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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f Livestock and Poultry Farming Planning in Shanghai Based on the 
Inventory Land Optimization

刘  俊   李开明    LIU Jun, LI Kaiming                        

存量用地规划是我国目前规划编制和研究中的重点问题。既有的研究和实践主要针对建设用地的减量，而针对农用地减

量的规划研究相对较少。在大城市地区，大规模畜禽养殖对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的污染，制约了城市的进一步发展，因此

需要对农业畜禽养殖用地进行减量和合理布局。以上海市养殖业布局规划为例，重点研究养殖业减量规划的4个方面，包

括减量目标、减量布局、减量时序、以及减量政策的实施。最后，对完善减量规划的编制和实施提出相关建议。

In China, inventory land optimization has been a key issue in both planning practice and research. However, most of the research focuses 

on the reduction of construction land, and few studies focus on agricultural land reductions. In metropolitan areas, large-scale livestock 

breeding has caused serious pollution on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thus restricted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the city. It is necessary 

to make a reduction plan for livestock land. This paper focuses on four aspects of livestock and poultry farming reduction planning with 

an example of Shanghai, including how to determine the reduction targets, how to determine the reduction layout, how to determine the 

timing of reductions, and how to make reduction policies. Finally, the paper offers some advice for the improvement of establishment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plan. 

基于存量用地优化的上海市畜禽养殖业规划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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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第六次规划土地工作会议提出“总

量锁定、增量递减、存量优化、流量增效、质量

提高”的指导方针[1]。《上海市养殖业布局规划

（2015—2040年）》（以下简称“养殖业规划”）

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对畜禽养殖用地的减量和畜

禽场的优化布局，降低畜禽养殖对生态环境的

污染。本论文以养殖业规划为例，对减量规划的

原则和路径进行研究和分析。

1　背景和现状

《上海市养殖业布局规划（2015—2040

年）》由上海市农委牵头，市规划资源局、市环

作者简介

刘  俊

上海广境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国土空间规划分院

院长，高级工程师
李开明（通讯作者）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博士研究生

保局等相关部门组织编制。规划于2014年底启

动，成果经相关部门和专家多次论证后于2016

年初取得批复。规划包括畜禽养殖业规划和水

产养殖业规划两部分，本文仅对畜禽养殖规划

中存量用地优化进行研究。

1.1　相关文献综述

在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等城镇化水平

较高的城市群，由于行政边界和土地资源的制

约，迫使城市发展由外延式增长走向内涵式发

展。通过对存量用地的优化，可以减少城镇低效

使用土地，提高基础设施利用率，实现集聚式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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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提高城镇效益[2-3]。在上海市的实践中，通过

