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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从出栏动物检疫数占应检疫数的比例高低（简

称检疫占比，用P表示，下同）看畜产品质量，二者成

正比关系

以商品猪检疫占比为例，假设一个县年出栏商品猪

N 万头（可从该县的畜牧业生产报表或统计报表查得），

动物卫生监督机构年检疫的出栏商品猪为 M 万头（可从

该县的动物卫生监督报表查得），则这个县的商品猪检疫

占比 P 就为 M/N。P 值越大，说明该地区违反《动物防疫

法》第二十九条第三项规定（即禁止屠宰、经营、运输

依法应当检疫而未经检疫的生猪）的行为越少，染疫生

猪产品上市消费的几率就会越小，该地的生猪产品质量

整体上越安全。

因地域和生活习惯不同，P 值的计算方法也不完全

相同，应接合当地的实际合理折算。如西南地区云南省

的多数县，《生猪屠宰管理条例》第二条明确规定，“国

家实行生猪定点屠宰、集中检疫制度。除农村地区个人

自宰自食的不实行定点屠宰外，任何单位和个人未经定

点不得从事生猪屠宰活动”。云南属于少数民族居多的

边境省，分散饲养占有一定比重，农村居民多数有宰杀

年猪的习俗。加之农户自宰自食的生猪基本都是他们精

心饲养，自认为比较健康安全的好猪，其质量是不容许

外人（包括从事检疫的官方兽医）挑剔的。屠宰时自然

都不申报检疫，执法监管部门从尊重民俗的角度出发，

没有把此类行为当作违反《动物防疫法》第二十九条中

“依法应当检疫而未经检疫”的行为来看待。因此，假

设云南某县有农村人口 15 万人（可从该县的县情中查

得），按平均每三个农村人口每年屠宰 1 头年猪计算，这

个县每年农村地区个人自宰自食的生猪数量为 5 万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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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县的出栏商品猪应检疫数为（N-5）万头，商品猪

