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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概． 述

黑龙江省地域辽阔，饲草饲料资源丰富，古代就有。天然大牧场"之誉。全

省拥有草原面积1．13亿亩，草质优良，种类繁多。西部松嫩草场盛产羊草，驰

名中外，东部三江草场的小叶章产量高、分布广；北部草场以及各地的草山草

坡、林间草地生长的五花草类尚待开发利用。黑龙江省是全国商品粮基地，种

植大量粮、豆、薯和甜菜，畜禽农家饲料来源充足。地处祖国最北部，气候寒

冷干燥，有利于家畜的饲养。省内广大农牧民素有养畜习惯和经验。渤海时期

有“率宾马’’、“鄞颉豕一著称于世，近代有“鄂伦春马"、“延边牛”、“民猪"等

名贵畜种。当今黑龙江省已列为全国十大牧区之一，成为全国重要的畜牧业生

产基地。到1985年奶牛数和奶产品列全国之首，牛、羊、猪、禽与解放初期比

较成倍增长，展示出黑龙江省畜牧业发展的美好前景。

(一)

黑龙江省畜牧业历史悠久。“哈尔滨人’’及其伴随的哺乳动物化石的出土，

证明早在3万年前，古人类就以狩猎作为重要谋生手段。

宁安县莺歌岭发掘出的具有野生体态特征的陶猪，肇源县白金宝发掘出的

鬲豆上的仿羊纹饰，泰来县平洋镇发掘出的猪、马、牛、羊、狗骨骼，均证明

距今3000年前原始畜牧业已经产生。2500年前东胡人以游牧为主要生活手段；

秽貊人开始圈养牛马；肃慎及其后裔挹娄人“好养豕，食其肉’’；勿吉人在嫩江

流域已经养了牛、羊和狗等；夫余人已在松嫩平原饲养各类家畜，曾出名马，并

“以六畜名官"

公元2世纪家畜已进入原始交换领域。挹娄人马除骑乘外，还做为物物交

换的财产。698—926年(渤海时期)畜牧业已很发达，鄣颉府的猪已成为名产，

率宾府一带的良马最为著称，成为贸易之大宗，向山东半岛出售的渤海名马岁

一

。
一h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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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岁不绝。与日本也曾进行家畜贸易和马球比赛。此外，室韦诸部、乌洛侯、地

