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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养殖

青海牧区藏羊高效养殖技术的效益估算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９－０１－０８修改日期：２０１９－０３－０５
　　［基金项目］　青海省重点 研 发 与 转 化 计 划 项 目（２０１９－ＳＦ－１４８）；国 家 重 点 研 发 计 划 课 题（２０１６ＹＦＣ０５０１９０１）；青 海 省 创 新 平 台 建 设 专 项

（２０１７－ＺＪ－Ｙ２０）
　　［作者简介］　罗增海（１９７０－），男，青海乐都人，硕士，教授，主要从事生态畜牧业生产管理和研究工作。Ｅ－ｍａｉｌ：ｌｉｎｇｑｉａｎｇ８２８５＠１６３．ｃｏｍ

罗增海１，侯生珍２，王志有２，辛玉春３，周华坤４，袁桂英１

（１．青海省畜牧总站，青海 西宁，８１０００１；２．青海大学，青海 西宁，８１００１６；３．青海省草原总站，青海 西宁，８１０００１；

４．中科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青海省寒区恢复生态学重点实验室，青海 西宁，８１０００８）

［摘　要］　藏羊高效养殖技术是青海在生态畜牧业建设实践中形成的重大综合性配套技术，
算清楚该技术的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可为该技术的进一步推广和各界决策提供依据。文章从

畜牧生产学、经济学和生态学等多重视角，运用简化模型估算了藏羊高效养殖的经济和生态价

值，结果表明：（１）高效养殖的母羊平均收益１６８元／（只．年），较传统放牧高７倍；（２）实行高效

养殖时，每只羔羊可产生５００元的间接经济效益；（３）每只藏羊通过草地影响的生态系统服务

价值在１５０　０００元以上。说明该技术既有直接经济效益，也有间接经济效益，还能影响生态效

益，值得大力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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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海生态畜牧业是定位于“生态、生产、生活”共
赢目标，综合 运 用 现 代 农 业 发 展 理 念、现 代 生 产 要

素、现代科学技术和管理方式，耦合生态、经济和社

会等多元价值组成的复合型生态经济系统，主旨是

通过建立草畜平衡机制来转变传统草地的生产经营

方式，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历经１０年成效斐然。
藏 羊 高 效 养 殖 技 术 是 青 海 在 生 态 畜 牧 业 实 践

