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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牛羊肉产业在利用农业资源、丰富膳食结构、繁荣农业经济及维护民族稳定等方面具有重要的战略作用。我国牛羊肉

产业正从副业生产逐步迈向专业化生产，虽然取得了一些成就，但也面临着供需缺口持续增大、粗饲料资源结构性不合理、

牛羊种业发展滞后、外源性竞争加剧等挑战。通过国内外对比分析与趋势判断，笔者提出了推进草畜一体化建设、尽快启动

牛羊肉产业关键技术环节的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完善育种机制、加强牛羊肉屠宰加工业的发展、加大对西南地区牛羊肉产业

的培育力度等战略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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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beef and mutton industry plays a strategic role in China in utilizing agricultural resources, improving dietary structure, 
prosper rural economy, and maintaining national stability. China’s beef and mutton industry has made some achievements and is 
developing from subsidiary production to specialized production. However, it still faces multiple challenges, such as the enlarging 
demand-supply gap, an unreasonable structure of coarse fodder resources, underdevelopment of cattle and sheep breeds, and increased 
external competition. This paper proposes several strategic recommendations based on comparative analysis and trend judgment 
between China and abroad, including integrating the grassland industry and animal husbandry, initiating national key programs to 
develop key technical links for the beef and mutton industry, improving the reproduction and breeding system, strengthening the 
slaughtering and processing industry, and providing support for the beef and mutton industry in Southeast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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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牛羊肉产业的发展现状、挑战与出路