豆于等部族，牧业也较发达，与外地不断进行牲畜交换。

辽代女真人在阿什河流域种植五谷，“以耕凿为业"，牛广泛用于农耕，促

进了养牛业的发展。养马业也是女真族重要营生手段。辽初朝廷曾规定，东丹

每年贡马千匹，女真万匹。一直到辽朝末年，女真仍贡“良马及犬’’。女真向辽

进贡的马匹数目和辽向女真动辄掠马以万或数十万计，说明了辽代女真养马业

很发达。金代极为重视畜牧业发展。金初仍袭辽制，予各水草丰美之地，设置

群牧以发展畜牧业。金国旧俗，女嫁则“婿牵马百匹，少者十匹，陈其前”。三

年后，妇方又以“牛马数十群，每群九牝一牡以资遣之"。女真贵族生前饲养大

批牛马，死后还有“以所乘鞍马以殉之"的风俗。直到11 18年(金天辅二年)，

阿里罕上谏太祖：“马者，甲兵之用，今四方未平，而国俗多以良马殉葬，当禁

之。"太祖采纳阿里罕意见，禁止以马殉葬。并加强了国家对畜牧业的管理，在

今三江平原、汤旺河流域、嫩江中游、齐齐哈尔附近及甘南县一带等地方设群

牧所12处。哈尔滨东郊莫力街原为金代皇帝的养马场，故莫力街有马街之称。

1159年(金正隆四年)海陵王下令从全境调马56万余匹，令民户自养，以备军

用。1161年(正隆六年)海陵王后期，为了发动侵掠南宋的战争，金廷大征境

内马匹，引起广大牧民反抗，致使畜牧业几乎濒临破产。1168年(金大定八

年)明令规定：“马者军旅所用，牛者农耕之资’’，“杀牛有禁，马亦何殊’’。经

过20年的厉行牧政，蕃养滋息，畜牧业又得到了发展。元代曾在呼兰河、通肯

河和拉林河沿岸，立屯以事农业。1291年(元至元二十八年)元廷诏还水达达

等三万人、牛畜和田器，从事农耕。黑龙江、松花江下游的女真人盛行养狗，设

有15个狗站，每站养狗200只。狗爬犁是冬季冰雪上运输的主要工具之一。明

代大兴安岭以东的嫩江流域，山脉纵横，江河交错，土地肥沃，资源丰富，既

有适于畜牧迁徙的广阔牧场，又有便于驰骋狩猎的茂密林区。明政府令各大小

酋长“各领所部，以安畜牧’’。兀良哈人利用当地的优越自然条件，使畜牧业有

了很大发展。1423年(明永乐二十一年)在三姓(今依兰县)一带，建州女真

所部从事农耕，家家养牛。由予耕牛的广泛应用，带动了畜牧业的发展。东、南

部“耕稼以食，城廓以居"地区，以耕畜为主的畜牧业有较快发展；西、北部

“渔猎以衣，牛马为家”地区，牧畜有较大发展。当时家畜及其产品主要用于耕

田、食品、交通、交换和战争，还用于馈赠、奖惩、嫁奁、祭祀等和向封建统

治者交纳贡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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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清代初期，清廷视东北地区为“龙兴之地"。1668年(清康熙七年)清廷下

令，对东北地区实行封禁。限制汉人入境，长达192年之久，影响了农业的发

展，也阻碍了畜牧业的发展。到1860年(清咸丰十年)清廷宣布解除封禁，汉

人大批移入，扩大开荒，添牛买马者一时骤增。1904—1911年(清光绪三十年

至宣统三年)八年间放垦荒地764万垧，耕畜达50万头。在此期间繁殖家畜以

牛为盛，耕马、绵羊多从呼伦贝尔和哲里木等地输入，猪禽多自繁。西部地区

羊草甚茂，马食则肥，有家畜者十户有九，北部以铃当麦(燕麦)谷草秣之，马

亦茁壮。在因泌屯(今齐齐哈尔市西南)举办一年一度的“楚勒罕"(盟会)盛

会。每期20余天进行贡貂和交易家畜活动，显示出了畜牧业兴旺发达。

从19世纪中叶开始，黑龙江地区①不断遭受沙俄入侵，畜牧业连续遭到掠

夺。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俄军大举进犯，仅在呼兰一地，一次就强索耕牛
1 000头。1898—1903年(光绪二十四年至二十九年)沙俄修筑中东铁路时，俄

籍员工、商人以及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前后逃亡来的地主、富农和资本

家，先后带来较优良的奶牛4 000多头、猪1 375头、马665匹和蜜蜂等，对黑

龙江地区奶牛等家畜发展和改良有一定影响。

民国初期，黑龙江地区开始建立畜牧管理机构和畜牧场，兴办学校培养人

才，推动了畜牧业的发展。1913年(民国2年)黑龙江省民政长公署设实业司

统管牧业。1914年(民国3年)兴办五个种畜场。1916年(民国5年)和1923

年(民国12年)黑龙江省甲种农业学校设畜产学课程，农科职业学校设畜产班，

进行畜牧兽医技术教育。1925年(民国14年)哈尔滨特别市政局颁布《防范牛

疫规则》，1927年(民国16年)又颁布《防止家畜传染病规则》，初步开展家畜

疫病防治工作，推动了畜牧业的发展。1930年(民国19年)黑龙江省政府设农

矿厅，掌管牧业。到1931年，马存栏达88．7万匹、黄牛34．0万头、羊17．5万

只、猪126．2万头。 ·

1931—1945年(东北沦陷时期)日伪当局为推行殖民统治，在省、县两级

(D指现黑龙江省版图内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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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权内均设有畜牧行政机构，统辖畜牧业生产。1940年在哈尔滨建立哈尔滨农

