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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发展，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升，对健康
的关注和要求也越来越多。相比于猪肉的高脂肪和
高胆固醇，牛肉因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且富
含多种氨基酸和矿物质元素，逐渐成为了健康饮食
肉类的优先选择。

然而，国内牛肉产量一直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
“不够吃”困扰着中国牛肉市场。为支持肉牛牦牛产
业发展，中央和地方政府对其支持力度进一步加大。

但市场的发展折射出来许多问题，一些发展的
观念依然滞后，企业发展遭遇瓶颈，肉牛牦牛产业面
临着转型升级。“面对当前的形势，我们提出要发展
差异化肉牛牦牛产业，充分挖掘自身特色，促进牛肉
呈现出‘姹紫嫣红’的发展态势。”国家肉牛牦牛产业
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中国农业大学教授曹兵海在
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如是说。

牛肉缺口会越来越大

目前，肉牛和牦牛存栏在 500 头以上的可以称
为大型生产企业，此类企业全国近 2000 家。除江苏、
浙江、福建和海南四省相对少一些之外，其余省区市
都是几十上百家，几乎遍布全国各地。牦牛则主要分
布在青海、西藏、四川和云南地区。

受中国土地资源制约，在现有的资源配置以
及自身的产业规律下，肉牛相对比较分散。“不光
大企业分散，就连养牛的农户也分散，所以是‘小
群体大规模’。”曹兵海说。

生产压力大是国内许多牛肉生产企业共同的感
受。这主要是两方面原因造成的。

在生产初端，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科技水平的提
高，牛肉拉车耕地逐渐被机械化取代，丧失了应用功
能，并且农村劳动力逐年流失，养牛的越来越少，造
成肉牛存栏量不可避免地降低。在消费末端，生活水
平的提高促使牛肉越来越受到消费者喜爱。

“两个因素合在一起就造成了国内牛肉有很
大的缺口。我们预测，越往后这个缺口会越来越
大，对生产造成的压力非常大。”曹兵海表示。

这样的缺口使得我国牛肉出口量并不大。
2010 年之前，出口和进口基本上维持平衡；2010
年之后，出口下降，进口增加。从 2010 年开始，进
口牛肉量每年翻一番。

去产能 提质量 促转型

产业发展不但出现了整体“不够吃”的情况，还
伴随着产能过剩的问题。在曹兵海看来，产能过剩是
因为现在很多企业依然沿用上世纪 80 年代建屠宰
场时的思想观念来支配现在的行为。

“思想观念一直比较滞后，技术也相对落后。”曹
兵海介绍，屠宰场太多太大，都“吃不饱”，而且效率
还非常低，许多新技术的更新和改良一直跟不上。

在去产能、提质量极度困难的转型时期，国家
肉牛牦牛产业技术体系做了许多的工作。近年来，
体系在全国各地作示范，培育成功的企业给全国
树立标杆。

整个肉牛牦牛产业的产业链非常长，占有资
金非常大，一些看似简单的东西真正做起来都需
要很新的技术，还要把这些新技术巧妙地整合于
产业链上，所以这又是一个比较高深的产业。

“这个产业看着水浅，其实很深，不管多聪明的
企业老板，不按照产业自身规律来发展，一跳进来就
被‘淹死’了。”曹兵海说。

在体系的带领下，全国已经出现了非常好的
发展动向，即延长产业链、产业链升级，尤其是近
两年，发展速度非常快。

“企业从以前只杀牛不养殖，到养一部分再采
购一部分宰杀，在此基础上，屠宰企业直接和农户
对接，随后逐渐铺展开，从母牛生小牛，到屠宰，再
到餐饮，企业开始从两头来延长产业链，也就是发
展完全产业链。”曹兵海介绍。

这套思路在全国开始应用，一些企业也因此获
益。“体系不只是为我们提供了全国乃至全球的信
息，还给了我们发展方向，避免走弯路。”国家肉牛牦
牛产业技术体系随州试验站站长、随州市弘大畜牧
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曹永强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
者采访时表示，体系帮助企业确立了全产业链发展

模式，“事实证明，这条路非常正确”。
在曹永强看来，整个产业链掌握在自己手里，

也成了他们的主要优势。“我们这里是农业部的核
心育种场、国家标准化肉类养殖场，在产业前端可
以进行自繁自养，通过高端育肥后进行屠宰分割，
最后再拿到餐厅里，实现‘由农场到餐桌’，每个环
节获利，并且达到利润最大化，形成南方肉牛产业
发展的典范。”

“并且，由于是自己的企业，牛的质量、牛肉的
质量、饲料的质量等都完全由自己监控，避免了潜
在的风险，食品安全得到保障。”曹永强说。

“控制风险点也就意味着抓住了利润点。这样企
业在这条产业链上承担的责任就越来越多，当然利
益就越来越多。”曹兵海说。

实实在在的成功案例得到了更多企业的认可
和加入。“现在全国的大中小型企业都在学习，这
也是全国肉牛界非常新的并且符合市场要求的一
种形势。”曹兵海表示。

“姹紫嫣红”保持差异才更好

既要面临国外牛肉进口的压力，国内企业同行
也因为基数比较大，大都还在整体低水平的层次上
互相“残杀”竞争。“因此，我们提出今后肉牛牦牛产
业要实现差异化发展。”曹兵海指出。