郊野单元规划实现建设用地的优化和减量，即

通过对集建区外工业用地和宅基地的整理和置

换，把建设用地复垦为农用地，达到建设用地的

减量[4-5]。通过文献综述发现，既有存量用地优化

的实践和研究主要集中于建设用地的减量，缺

少在农用地和专项规划中的实践和研究[6]。因此

本文以养殖业规划为例，探讨了农用地存量用

地优化中的特点和难点。

1.2　发展目标与模式

一方面，从既有的历史经验来看，在2007

年雪灾、2013年禽流感发生时，外地提供的畜

禽产品量严重不足，难以满足市民的基本畜禽

产品需求。在这种情况下，上海本地养殖的畜禽

产品为市民提供了基本的畜禽产品供应，保证

了城市的正常运营。另一方面，从东京、香港、首

尔等国际大城市的产业构成来看，均保留了一

定比例的本地畜禽养殖量。基于以上两方面原

因，上海作为特大城市，为保证城市功能的正常

运转，需要保证一定的畜禽养殖量。

上海发展养殖业采取何种发展模式，主要

由土地、资本和劳动力3大生产要素的投入情况

决定。由于上海地少人多需求大的现实，决定了

上海不可能照搬澳新模式（草地畜禽养殖）；同

时受土地因素的约束，亦不可能照搬美加模式

（大农场发展）；受环保条件的制约，欧洲的家庭

农场模式也不完全适用于上海。上海发展畜禽

养殖应采取适合自身发展条件的模式，应坚持

“畜田配套、种养平衡”的原则；坚持发展标准

化规模养殖，突出畜禽养殖的适度规模和坚持

优化品种结构和畜禽场区域布局的原则。

1.3　现状问题和对策

目前上海畜禽养殖业存在两方面问题。

第一，畜禽养殖量过大，超过了环境的承载

能力，造成了农业的面源污染，影响了居民的生

活质量和城市的长远发展。第二，畜禽养殖占用

大量农用地，畜禽养殖场规模小、布局分散，降

低了农用地的使用效率，同时养殖水平低，影响

产品质量。

因此，畜禽养殖业规划的主要方向是提质

减量。提质主要体现在学习借鉴国内外先进养

殖技术，提高养殖生产水平，实行标准化规模

养殖，确保产品质量安全。减量主要体现在两方

面，一是控制养殖场的数量，将现有的低水平、

不规范、布局不合理的养殖场进行退养；二是控

制单个养殖场用地规模，提升保留养殖场的土

地利用效率。

为达到减量的目的，在规划编制中需要关

注4个方面的问题。第一是减量目标的确定。畜

产品的供应既要保证城市食品供应安全，又要

满足基本农田的承载能力。第二是减量布局的

确定。畜禽场的布局需要满足环境保护、畜禽养

殖、卫生防疫等多方面的需要。第三是减量时序

的确定。在减量过程中，保证食品供应的安全。

第四是减量政策的确定。需要农业、规土、环保

等各相关部门形成合力，协同推进规划的编制

和落实，使规划落实到实处。

2　减量目标研究

从食品供应安全的需要和环境承载力的要

求两方面综合考虑减量目标。

2.1　基于食品供应安全的需要

2.1.1　禽产品消费总需求

根据《上海市统计年鉴》的相关数据，近

30年来，上海市民家庭人均消费的猪肉、鸡肉、

鲜蛋、牛奶的数量如图1所示。

可以看出，4大品种的消费发展趋势各有

不同。猪肉方面，我国是以猪肉消费为主的国

家，猪肉消费量稳定维持在19.0 kg/（年•人）。牛

奶方面，上海历来有喝牛奶的传统，随着外来和

外籍人群逐渐增多和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牛奶

的消费稳中有升，牛奶消费维持在30.0 kg/（年•

人）。鸡肉和和鲜蛋方面，由于禽流感和动物防

疫形势的严峻，鸡肉和鲜蛋的消费有所降低，鸡

肉消费为7.0 kg/（年•人），鲜蛋消费水平维持在

9.8 kg/（年•人）。

根据2040年上海市常住人口规模，本次

畜禽产品的估算以2 500万人为基数；需要保

证猪肉供给47.1万t，鸡肉供给17.4万t，鲜蛋供

给24.3万t，牛奶供给74.4万t。按照生猪100 kg/

头，奶牛每年产奶6 000 kg/头，肉鸡2.5 kg/头，

蛋鸡每年产蛋25 kg/只的产量标准，则需要提

供471万出栏猪，12.4万存栏奶牛，6 960万

出栏肉鸡，970万存栏蛋鸡。合计830万出栏标

准猪①，如表1所示。

2.1.2　关于自给率的确定

从东京、香港、首尔等国际大都市的经验来

看，市场大流通并不能完全解决畜禽产品的供

给，只有保证一定量的地产畜禽产品，才能保证

城市功能的正常运行。为合理确定上海4大品种

自给率，将与上海城市规模和消费习惯相类似

的国内外大城市的地产自给率进行比较，分析

如下所述。

（1）猪肉自给率

根据相关统计年鉴，各城市（地区）的猪

肉自给率如图2所示。北京、台湾、广州的自给率

比上海高，香港、东京的自给率比上海低。从时

