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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畜禽养殖业是我国的支柱产业，畜禽养殖业中的海量数据是一种宝贵的资源，畜禽养殖业数据的市场

化利用对于提升行业水平、增加行业收益以及带动全产业链发展等都有重要作用。目前，基于畜禽养殖业数

据市场化的需求，将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应用于畜禽养殖中收集养殖过程数据，在对收集的

数据脱密脱敏后，通过云计算、大数据等技术开发畜禽养殖业数据产品，这些数据产品不仅可以提供行业数

据可视化、养殖管理、决策支持等服务，还能赋予畜禽养殖业数据市场交易的属性，使其可在市场经济中流

通并得到合理利用，实现畜禽养殖产业链价值创造的最大化。未来，畜禽养殖业数据市场化应用将越来越广

泛和深入，成为传统行业转型升级的关键部分，对行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鉴于此，文章就数据收集、应用

标准、数据确权和市场化建设等挑战和问题提出相关建议，以实现畜禽养殖业数据价值的最大化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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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已成为驱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要素。信息

化与各行业领域深度融合是当前全球信息化发展的显

著特征，互联网、物联网、区块链、人工智能、云计

算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正在作为赋能工具为大数据处理

和应用提供方法支撑和技术保障，推动各行各业的创

新发展[1]。在此过程中，数据指一切参与经济活动中

实现价值创造的信息，被视为生产和经济活动的基本

要素，数据在宏观层面表现为大数据，在微观层面表

现为其他生产要素的累积，为生产流程进行赋能。当

前，数据已纳入市场经济的交换体系中，通过交易和

合作等方式完成数据价值的实现和优化[2]，成为我国

经济发展的核心生产要素和基础战略资源[3]。2020年3

月30日，《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

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①明确提出“加快培育

数据要素市场”。我国已经开始稳步推进数据要素市

场化的建设工作[4]，数据作为一种新型生产要素，正

加速融入我国经济价值创造体系，重塑经济运行的生

产、分配、流通、消费等各环节。

1 畜禽养殖业的创新发展需要数据的支撑

畜禽养殖业是我国的支柱产业，市场规模超过

10 万亿元，目前处于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经过几十

年的规模化、集约化发展，畜禽养殖这个传统行业正

面临种源严重依赖国外、饲料原料资源短缺、饲养过

程管理水平落后、环境压力日益加大、畜禽产品品质

有待提升、非洲猪瘟等疫病常发等系列问题。畜禽养

殖产业在经历过机械化、自动化、物联化后，发展数

智化是转型升级的必然方向，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发展

可以全产业链整合优化各生产要素，助力畜禽养殖业

提质增效。

畜 禽 养 殖 业 实 施 大 数 据 战 略 具 有 先 天 优 势 。

2015年9月5日，《国务院关于印发促进大数据发展行

动纲要的通知》②就对包括“现代农业大数据工程农

业农村信息综合服务”在内的多行业实施国家大数据

战略进行了布局。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3年，全

国猪牛羊禽肉产量 9 641 万吨，牛奶产量 4 197 万吨，

禽蛋产量 3 563 万吨；生猪出栏 72 662 万头，存栏

43 422 万头；肉牛出栏 5 023万头，牛（肉牛和奶牛）

存栏 10 509万头；羊出栏 33 864万只，存栏 32 233万

只；家禽出栏168.2亿只，存栏67.8亿只③。我国具有

庞大的畜禽养殖规模，每年都产生海量数据（图 1），

主要包括环境因子数据、养殖过程数据、养殖管理数

据、基本种群数据、文献情报数据、地理分布数据、

行业政策数据、其他数据等。

数据的价值体现不在于数据的本身，而在于数据

的应用[5]，即“数据+模型=服务”[6]。结合行业经典

数学模型，或运用大数据分析工具，可对脱密脱敏后

的数据进行发掘并开发大量的数据产品。随着算力、

算法的不断迭代升级，这些数据产品的服务价值会不

断提升，逐步推广应用于养殖企业或个体户，以优化