牛羊肉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和胆固醇含量低，

且富含许多人体所必需的氨基酸及其他重要的矿物

质和微量元素，易于被人体吸收，历来在我国的膳

食结构中具有重要地位。近年来，随着我国动物性

产品消费比重的快速增加，饲料用粮成为我国粮食

安全的主要压力。牛羊肉产业是节粮型畜牧业，发

展牛羊肉产业有利于减缓我国的人畜争粮局面，在

维护我国食物安全中具有重要的战略作用 [1]。同

时牛羊肉产业的发展还能充分利用我国各类粗饲料

与非常规农业资源，变废为宝，减少其处理过程中

的环境污染。此外，我国的蒙古族、藏族及信仰伊

斯兰教的少数民族将牛羊肉作为主要的肉食来源。

以牛羊肉生产为代表的草原畜牧业不仅是少数民族

地区的生计来源，也是重要的生产方式。在几千年

的畜牧业生产中，形成了各式各样的、独特的草原

民族传统文化，是中华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发展

牛羊产业，对于促进牧民增收，提高牧民生活水平

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我国牛羊肉产业的发展现状

（一）牛羊肉逐步由副业生产迈向专业化生产

20 世纪 80 年代，通过一系列的体制改革，我

国取消了牛与羊的计划派养、统一定价及流通限制，

牛羊肉产业化才正式起步。1995—2013 年，我国牛

羊肉产量的总增长率达到了 141%，明显高于肉类

总增长率。牛羊肉生产主要可分为三个发展阶段：

1980—1990 年，为牛羊肉生产从副业向专业化养殖

转变的初期，养殖数量迅速增加；1991—2006 年，

为牛羊肉生产快速发展时期，增速远远超过世界平

均水平；2007 年至今，为牛羊肉生产的调整发展阶

段，增长率放缓，逐步由数量增长转向质量增长。

从生产模式看，我国牛羊肉还是以小规模农户生产

为主，但新的模式不断出现，处于生产的转型升级

阶段。

专业化生产极大地提高了我国的牛羊肉生产水

平。过去 35 年间我国的牛存栏量增加 1.06 倍，出

栏量增加 13.2 倍，产量增加 25.03 倍；羊存栏量增

加 66.03%，出栏量增加 4.8 倍，产量增加 8.93 倍，

我国已稳居世界羊肉生产第一大国，牛肉生产第

三大国。我国牛羊肉产业的总产值约为 5710.5 亿

元，占畜牧业总产值的 19.18 %，已成为增加农民

收入、繁荣农村经济的重要来源。

（二）牛羊肉已成为我国居民膳食消费的重要组成

我国正由单一的猪肉消费向多种肉类均衡消费

转变，牛羊肉在丰富国民肉类消费结构中扮演着重

要角色。我国牛羊肉消费的发展主要经历了四个不

同的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至改革开放前

夕是牛羊肉消费的低迷期；1978—1985 年，是我国

牛羊肉消费的起步期；1986—2005 年，牛羊肉在所

有的肉类消费产品中所占比例开始加大；从 2006
年开始，消费增速放缓，差异化消费逐步显现，对

高端牛羊肉的消费需求增加。目前我国牛羊肉还呈

现户外消费比重大、城乡差异大、正向全民消费转

变的特点 [2,3]，随着经济发展、城市化进程与消费

观念转变等因素的促进，可以预见未来我国牛羊肉

消费水平还将有较大的增长空间。

目前牛羊肉的人均年消费量与其他肉类一样在

持续增加，比例维持在 9% 左右，但仅为世界平均

占比的 30.69%，与世界年人均牛羊肉消费的差距

至少还有 8 kg。在牛羊肉消费中，又以牛肉消费量

差距为主；羊肉在中国肉类消费量中的占比已类似

世界羊肉在世界肉类消费结构中的占比，增长空间

要小于牛肉。

（三）牛羊肉产业科技水平稳步提升

生产体制转变完成后，科技渐渐成为推动牛

羊肉产业发展的核心力量。过去 35 年来，我国取

得了一批重要的牛羊肉产业科研成果并推广应用，

2017 年每头肉牛平均产肉水平比 20 世纪 80 年代

初提高了 47.86%；2017 年我国每只肉羊平均产肉

水平比 20 世纪 80 年代初提高了 44.34%。同期肉

牛出栏率提高约 10 倍，肉羊出栏率提高约 3 倍多。

肉牛养殖产业 1999—2014年平均技术效率为 0.813；
肉羊养殖产业 2012 年的平均技术效率为 0.83，科

技进步贡献份额达到 45.9% [4]。

（四）全国牛羊肉优势产区初步形成

我国牛羊肉产业布局已基本成熟，形成了中原、

东北、西北和西南四个优势产区。1995—2015 年，

牛肉产量占全国的比重由 80.26% 上升到 86.78%，

羊肉产量占比由 76.49% 上升到 88.09%。此外规模

养殖逐步显现，2003—2014 年，除年出栏 1~9 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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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牛场（户）数逐年减少外，其他规模出栏数的养

牛场（户）数均呈增加的趋势；2014 年全国养羊场

数量相比 2003 年减少了 1133 万个，主要源于年出

栏 29 只以下散养户的逐步退出。

（五）牛羊肉对外贸易逆差日益加深

目前我国牛羊肉贸易从进出口大体平衡向净

进口不断增加的趋势发展。2008 年之前我国的牛

羊肉进出口大体平衡，但 2008 年之后牛羊肉进入

进口快速增长、出口减少的轨道。牛羊肉进口额从

1996 年的 5.53 亿美元增长至 2015 年的 30.5 亿美

元，特别是在 2013 年较上年增长了 15.48 亿美元 
（见图 1）。牛肉进口来源国主要是澳大利亚、乌拉

圭、新西兰、阿根廷和加拿大；羊肉进口来源国是

新西兰、澳大利亚和乌拉圭。据估计，我国走私牛

肉数量在 2013—2015 年平均也达到 1×106 t/a [5]。
随着国内消费的驱动，以及国外产品的比较优势，

未来我国牛羊肉进口量还将保持增长的趋势。

二、我国牛羊肉产业未来的发展趋势与面临

的挑战

（一）供需缺口将持续增大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全球经济增长及需求

驱动，全球牛羊肉产量的绝对值在持续增加，但占

所有肉类的相对比重却在不断下滑（见图 2）。由于

亚洲国家的消费习惯与中国更为接近，通过参照几

个典型亚洲发达国家（地区）的牛羊肉消费发展可

以预测我国未来的牛羊肉消费量。按照年均增长率

为 7% 的标准递推我国 2020 年、2025 年和 203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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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对照亚洲经济较发达的日

本、韩国、新加坡三个国家和中国台湾、中国香港

两个地区的经济发展阶段，以这一人均 GDP 水平

时的人均牛羊肉消费量与增长率为参照。在考虑到

有走私牛羊肉的前提下，预计到 2020 年、2025 年

和 2030 年，我国的年牛羊肉消费总量将分别达到

1.533×107 t、1.838×107 t 和 1.987×107 t。
通过目前世界牛羊肉的贸易格局来探讨对中国

的供给可能性（见图 3 和图 4）。美国、印度、澳

大利亚、巴西、加拿大、新西兰、乌拉圭、阿根廷 
八个国家是世界主要的牛羊肉出口国，预计到 
2020 年和 2030 年八国的牛羊肉出口量可增加到

7.8×106 t 和 9.9×106 t，但考虑到进口方的竞争因

素，世界牛羊肉对中国的供给能力难以超过国内需

求量的 20%。中长期内我国将面临牛羊肉巨大的供

需缺口，且无法依靠国际市场满足。

1.1×105 t
2.2×105 t
4.4×105 t

图 3  目前全球的牛肉贸易主要状况
注：数据来源于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

图 4  目前全球的羊肉贸易主要状况
注：数据来源于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

3.5×104 t
7.0×104 t
1.4×105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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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粗饲料资源结构性矛盾日益突出