间维度上看，上海的自给率从2001年的80%回

落至2013年的38%。

（2）牛奶自给率

根据相关统计年鉴，各城市（地区）的牛

奶自给率如图3所示。北京、台湾的自给率比上

海低；广州与上海的自给率持平；东京的自给率

比上海低。从时间维度上看，上海的自给率从

2001年的48%回落至2013年的39%。

（3）蛋鸡自给率

①根据国家《畜禽业污染物排放标准》，对具有不同畜禽种类的养殖场，其规模可将鸡、牛的养殖量换算成猪的养殖量，换算比例为：15只存栏蛋鸡折算成1头出栏猪，

150只出栏肉鸡折算成1头出栏猪，1头存栏奶牛折算成20头出栏猪。把奶牛、蛋鸡、肉鸡折合成出栏标准猪。

注释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家庭人均消费量
（kg/年）

消费人口
（万）

需求量
（万t） 标注猪（头）

猪肉 19.0 2 480 47.1 471.0万出栏
鸡肉 7.0 2 480 17.4 970.0万存栏
鲜蛋 9.8 2 480 24.3 6 960.0万出栏
牛奶 30.0 2 480 74.4 12.4万存栏

表1  上海市常住居民畜产品需求测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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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相关统计年鉴，各城市（地区）的蛋

鸡自给率如图4所示。北京、台湾的自给率比上

海高；广州与上海的人均蛋鸡自给率持平；东京

的蛋鸡自给率比上海低。从时间维度上看，上

海的自给率从2001年的81%下降到2013年的

25%。

（4）肉鸡自给率

根据相关统计年鉴，各城市（地区）的肉

鸡自给率如图5所示。上海、台湾、广州的自给率

比较一致；北京的肉鸡自给率比上海低。从时间

维度上看，上海的自给率从2001年的158%下降

到2013年的59%。

从图表可以分析出两点：

一是整体上自给率呈现下降趋势并日趋

稳定。香港、台湾、东京3地的各品种自给率都

在不断下降后趋于稳定。在14年的发展过程

中，上海4大品种的自给率下降了约一半，目前

趋于稳定。

二是上海与香港、东京、台湾的人口和土地

面积均差异较大。地产自给率与城市人口、辖区

面积、市民消费习惯密切相关，因此上海各品种

的自给率会比香港、东京都的自给率略高，比台

湾自给率低。根据国内外大都市地产率比较分

析，结合上海自身养殖特点，建议上海远期2040

年的地产自给率如表2。

综上所述，为保证城市人口的食品供给安

全需要，建议2040年上海畜禽养殖的远期规模

控制在160.3万头标准猪，其构成为生猪出栏75

万头，奶牛存栏3.9万头，蛋鸡存栏88万羽，肉鸡

出栏209万羽。

2.2　基于环境承载力的要求

根据永久性基本农田布局，可以确定上海

市域内可以承载的最大养殖量。

2.2.1　永久性基本农田承载能力

为有效测算畜禽养殖的环境承载能力，对

欧美主要国家畜禽养殖环境承载力进行梳理研

究，如表3所示。

从表3可以看出，承载标准最大的是加拿

大，每亩②地可以承载2头存栏猪；最小的是德

国，每亩地可以承载0.6—1.0头存栏猪。考虑到

上海郊区农村地表水和地下的环境质量要求，

根据多年的监测评估结果，按照1亩地承载1.5

头存栏猪粪污的农田匹配比例较为适宜，这一

标准远高于国内通常采用的每亩地承载5头

存栏猪的标准。在测算可消纳粪污水的永久性

图1　上海历年家庭人均消费畜产品统计图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2　国内外大城市（地区）猪肉自给率统计图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3　国内外大城市（地区）牛奶自给率统计图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4　国内外大城市（地区）蛋鸡自给率统计图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② 1亩≈666.67 m2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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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农田面积时，考虑到郊区土地比较分散和

