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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前中国各行各业都在采取各种措施促进双碳目标的实现，畜牧业作为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主要排

放源之一，采取减碳增汇的措施是助力双碳目标实现的必要之举。本文明晰了畜牧业减碳增汇的相关

概念，明确畜牧业目前面临的减碳增汇的艰巨任务和重大使命。在此基础上，通过对畜牧业生产线全

过程进行研究，分析目前已有的减碳增汇的典型案例，获取成功经验。研究发现：我国畜牧业年碳排

放总量处于波动增长中，其中主要碳排放源是畜禽胃肠发酵和粪便管理系统。畜禽生产期间，主要碳

汇来源于草地固碳，并且草地固碳发展潜力巨大。借鉴成功经验，本文提出我国畜牧业助力“双碳”

目标实现的路径：应加强畜禽良种培育措施、优化饲料搭配，提高粪污的资源化利用水平，升级畜禽

屋舍的设计和建造，扩大清洁能源在生产生活中的使用范围，积极探索畜牧业与多种碳汇相结合的创

新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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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present, all walks of life in China are taking various measures to promote the realization of the 
dual-carbon goal. As one of the main sources of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such as carbon dioxide, 
animal husbandry is necessary to take measures to reduce carbon and increase sinks to help 
achieve the dual-carbon goal. This paper clarifies the relevant concepts of carbon reduction and 
sink increase in animal husbandry, and clarifies the arduous task and major mission of carbon 
reduction and sink increase in animal husbandry. On this basis, through the research on the whole 
process of animal husbandry production line, the existing typical cases of reducing carbon and in-
creasing sinks are analyzed, and successful experience is obtained.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total 
annual carbon emissions of animal husbandry in China are in fluctuating growth, and the main 
sources of carbon emissions are livestock and poultry gastrointestinal fermentation and manure 
management system. During livestock and poultry production, the main carbon sink comes from 
grassland carbon sequestr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potential of grassland carbon sequestration 
is huge. Based on the successful experience,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path for China’s animal 
husbandry to help achieve the “double carbon” goal: We should strengthen the breeding measures 
for improved livestock and poultry breeds, optimize the feed mix, improve the level of resource 
utilization of manure, upgrade the design and construction of livestock and poultry houses, ex-
pand the use of clean energy in production and life, and actively explore innovative ways to com-
bine animal husbandry with multiple carbon sin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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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从 19 世纪末到 20 世纪末，全球的年平均温度上升了 0.7℃左右，气候变化已成为人类发展面临的最

大的非传统安全挑战。2016 年 4 月，178 个国家代表在联合国总部正式签订《巴黎协定》，这标志着各

国应对气候变化做出全球性的承诺。碳减排是事关人类未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时代命题，碳中和已成为

很多国家的共同选择。2020 年 9 月，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中国首次明确提出碳达峰

和碳中和的目标(简称“双碳”目标)。随着“双碳”目标的明确提出，如何有效降低温室气体的排放也成

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而相关报告和研究指出：从全球来看，全世界有 17 亿人依赖畜牧系统，占全球农

业国内生产总值的 40%，2007~2016 年农业食物系统温室气体排放占总排放的 21%~37%，其中畜牧业二氧

化碳排放约占总排放的 18%，远超运输业所占份额，由此可见，畜牧业已成为全球温室气体的重要排放源

之一。中国是畜牧业生产大国，畜禽产品年产量稳居世界第一，近年来在农业政策的不断扶持和消费需求

的拉动下更是呈现强劲的发展趋势，因此，中国畜牧业减排增汇问题也受到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与重视。 
现有研究大致是从以下几个方面出发：一是单纯研究畜牧业碳排放不断增长的原因，学者们一般从