中，用８年时间研究探索出来的一套适用于藏羊生

产的综合性技术，主要通过母羊关键繁育期精准补

饲、羔羊半舍饲养殖等方法，对传统藏羊生产进行技

术干预，颠覆了以往藏羊季节性发情、生长缓慢等传

统观念。藏羊高效养殖技术在青海省实施以来，经

济效益显著，得到政府和群众的广泛认可，有效加快

了牧区藏羊的养殖效率，已成长为助推青海生态畜

牧业发展的重大支撑技术。
但是，目前对藏羊高效养殖技术的经济效益和

生态效益问题，尚缺乏一种行业部门说得清楚、藏区

群众听得明白的“简单账”，阻碍了该技术快速推广

和藏区牧民依靠科技增收。本文作者在结合多年畜

牧生产实践工作的基础上，对该项技术的直接经济

效益、间接经济效益和生态价值进行估算研究，以期

为社会各界开展相应工作提供一个基本参照。

１　藏羊高效养殖技术的直接经济效益

１．１　估算思路

１．１．１　自然放牧模式　青海藏区牧户传统上是纯

放牧方式 饲 养 藏 羊。一 般 是 牧 户 将 各 类 羊 混 群 饲

养，不补饲，母羊一年一胎，羔羊出栏有１岁（一般毛

重２０～２５ｋｇ以上，可售出供育肥，但牧民一般会因

羊太小惜售）或２岁（一般毛重３０～３５ｋｇ售出），实
际大多数每年出栏１只２岁羊。牧民传统上不计草

地和人工成本，出栏收入即视为收益。

１．１．２　高效养殖模式　即使用青海藏羊高效养殖

技术下的生产模式。一般先将羊群按类分群，然后

采取放牧＋半舍饲方式生产母羊，对母羊妊娠后期、
泌乳期用专料补饲；对羔羊进行全程舍饲（辅之以少

许放牧或不放牧亦可），羔羊６月龄时就可出栏（体

重可达３５ｋｇ以上），母羔当年即可配种。母羊一年

一胎，少部分可实现２年３胎。

１．２　假设条件

１．２．１　生产基本参数按青海生产实际确定　草地

产鲜草量按２　７００ｋｇ／ｈｍ２，藏羊平均采食鲜草按省

内标准４ｋｇ／ｄ，羔羊第１年（含高效养殖模式６月）
食草量减半计算。



传统放 牧 母 羊 年 产１胎，繁 殖 成 活 率 按８０％，
母羊的年损 亡 率 为２％，羔 羊 长 到２岁 时（体 重３２
ｋｇ）出栏，屠宰率按４７％计算。

高效养 殖 母 羊 年 产１胎，繁 殖 成 活 率 按９５％，
母羊年损亡率为０．５％，羔羊６月龄体重达３７ｋｇ出

栏，屠宰率按４８％计算。

１．２．２　生产成本价格参照近年实际价格　放牧羊

采食草为草地鲜草，非市场购买饲用青干草，按０．２
元／ｋｇ，人力成本参照牧区实际按０．１元／（ｄ·只）
计算。母羊 妊 娠 后 期 补 饲４５ｄ，每 天 每 只 补０．１
ｋｇ；泌乳期补 饲６０ｄ，每 天 补０．２５ｋｇ；羔 羊 舍 饲６
个月共补饲７２ｋｇ饲料。肉价取５０元／ｋｇ计，补饲