生产流程、及时纠偏生产环节，实现提质增效；从全

产业链或区域的角度指导并优化畜禽养殖的规模与布

局，在非洲猪瘟等疫情防控、活跃农村金融、乡村振

兴、大食物观战略实施等方面发挥出强劲的促进

作用。

1.1 数据支撑畜禽养殖业提质增效

畜禽养殖企业、养殖户等畜禽养殖单元是行业数

据的重要来源，行业数据及其衍生的数据产品理应首

①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 . (2020-04-09)[2024-07-21]. https://www.gov.cn/

zhengce/2020-04/09/content_5500622.htm.

② 国务院关于印发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的通知 . (2015-09-05)[2027-07-20]. https://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5-09/05/

content_10137.htm.

③ 中国统计年鉴（2023）. [2024-07-25]. https://www.stats.gov.cn/sj/ndsj/2023/indexch.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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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服务畜禽养殖业。面对数据资源禀赋、经济发展定

位不同的区域，我国也迫切需要以数智化的角度、基

于数据的模型驱动，整体监管畜禽养殖业的发展

态势。

（1）数据驱动的智能养殖模式可以帮助畜禽养殖

单元优化生产流程，提高养殖效率，降低成本，改善

产品品质。近年来，畜禽智能养殖多关注智能饲喂系

统、环境控制系统、监控系统、畜禽个体识别、智能

盘点、性能测定、健康管理等；主要依靠如摄像头、

机器人、智能耳标、拾音器等智能传感器技术设备，

实时采集畜禽数量、体温、体重、体况等动物数据以

及养殖场内温度、湿度、气体浓度、光照等环境数

据；借助物联网、互联网等技术实现互联互通，将数

据汇聚至大数据平台（图2）；应用机器学习、深度学

习等算法对畜禽养殖过程进行预测分析，生成决策信

息，实现对养殖环境、饲料配比、疾病防控等方面的

精细管理[7]，提升畜禽养殖业的管理水平和生产效

率[8,9]。例如，监测畜禽体重、活动情况、采食量等生

理参数数据，可及早发现异常，以便采取相应的控制

措施来保证畜禽的健康和生长。

（2）畜禽养殖最为关注的是疫病防控，行业大数

据分析和应用可实现疫情监测、风险评估、疫情预

测、疫情预警和疫情溯源等，从而实现疫病的遏制和

控制[10]。例如，某一畜禽个体运动量或采食量减少都

畜禽养殖数据

环境因子数据

文献情报数据

养殖管理数据

行业政策数据

养殖过程数据

地理分布数据

基本种群数据

其他数据

环境因子传感器（温湿度、光照、紫外线、粉尘、关键气体、微生物等）

投入品及畜产品供求数据（价格、仓储种类、数量与位置、交易种类等）

养殖过程管理平台数据（人员、财务、物料、冻精等）

政府官方网站、行业协会网站、媒体、政策库、专业人士和行业从业者

养殖设备数据（自动饲喂系统—采食量、自动刮粪板—积粪量）

卫星数据、国家和地方畜禽养殖业部门统计数据、第三方数据服务公司

智能传感器设备数据（品种、数量、日龄、健康状况等）

图 1 畜禽养殖行业中的数据概括

Figure 1　Overview of data in livestock farming industry

关键气体主要指对畜禽健康及其生长环境以及人类操作环境有影响的气体，如氨气、甲烷、硫化氢等

Key gases mainly refer to gases that have an impact on the health and growth environment of livestock and poultry, as well as the hu‐

man operating environment, such as ammonia, methane, hydrogen sulfide, etc

信息感知
动物福利

产品安全
信息处理

育种效益

自动化管理水平
响应和控制

物联网、传感器、人工智能

数据挖掘、云计算医疗与工程交叉

环境控制系统、机器人

个人和环境信息

调整和执行

控制命令 畜禽养殖

图 2 畜禽养殖大数据平台

Figure 2　Big data platform for livestock and poultry bree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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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是疫病感染的征兆，对于疫病的早发现、早切断

