面包括饲料的生产加工能力；另一方面包括饲料原材

料的生产能力。我国生猪产业目前仍属于耗粮型产业，对饲料粮需求大。因此本研究在饲料供给能力指标选取上借鉴梁小珍等

(2013)做法，采用人均粮食占有量、人均玉米占有量和饲草料加工数量衡量饲料供给能力。 

1.3现代化养殖 

现代化养殖是生猪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是猪肉产品安全供给的重要保障之一。《意见》指出要加快构建畜牧业高质量现

代化养殖体系，生猪产业属于畜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生猪产业高质量发展也需采用现代化的养殖方式，因此本文采用机械

饲喂数量、机械清粪数量衡量生猪养殖机械化水平，引入生猪规模户数衡量生猪规模化水平，良种化采用生猪受胎率来衡量。 

1.4供应保障能力 

表 1生猪产业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含义 指标属性 指标权重 

生猪产业高质量发展 

医疗服务能力 

基层兽医站数(万头/站) 猪出栏量/基础兽医站数 - 0.043 

中高级职称人员占比 中高级职称人员数/职工总人数 + 0.051 

兽药产值(万元) 兽药产值 + 0.072 

饲料供给能力 人均粮食占有量(kg/人) 粮食产量/常住人口 + 0.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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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均玉米占有量(kg/人) 玉米产量/常住人口 + 0.061 

饲草料加工数量(吨) 机械化饲草料加工量 + 0.055 

现代化养殖 

良种化(%) 生猪受胎率 + 0.049 

机械化(万头/千瓦) 猪出栏量/饲喂机械总动力 - 0.043 

机械清粪(万头/台) 猪出栏量/机械清粪台(套)数 - 0.043 

规模化(户) 规模养殖户数 + 0.052 

供应保障能力 

生猪存栏量(万头) 生猪存栏量 + 0.049 

猪肉总产量(万吨) 猪肉总产量 + 0.048 

人均占有量(kg/人) 猪肉总产量/常住人口 + 0.048 

生猪出栏率(%) 当年存栏量/上年年末存栏量 + 0.047 

加工能力 

肉产品加工业产值(万元) 肉产品加工业产值 + 0.059 

生猪定点企业屠宰数量(个) 生猪定点企业屠宰数量 + 0.048 

肉产品加工企业个数(个) 肉产品加工企业个数(个) + 0.049 

绿色发展 

生猪养殖密度(头/平方公里) 生猪出栏量/土地面积 - 0.044 

化肥替代率(%) 畜禽粪便养分含量/化肥折纯量 — 0.046 

化肥施用强度(%) 化肥折纯量/有效灌溉面积 — 0.043 

 

生猪的安全、稳定供应是生猪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基本要求，自 2018 年以来我国生猪产业受非洲猪瘟影响，产能大幅下降，

猪肉及相关产品价格大幅上升。2020 年中央一号文件认为“生猪稳产保供是当前经济工作的一件大事”，同时提出要加快恢复

生猪生产。本文采用生猪存栏数、猪肉总产量、人均占有量、生猪出栏率来反映生猪供应保障能力。 

1.5加工能力 

生猪加工业发展是生猪产业链、价值链、利益链提升的必然要求。《意见》指出要提升畜禽屠宰加工行业整体水平，持续推

进生猪屠宰行业转型升级。2020年中央一号文件也指出要推进“运猪”向“运肉”转变。因此，本研究选取肉产品加工业产值、

肉产品加工企业个数和生猪定点企业屠宰数量来衡量生猪加工能力。 

1.6绿色发展 

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基本遵循，是为了维持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和满足人民绿色生活的需要。生猪养殖一方面会受到

周围环境的影响，另一方面生猪超载养殖业会加大周围环境的压力。因此，本文引入生猪养殖密度、化肥施用强度和化肥替代率

来反映生猪产业绿色发展水平。 

2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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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生猪产业高质量发展水平测度方法——熵值法 

为排除人为主观偏好对测度结果的影响，客观评价湖北省生猪产业高质量发展水平，因此在测度方法的选择上，选取客观评

价方法中的熵值法，用以评判各指标的离散程度，离散程度越大，其对综合评分的影响就越大。 

具体计算步骤如下： 

第一步：采用极值法对正向指标和逆向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使得指标数值在(0,1]之间。计算公式如下： 

正向指标： 

 

负向指标： 

 

式(1)、(2)中 表示第 i 个市(区)j 项指标的原始数据，表示原始数据标准化之后的值， 表示 j 项指标的最大值，

表示 j项指标的最小值。 

第二步：确定指标权重，计算第 i个市(区)j项指标的权重 ，由于熵值法无法计算 0或负数，本文参考郑洪霞(2019)的做

法，将标准化之后的矩阵平移 0.0001。计算公式如下： 

 

计算第 j项指标的熵值 ，计算公式如下： 

 