从大方向来说，中国肉牛牦牛产业模式必须
要跟国外拉开距离，中国的国情、资源禀赋和其他
国家都不一样。“所以要利用天然的优势，让饲养

和生产出来的牛和肉与国外不同。在国内，因为每
个产区和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特点，从牛种、产业
模式和牛肉质量上，要尽量最大限度地让其各自
产生差异，避免竞争。”曹兵海表示。

据了解，由于牛种不同，养殖方法不同，饲草
也不一样，牛肉风味的级别差距比较大，同一头牛
身上，两块相邻的肉价格可能差距几十上百倍。

“保持当地特点，再根据牛种、企业情况、人们
消费嗜好等，产生‘姹紫嫣红’‘千姿百态’的牛肉，
这样容易使企业品牌化、差异化生产。”曹兵海进
一步介绍说，跟国外和国内同行都形成差距，就把
竞价权尽量掌握在生产者自己手里，反过来拉动
产业发展，“这是今后一个大的工作思路”。

“以前我们主要养殖杂交品种，竞争处于劣势。
在体系的指导下，确立了以本地品种为主的发展目
标，然后开发高端黄牛肉。”曹永强介绍，这样让本地
牛实现“华丽转身”，充分挖掘出自身潜力。

牦牛方面，体系也为藏区产业发展量身定制
了一套“错峰”思路。也就是逐渐引导藏区牧民摒
弃以往根深蒂固的观念，牦牛不再集中在入冬封
山前销售，而是在春天到夏天里草长势最好的时
候，把已经长肥的大牦牛卖掉，这样可以保证小牦
牛也有优质草吃，到了冬天，这批小牦牛长大长肥
达到售卖标准，牧民可以实现两季出栏。

“牧民在挣钱的同时，也确保企业四季育肥。”
曹兵海说，藏区牦牛有特色后，市场设定价格也比
较高，牦牛肉在上海、广州、深圳、北京等大城市一
直处于供不应求。

曹兵海表示，牦牛本身很有特色，再下功夫对
牦牛肉进行详细分割，把每块肉的性能充分挖掘
出来，挖掘性能背后就是挖掘经济价值。这个已经
非常标准化了，在全国屠宰牦牛的企业得到了普
及。体系还开辟了带皮牦牛肉的“战场”，市场意外
火爆。“现在牦牛生产企业也很受益，基本上处于

‘零库存’状态，效益非常高。”曹兵海说。
目前，不但普通牛肉供应紧缺，而且中国人的

口味比以前“刁”了，愿意吃品质更好、适合自己口
味的牛肉。“所以，像以前一样只要生产出来就能
卖出去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的生产落后于消
费需求，体现在产量、花样、质量和特色上，因此新
的产业结构出现了。这种产业结构的转变可用一
句话来总结，也就是，以前是怎样养牛才能挣钱，
现在乃至今后是要想挣钱该怎样养牛，这也是供
给侧结构改革的基点。”曹兵海表示。

下一步，“企业应该从市场出发，从差异化生
产着手，通过技术、理念的改进，逆推实现什么样
的牛种该怎么养，养出什么样的肉，怎么样屠宰加
工等，要倒过来考虑。”曹兵海呼吁。

差异化发展肉牛牦牛产业
姻本报记者 张晴丹

图片来源：百度图片鲁西黄牛是我国肉牛产业的一个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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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届中蒙俄三方跨境动物
疫病防控研讨会召开

本报讯 近日，第六届中蒙俄三方
跨境动物疫病防控研讨会在俄罗斯弗
拉基米尔召开，来自中国、蒙古、俄罗
斯三国兽医主管部门负责人和专家就
禽流感、口蹄疫等跨境动物疫病防控
情况和研究进展进行了广泛交流，并
就进一步加强三方兽医领域交流合作
达成广泛共识。

与会的蒙古、俄罗斯代表指出，中
国政府兽医部门积极分享相关动物疫
病防控、疫苗研发和免疫政策实施的
经验，向蒙古国防控口蹄疫、小反刍兽
疫提供技术支持，为有关国家防控相
关动物疫病发挥了重要作用，不仅促
进了本地区动物疫病有效控制，而且
在增进三国间互信、推动动物及动物
产品贸易等方面也发挥了积极作用。

（方方）

全国农机推广站长会
聚焦“十三五”农机化发展

本报讯 全国农机推广站长会日前
在陕西省宝鸡市召开。农业部农机化
管理司司长李伟国出席会议并讲话，
农业部农机化技术开发推广总站站长
刘恒新作大会主题报告。

李伟国强调，“十三五”农机化发
展重点要针对四方面问题。一是发展
不平衡，二是技术供给结构不合理，
三是服务能力不适应，四是资源环境
约束。

他指出，我国农机化发展的总体
目标是，到 2020 年，主要农作物产前
产中产后全程机械化、种养加全面机
械化取得显著进展；基本形成技术装
备先进、结构布局合理、全程全面推
进、数量质量效益并重、区域协调共进
的农业机械化发展新格局；有条件的
省份率先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

刘恒新提出“十三五”农机推广工
作要做好六方面重点工作：一是全力推
广主要农作物生产全程机械化技术，二
是大力推广应用绿色环保机械化技术，
三是进一步拓宽农机化技术推广服务
领域，四是切实做好农机购置补贴技术
支撑工作，五是进一步推进农机化技术
推广体系建设，六是要加快转变农机化
技术推广方式。 （方舍）

简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