目前我国牛羊肉产业粗饲料资源的结构性问

题突出表现为秸秆等资源的供过于求和优质饲草等

资源的供给不足并存。通过对全球国家（地区）的

天然草地牧草生产能力与牛羊肉生产能力相关性分

析，结果表明世界的天然牧草生产能力与牛肉生

产能力呈现了显著的线性正相关。但从全球牛羊肉

产量前 20 位国家的人均天然牧草生产能力看，我

国人均天然牧草生产能力仅有前 20 位国家平均的

10.16%，世界平均的 27.12%（见表 1），必须发展

配套的优质人工草地。天然牧草供应能力与牛羊肉

生产能力的不匹配，使得目前我国在牛羊养殖过程

中大量依靠精饲料并成为普遍现象 [6]。

（三）牛羊种业技术进步与产业化发展尚面临严峻挑战

牛羊品种是目前牛羊肉产业中存在的主要技术

瓶颈。经验总结表明品种对整个产业的相对贡献率

占 40% 左右，已成为提升牛羊肉产业科技的主要

着力点。我国共有牛羊品种 195 个，但育种方面缺

乏全国顶层战略设计，在保种和改良这两种观点之

间未能很好地达成一致，重引种轻育种。同时没有

形成协同工作机制，育种和繁育都没有形成定向的

培育理念，各自为战，难免造成工作的重复与资源

浪费。

（四）国内生产成本持续走高，外源性竞争压力加大

由于人工费、仔畜费、饲料费等生产成本的大

幅度上涨，2008—2012 年，我国肉牛主产区的养殖

总成本年均增长率达到了 15.2%，增加了一倍还多；

散养肉羊单只养殖成本从 2004 年的 243.5 元上涨至

2014 年的 1084.81 元，10 年间上涨 3.5 倍 [7]。目

前我国牛羊肉的生产者价格指数、国际市场占有率、

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贸易竞争力指数 4 个方面的

国际竞争力指标，相对于世界主要生产国已处于劣

势，严重拉低了国内产业的竞争力 [8]。

三、促进我国牛羊肉产业发展的主要建议

（一）优化粗饲料资源供给结构，推进草畜一体化

建设

建议以种植业结构调整为基础，进一步推进草

畜一体化发展战略。将粮改饲等种植业结构调整与

牛羊肉产业发展规划有机结合，把“粮食 + 秸秆 +
牛羊”的生产结构转变为“饲草 + 牛羊”的结构，

扭转目前牛羊肉产业粗饲料资源的秸秆供给过多而

优质蛋白饲料匮乏的结构错位。短期以粮改饲“镰

刀弯”区域为重点，中长期以牛羊肉主要产区为核

心，按县域为单元进行种养平衡设计，以养定种，

以畜定需。根据资源承载力和种养业废弃物消纳半

径，确定种植规模和养殖规模，合理布局养殖场，

配套建设饲草基地和粪污处理设施。草畜两方面补

贴与支持政策打包下达，优先支持养殖场流转土地

自种、订单生产等种养紧密结合的生产组织方式，

鼓励有条件地区建成优质草地放牧饲养牛羊。

表 1  世界牛羊肉产量前 20 位国家的人均天然草地生产能力状况

排序 国家 人均牧草干物质拥有量 /t 排序 国家 人均牧草干物质拥有量 /t
1 美国 7.48 11 南非 11.73
2 中国 1.31 12 德国 0.11
3 巴西 18.12 13 英国 1.97
4 印度 0.39 14 新西兰 10.40
5 澳大利亚 96.90 15 加拿大 39.07
6 阿根廷 22.42 16 埃及 0.12
7 墨西哥 9.60 17 乌兹别克斯坦 1.05
8 俄罗斯 21.46 18 意大利 1.44
9 法国 1.09 19 哥伦比亚 7.39
10 土耳其 4.42 20 尼日利亚 1.29
注：①草地面积数据来源于 2013 年的 MODIS 数据，包括郁闭灌丛、开放灌丛、萨瓦纳、木本萨瓦纳、非木本草地 5 个类型；生产力的数据是利用 
BIOME-BGC 模型模拟的 2013 年数据（表中未包含人工草地牧草，欧美国家的人工牧草生产尤为发达）；②表中涉及的中国数据为中国大陆地区数据；③前 20
位国家平均人均牧草干物质拥有量为 12.89 t，世界平均人均牧草干物质拥有量为 4.83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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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加大牛羊肉产业关键技术的重点研发与转化