计算第 j项指标差异系数 ，计算公式如下： 

 

计算第 j想指标权重 ，计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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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步，计算生猪产业高质量综合评价值 ，计算公式如下： 

 

2.2数据来源 

本研究所采用的数据主要来源于 2019 年《湖北省统计年鉴》《湖北省农村统计年鉴》、各地级市(州)2019 年统计年鉴以及

2019年各地市(州)统计年报，部分缺失数据采用线性插补法进行处理。 

3 湖北省生猪产业高质量发展评价结果分析 

3.1总体发展水平 

根据表 1中指标体系衡量，利用上述熵值法，测算得出 2019年湖北省生猪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综合指数如表 2所示，湖北省

生猪产业高质量发展综合指数为 0.442，其中 9个市(州)超过全省水平。从六大维度来看，现代化养殖发展水平最高，单项得分

达 0.115；发展水平居中的分别是绿色发展、医疗服务和供应保障，单项得分分别为 0.083、0.067和 0.080；加工能力和饲料保

障发展水平较低分别为 0.047 和 0.050。分市(州)的测算结果表明(表 2)，襄阳市生猪产业高质量发展水平最高，综合指数达

0.613，因为襄阳市是湖北省畜牧大市，是我国重要的生猪出口基地，因此生猪产业产出水平高。黄冈和荆门生猪产业高质量发

展水平紧随其后，综合指数分别达到 0.566和 0.556。神农架生猪产业高质量水平最低，综合指数达到 0.275，其主要原因是由

于神农架地区位于鄂西地区的山区，全区森林覆盖率超 90%，是国家级自然生态保护区，因此受制于自然资源禀赋的约束和环境

政策的保护，因而生猪产业基础薄弱，产业产出低下。 

3.2区域空间分布特征 

基于生猪产业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测度结果，本研究将进一步对湖北省生猪产业高质量发展进行等级划分，由于目前学术界

罕有生猪产业高质量等级划分标准的参考，本研究借鉴辛岭等(2019)和黄修杰等(2020)做法，利用 Arcgis中“自然断点法”将

医疗服务、饲料保障、现代化养殖、供给保障、加工能力、绿色发展以及综合评价指数划分为“高”“中高”“中低”“低”4

个等级，并进行空间可视化，分析湖北省生猪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空间特征。 

表 2 2019年湖北省生猪产业高质量发展综合指数 

地区 绿色发展 医疗服务 饲料保障 现代化养殖 供应保障 加工能力 总得分 排名 

湖北省 0.083 0.067 0.047 0.115 0.080 0.050 0.442 — 

武汉市 0.071 0.117 0.017 0.131 0.077 0.123 0.536 4 

黄石市 0.069 0.055 0.014 0.105 0.042 0.056 0.341 13 

十堰市 0.083 0.098 0.046 0.098 0.092 0.029 0.446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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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昌市 0.066 0.039 0.111 0.072 0.166 0.062 0.515 6 

襄阳市 0.087 0.059 0.129 0.156 0.149 0.034 0.613 1 

鄂州市 0.077 0.087 0.003 0.120 0.032 0.017 0.337 14 

荆门市 0.095 0.041 0.081 0.161 0.097 0.082 0.556 3 

孝感市 0.077 0.114 0.043 0.148 0.114 0.034 0.531 5 

荆州市 0.098 0.052 0.058 0.119 0.113 0.040 0.480 8 

黄冈市 0.097 0.114 0.043 0.112 0.105 0.093 0.566 2 

咸宁市 0.061 0.045 0.032 0.105 0.091 0.070 0.404 11 

随州市 0.098 0.050 0.024 0.119 0.075 0.067 0.433 10 

恩施土家族自治州 0.075 0.053 0.095 0.068 0.126 0.082 0.498 7 

仙桃市 0.096 0.054 0.036 0.111 0.028 0.023 0.349 12 

潜江市 0.081 0.070 0.008 0.135 0.026 0.012 0.332 15 

天门市 0.097 0.044 0.016 0.106 0.020 0.019 0.303 16 

神农架林区 0.090 0.043 0.042 0.085 0.015 0.000 0.275 17 

 