源头、早控制，可最大程度减少畜禽养殖损失[11]。

（3）行业大数据分析和应用也可对畜禽养殖整个

生产链进行全程监控，包括繁殖、饲养、运输、屠宰

等环节，以确保产品的安全性和质量。例如，高品质

畜产品从养殖场至餐桌的全程溯源，即每一批次的畜

禽从繁殖信息、饲养记录、健康检测、运输轨迹到屠

宰加工，均被详细记录并分析。消费者只需扫描产品

二维码，即可获取全程信息，确保食品来源透明，质

量可追溯，安心享用。

1.2 数据支撑环境友好型的畜禽养殖业发展

畜禽养殖的规模化、集约化发展，造成了“种养

脱节”，给当地环境带来沉重的负担，是我国农业面

源污染的重要来源。在规模化、集约化的养殖模式

下，养殖场往往远离农田，专注于畜禽的集中养殖，

而不再像传统养殖方式那样与种植业紧密结合。这种

空间上的分离导致了养殖废弃物（如粪便、废水等）

难以及时、有效地被农田利用，大量废弃物堆积在养

殖场周边或排放到环境中。这些废弃物中含有大量的

氮、磷等营养物质和病原微生物，对水体、土壤和大

气造成污染。① 指导布局。对区域内畜禽品种、数

量、日龄组成、地理位置分布等动态数据的监视，协

同畜禽个体粪污排放参数及资源消耗参数，可计算出

畜禽养殖对环境的影响程度；对区域内土地遥测及实

测数据的收集分析，可评估区域内不同地理位置的粪

污承载量。综合两方数据，可指导区域内禁养区、限

养区以及鼓励畜禽养殖区的划定，对区域内种植和养

殖结构、规模、布局等进行合理安排和控制[12]。② 环

境监管。政府监管部门可通过行业数据的分析，对养

殖环境质量、病死畜禽处理情况进行监管，确保养殖

业的废弃物排放量不超过当地环境所允许的最大限

度[8]。③ 支持“双碳”目标。结合畜禽个体碳排放系

数，行业数据可助力区域内畜禽养殖业碳排放情况估

算，支撑碳交易，推动国家“双碳”目标在畜禽养殖

业的实施。

1.3 数据支撑我国“大食物观”战略实施

我国畜禽养殖水平还有很大提升的空间，借助智

能化发展可达到节粮目的。全球粮食消费量一直高于

产量，粮食安全问题日益严峻，预计到2030年，全世

界仍有近 6 亿人长期食物不足[13]。我国粮食消费的

48%左右用作饲料粮，预计到2035年，我国饲料总需

求将由 2021 年的 3.963 亿吨增加到 4.579 亿吨。① 提

升生猪养殖水平。基于行业大数据进行全产业链统

筹，若生猪养殖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母猪存栏量可减

少 1 500万头，节约 1 300万吨以上的饲料，预计可相

当于我国年粮食进口量的10%。② 提高非常规饲料原

料利用率。相较于国外饲料原料以玉米、豆粕为主，

我国还存在多种多样的非常规饲料原料，但由于区域

性、季节性、产量少、营养成分不稳定的特性，限制

了其在行业的应用。因此，对非常规饲料原料品种、

分布、产量、营养成分、畜禽消化率等数据进行汇聚

并分析，将大大加速非常规饲料原料在我国的推广应

用，从而减少粮食在饲料中的应用份额。③ 精准布局

畜禽业养殖生产。结合畜禽养殖全产业链数据、区域

内居民对畜产品的消费情况及经济发展定位，可精准

布局畜禽养殖生产，减少产能的浪费，达到节粮的

目的。

1.4 数据支撑畜禽养殖业的金融发展

加强畜禽养殖行业数据采集和利用，提升行业金

融水平。目前，畜禽养殖多为规模化、集约化养殖，

属于典型的重资产行业。然自有古谚“家有万贯，带

毛的不算”，因为生物资产的特殊性，畜禽养殖业并

非受金融行业的青睐。2023年 6月 16日，《中国人民

银行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 证监会 财政部 农业农村

部关于金融支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加快建设农业强国

的指导意见》指出“鼓励拓展农村资产抵质押范围”，

那么银行等金融机构如何对生物资产价值的评估就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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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尤其重要④。畜禽养殖行业数据可以检测畜禽的健