养殖地设计、家禽养殖、粪污处理等方面进行分析，此外，虞祎等提出了通过改变猪肉生产运输模式来

实现产业链整体减排的构想[1]；二是通过测算畜牧业碳减排潜力[2] [3]来研究相关减排措施，比如通过

改良动物饲料与品种[4]、改进饲养方法和牧群管理[5]、合理处理动物粪便[6]、抑制反刍动物瘤胃甲烷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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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7]、严格监管和执行畜牧业减排[8]等方式来有效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从美国、马来西亚、哥伦比亚

等国经济激励型政策的实施情况来看，执行和监督成本是影响碳减排政策能否有效实施的关键因素，在

发展中国家尤为如此[9] [10] [11]。我国左志平等学者认为，政府的低碳补贴政策能够促进规模养猪户形

成低碳养殖行为[12]；三是基于理论和假说等各种工具来分析发现畜牧业温室气体排放的特点，田素妍等

分析了我国畜禽养殖业的低碳清洁技术及其 EKC 假说检验，结果发现东部地区呈显著的“倒 U 型”关

系，而中西部呈显著的“正 U 型”关系[13]。詹晶等借助回归模型得出我国畜牧产品对甲烷排放增加有

显著影响[14]。胡向东等估算了 2000~2007 年期间全国和各省的畜禽温室气体排放量，结果发现全国畜

禽温室气体排放呈现下降趋势，各省区畜禽温室气体排放呈现区域集中特点[15]。陈瑶等通过脱钩理论分

析发现我国畜牧业温室气体排放与其产值之间整体上呈现强脱钩状态，但脱钩状态不稳定[16]。 
从已有文献看，畜牧业碳减排政策研究方面已经形成了一批十分具有现实价值的研究成果，在一定

程度上为后续如何给畜牧业碳减排提供了思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鉴于此，本文在分析低碳畜牧业现

状的基础上，从碳减排和增汇两方面分析了“双碳”背景下畜牧业绿色发展的必要性和面临的挑战，进

而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2. 相关概念解析 

对于“双碳”目标，国内外尚无权威、准确的定义。通常认为二氧化碳排放量在某段时间内达到峰

值后，从维持平稳波动至开始下降的过程被称作“碳达峰”；若二氧化碳排放量经负碳技术的应用而达

到增减平衡，此平衡状态可称为“碳中和”[17]。 
碳达峰是碳中和实现的前提，碳达峰的时间和峰值高低会直接影响碳中和目标实现的难易程度，其

机理主要是控制化石能源消费总量、控制煤炭发电与终端能源消费、推动能源清洁化与高效化发展。 
碳中和是指人类活动排放的二氧化碳与人类活动产生的二氧化碳吸收量在一定时期内达到平衡[18]。

其中人类活动排放的二氧化碳包括化石燃料燃烧、工业过程、农业及土地利用活动排放等，人类活动吸

收的二氧化碳包括植树造林增加碳吸收、通过碳汇技术进行碳捕集等。碳中和的目标就是在确定的年份

实现二氧化碳排放量与二氧化碳吸收量平衡。 
“低碳经济”这一术语最早出现在 2003 年的英国能源白皮书《我们能源的未来：创建低碳经济》中，

该术语的提出代表着人类社会继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之后的又一次重大进步；低碳畜牧业作为低碳经济

的行业延伸，是指通过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和产业转型等各种手段，达到降低能耗、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双赢的经济形态。但这一术语在国内外尚未流行，大多数学者都以“畜牧业减

排增汇”为主题展开进行研究。 
增汇与减排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前者是从“汇”的角度来考虑，而后者则是以“源”作为出发

点来考虑。所谓的“减排增汇”，其实质是采用合理有效的措施将更多的碳固定于农田生态系统中[19]。
汇(sink)与源是相对的概念，它指接受物质或信息流动的系统或接受流动的过程。在一个系统中，物质或