种养分离的因素，将各郊区永久性基本农田的

40%、光明集团域内农场的80%作为上限进行

控制。

2.2.2　环境要素修正

各区实际可养殖情况要考虑到城镇发展

要素和环境约束要素的影响，主要涉及6个区。

宝山区、闵行区、嘉定区、浦东新区北部地

区是城市化重点发展区域，将从郊区逐步转变

成城区，永久性基本农田的分布呈碎片化分布，

不能承载畜禽养殖。

松江区、青浦区是上海的水源保护地。黄

浦江呈东西向横贯全区，因此松江区、青浦区

均需在基本农田最大承载力的基础上有所减

少，在扣除水源保护区等环境敏感区域影响要

素后，能用于承载畜禽养殖的用地十分有限。

根据永久性基本农田承载标准、各区永久

基本农田的面积和城镇发展要素、环境约束要

素修正，上海市能够承担的最大保有量为201

万头出栏标准猪，如表4所示。

综上所述，考虑到食品供应的安全和基本

农田的承载能力，上海市畜禽产品的减量目标

为160万—201万出栏标准猪。

3　减量布局研究

畜禽场减量布局考虑到环境防疫、城市发

展、资源利用、集约用地4个方面要素的影响。

3.1　满足环境防疫的需要

3.1.1　基于环境承载力的畜禽场服务半径上限

根据前文研究，1亩永久性基本农田可以

承载1.5头存栏猪，郊区按照永久性基本农田的

40%作为上限控制，可以建立起基于永久性基

本农田承载力的畜禽场服务半径的理论关系

模型。

假设畜禽场周边半径为r（单位：m）的永

久性基本农田可以承载年出栏量n头的畜禽场

的污染量，那么畜禽场周边永久性基本农田面

积为s=πr2，换成为亩则为15πr2/10 000。按照1

亩永久性基本农田承载1.5头存栏猪，郊区按照

永久性基本农田的40%作为上限控制，畜禽场

周边半径为r（单位：m）的永久性基本农田可

以承载πr2
×15×0.4×1.5×2/10 000的出栏标

准猪。

3.1.2　基于防疫安全的畜禽场服务半径下限

根据动物防疫法的相关规定，畜禽养殖场

之间的半径不得小于500 m，同时畜禽场应距离

主要公路、人口集聚区距离、生活饮用水源地、

动物屠宰加工场所、动物和动物产品集贸市场

500 m以上。

3.1.3　养殖密度分析

根据以上的分析，假设畜禽场年出栏量

为n头标准猪，其安全养殖半径为r（单位：

m），则安全养殖半径与年出栏量之间的关系

应满足如下条件，即500<r<√177n。依据此推

算，不同出栏量与养殖密度之间的关系如表5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国家 农田匹配标准（头/亩）

加拿大 2.0

荷兰 1.7
丹麦 1.5
德国 0.6—1.0

芬兰、挪威、瑞典 1.7

区县 永久基本农田面积（万亩） 出栏标准猪现状养殖量（万头） 出栏标准猪承载力
（扣除禁养要素）（万头）

闵行区 2.38 2.50 0
嘉定区 11.08 15.16 6
宝山区 1.33 5.05 0

浦东新区 25.26 75.73 27
奉贤区 23.20 60.54 22
松江区 17.58 19.40 18
金山区 29.44 44.76 33
青浦区 20.58 10.41 0
崇明区 52.67 45.53 35

光明集团 21.30 63.84 60
合计 204.82 342.92 201

表3  欧美国家畜禽养殖环境承载力统计表

表4  上海市土地可承载养殖量统计表

表2  上海市地产畜产品测算表

品种 总需求量
（万头/万羽）

地产自给率
（%）

地产自给量
（万头/万羽）

标准猪
（万头）

猪肉（出栏） 471 16 75 75
肉鸡（出栏） 6 960 3 209 1.4
蛋鸡（存栏） 970 9.1 88 5.9
奶牛（存栏） 12.4 32 3.9 78