康状况、数量以及市场交易价格等与估值相关的多维

度信息，呈现生物活体质押物的客观性、透明性，从

多方面确认估值的合理性，促进资本流向畜禽养殖领

域，提升该行业的金融供给水平。

疫病是畜禽养殖生产效益的最大影响因素。养殖

业保险包括养殖户保险、报价保险、畜产品保险和投

入品保险等，非洲猪瘟等疫病的时常发生使得多数畜

禽养殖单元购买保险。2023年 1月发布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做好2023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

意见》⑤强调“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做

好兜底保障”。农民的资产组成单一，抵抗风险能力

弱，保险可以为其增加一道防止返贫的保障，而畜禽

养殖行业大数据则可以预测畜禽市场的价格波动情

况，确立保底价格，减少畜禽养殖单元损失。因此，

保险公司不仅可以节省承保审核成本，还可以确定养

殖畜禽养殖所饲养畜禽的数量和畜禽健康状况，提高

对风险的管理[14]。

畜禽养殖行业数据在证券期货市场也可发挥作

用。① 可提供养殖行业的市场供求情况、价格波动

等，帮助证券期货公司评估风险；② 可用于市场趋势

分析和预测，通过对养殖业产量、需求、价格等数据

进行分析，揭示市场的供需关系和价格走势，为证券

期货投资者提供投资参考和决策依据；③ 可为证券期

货监管机构提供监控和分析工具，帮助监管部门了解

市场状况和潜在风险；④ 可用于合规性审查，追踪和

监测证券期货交易行为，保障市场的公平和透明。

1.5 数据支撑畜禽养殖全产业链生产要素优化

畜禽养殖行业数据经过收集、加工处理之后形成

数据产品，使得行业中诸多节点连接起来形成产业链

（图 3）。产业链既可以纵向联接也可以横向连接，从

而形成环环相扣、错综复杂的产业链体系，可以应用

于产业链服务、行业金融服务、养殖提质增效和生产

政策调整及监管等方面。① 企业方面，企业可以通过

产业链服务了解畜禽产品销售量分布、设施设备新旧

程度以及是否需要更新换代、畜禽是否患病、饲料原

料供应是否充足等信息[15]；根据这些信息进行定性、

定量分析，可以有效提高畜产品的质量、减少和规避

养殖过程中的不确定风险因素、提高决策水平并提前

做好企业发展规划。② 政府方面，政府通过畜禽养殖

信息平台可从大方向把握畜牧产品供求关系，及时做

好市场调控，了解各个阶段部门劳动力分布情况。

2 畜禽养殖业数据应用所需基础

目前，畜禽养殖业“数据烟囱”现象普遍。发展

畜禽智能养殖、发掘利用行业数据，仍面临数据来源

分散、数据处理水平较低、缺少良好数据共享机制、

数据安全存在隐患、应用推广难度较大等问题。要实

现畜禽养殖行业数据的高效应用，需要行业发展必要

的基础。

2.1 畜禽养殖数据采集终端研制与应用推广

应用畜禽养殖行业数据的前提是数据的采集，核

心是各类传感器等数据采集终端研制与应用推广。推

进一体化、自运行、低成本、高可靠性、长时间持续

运行的畜禽养殖过程数据采集终端及控制设备的创

制，是畜禽养殖行业数据应用所需前提。目前，在我

国畜禽养殖单元应用的环境监测、畜禽估重、数量盘

点、动物行为监测设备多为工业领域的成熟设备，缺

少专用的行业数据采集终端，继而在应用过程中产生

系列问题：① 畜禽养殖环境一般存在粉尘大、湿度

④ 中国人民银行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 证监会 财政部 农业农村部关于金融支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的指

导意见 . (2023-06-16)[2024-07-22]. https://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306/content_6886854.htm.