饲料妊娠后期料２．７元／ｋｇ、泌乳料按２．８元／ｋｇ、
羔羊舍饲料３元／ｋｇ计算，合计母羊每个周期补料

需５４．１５元，羔羊饲料每只需２１６元。羊只损亡按

每只８００元计。

１．２．３　简化部分计算条件　为比较和计算方便，假
定所有母羊 均 为 正 常 的 能 繁 母 羊；所 有 羊 羔（含 母

羔）６个月全部售出（不再延展计算）；本文只将畜牧

生产中最重要的饲草料和人工计入经济成本，而忽

略其它杂项，并假定草地产量、母羊胎次、管理水平、
羊价波动、副产品（含皮毛）利用、疫病成本以及生产

折旧摊销等因素在两种生产方式下扰动一致，计算

时忽略。

１．３　估算结果

１．３．１　自然放牧情况下

１．３．１．１　毛收入　测算自然放牧和使用高效养殖

技术时的直接经济收益，由于牧民视角和经济视角

不同，本文计算时亦予区分。为统一计算口径便于

比较更客观合理，以１００只母羊为基数，以２年为一

个完整生产周期，计算牧民饲养１００只母羊２年的

毛收入。
毛收入＝母羊数×羊繁活率×羊羔出栏体重×

屠宰率×肉价×批次＝１００×８０％×３２×４７％×５０
×２＝１２．０３万元

即：每年收入约为６万元，也即牧民每养１只母

羊每年的收入为６００元。从羔羊视角看，每养出栏

一只羔羊收入是６００／８０％＝７５０元。

１．３．１．２　成本　
①母羊饲草成本＝母羊数×饲养天数×每天食

草量×鲜草价格＝１００×３６５×２×４×０．２＝５．８４
万元

②羔羊饲草成本＝羔羊数×饲养天数×食草量

×鲜草价格＝（８０×３６５×４×０．２）＋（８０×３６５×２×

０．２）＝３．５０４万元

说明：常规畜群中１岁羔８０只每天采食２ｋｇ，２
岁羊８０只每天采食４ｋｇ计。

③母羊人工成本＝母羊数×饲养天数×每天人

工费＝１００×３６５×２×０．１＝０．７３万元

④羔羊人工成本＝羔羊数×饲养天数×每天人

工费＝１６０×３６５×２×０．１＝１．１６８万元

⑤羊 只 正 常 损 亡＝损 亡 率×年×每 只 羊 价＝
１００×２％ ×２×８００＝０．３２万元。

１．３．１．３　收益　第一种视角即牧民视角下，收益视

为毛收入，其饲养１００只母羊２年收益为１２万元，
每年６万元。

第二种视角即经济视角下，饲养１００只 母 羊 的

收益为：毛收入－①－②－③－④－⑤＝０．４６８万

元。相当于每只母羊２年４６．８元，每年２３．４元，与
之前有学者［１１］的研究结果十分相近。

１．３．２　高效养殖情况下　
１．３．２．１　毛收入　毛收入＝母羊数×羊繁殖成活

率×羊羔出栏体重×屠宰率×肉价×批次＝１００×
９５％×３７×４８％×５０×２＝１６．９万元。

１．３．２．２　成本　
①母羊饲草成本＝母羊数×饲养天数×每天食

草量×鲜草价格＝１００×３６５×２×４×０．２＝５．８４
万元

②羔羊饲草成本＝ 羔羊数×饲养天数×食草

量×鲜草价格×批 次＝（９５×１８０×２×０．２）×２＝
１．３７万元

③母羊人工成本＝母羊数×饲养天数×每天人

工费＝１００×３６５×２×０．１＝０．７３万元

④羔羊人工成本＝羔羊数×饲养天数×每天人

工费＝９５×１８０×０．１×２＝０．３４万元

⑤母羊饲料成本＝母羊数×补饲饲料费×生产

批次＝１００×５４．１５×２＝１．０８万元

⑥羔羊饲料成本＝ 羔羊数×补饲饲料费＝９５
×２×２１６＝４．１万元

⑦羊只损亡 ＝损 亡 率×年×每 只 羊 价（元）＝
１００×０．５％ ×２×８００＝０．０８万元

总成本为上述合计，即１３．５４万元。

１．３．２．３　收益　第一种视角即牧民视角下，牧民饲

养１００只母羊去除饲料后的收益为１１．７２万元，每

年５．８６万元。平均每只母羊每年收入５８６元，比自

然放牧的６００元低了１４元，但节约了大量劳动力和

草地。每只羔羊收入为８８８元，比传统的７５０元提

高近１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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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种视角即经济视角下，饲养１００只 母 羊 收

益为总收入减去总成本，即３．３６万元，相当于每只

母羊２年收入３３６元，每年１６８元，比传统放牧母羊

的２３．４元多出１４５元，即７．２倍。

１．３．２．４　牧区实证　与本文的简化模型相比，牧区

牧民的实际生产更复杂也更动态化，各地区生产模

式有一定差异，本文力求模型简单，一些扰动因素作

为外生因素并未列入。
一是母羔生产效率提高，高效养殖后比传统放

牧５％左右的 当 年 羔 配 种 率，高 效 养 殖 羔 羊 可 达 到

７０％以上，当年的效果十分明显。二是公羔发育普

遍优于传统放牧，有更多会成为种公羊获得政策性

项目补贴收入。青海藏羊高效养殖课题组估算的这

部分收入范围在５０～１００元之间，各州大面积使用

高效养殖技 术 的 监 测 统 计 结 果 也 包 含 了 这 些 因 素

（表１）。由表１可知，２０１１－２０１６年青海各州藏羊

高效养殖技术成果推广效益估算值与全省多地牧户

普遍反映２００～３００元的口径吻合。

表１　藏羊高效养殖技术成果推广２０１１－２０１６年各州效益估算表

Ｔａｂｌｅ　１　Ｂｅｎｅｆｉｔ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ｉｇｈ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ｂｒｅｅｄ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Ｔｉｂｅｔａｎ　ｓｈｅｅｐ　ｉｎ　ｅａｃｈ　ｓｔａｔｅ　ｉｎ　２０１１－２０１６

年度
Ｙｅａｒ

地区
Ｒｅｇｉｏｎ

母羊数／只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ｓｈｅｅｐ

育肥羔羊数／只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ｌａｍｂｓ
ｆａｔｔｅｎｅｄ

总收入／万元
Ｔｏｔａｌ
ｒｅｖｅｎｕｅ

总成本／万元
Ｔｏｔａｌ
ｃｏｓｔ

新增产值／万元
Ｎｅｗｌｙ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ｏｕｔｐｕｔ　ｖａｌｕｅ

新增利润
／万元
Ｎｅｗ　ｐｒｏｆｉｔ

２０１１－２０１２ 海北州 ９１６００　 ８７９９０　 １０３０２．０７　 ２７１７．４５　 ６５０３．１９　 ３７８５．７４
２０１２－２０１３ 海北州 １１２６００　 １０７９９５　 １２４７４．７３　 ３３４６．８０　 ７７０８．８９　 ４３６２．１０
２０１３－２０１４ 海北州 １５８２００　 １５１３９７　 １５９３０．６４　 ４８０９．５８　 ９７９０．７４　 ４９８１．１６