2019 年，湖北省生猪产业高质量发展综合指数介于 0.275-0.613 之间，不同地区之间分布差异较大，其中高水平与中高水

平的市(州)有 8个，占湖北省全部市(州)的 47.58%，主要位于鄂西北地区的襄阳，鄂东北地区的孝感和黄冈，江汉平原的荆门、

荆州、武汉以及鄂西南地区的恩施与宜昌。主要因为该地区生猪产业发展的产业基础雄厚，产业产出水平高，全省 43个生猪调

出大县，该类地区占据 33个，全省 40个畜牧大县，该类地区占据 30个。综合指数处于低水平与中低水平的市(州)主要位于鄂

西北地区的十堰、神农架，鄂北地区的随州，江汉平原的天门、潜江、仙桃，鄂东南地区的鄂州、黄石以及咸宁。由于该类地区

地形主要为山区和丘陵，受地形限制较大，产业投入与经济发展动力不足，因此综合指数偏低。 

3.3分维度区域空间分布特征 

(1)医疗服务。 

2019年湖北省生猪产业医疗服务水平指数介于 0.039～0.117之间。由表 2可知，武汉市生猪产业的医疗服务能力最强，得

分值为 0.117，随后是孝感市和黄冈市，得分值为 0.114。医疗服务能力最低是宜昌市，得分仅为 0.039。从图 1-b 的空间分布

图来看，医疗服务能力处于高水平的市(州)主要位于湖北省的东部地区的武汉、黄冈和孝感以及鄂西北地区的十堰，中部地区医

疗服务能力较差。 

(2)饲料保障。 

通过表 2可知，襄阳和宜昌的饲料保障能力最强，得分值分别为 0.129和 0.111。如图 1-c所示，在空间分布上，饲料保障

能力处于高水平的市(州)集聚在湖北中部和西部地区，其中包括主要包括襄阳、宜昌、荆门和恩施；饲料保障能力较低水平的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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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集聚在武汉及武汉周边地区，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武汉及周边地区的饲料粮产量及加工水平低于湖北的中部和西部地区。 

(3)现代化养殖。 

从图 1-d 可以看出，湖北省生猪产业现代化养殖水平较高的市(州)在湖北省中部和北部地区聚集，主要有襄阳、荆门和孝

感，其中荆门的现代化养殖水平在全省范围内最高，得分值达到 0.161。西部地区和东部地区的市(州)现代化发展水平较低，其

中发展水平最低的区域集中在鄂西南地区，其中主要包括宜昌、恩施和神农架。 

(4)供应保障。 

襄阳和宜昌两地的供应保障能力最强，得分值分别为 0.149 和 0.166，比分值最低的神农架高出大约 10 倍，是全省平均值

的两倍。由图 1-e可知，在空间分布上现代化养殖水平在不同市(州)之间差距较大，并未出现显著的聚集现象，现代化养殖发展

水平较低的地区散见于鄂东南的鄂州与黄石，江汉平原的天门、潜江和仙桃以及鄂西北的神农架。 

(5)加工能力。 

由图 1-f可知，加工能力处于高水平的市(州)主要有恩施、荆门、武汉和黄冈，其中武汉市加工能力最强，加工能力得分达

0.123，高出第二名黄冈 0.029，是湖北省平均水平的两倍，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武汉市拥有较多的生猪屠宰企业和肉产品加工

企业，其肉制品加工业产值居全省第一，占湖北省全省肉制品加工业产值的 27.6%。神农架加工能力最弱，主要原因是神农架地

区生猪产业链上养殖环节的养殖数量上相较于其他市(州)较少，因而产业链下游的加工业发展水平较低。 

(6)绿色发展。 

荆州市的生猪产业绿色发展水平最高，得分值为 0.098，咸宁市生猪产业绿色发展水平最低，得分值为 0.061。从图 1-g可

知，湖北省生猪产业绿色发展水平呈现出中地区高，东部和西部地区低的分布特征。绿色发展水平较高的市(州)主要集中在湖北

省中部的荆门、天门、仙桃、荆州和随州以及鄂东北地区的黄冈市。绿色发展水平较低的市(州)主要在集中在武汉及武汉周围的

孝感、鄂州、黄石、咸宁，此外还有鄂西地区的十堰、恩施与宜昌。 

4 结论 

(1)湖北省生猪产业高质量发展综合水平有待提升，且各市(州)之间发展水平差距较大。2019年，全省生猪产业高质量发展

综合指数为 0.442，有 9个市(州)超全省平均水平。生猪产业高质量发展水平较高的市(州)主要位于鄂西北地区的襄阳，鄂东北

地区的孝感和黄冈，江汉平原的荆门、荆州、武汉以及鄂西南地区的恩施与宜昌；发展水平较低的市(州)主要有鄂西北神农架林

区，江汉平原的天门、潜江和仙桃以及鄂东南地区的鄂州与黄石。发展水平最高的襄阳市是发展水平最低的神农架林区的 2.23

倍。 

(2)不同维度之间发展差距较大，湖北省生猪产业在现代化养殖方面发展水平最高，得分值达 0.115，其次是绿色发展、供

应保障、医疗服务和加工能力，饲料保障发展水平最低，得分值仅为 0.047。 

(3)武汉市的加工能力和医疗服务能力位居全省第一，荆门的现代化养殖水平在全省范围内最高，襄阳和宜昌的饲料保障和

供应保障发展水平高于全省其他市(州)，荆州的绿色发展水平最高。 



 

 8 

 

图 1湖北省生猪产业高质量发展空间分异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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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湖北省生猪产业高质量发展空间分异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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