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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寨沟生态畜牧业现状及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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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畜牧业规模

02

养殖结构

九寨沟地区畜牧业以小规模家庭养殖为主，缺乏规模化、集约化养殖

企业，导致整体养殖效益不高。

该地区畜牧业结构较为单一，以牛、羊等草食动物养殖为主，缺乏特

色养殖品种，市场竞争力不足。

畜牧业规模与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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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场退化

过度放牧和不合理利用草场资

源导致草场退化严重，影响畜

牧业可持续发展。

02

水源保护

九寨沟地区是长江上游重要水

源涵养地，畜牧业发展需严格

控制污染排放，保护水源安全

。

03

生物多样性保护

该地区生物多样性丰富，畜牧

业发展需注重保护野生动植物

资源及其栖息地。

生态环境压力与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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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寨沟地区畜牧业技术水平相对较低，缺

乏先进的养殖技术和管理经验，制约产业

发展。

技术水平落后

该地区畜牧业产业链条短，缺乏饲料加工、

肉制品深加工等配套产业，附加值低。

产业链条不完善

九寨沟地区畜牧业品牌知名度不高，缺乏

特色品牌和产品，难以打开市场销路。

品牌建设不足

产业发展瓶颈与问题



生态畜牧业发展路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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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旅游与畜牧业融合

打造特色旅游线路

结合九寨沟自然风光和藏族文化，设

计独具特色的生态畜牧业旅游线路，

吸引游客体验高原牧场风情。

开发畜牧业旅游产品

挖掘当地畜牧业资源，开发如酸奶、

奶酪、藏式肉制品等特色旅游商品，

丰富旅游市场。

强化旅游与畜牧业互动

通过让游客参与放牧、挤奶等畜牧业

活动，增强旅游体验，同时提高当地

牧民收入。



选育适应九寨沟高原环境
的优质畜种，打造具有地
域特色的畜牧业品牌。

培育高原特色品种 提升产品品质 加强品牌宣传

通过标准化生产、精细化
管理等措施，提高九寨沟
生态畜牧业产品品质，赢
得消费者信赖。

利用互联网、社交媒体等
途径，加大对九寨沟生态
畜牧业品牌的宣传力度，
提高品牌知名度。

030201

高原特色品牌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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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专业人才

加大对畜牧业人才的培养力度，为九寨沟生态畜牧业发展提供

强有力的人才支撑。

01

引进先进技术

积极引进国内外先进的畜牧业技术和管理经验，提升九寨沟生

态畜牧业科技水平。

02

加强科研合作

与高校、科研机构建立合作关系，共同开展高原畜牧业相关技

术研究，推动科技成果转化。

科技创新驱动产业升级



政策支持与保障机制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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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应加大对生态畜牧业的财政投入，设立专项资金，用
于支持生态畜牧业的基础设施建设、技术研发、品种改良
等方面。

财政资金支持

出台一系列针对生态畜牧业的优惠政策，如税收减免、贷
款贴息、用地优惠等，以降低生态畜牧业的生产成本，提
高其市场竞争力。

优惠政策扶持

鼓励和支持生态畜牧业领域的科技创新，引导企业和科研
机构加强合作，推动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的研发和应
用。

科技创新驱动

政府政策引导与支持措施



加强技术推广和培训
通过举办培训班、现场指导等方式，加强对生态畜牧业从业者的技
术培训和指导，提高其生产技能和管理水平。

完善市场信息平台
建立生态畜牧业市场信息平台，及时发布政策法规、市场动态、技
术创新等信息，为从业者提供全方位的信息服务。

建立健全社会化服务体系
整合政府、企业、科研机构和中介机构等资源，构建覆盖全产业
链的生态畜牧业社会化服务体系。

社会化服务体系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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