海南州 １９６００　 １８５４１　 １９７６．９２　 ５８４．９９　 １２５４．３６　 ６６９．３７
海西州 ２３８００　 ２２３００　 ２３４５．６２　 ７１６．３４　 １４８１．３３　 ７６４．９８

合计 ２０１６００　 １９２２３８　 ２０２５３．１８　 ６１１０．９１　 １２５２６．４３　 ６４１５．５１
２０１４－２０１５ 海北州 ３１６８７０　 ３０２４２０　 ２８３７３．０３　 ９４７３．２１　 １７７１９．２６　 ８２４６．０５

海南州 １９６０００　 １８３５５４　 １７０８８．７６　 ５７３５．８７　 １０７１２．２５　 ４９７６．３８
海西州 ８６０００　 ７９６７９　 ７２３８．４６　 ２５２８．８４　 ４５２４．９０　 １９９６．０６
黄南州 ３８０００　 ３５２６４　 ３４７０．３３　 １１１１．５０　 ２０７６．５３　 ９６５．０３
玉树州 ４００　 ３５０　 ３３．５４　 １１．３９　 ２２．２１　 １０．８９
果洛州 ５００　 ４２６　 ３８．７９　 １３．９６　 ２５．３３　 １１．３７

合计 ６３７７７０　 ６０１６９３　 ５６２４２．９１　 １８８７４．７７　 ３５０８０．４８　 １６２０５．７８
２０１５－２０１６ 海北州 ５８６０００　 ５７３９８７　 ４７９５３．０２　 １６９９０．３６　 ２８４８５．９９　 １１４９５．６３

海南州 ２３４０００　 ２１９２５８　 １８５４４．９７　 ６７３８．５１　 １１２０７．３１　 ４４６８．８０
海西州 １４２０００　 １３１６３４　 １０９０５．９４　 ４１１６．４７　 ６５９１．４１　 ２４７４．９４
黄南州 ８４５００　 ７８４１６　 ７０７４．２９　 ２４３７．０５　 ４０１４．８８　 １５７７．８３
玉树州 ６００　 ５２７　 ４７．３７　 １６．９４　 ３０．０５　 １３．１１
果洛州 １０００　 ８５５　 ７４．２９　 ２７．４７　 ４７．６３　 ２０．１６

合计 １０４８１００　 １００４６７７　 ８４５９９．８８　 ３０３２６．８０　 ５０３７７．２７　 ２００５０．４７
总计Ｔｏｔａｌ　 ２０９１６７０　 １９９４５９３　 １８３８７２．７７　 ６１３７６．７３　 １１２１９６．２６　 ５０８１９．６０

　注：数据来源于六州政府出具的专门报告（内部资料）。

　Ｎｏｔｅｓ：ｄａｔａ　ｆｒｏｍ　ｒｅｐｏｒｔ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ｓｉｘ　ｌｏｃ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ｄａｔａ）．

　　从政策层面看，高效养殖会有效激活牧业生产

要素，有利于释放牧业生产潜力：
一 是 草 地 资 源 腾 出 后 可 饲 养 额 外 的 牛 羊 增 收

（即间接收益部分，见后文）；二是羔羊实行高效养殖

时，基本处于不放牧或轻放牧状态，原有草地压力陡

然减轻，会必然影响草地的生态效益（见后文）。三

是用此方式生产时，牧民可放心地统一将羊交给合

作社等经营，人力可腾出来从事其他产业，使“减畜

不减收”的青海生态畜牧业战略目标成为了牧区现

实。

２　高效养殖带来的间接经济效应

２．１　估算思路

以１００只羔羊实行高效养殖为单元，计 算 每 只

羔羊６月出栏后节约的草场可多生产的羊计算。

２．２　假定条件

前文表述的饲养方式和假定条件成立；假定腾

出的草料全部仅以牧民传统放牧形式被利用。

２．３　估算结果

传统模式下每只羔羊２年出栏，消耗饲草２　１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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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ｇ鲜 草。高 效 养 殖６个 月 出 栏，节 约 鲜 草１　８３０
ｋｇ，理论上可 饲 养 传 统 放 牧 藏 羊０．８３５只，相 当 于

５０１元的间接收入，即高效养殖１只羔羊，通过草场

节约可带来５００元的间接经济效益。

３　藏羊高效养殖技术中生态系统服务

价值的间接估算

３．１　估算思路

用 草 地 生 态 系 统 服 务 价 值（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
ｉｃｅｓ）作为藏 羊 高 效 养 殖 技 术 生 态 价 值 大 小 的 衡 量