业大学，内设兽医科。1940—1943年在安达、海伦、长发屯、林口等地建立畜

产国民高等学校和畜产学校，并在呼兰建立马事技术员养成所。1934--1940年

建立种马场、种畜场和绵羊改良场21处，家畜防疫所6处。

东北沦陷时期，多数畜禽集中在地主、富农手中。据1934--1939年伪满当

局进行的六次畜产资源调查资料记载，在伪龙江省16个县316个屯调查统计

的13 625户中，有13．5％的富户占有大家畜总数的66．8％，平均每户养大家畜

7．41头。1939年10月伪满政府对活畜及畜产品实行全面统制。1943年成立满

洲畜产公社哈尔滨、齐齐哈尔、牡丹江支社，执行畜产品统制任务，不许私人

经营畜产品。据1935—1941年统计，出口皮张3 884吨、猪鬃毛4 322吨、绵

山羊毛16 223吨、其他兽毛10 283吨、肠衣5 913吨。1942年随着日本侵略战

争的扩大和加剧，对家畜及畜产品的掠夺更加疯狂，实行强制征购。1942—1945

年，四年间征购马39万匹、牛45万头、羊37万只、猪儿3万头。由于强行

“粮谷出荷"①，实行野蛮搜刮，农民的口粮、饲料严重不足。加之畜禽疫病猖獗，

炭疽、牛瘟、猪瘟不断发生蔓延，家畜存栏逐年下降。到1945年6月末，全境

马存栏114．0万匹，牛29．1万头、羊16．2万只、猪94．9万头，分别比1941年

减少25％、17．9％、18 oA和32．3 o／／，黑龙江地区的畜牧业已处于衰败的境地。

(三)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特别是1948年土地改革之后，农民当家做主，生产

积极性大增，畜牧业发展出现了新的转机。解放后到1985年，40年来黑龙江地

区畜牧业在曲折发展中，取得了巨大成就。大致可分四个时期。

恢复时期。1945—1953年是黑龙江地区畜牧业恢复时期。抗日战争胜利后，

黑龙江地区畜牧业从殖民地经济的桎梏中解放出来，经过土地改革，农民添牛

买马、养猪养禽的积极性空前高涨。省人民政府及时加强了对畜牧生产的领导，

建立畜牧行政管理机构，发布《保护和发展耕畜布告》、《严禁屠宰耕畜的通

令》，发放大家畜执照，组织中西兽医进行畜病防治，举办赛马大会，推广和传

① 即强制征购农民的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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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养畜经验，从苏联等国引进优良家畜品种，推行马匹改良和人工授精先进技

术，使黑龙江地区畜牧业得以恢复和发展起来。到1953年马为143．4万匹，比

1945年增长25．8％，牛93．6万头，比1943年增长2．2倍；奶牛1．6万头，比

1945年增长1．3倍，羊18．8万只，比1943年增长16．1％，猪262万头，比

1943年增长1．8倍；禽1 024万只，比1943年增长3．2倍，分别恢复和超过战

前水平。流行已久的牛瘟和牛肺疫到1952年也基本消灭，解决了牛发展上的一

大难题。 “

集体养畜骤增，畜禽曲折发展时期。1954—1965年是集体养畜骤增，畜禽

曲折发展时期。1954年初级社时马、牛等大家畜，实行分等评级，入股分红，集

体饲养。由于饲养管理跟不上，各地都曾发生一些瘦弱死亡现象。1956年高级

合作化，耕畜所有权改变了。全省148．4万头役畜归了集体所有，占役畜总数

的99．6％。实行作价折股，作为入社股份基金，多退少补。高级合作化一般是

一村一社，以自然屯划分生产队，土地、劳力、耕畜重新划分。由于高级社都

比初级社的规模扩大，耕畜过分集中，畜舍设备不足，管理经验缺乏，耕畜瘦

弱死亡现象增多。1958年实现农村人民公社化，耕畜全部转为公社集体所有，由

生产大队管理，生产队使用。队与队之间实行耕畜抽肥补瘦调剂，鼻疽马集中

隔离，病健互换；社队办畜牧场抽调繁殖母畜等“一平二调"①、“共产风一，使

畜牧业发展遭受了严重挫折。1958年大跃进中提出“六全十大养”②，不切实际

大办畜牧场和副食品基地，更加严重地破坏了畜牧业的基础。据统计，1960年

全省办起畜牧场、畜禽基地场和副食品生产场14 448个，社队集体畜牧场

33 610个。还出现“万猪场"、‘‘万鸡山’’、“万鸭湾"等畜禽归大堆的现象。由于

人员思想混乱，饲料不足，畜舍不够，管理跟不上，部分地区的猪禽成批死亡。

．社员个人饲养部分因怕归公，也大量宰杀吃掉。加之，三年自然灾害，饲料紧

张，以及马传染性贫血病的流行，耕畜数量显著减少。1954年每头耕畜负担土

地63亩，1951年上升为80亩，1961年高达1i0亩。同年据省畜牧厅调查资料，

在130．5万头耕畜中，从事农耕的只有80万头。其中过度瘦弱的有35万头，丧

失使役能力的有5万头。1959—1961年年平均死亡率高达9％，比正常年份高

一倍以上。马匹由1955年的158．3万匹，降至1962年的111．7万匹，七年间

(D指集体经济内部平均分配，无偿调拨人，钱、物．

②六全即全配、全准、全生、全活、全壮，全改盎．十大养即养马牛猪羊禽。鱼蚕蜂兔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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