⑤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做好 2023 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 . (2023-02-13)[2024-07-22]. https://www.gov.cn/zhengce/

2023-02/13/content_574137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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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氧化腐蚀性强等特点，使得现有行业数据采集终

端难以长时间稳定工作；② 畜禽养殖的行业为薄利行

业，难以承受现有相对高价格行业数据采集终端的大

规模部署安装[16,17]；③ 鉴于畜禽养殖的规模、有些数

据采集终端难以回收的特点，以及电子元器件对环境

的不良影响，迫切需要对行业数据采集终端提出绿色

环保的要求。

2.2 畜禽养殖业数据应用标准规范制定

畜禽养殖业数据应用标准规范的不足限制了实践

应用[18]。畜禽养殖业数据具有多源、异构的特征，存

在数据资源割裂、数据资源整合难度大的问题。对畜

禽养殖行业数据的种类、格式、质量控制进行标准

化，对其采集、处理、存储、分析过程进行规范化，

对数据发掘、创制数据产品过程进行流程化，都是亟

待开展的工作。畜禽养殖业是民生行业，涉及我国居

民蛋白营养供应，其行业数据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加

强数据安全、隐私保护以及知识产权保护[19]，防止信

息泄露、侵权盗用，也都是重要的内容。

2.3 畜禽养殖业大数据平台及数学模型建设

目前，由于区域性、全国性畜禽养殖大数据平台

的缺失，已造成采集数据流失与浪费，精准、高效的

畜禽养殖数学模型有利于分析畜禽生理状况、生长状

况、生态环境状况，建立健康养殖和产品安全的基

础。数学模型的准确度决定着其预测分析能力，是数

据价值能否体现的关键因素[20]，搭建区域性以及全国

性大数据平台，加快相关领域数学模型的构建，及时

更新数据信息，并进行区域范围内示范，有利于保障

畜禽养殖智能化发展，促进区域经济发展[21]。

2.4 畜禽养殖业数据要素市场培育

释放数据价值关键在于培育数据要素市场，我国

数字生态驱动模式属于“应用引领型”[22]。数据要素

作为生产要素具有商品属性，数据要素交易流通又赋

设备供应及运行信息

动保产品需求信息

养殖舍环境控制

畜产品供应量预测信息

饲料原料供应信息

期货 证券

畜产品需求量信息

动保产品供应信息

冻精需求信息

养殖过程控制

病死动物监管

疫病监测

数据产品

疫病预警

产业链服务

行业金融服务 

养殖提质增效

生产政策调整及监管 种养结合模式评价

投入品有效性及安全性三方评价

全产业链溯源

养殖模式评价

畜产品市场调控

数量日龄分布动态信息

生物资产评估 银行

病死动物数量及分布

冻精供应信息

饲料原料需求信息

养殖过程管理控制

环保规划监管

环控模式评价

保险公司

废弃物产生量及分布

环境承载能力及有机肥生产信息

图 3 畜禽养殖数据市场化服务概括

Figure 3　Commercialization of data services in livestock and poultry far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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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数据超过其商品属性的价值溢价，出现金融属