信息流动是动态过程，把这些产生流的系统称为源，接受流的系统称为汇[20]。增汇是指增加对大气 CO2

的吸收，减排则是减少向大气中排放 CO2。畜牧业中的碳汇主要来自作物生产环节的植物光合作用，而

碳排放源则相对复杂，主要来自作物生产环节的化肥、农药和能源投入，养殖环节的肠胃发酵、粪便管

理和养殖场所能源消耗，加工生产环节的运输能耗、屠宰加工能耗和储存能耗。 

3. 我国畜牧业减碳增汇的现状及主要来源 

3.1. 中国畜牧业减碳增汇现状 

从碳源层面来看，姚成胜等测算指出，2000~2014 年，中国畜牧业碳排放总量由 1.374 × 10 t 增长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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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6 × 10 t，年均增速 0.654%，其中畜禽胃肠发酵和粪便管理系统是主要的碳排放源，两者分别占畜牧

业碳排放总量比例的变化幅度为 29.76%~36.95%和 34.37%~36.53% [21]。2010~2020 年畜禽养殖业碳排放

量整体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碳排放量于 2014 年达到峰值 67441.85 万 t，随后下降到 2019 年的

62453.65 万 t，但到 2020 年又有所回升[22]。从农区饲养畜禽种类的排放状况来看，农区养猪业和养牛业

是最主要的碳源产业，反刍动物(牛、羊)排放比例最大，可达 72.44％，其次为猪和家禽，分别为 19.22%
和 6.81%。从排放环节来看，牲畜胃肠发酵排放的甲烷占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 66.61%，粪便氧化亚氮和

甲烷排放比例分别为 18.23%和 15.16% [23]。除此之外，何可等通过排放因子法，对产生碳排放较大的三

个畜禽品种(生猪、非奶牛和禽类)在各个养殖环节的碳排放量进行了测算。发现其中生猪养殖的碳排放主

要来自粪便管理系统和饲料粮种植环节；非奶牛养殖中的碳排放主要来自胃肠道发酵环节和粪便管理系

统；禽类养殖过程中的碳排放则主要来自饲料粮种植环节和粪便管理系统[22]。 
从碳汇层面来看，牧区畜牧业主要依托于草地从事畜牧业生产，广阔的草地提供的固碳量是畜牧业

的主要碳汇。宁夏草甸草原、温性草原、草原化荒漠和荒漠草原４种天然草地生态系统碳储量分别为

13.90、5.94、2.69 和 2.37 kg/m2，其中植被碳储量分别为 470.26、192.23、117.17、83.36 g/m2 [24]。新疆

主要草地土壤的容重和有机碳的变化范围为 0.24~1.99 g/cm3 [25]。2001~2015 年禁牧和休牧管理对内蒙古

草地碳汇量增加的贡献最大，土壤有机碳变化速率平均为(473.70 ± 53.93)万吨/年，随着内蒙古草地管理

措施日益科学，未来其草地土壤碳汇量将进一步增加。 
在政策方面，由于环境的公共物品属性，单靠市场难以实现低碳畜牧业的较快发展，需要积极发挥

政府的主导作用。实际上，世界范围内的低碳畜牧业都有政府推动[26]。国内对于低碳畜牧业发展政策的

研究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支持标准化规模养殖及其污染防治，开展外部性生态补偿，促进畜

牧业低碳可持续发展。2002 年起，中共中央开始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涉及畜牧业低碳发展的专向政策措施。

支持标准化规模养殖及其污染防治。标准化养殖有助于粪便处理中甲烷气体排放，进一步严格规范了畜

牧业的生产、加工、运输等流程，有助于保障畜产品长期稳定的有效供给及质量安全。二是出台有关畜

牧业清洁生产标准及技术手段的法律法规，在一定程度上为畜牧业污染的防止提供强制性制度约束。近

年来，中国先后制定了《畜禽养殖污染防治管理办法》《畜禽养殖业污染防治技术规范》和《畜禽养殖

业污染物排放标准》等一系列关于畜牧业污染防治的法律法规，为畜牧业的清洁生产提供了一定的制度

约束。2021 年 9 月 10 日，农业农村等六部门联合印发了《“十四五”全国农业绿色发展规划》，其中

明确将“农业生态系统明显改善”、“绿色产品供给明显增加”、“减排固一步增加[27]。碳能力明显增

强”作为我国农业绿色发展目标全面推进的重点。根据农业农村部和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农业农村减