值，借用前人文献研究的结果，按先期学者测算结果

综合后，通过藏羊采食草地数量，间接测算高效养殖

后藏羊涉及或影响的间接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

３．２　估算依据及说明

３．２．１　估算依据　
３．２．１．１　养殖模式和参数见前文。

３．２．１．２　参考之前学者的诸多研究结果：Ｃｏｓｔａｎｚａ
等［１］提出的生 态 系 统 服 务 价 值 概 念 和９类 功 能 因

子；陈仲新等对我国草地生态系统的价值估算［２］；尹

剑慧 等［３］对 牧 草 生 产 价 值 用 市 场 价 值 核 算；任 继

周［４］对我国草地资源的属性、结构与健康评价；谢高

地等［５］对中国自然草地生态价值的估算和对青藏高

原天然草地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估算；赵新全等［６］

对青海高寒草甸草地畜牧业可持续发展的理论与实

践研究基础；周华坤等［７］对三江源区高寒草地退化

演替与生态恢复研究基础；辛玉春等［８］对青海天然

草地生态服务功能价值估算；闵庆文等［９］对青海草

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价值评估；吴昊怡等［１０］对青

海贵南县天然草原生态系统服务的价值估算；徐世

晓等［１１］对青海 省 玛 沁 县 牛 羊 舍 饲 育 肥 经 济 与 生 态

效益 的 核 算；赵 苗 苗 等［１２］对 青 海 青 海 省 １９９８－
２０１２年草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估算；郑淑华［１３］对不

同放牧强度下羊草草原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评估；
张晓云等［１４］对若尔盖高原湿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动

态变化进行的长期测算。主要估算结果见表２。

３．２．２　说明

３．２．２．１　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具体估算法相对复

杂，不同研究之间视角有别，结果存在差异，由于主

表２　不同学者研究结果折合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

Ｔａｂｌｅ　２　Ｔｈｅ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ｖａｌｕｅ　ｃｏｎｖｅｒ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

文献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草地面积／１０４　ｈｍ２
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
ａｒｅａ

每年生态系统
服务价值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ｖａｌｕｅ　ｐｅｒ　ｙｅａｒ

折合每公顷价值／元
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ｔ　ｔｏ　ｔｈｅ
ｖａｌｕｅ　ｐｅｒ　ｈｅｃｔａｒｅ

备注
Ｎｏｔｅｓ

［２］ ４３４．９８４４　 ８６９７．６８×１０８ 元 １９９９．３５　 １９９４年，国土面积

［５］ １２８３４．９　 ２１２．８美元／ｈｍ２　 １７５９．８０ ２００３年，青 藏 高 寒 草 甸 和 高 寒 草 原
（按基准汇率８．２７：１换算，下同）

［９］ ３３４５　 ２０３．８３×１０８ 美元 ５０１８．８５　 ２００４年，青海典型草地

［１１］ １　 ４７７６．４４×１０４ 元 ４７７６．４４　 ２００５年，青海玛沁县

［１２］ ３１６１ （２３５．６３±３０４．７９）×１０８ 元 ７４５４．２５±９７１．８５　 １９９８－２０１２年，青海可利用草场面积

［８］ ４１９１．７２　 ４０６８×１０８ 元 ９７０４．８５　 ２０１２年，青海天然草地

［１０］ １．９１４２　 ４０９３９×１０４ 元 ２１４９４．１０　 ２０１４年，青海贵南某村

［１１］ 江河源高寒草原生产力为中等，单位羊需求草地面积平均１．１１ｈｍ２，每只羊的经济效益为３４．２５元，生
态效益为５３０１．８５元

［１３］ 不放牧、轻度、中度、重度放牧区的直接价值分别是间接价值的５．８８％、４．８１％、３．９５％、１．５７％，间接价
值远大于直接价值（内蒙２００６）

［１４］ １９７５－２００６年间若尔盖高原湿地生态系统 的 物 质 产 品 生 产 价 值 与 气 体 调 节 价 值 和 蓄 水 价 值 动 态 变 化
量为３．０２／７２．０５（４．２４％），草产品价值或与间接价值的变化关系接近５％左右（四川）