合计 — — — 160.3

图5　国内外大城市肉鸡自给率统计图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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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示。

3.2　满足城市建设的需要

畜禽场的布局不能影响城市的发展，即不

能位于以下4类区域。第一，不能位于城乡规划

确定的城市集中建设区域。第二，不能占用城市

发展重要控制线，即不能位于道路红线、绿地绿

线、河道蓝线、基础设施黄线等重要控制线范围

内。第三，不能位于水源地保护区、生态保护区

等环境敏感区域内。第四，不能位于城市发展重

点导向区域。

本着“畜田配套、种养平衡”的原则，位于

永久性基本农田周边区域的畜禽场，便于畜禽

粪便的处理。根据畜禽场与城市建设布局的关

系，将上海市域划分为3个区域，即禁止养殖区、

控制养殖区和适度养殖区（图6）。

（1）禁止养殖区：即不允许畜禽养殖的区

域。在该区域内，执行“只减不增不布点”的原

则。主要包括集中建设区、城市重要功能区及城

镇化密集区、生态环境保护区，尤其是一、二级

水源保护区。

（2）控制养殖区：需要逐步进行大量压缩

并控制养殖的区域。主要包括崇明区北沿公路

以南区域、嘉定区西北部区域、青浦区青西区

域、金山区西北部区域和浦东原南汇地区。

（3）适度养殖区：指永久性基本农田相对

成片且畜禽养殖对城镇发展和生态环境影响

较小的区域，以“种养结合、生态达标、适度规

模”为原则。主要包括以下区域：崇明区北沿

公路以北区域、松江区浦南地区、金山区东部

和奉贤区。

3.3　满足集约用地的需要

头均用地布局既要考虑到土地集约节约利

用的导向，保证头均用地的上限要求；又要考虑

到品种间环保防疫安全的需要，保证头均用地

的下限要求。各品种的头均用地如表6所示。

猪均用地（按出栏计）标准为4.50—

4.74 m²，现状为3.41 m²，比规范建议[7]的

标准低25%。牛均用地（按存栏计）标准为

93.38 m²，现状为76.66 m²，比规范建议的标

准低18%。这是由于对附属设施用地和绿化

隔离用地投入不足，会引发卫生防疫隐患。因

此需要增加对附属设施用地和绿化隔离用地

的配置，以保证防疫安全。同时积极引导生猪

的双层立体化养殖，对奶牛场进行厂房改建，

实现饲料堆场上移，完成饲料的自动化投放，

以提高土地使用效率。

蛋鸡其羽均（按存栏计）标准为0.3—

0.4 m²。现状鸡均用地为0.43 m²，比规范建

议值偏高。肉鸡场其鸡均（按存栏计）标准

为0.3—0.4 m²。现状折换成存栏肉鸡的鸡

均用地为0.65 m²，比规范建议的标准高出

50%。因此需要增加对附属设施用地和绿化

隔离用地的配置，以保证防疫安全。同时应积

极引导并实现多层立体化养殖，集约节约土

地使用。

4　减量时序研究

畜禽场的减量是一个分阶段、有步骤的过

程，在这个过程中需要考虑到畜禽产品供应的

安全性和稳定性。

4.1　减量的原则和要素

畜禽场的减量原则可划分为4个方面。

4.1.1　空间布局上疏堵结合

对于不符合城乡规划布局要素的畜禽场

要优先予以退养，具体可以划分成为4种类型，

分别是位于城市集中建设区内，占用城市重要

控制线；位于环境敏感区域内；位于城市发展

导向区域内；位于土地整治收储区域内。而对

于临近永久性基本农田和农业主产区的畜禽

场予以保留。

4.1.2　养殖规模上严控标准

保留符合现代农业养殖规模导向的畜禽

场，其准入标准是奶牛年存栏需300头以上，猪

场年出栏需10 000头以上，羊场年出栏需500头

以上，蛋鸡场年存栏需10 000羽以上，种鸽场年

序号 年出栏量（头） 服务半径（m） 辐射面积（km2） 养殖密度（个/km2）
1 5 000 10 000 30 000 50 000
2 1 000 1 350 2 300 3 000
3 3.1 5.2 16.3 27.9
4 0.3 0.2 0.06 0.03