排固碳实施方案》的部署，畜牧业减排降碳的重点任务要推广精准饲喂技术，推进品种改良，提高畜禽

单产水平和饲料报酬，降低反刍动物肠道甲烷排放强度；提升畜禽养殖粪污资源化利用水平，减少畜禽

粪污管理的甲烷和氧化亚氮排放。2022 年 10 月 18 日，《建立健全碳达峰碳中和标准计量体系实施方案》

印发，进一步明确要加强农业农村降碳增效标准制修订工作。针对畜牧业，农业农村降碳增效重点标准

包括：畜禽养殖环境、肠道甲烷控制、畜禽粪污处理等畜牧业碳减排技术标准以及节能低耗智能畜牧业

机械装备、圈舍、绿色投入品标准。 

3.2. 中国畜牧业减碳增汇主要来源 

畜牧养殖业的碳排放广泛于物质生产的各个过程中，从全过程来看，整个畜牧养殖业碳排放可以细

分为胃肠道发酵、粪便管理系统、饲料粮种植、饲料运输加工、饲养环节耗能、畜禽屠宰加工六个系统

边界[28]。具体而言：一是胃肠道发酵。牛、羊等反刍动物的瘤胃发酵是甲烷等温室气体的重要来源，非

反刍动物和单胃动物(猪)在胃肠发酵过程中产生的甲烷较少，而禽类胃肠发酵更是近乎没有。二是粪便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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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系统。畜禽粪便中含有大量有机物，在厌氧条件下降解会产生甲烷。此外猪的粪便会产生一氧化二氮，

这种温室气体导致全球变暖的能力是二氧化硫的 265 倍，不输于甲烷。三是饲料粮种植。畜禽饲养过程

中主要消耗的饲料是小麦、玉米等，这些农作物在种植过程中会因农药、化肥等农资的投入而产生碳排

放。四是饲料运输加工。小麦、大豆等饲料作物须经过收割、清理、运输、筛选、粉碎、研磨等工艺才

能成为能食用的饲料，在这过程中能源投入会间接产生碳排放，大约产生 45%的废气。五是饲养环节耗

能。畜禽规模化养殖过程中需要消耗大量的能源用以照明、供暖、防寒及其他机械设备运转，在此过程

中会间接产生碳排放。六是禽畜屠宰加工。畜禽在屠宰加工过程中会消耗能源，加工后的产品在运输过

程中也会产生能源消耗，从而间接导致碳排放。 
在增汇方面，关于增汇来源的相关研究较少，从已有的研究来看，人类耕种、施肥、灌溉等管理活

动的影响会导致农业土壤中碳库的质和量迅速发生变化，从而间接导致碳汇能力的增强和减弱。有学者

研究表明农业土地的退化会加速土壤中碳的释放，同时弱化草地植被的固碳能力，使得草原碳汇弱化，

而农业土地治理的提升可以有效地提升土地的碳汇能力[29]。 

4. 畜牧业减碳增汇路径建议 

由上文，在目前世界气候环境问题越来越严峻的前提下，中国提出了“双碳”概念，而且各行各业

也正通过实际行动来实现中国的“双碳”目标。畜牧业作为农业的一大组成部分，生产过程中会产生大

量的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排放，对农业总碳排放的影响巨大，同时畜牧业作为是仅次于化石燃料的第