性[23]；数据资产具有虚拟性、非竞争性、排他性、易

复制性、规模报酬递增、外部性等特点，数据资产难

以在事前确定一个公允的价格，分布较散的数据产品

或者数字服务交易市场难以充分展示数据资产的应用

价值，同样也难以激活数据要素市场交易的发展

潜力。

加速构建完善的数据资源流转规则，推动数据资

源向数据生产要素转化，加快数据交易市场的形成与

制度化。2022年 12月发布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

构建数据基础制度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用的意见》⑥

（以下简称“数据二十条”）提出“探索数据资产入

表新模式”“逐步完善数据产权界定、数据流通和交

易、数据要素收益分配、公共数据授权使用、数据交

易场所建设、数据治理等主要领域关键环节的政策及

标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

个五年规划和 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⑦更是明确指出

“激活数据要素潜能”“打造数字经济新优势”“促进

公共服务和社会运行方式创新”“加强公共数据开放

共享”。构建全国大数据交易平台，或者分行业、分

领域性的大数据交易平台，解除区域限制，统一数据

要素市场交易规则，可汇聚大量的数据要素供给方和

需求方，这不仅可以促进标准化数据的大规模交易流

通，而且可有效扩大非标数据及数据产品的需求方群

体范围，进而提升交易成功率[24]。

畜禽养殖数据要素市场化建设需要政府、企业和

市场的共同努力[25,26]，以政产学研合作为抓手，突破

真实场景需求匹配的壁垒。① 政府方面，在畜禽养殖

数据要素市场化建设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应加强政

策支持和行业规范引导。② 企业方面，在畜禽养殖数

据要素市场化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应加强数据采

集和管理，积极合作参与畜禽养殖数据要素交易和流

通；创新养殖模式、提升服务质量，以数据资本为核

心，促进自有知识产权的形成与增值。③ 市场方面，

建立畜禽养殖数据要素市场，并鼓励企业和市场参与

竞争，以更好地发挥市场的引导和分配功能，提高畜

禽养殖数据要素价值，促进数据资本的形成与流通；

市场对畜禽养殖数据要素的流通和交易也需要提高监

管能力和规范要求，保障畜禽养殖数据的安全性和可

靠性。

2.5 畜禽养殖业数据应用专业人才

畜禽养殖业数据的良好发掘应用离不开多领域交

叉的复合型人才。我国智能养殖的高等与职业技术教

育都刚刚起步，培养出既懂畜禽养殖业又具备信息化

技能的专业人才，推动畜禽养殖业与信息化的融合发

展是应马上开展的工作。

3 畜禽养殖业数据应用展望与建议

2024 年 3 月 11 日，《2024 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

告》⑧指出“深入推进数字经济创新发展”。制定支持

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政策，积极推进数字产业化、产

业数字化，促进数字技术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在数

字经济背景下，数据要素通过提升生产技术和优化生

产资源配置，从而实现促进经济的高质量发展[27]，这

为畜禽养殖业数据要素的市场化提供了发展方向。畜

禽养殖业的数据市场化应用将成为推动整个产业结构

⑥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构建数据基础制度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用的意见 . (2022-12-02)[2024-07-22]. https://www.gov.cn/gong‐

bao/content/2023/content_5736707.htm.

⑦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 . (2021-03-13)[2024-07-22]. https://www.gov.

cn/xinwen/2021-03/13/content_5592681.htm.

⑧ 政府工作报告——2024 年 3 月 5 日在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 . (2024-03-12)[2024-07-22]. https://www.gov.

cn/gongbao/2024/issue_11246/202403/content_694184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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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和转型升级的关键引擎，为我国农业现代化和乡