表5  养殖密度测算表

表6  畜禽四大品种头均用地统计表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品种 现状面积（m2） 规范建议面积（m2） 原因分析 改善建议

生猪 3.41 4.50—4.74 过于追求经济效益，对附
属设施用地和绿化隔离用
地投入不足，导致了头均
用地比规范低，会引发卫

生防疫方面的隐患

积极引导生猪的
双层立体化养殖

奶牛 76.66 93.38

进行厂房改建，
实现饲料堆场上
移，完成自动化

投放
蛋鸡 0.43 0.3—0.4 用地布置比较随意，带来

了用地不集约的现象，鸡
均用地需要进行调整

应积极引导并实
现多层立体化

养殖肉鸡 0.65 0.3—0.4
图6　养殖分区划分图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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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栏需10 000对以上，肉鸡场年出栏需100 000

羽以上[8]。现状未达到准入条件的畜禽场规划不

予保留，以降低畜禽粪便污染。

4.1.3　养殖密度上规模拔点

从防疫安全半径方面，对于非种源畜禽场

之间距离小于500 m的需要予以退养，同时对距

离主要城镇居住区、骨干公路不足500 m的畜禽

场予以退养[9]。环保承载力方面，根据畜禽场的

年出栏量，可计算出基于环保承载力规模的服

务半径，养殖密度过高的畜禽场，需要予以规模

拔点和退养。

4.1.4　头均用地上逐步压缩

对于头均用地过大的畜禽场需要逐步压缩

用地指标，集约节约用地。对于头均用地过小的

畜禽场需要限量生产，保证卫生防疫安全。

4.2　退养路径和方法

根据以上减量原则和要素，减量的路径和

方法遵循以下原则。

4.2.1　理清减量时序、明确阶段任务

畜禽减量拆分成远近2个目标，即2020年

近期目标和2040年远期目标。近期目标突出可

操作性、可实施性，便于不同部门形成合力。远

期目标体现总量控制性、操作灵活性和原则性，

避免新增畜禽场。

4.2.2　叠加减量要素、综合评定分级

在针对每个畜禽场减量的分析过程中，对

畜禽场的减量进行综合排序、叠加减量要素，减

量要素越多的畜禽场，其退养的时间就越快。针

对单项要素不符合的畜禽场，按照空间布局要

素、养殖规模要素、养殖密度要素、头均用地要

素依次排优先序的原则进行减量。

4.2.3　区分减量类型、分解拆分任务

根据以上原则和方法，形成了畜禽场减量

的3种要素、8种方式（表7）。

4.3　保留畜禽场的条件

对规划保留的畜禽场必须进行5项要素校

核，分别是环保半径校核、土地使用性质校核、

头均用地校核、节能环保减排指标校核、病死畜

禽处理系统校核。凡不满足要求的畜禽场需要

补救相关措施，直至满足校核要求。

5　阶段性规划成效及减量政策研究

5.1　阶段性减量成效

截止2014年底，上海市域内共有1 496家

畜禽养殖场，养殖规模总计约343万头出栏标

准猪，占用土地2.31万亩。经过本轮减量后，至

2040年，上海市畜禽养殖场共178个，养殖规

模合计160万头出栏标准猪，占地面积约0.97

万亩。

通过本轮规划，节约了1.34万亩土地，减

少了183万头标注猪，减少了6.6万t化学需氧量

对环境的污染，促进了畜禽养殖场和城乡规划

的统筹布局（图7）。

5.2　后续管控政策研究

为有序推进畜禽养殖场的减量，制定了4

项减量政策。

（1）畜禽养殖场减量措施。根据对禁止

养殖区、控制养殖区和适度养殖区的划定，采

用差别化分类管理措施。加快禁止养殖区的退

养，于2020年底前完成；加强控制养殖区用地

备案管理；加强适度养殖区规范养殖设施。

（2）加强部门联动管控措施。由市农委

牵头有关部门加大不规范养殖整治的执法力

度。农委针对动物防疫、规土部门针对非法用

地、环保部门针对畜禽养殖场污染物排放、食

药监部门针对养殖产品安全、工商部门针对畜

禽养殖场营业执照等予以监督和处罚，公安部

门为各部门执法行动提供保障。落实区政府的

主体责任，市政府与区政府、区政府与各镇政

府、镇政府与村委会签订责任书，明确职责，加

表7  减量类型和因素区分表

资料来源：上海广境规划设计有限公司《上海市养殖业布局规划（2015—2040）》，2015。