二大人为温室气体排放源，因而畜牧业的降碳增汇的任务十分艰巨。由此，本文通过对畜牧业产业链、

全过程进行研究，并提出以下针对各个部分的减碳增汇的路径建议，以促进我国畜牧业的减碳增汇的进

程发展，助力国家“双碳”目标实现。 

4.1. 畜牧养殖方面 

继续坚持选择畜牧业良种进行饲养，加强应用良种培育措施。选择优质的养殖品种，提高培育良种

的能力，从畜牧业的起点开始降低碳排放水平。畜禽良种是畜牧业的“芯片”，是推动畜牧业发展最活

跃、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对畜牧业的发展有极大的贡献程度。我国是畜产品生产和消费大国，畜禽种业

位于畜牧产业链和畜牧科技创新链的顶端，是决定畜牧业发展的核心要素，也是畜牧业竞争的焦点。优

然牧业在多年养殖的基础上，发展出了具有自身特色的，行业领先的育种技术，并由此，培育出低碳排

放的“超级奶牛”育种核心群和“超级奶牛”种公牛，在养殖全过程中降低了碳排放水平，通过改良自

身的培育品种，能实现低碳减排的目的。 
优化畜牧饲料的调配，加强低碳饲料的研发和使用。在牲畜繁育过程中，饲料的使用量是巨大的，

与此同时，针对畜牧饲料环节开展减碳增汇的举措，其减碳增汇的潜力也是巨大的。畜牧业产生的最重

要的温室气体是甲烷和一氧化二氮，其中甲烷主要由动物们的肠道发酵和粪便储存产生。在生产畜禽饲

料的过程中，经常需要使用合成肥料或则有机的肥料，这些过程中也会产生一氧化二氮。在奶牛消化的

过程中，饲料等进入肠胃会发酵，产生一定量的甲烷排放。通过调配合适的饲料，可以有效降低奶牛肠

道发酵甲烷排放，目前各大牧场都开展了开发低碳饲料的相关举措，通过在养殖过程中进行减碳措施，

从而实现畜牧养殖全过程中的减碳进程。优然牧业正致力于开发低碳饲料，同时也在研究抑制奶牛瘤胃

产甲烷添加剂，该种饲料和添加剂可以降低奶牛反刍过程中的碳排放，从而达到减碳的效果。伊利牧场

建立奶牛营养评估体系(DNAS)，并据此调整优化了牧场奶牛的饲料配方，选用了高营养、易消化的苜蓿

草和青贮玉米作为原料，配置出适宜的养殖饲料。这样配置出的饲料，可以有效提升牧场奶牛的消化和

吸收速率，同时减少奶牛肠道发酵甲烷排放，达到减碳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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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粪污处理方面 

采取多种措施对粪污进行处理，通过多重路径对粪污进行综合利用。畜牧业粪污作为畜牧业发展的

一大核心环节，粪污处理问题一直为各方关心，同样的，减碳增汇的主要发力点也集中在粪污处理上。

畜禽粪污处理问题是解决畜禽污染的关键，畜禽粪污产生过程中也同样会产生大量的碳排放，因此畜禽

粪污处理及其创新措施也是畜牧业实施减碳增汇的关键。畜牧粪污处理是目前主流使用的途径是将畜牧

业产生的粪污作为原料，发展沼气工程，生成多种处理副产品，再将其反哺牲畜培育过程，即实现了废

弃物的再利用，同时也能有效降低碳排放水平，提高固碳能力。 
对粪污进行沼气化利用和开发，开发沼气工程来减少一部分的温室气体的排放。在建设相关工程的

同时，也可开发碳减排量，并参与到碳市场的交易中，实现额外收入的增长。沼气工程是通过对可再生

资源的综合循环利用，达到消纳畜牧养殖废弃物废水目的的系统工程。沼气工程是目前成本较低而且十

分实用的一种畜牧养殖排污处理技术。山东民和牧业股份有限公司建设起鸡粪沼气发电并网工程，对鸡

粪进行沼气化利用，产生的沼气也可用于发电工程，通过这一工程有效降低碳排放水平。与此同时，该

公司也利用鸡粪沼气发电并网工程产生的大量碳减排额度，参与到碳市场交易之中，通过碳汇有效拓展

了沼气项目功能与收益，获得了除养殖本身的额外收入。沼气工程的建设能带来优质的清洁能源和优质

无害的有机肥料，实现化肥、农药减量化，既降低了生产成本，又推进了畜禽粪污的有机处理。 
大力开展对粪污等废弃物的资源化利用，开发对利用产物的多途径利用。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是畜