村振兴注入新的活力和动力。目前，畜禽养殖业数据

市场化面临着诸多挑战和问题，需要解决数据流通和

数据交易等问题。为更好发展畜禽智能养殖，提出以

下建议：

（1）加强畜禽智能养殖突破性技术研发。继续多

渠道资助养殖环境、畜禽行为、健康状态等畜禽养殖

过程中关键的生理状况、生长状况、生态环境指标监

测技术及设备研发；推进一体化、自运行、低成本、

高可靠性、长时间持续运行的畜禽养殖过程数据采集

终端及控制设备创制；加大畜禽养殖业数据发掘、数

学模型构建、智能一体化平台系统的开发力度，尤其

是加强对跨学科交叉领域的行业大模型构建等方向的

支持。

（2）成立畜禽智能养殖及行业数据价值开发联合

体。成立国有畜禽养殖企业牵头，高校科研院所、第

三方共性技术平台、数据服务公司、智能制造公司、

政府监管部门等参与的畜禽智能养殖创新发展联合

体。由跨领域的联合体界定畜禽养殖业数据采集指标

或汇聚范围，制定行业数据汇聚、清洗及分析应用标

准规范，建立数据质量控制指标和方法、数据格式，

梳理推广行业数据模型，推进智能养殖大数据平台构

建与应用相关的标准制定与技术优化，开展畜禽养殖

业数据溯源与确权，促进畜禽养殖业数据共享，建立

数据安全标准及实施措施，明确畜禽养殖业数据开发

数据产品的脱密脱敏制度规程，协商数据交易定价和

分配规则，建立有效的争议解决机制，处理数据资产

权属纠纷，建立畜禽养殖数据共享和交易平台，实现

养殖数据要素交易和流通等。

（3）开展区域性的畜禽智能养殖大数据平台构建

与应用示范。覆盖辖区内所有畜禽品种，汇入畜禽养

殖业产业经济情报数据；全产业链经营数据包括品

种、养殖数量、出栏数据、地理分布、健康状态等实

时动态数据；开展县域以上的区域性畜禽智能养殖大

数据平台构建与应用示范。消灭“数据烟囱”，实现

行业数据的及时收集、分析和利用。结合行业经典数

学模型及运用大数据挖掘和分析工具，进行数据产品

的开发，构建畜禽养殖大模型，实现行业数据要素市

场化，扶持数据公司，探索畜禽养殖业数据商业化模

式，服务于畜禽养殖全产业链及政府监管。

（4）加快完善禽智能养殖数据要素市场。成立畜

禽养殖数据共享和交易平台，实现养殖数据要素的交

易和流通。畜禽养殖业的数据市场化不仅可以实现行

业内部的效益提升和可持续发展，还能够促进产业链

上下游的协同发展和产业生态的健康发展。2022年12

月发布的“数据二十条”⑥提出“数据产权结构性分

置制”“鼓励探索企业数据授权使用新模式，发挥国

有企业带头作用，引导行业龙头企业、互联网平台企

业发挥带动作用，促进与中小微企业双向公平授权，

共同合理使用数据，赋能中小微企业数字化转型。”

等措施，旨在推动破解数据确权、数据资产价值评估

等难题。

（5）加大畜禽智能养殖专业人才培育力度。加大

畜禽养殖与信息化交叉学科人才培养力度，精办畜禽

智能养殖高等教育，培育智能养殖行业管理和高级技

术人才；推广畜禽智能养殖职业教育，培养场景应用

实施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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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spect and problem analysis of industry data application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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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ivestock and poultry breeding is a pillar industry in China. The massive data in livestock and poultry breeding is a 

valuable resource. The market-oriented utilization of livestock and poultry breeding data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improving industry 

standards, increasing industry profits, and driv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ntire industry chain. Currently, based on the demand for 

marketization of livestock and poultry breeding data, the application of new generation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such a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the Internet of Things in the process of livestock and poultry breeding to collect breeding process data, after de-

sensitization and de-classification, through cloud computing, big data and other technologies to develop livestock and poultry breeding 

data products. These data products can not only provide services such as industry data visualization, breeding management, decision 

support, etc., but also endow the livestock and poultry breeding data market with transaction attributes, allowing it to circulate and be 

reasonably utilized in the market economy, maximizing the value creation of the livestock and poultry breeding industry chain. In the 

future, the market-oriented application of livestock and poultry breeding data will become more extensive and in-depth, which is a key 

part of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traditional industries and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dustry. In 

view of this, this study proposes relevant suggestions on challenges and issues such as data collection, application standards, data 

ownership confirmation, and marketization construction to maximize the utilization of livestock and poultry breeding data value.

Keywords big data, livestock and poultry breeding industry, market transactions, entire industry chain, marketization,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e, data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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