检疫占比 P 为：M/（N-5）。

2　从畜牧兽医系统中实际从事检疫和执法监管工

作的人员所占比例（简称监管人员占比，下同）看畜产

品质量，二者成正比关系

随着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在国家 2005 年剥离经

营性服务的兽医体制改革总要求推动下，市场在资源配

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越来越突显。兽药、饲料等畜牧业投

入品生产、经营企业顺应市场需求，纷纷组建了自己的

养殖技术服务团队，其高质量的畜牧兽医社会化服务能

力已覆盖全国各地。不论是畜牧业生产还是兽医诊疗，

其技术水平和服务能力已逐渐超过各地的畜牧兽医技术

推广机构（包括县级畜牧站、改良站和乡级畜牧兽医组

等）。但随之也产生了不少制假售假的不法商贩，有以

次充好的、有非法添加违禁物质和人用药的，致使整个

服务市场鱼龙混杂，吃亏上当的养殖户也不在少数。最

终必然导致一些管理不到位的地区畜产品质量的整体下

滑。同时，因存在地域价差，违规贩运畜禽及其产品的

情形也屡见不鲜，如 2018 年全国多地发生非洲猪瘟疫情

期间，有网购和快递托运生猪的；又如 2019 年生猪价格

居高不下期间，为逃避检查有用水泥灌装车改装后拉猪

的、有用客运车辆改装后拉猪的、甚至有用轿车拉猪的，

等等。以上种种违规调运行为，除加大了全国动物疫病

防控工作的压力外，还给畜产品质量安全埋下了不小的

隐患。

好的农产品既是“产出来”，也是“管出来”的。监

管人员不足，“管出来”自然成为一句空话。在当今解决

了“吃饱”这个民生问题后，面对广大消费者追求“吃

好、吃安全”的时代大背景，搞好整个畜牧兽医队伍的

“排兵布阵”，切实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维护市场公平上

来，对提升一个地方的畜产品质量显得尤为重要。以云

南一个分散饲养超过 50% 的县来看，假设该县家畜存栏

40 万头 / 只、家禽存栏 100 万羽、常住人口 40 万，从事兽

药、饲料、生鲜乳、种畜禽、执业兽医、乡村兽医、动

物诊疗机构、养殖场户、屠宰场、贩运户等畜牧兽医行

业管理的人员不到 15 人。其中部分行业管理人员还可能

身兼数职，有的为农业综合执法人员，有的为动物卫生

监督机构从事检疫工作的人员。这个县的畜牧兽医行业

管理很可能出现大面积“灯下黑”，致使该县的畜产品质

量安全隐患偏大。从笔者单位所辖 12 个县市畜牧兽医系

统的人员结构对比可以看出，一个县要真正落实“管出

来”，从事行业管理的人员至少不得少于畜牧兽医系统人

员编制的 50%。否则这个地方的畜牧业生产只是数量型，

没有达到质量型。总之，我们来到一个县，只要先了解

一下该县的监管人员占比，就能大概掌握这个县畜产品

的整体质量，二者成正比关系。

3　从检测结果看畜产品质量，二者成条件正相关

关系

检测合格率高低从一个侧面可以反映当地畜产品的

质量。但还要结合检测的批次和覆盖面加以分析。国家

的农产品质量安全管控定量检测比例要求为 1.5 批次 / 千

人。对一个人口 40 万的县，每年定量检测的农产品应

不小于 600 批次，以种植业和养殖业对半开计算，该县

每年畜产品定量检测应不小于 300 批次。如果检测批次

偏小，或检测抽样时未严格按《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管

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开展，如存在违背“抽样机构和检

测机构分离的原则 [1]”实施抽样的，或抽取样品不具备

代表性的，或者“承担检测任务的机构不符合《中华人

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第三十五条规定条件的”，

则检测结果不具代表性，我们就不能粗浅地对该地区的

畜产品质量下结论。因此，我们面对一批畜产品的检

测结果时，不能简单套用正比关系。必须兼顾检测数

量和样品代表性是否符合相关规定，以及较高的检测

合格率是否常年保持等，方能认定该地区畜产品质量

的好与差。

4　从畜牧兽医违法案件查处情况看畜产品质量，

二者成条件相关

国家层面出台了《动物防疫法》《畜牧法》《农产品

质量安全法》《生猪屠宰管理条例》《兽药管理条例》《饲

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乳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条

例》《动物检疫管理办法》《动物防疫条件审查办法》等

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加上地方性法规，畜牧兽医方面

的相关法律法规规章不下 100 部。涵盖了整个畜牧业生

产从种业，投入品，动物的养殖、运输、屠宰活动，到

畜产品的生产、运输、销售等各个环节。为畜牧兽医行

业管理在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上奠定了“有法可依”的坚

实基础。然而，对一个畜牧业产值占农业产值 30% 以上

的农业县来说，如果一年内畜牧兽医方面的普通程序案

件不到 10 个。则这个县大概会出现以下三种情况，一

是该县从事行业管理的人员占畜牧兽医系统人员编制的

50% 以上，畜产品质量检测数量和样品代表性符合相关

规定，且常年保持较高的检测合格率。对西部地区的多

数农业县来说，能符合此种情况必定是决策者良好“排

兵布阵”和全体畜牧兽医工作者共同努力的结果；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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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人员占比大于 50%，但畜产品质量检测数量和样品

代表性存在不符合相关规定的可能，且较高的检测合格

率难以常年保持。此种情况最直接地说明了当地的监管

工作严重不到位；三是监管人员占比小于 50%，畜产品

质量检测数量和样品代表性存在不符合相关规定的可能，

且较高的检测合格率难以常年保持。此种情况直接说明

了当地体制改革和监管工作都不到位的问题。畜牧兽医

相关法规百余部，在全面依法治国和全面深化改革的初

期，案件查办数量就是法规尊严是否得到真正维护的体

现。因此，我们到一个县只要看一下畜牧兽医方面每年

的普通程序案件数量，并结合监管人员占比和检测合格

率，就能分析出该县畜产品的整体质量情况，二者成条

件相关。

5　结束语

“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习近

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的讲话中提及了明朝改革家张居正

的这句话，它时刻警醒着我们每一位执法监管工作者，

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重道远。如何“产出、管出”好的

畜产品？一是需要养殖者提高质量安全意识和树立品牌

意识，依法依规使用兽药饲料等畜牧业投入品，按规定

执行休药期。并以建立可追溯管理和“三品一标”（无公

害农产品 [2]、绿色食品、有机食品和农产品地理标志 [3]）

为抓手，打造自家品牌和延长产业链；二是需要执法监

管人员按照“谁执法、谁普法”的八五普法原则，把国

家的相关规定宣传到每一个养殖者。引导养殖企业走品

牌化的路子，监督企业执行好“三品一标”各项标准要

求。并对那些只追求眼前利益，故意违反国家规定，导

致畜产品药物残留超标或使用禁用药物的违法行为，依

法依规立案查处；三是需要管理决策者积极推动国家

“全面依法治国”和“全面深化改革”措施落实落细。

按照国家转变政府职能的总要求，结合当地实际做好辖

区内畜牧兽医系统人员的“排兵布阵”，确保“管出来”

真正落地见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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