禽养殖业污染防治最为经济有效的途径。对粪污等进行资源化利用，既可以减少资源浪费，提高了资源

的利用效率，也可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现代牧业对牛粪进行资源化利用，利用中温厌氧发酵技术对牛

粪进行处理，产生沼气、沼渣、沼液。发酵所得的沼气可用于产生电力、热力；沼渣和沼液也可回收重

新应用于牲畜养殖过程。这些措施在粪污管理和能源利用环节都取得了一定的效益，切实实现了低碳节

能。目前，我国畜禽粪污的综合利用率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提高，规模养殖场粪污处理设施基本上也都有

一定的配套装备，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的步伐明显加快，有力促进了畜牧业生产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 

4.3. 棚舍建设方面 

调整畜牧养殖棚舍结构，高效利用土地和资源，实现减碳增汇。作为养殖牲畜直接生活的地方，棚

舍本身可以通过创新方式建设，相较传统建造过程，这期间就可以直接减少碳排放；其次，通过对棚舍

结构的调整、改造，也可以和其它的生产流程相结合，实现综合的减碳增汇效果。 
推进对畜牧屋舍结构的研究和设计，实现屋舍构造的升级，提高对资源的利用效率。由于我国幅员

辽阔，自然环境特征多样，因而各地适合的畜禽棚舍种类也不尽相同。而各个地方通过加强对畜禽屋舍

的相关研究，对屋舍的建设、构造进行改良，在建设过程中采取举措，提高土地、建设材料的利用效率，

最终达到减碳的结果。安徽省亳州市蒙城牧原第十分场的养殖场中，猪舍采用全漏缝地板结构进行建造。

猪舍经过这样的改造，粪污在猪舍内就能直接收集，便于进行之后的固液分离，再通过分别发酵，便于

产生相关副产品，之后根据作物生长规律进行还田，便于实现减少碳排放的目的。同时，经过发酵产生

的粪肥，进行还田利用，不但能够提高土壤的有机质含量，而且有利于增加土壤碳汇。 
注重对屋舍建筑材料的选择，建造适宜的环保减碳畜牧屋舍。利用高效的适宜建筑材料来建造屋舍，

不仅能减少建设过程中的碳排放，也可以降低之后在使用期间的能源投入，进一步降低碳排放。辽宁省

鞍山市千山区果园养殖农场通过分析比较不同建筑围护结构材料的热工指标，对猪舍墙体、屋顶、窗户

等进行节能保温改造，节煤减煤。经过对建筑材料的更换、改造，能提高猪舍在冬天的温度，减少煤炭

的消耗，达到节能减碳的目的。同时，在建设节能环保猪舍的过程中，相较于传统的猪舍也能大幅降低

资源消耗，减少碳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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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屋舍建设的过程中，要注重加入合适的调节系统。有了相关系统的加入，长期来看，可以有效