立足于当前我国牛羊肉产业发展的关键技术需

求，建议加大牛羊育种与粗饲料资源高效利用两个

研究方向的支持力度。①牛羊育种国家重点研发计

划：肉牛以西门塔尔牛、安格斯牛、秦川牛、延

边牛等品种为主，重点培育优秀种公牛。在本土肉

牛遗传资源挖掘利用方面，对黄牛有序开展杂交改

良，提高肉用生产性能；选择本品种选育基础较好

的群体，探索培育新品种。对水牛在加强本品种选

育的基础上，有计划地引入河流型水牛进行杂交改

良，提高乳用性能。对牦牛加强本品种选育，通过

杂交改良，提高生产性能。对肉羊以小尾寒羊、湖

羊、杜泊羊、萨福克羊等品种为主，开展本品种持

续选育。在本土肉羊遗传资源挖掘利用方面，主要

保护繁殖性能、肉品质、抗逆性等种质特性，积极

开展本品种选育和杂交改良，加快培育适应市场需

求的新品种。②粗饲料资源高效利用国家重点研发

计划：饲草重点解决天然草地合理利用与适度改良

的技术集成、不同生态区域草畜结合的主要范式、

南方草地资源的利用与管理等问题。秸秆重点解决

饲料化利用中加工、青贮、运输等环节的关键技术

问题，以及专用新型装备研制、配套设施建设、政

策补贴投入机制等问题。其他加工副产物重点解决

牛羊饲喂利用中的营养价值提高技术、专业化利用

示范、废弃物无害化处理等问题。

（三）完善育种机制，加强联合育种

建议组建国家牛羊遗传评估中心，提高牛羊遗

传评估的准确性和及时性，指导育种企业合理开展

选种选配。依托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委员会，完善新

品种和配套系审定制度，探索开展新品系审定。在

育种工作机制上，探索成立种业联盟，实施联合育

种。充分利用中央、地方、企业多种渠道资金，分

工协作，共享成果，形成以育种企业为主体，产学

研相结合、育繁推一体化的种业发展机制。着力于

主要引进品种的本土化选育，地方畜禽遗传资源的

有效保护利用，建立牛羊育种的评价体系，打造一

批大型牛羊种业企业和民族品牌。

（四）完善法规与标准，推动牛羊肉屠宰加工业的

发展

建议尽快修订、完善我国肉牛、肉羊屠宰加工

的法规与标准。由国家和地方政府出台肉牛、肉羊

集中屠宰的法规，应坚决制止除农牧民自食以外的

私屠滥宰，实现定点屠宰。制定和修订肉牛、肉羊

的屠宰与加工标准，如活牛和活羊分类标准、牛羊

肉分级标准、质量标准及卫生标准等。建立从养殖、

运输、屠宰、分割、加工到销售全程的质量安全控

制体系和追溯体系，加强兽医防疫与产品检疫、检

验、检查分级工作，鼓励优质优价。同时建议积极

引导牛羊肉屠宰加工企业集群集聚发展。提升屠宰

加工企业实力是牛羊肉产业化经营的关键之一，应

对肉牛、肉羊屠宰加工企业的数量、布局、屠宰加

工能力进行宏观调控，实现生产与屠宰加工的地域

匹配，就近屠宰，严格控制活畜跨区域流动，减少

防疫风险。探索以龙头企业为承接点整合良种补贴

等各项牛羊发展扶持政策，充实屠宰牛羊来源。

（五）加大对西南地区牛羊肉产业的培育力度

建议加大对我国西南地区牛羊肉产业的培育力

度，并长期将其确定为扶贫开发重点产业之一。我

国西南地区具有山地多、晴天少、降雨充沛、温度

适宜等自然条件，以及贫困人口比例高、集中连片

分布等社会特点，具有发展人工草地 + 牛羊肉产业

的优良基础条件，生产潜力大，产品品质高。应在

该区推进草地生态牛羊肉产业实验示范区建设，或

结合扶贫资金设立草地生态牛羊肉产业扶贫专项。

在西南岩溶地区草地生态畜牧业的发展基础上，总

结现有成功模式的管理经验与技术成果，加大组织

领导与推广应用力度，并进一步在财政金融、基

础设施、科技支撑、加工营销等方面给予支持，

形成西南地区草地生态牛羊肉产业平稳有序发展

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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