［１０］
“草－畜－人”完整社会生态系统视角下，天 然 草 原 生 态 系 统 服 务 功 能 价 值 是 现 有 政 府 统 计 价 值 的２０倍。
但其对生物多样性估值过大（占到８５％）

题所限，本文不展开综述。但Ｃｏｓｔａｎｚａ等［１］提出概

念和９类功能因子是价值评价的主要框架和主流方

法。在青藏高原草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测定上学

者多采用谢高地等［５］提出的方法。

３．２．２．２　不同时期学者，针对不同地区、草地和研

究侧重点估算的草地过生态服务价值，本文为方便

比较，统一折算为每公顷草地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

（见表２），从 文 献 看 随 着 时 间 推 移 草 地 生 态 服 务 价

值在逐年上升。

３．２．２．３　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构成分直接价值与间

接价值两部分。一般研究中将草产品、畜（食物）产

品的价值视为直接价值，其他包括气体调节、气候调

节、水源涵养、土壤形成与保护、废物处理、生物多样

性维持、原材料生产、休闲娱乐等视为间接价值。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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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牛羊的生态价值目前还没有直接的衡量文献和方

法，只能通过羊采食草地的生态价值来间接管窥，因
此本文所涉及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仅仅是藏羊养殖

所“涉及的”或“影响到的”价值，而不能表述为藏羊

“产生的”生态价值。

３．３　假定条件

前文表述的饲养方式和假定条件成立；高效养

殖羔羊对草地的利用水平为无放牧－轻度放牧；视

间接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为藏羊所影响的生态价值。

３．４　估算结果

３．４．１　直 接 生 态 系 统 服 务 价 值　一 只 羊 用１．０７
ｈｍ２ 地，每公顷产草价值５５６元即直接生态系统服

务价值，这与青海近年来牧民草地流转实际价格也

十分吻合。

３．４．２　间接生态系统服务价值　第一种估算法：借
用张晓云等［１１］、吴 昊 怡 等［８］的 研 究 结 果，即 按 直 接

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２０倍估算间接生态系统服务

价值，即５５６元的２０倍为１１　１２０元。用 高 效 养 殖

办法生产１只藏羊，可以节省０．９３ｈｍ２ 草地，其涉

及到的 生 态 系 统 服 务 价 值 为１１　１２０元 的１４倍 即

１５５　６８０元。
第二种估算法：采用辛玉春等［６］２０１２年用因子

法直接研究的结 果 值 即 每 公 顷９　７０５元 计 算，则 涉

及到 的 生 态 系 统 服 务 价 值 为９　７０５元 的１４倍 为

１３５　８７０元。
第三种 估 算 法：采 用 郑 淑 华 等［１０］研 究 结 果 参

数，仍以草地价值５５６元为直接价值，按无放牧－轻

度放牧时直接 价 值 占 间 接 价 值 的５．８８％～４．８１％
计，则每公顷草地的间接价值为９　４５６～１１　５５９元，
高效养殖生产１只藏羊涉及到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

为在１３２　３８４～１６１　８３０元之间。
根据上述，本 研 究 认 为 可 以 将１５５　０００元 作 为

每只藏羊所影响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

４　总　结

传统放牧情况下，牧民视角中养一只母羊每年

收入６００元，养育１只羔羊收入７５０元；若计入草地

和人工 成 本，实 际 饲 养１只 母 羊 年 收 益 只 有２３．４
元。高效养殖情况下，牧民看来每只母羊每年收入

５８６元，与传统 养 殖 差 别 不 明 显 但 节 约 了 大 量 劳 动

力和草地；但若计入草场和人工成本，每只母羊年收

益１６８元，是传统放牧的７倍以上。
高效养殖１只羊节约出来的草地可以带来５００

元的间接经济效益。

高效养殖藏羊通过减轻草场负担，影响着草地

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每只羊所影响或涉及的生态

系统服务价值高达１５５　０００元。
需要说明的是本研究的初衷是给决策者、生产

者和推广者提供一个较为客观、明白的“参照系”，文
中参数多取近年来青海牧区生产的实际水平产生，
以大局清楚为要务，具体细微处有很多纰漏和值得

探讨的地方，一些深层次问题也未展开深究。从研

究估算数据结果看，无论从经济视角还是传统牧民

的视角，藏羊高效养殖技术在牧区的推广具有显著

的正向的效益，有重要的经济意义与生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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