维持相对较好的环境，也可以降低环境治理的难度和投入，进而降低碳排放水平。江苏省南京市六合

牧原农牧有限公司也是在生猪养殖场内配备了四季恒温、新风除臭系统，推进了畜牧业粪污的资源化

处置，同时也改变了畜牧养殖的“新环境”，构建起清新、有序的养殖环境，促进了良好生态环境的

形成。 

4.4. 使用能源方面 

在实现减碳增汇目标的道路上，最直接的就是使用清洁能源进行生产生活，尽量少使用会造成高二

氧化碳排放的能源。畜牧业生产中需要大量的能源，从畜牧业的产业链、全过程来看，在能源生产、使

用的环节会产生大量的碳排放量，采用清洁能源进行畜牧业生产，也是畜牧业进行减碳的重要举措。目

前已有很大一部分牧场通过铺设光伏设备，使用光能转化来替代一部分电能使用，以此来减少碳排放。

像现代牧业，在牛舍顶棚屋面上铺设光伏，同时使用光伏设备来替换一部分棚舍顶棚材料，这样不仅能

降低牧场建设成本，同时也解决牧场的部分用电量，达到减少碳排放的目的。 
畜牧业生产会产生大量的粪污，牧场在生产的同时也可以利用这一独特资源，利用粪污来建设相关

沼气工程，通过沼气来进行发电，也能替代一部分用电量，减少碳排放。河北省衡水市京安养殖场对粪

污管理减排工艺进行改造，采用舍内贮粪池–沼气发酵生产沼气，并利用沼气工程进行发端工艺。这样

改造之后，经过密闭沼气发酵，粪污处理环节较于之前未建设沼气工程，能减少大量温室气体的排放，

有效实现降碳减排的目的。 
除了上面提到的光能、沼气这些清洁能源，还可因地制宜，根据当地的自然环境，选择适宜的清洁

能源进行传统高排放能源的替代，如可以在靠海地区发展的畜牧业，可以利用当地海洋发展潮汐能等能

源；也可在地形平坦开阔的高原平原地区发展的畜牧业，利用好当地的地势发展风能等能源。 

4.5. 畜牧业和多种碳汇的结合 

畜牧业既是一种主要的、会产生大量碳排放量的碳源；在生产的全过程中都会向大气中排放大量的

二氧化碳。与此同时，它也能作为一种碳汇来源，在生产过程中吸收、储存一定二氧化碳。 
要想促进生态畜牧业、畜牧业绿色化发展，不仅是要在生产过程中采取措施降低碳排放水平，也是

要将畜牧业和碳汇相联系起来，推进碳汇在畜牧业的适用进程和影响范围，促进增汇举措在畜牧业生产

中的应用。根据目前我国农业的发展现状来看，进行减碳和增汇往往是同时进行的，是一种举措的两个

方面。 
充分发挥农业的固碳能力，并在市场中交换运行，对实现双碳目标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农业碳

汇是农业生态功能的再挖掘、再利用、再发挥。加强畜牧业生产全环节中对农业碳汇等的开发和测算，

积极加入、参与碳排放交易权中心和碳排放权交易体系，参与碳汇交易，有利于做大做强农林碳汇功能，

在实现生态目标中实现更大的作用。 
加强碳减排意识，注重开发碳交易权，积极参与碳汇市场交易。在畜牧业发展减碳增汇的举措的同

时，也要充分使用空余资源，发展多种碳汇资源。广东省云浮市温氏集团在多地因地制宜推行五类种养

循环模式，种养循环模式能够促进畜禽粪污减碳效益，同时也可以增加土壤碳汇，起到增汇效果。现代

牧业在“碳汇”方面也做了持续关注，牧场将利用养殖区域内的闲置土地进行植树固碳，提高土地的年

固碳量。三江源国家公园积极推进高原农牧业绿色转型，大力发展高原可再生能源，同时十分注重保护

当地的自然生态环境，通过开展一系列的生态保护措施，持续增强了青藏高原生态系统碳汇能力，提高

了当地草地、土壤等的碳汇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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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语 

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上对生态环境的态度也越来越重视。中国也设立了“双碳”目标，表现出国

家对环境保护的决心和担当。畜牧业作为农业中主要碳排放源之一，在减碳增汇方面的举措必将会加快

发展进程。通过研究当下已有的成功案例，学习成功经验，多种路径协同发展，一定会促进畜牧业各个

环节升级，取得畜牧业在减碳增汇上的巨大成效，推动“双碳”目标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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