减量化要素 方式 备注

不符合城乡规划

A型 位于城市集中建设内
B型 占用红线、蓝线、绿线等城市重要控制线
C型 位于水源保护区等环境敏感区域
D型 位于城市发展敏感区
E型 位于土地整治收储区域

退养政策引导
F型 纳入近期不规划养殖整治范围
G型 畜禽棚舍、排污严重不达标

非规模化 H型 未达到市农委规定的保留畜禽场的规模准入条件

图7b）　规划畜禽场布局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7a）　现状畜禽场布局图

崇明区 崇明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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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考核。各部门负责如图8所示。

（3）规模养殖场管理措施。加强对规划保

留的规模畜禽养殖场的证照管理。确保动物防

疫条件合格证、排污许可证等“两证”办理，对

不具备证件的规模化畜禽养殖场，限期予以整

改，整改不到位的依法予以停产或关闭。

6　结语

为了减少畜禽养殖对生态环境的污染，

上海养殖业规划是一个非典型的减量规划，

其减量的对象不是建设用地，而是农村畜禽

养殖用地。在养殖业规划编制过程中，体现出

以下几个特点：

（1）规划编制需多部门的协同合作

减量的目标既要考虑到市民正常的食品

供应安全，又要考虑到基本农田对畜禽粪尿

的生态承载力，减量的布局要综合考虑到城

市建设发展、畜禽养殖特点、卫生防疫的多方

面需要，因此需要农业部门、环保部门、规土

部门的协同合作。减量规划的编制是牵一发

而动全局的过程，规划编制目标和成果的确

定一定是多部门反复协商讨论的结果。

（2）规划实施需要行动计划予以落实

在减量规划的实施中，减量的时序既要

考虑总体的减量目标，又要结合各区现状养殖

詹运洲，欧胜兰，周文娜，等. 传承与创新：上海新

一轮城市总体规划总图编制的思考[J]. 城市规划

学刊，2015（4）：48-54.

ZHAN Yunzhou, OU Shenglan, ZHOU Wenna, et 

al.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a research on the 

making of the new round of urban comprehensive 

plans in shanghai[J]. Urban Planning Forum, 2015 

(4):48-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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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因此在推进减量

的过程中，需要制定“空间上有边界、时间上

有先后、实施上有主体”的行动任务，把减量

目标拆解成一个个可以完成的行动任务。

（3）规划政策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完善

减量规划的政策制定即涉及财政的补

贴，又涉及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同时还涉

及用地的管控、食品监管、工商部门、执法

部门等相关部门，各部门在政策的制定过程

中会出现一定程度的重叠、遗漏和矛盾的地

方，因此政策的制定需要多部门分工协作和

不断完善。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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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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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图8　各部门减量推进任务图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