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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肉牛业是我国草畜
产业中的支柱产业

在我国为什么要发展草畜产业，尤其是肉牛业？养殖肉牛有
哪些有利条件？如何使广大农民和干部彻底转变思想，从思想上
和行动上接受这一切合我国实际的养殖业，变被动为主动？要回
答这个问题，首先看下面几个方面的内容。

一、世界畜牧业的几种类型

（一）草原型畜牧业
草原型畜牧业主要是像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家，拥有大面

积的天然草原，靠草原可以提供优质廉价的畜产品的畜牧业。这
些国家被誉为骑在羊背上的国家，草原型畜牧业是这些国家的
经济支柱。我国有 3.0亿公顷天然草原，草原面积约占国土总面
积的 30%，南方虽然有大量草山、草坡，草原总面积约 1 亿公
顷，占国土总面积的 6.5%，但大部分草原由于超载放牧已严重
沙化、退化、产草量低，不能像澳大利亚等国家那样靠草原提供
畜产品。因此，靠草原吃肉吃奶这条道路在我国走不通，在本地
区也走不通。
（二）粮食型畜牧业
粮食型畜牧业主要是法国、美国、英国等国家，人均拥有粮

食多，有的国家人均拥有粮食在 1500千克以上，可以通过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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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化提供畜产品，发展高耗粮型的畜牧业。而我国人均粮食多年
在 262千克～300千克之间徘徊。据联合国粮农组织资料统计，
人的食物要得到根本改善，要求人均粮食在 1500千克以上；人
的食物要得到较大改善，要求人均粮食在 800千克以上。我国有
13亿人口，耕地面积仅为 18.31亿亩，人均拥有粮食不足 400千
克。我国缺少粮食，玉米又是主要的能量饲料，由于国际能源涨
价，玉米的饲料属性正在发生悄然变化，用于燃料、化工的比例
越来越大、需求缺口越来越大，不能像法国那样靠大量的粮食提
供畜产品。我国要以占世界 7%的土地解决占世界 22%的人口
的粮食问题，还要在这片土地上解决 13亿人的畜产品消费问
题，靠粮食发展畜牧业，满足我国人民对畜产品的需求这条道路
我们更是走不通。
（三）农牧结合型畜牧业
农牧结合型畜牧业主要适合中国、埃及、印度等人均拥有粮

食少、天然草场少、产草量少的国家。这些国家既不能把吃肉的
希望寄托在草原上，也不能把吃肉的希望寄托在粮食上，在畜牧
业的发展方向上除了改良、利用好天然草原外，主要要用农作物
秸秆和农副产品发展吃草省粮与人争粮不明显的草畜产业。要
以人工种草作为纽带，既解决人的吃肉问题，又要通过人工种草
改善生态，培肥土壤，解决人的吃粮问题。13亿中国人既要吃粮
又要吃肉、蛋、奶，只有走草畜产业这条路，才是适合我国国情的
唯一选择，也是为什么要将肉牛业确定为养殖业发展的突破产
业的根本所在，这是我国的基本国情决定的，是切合我国实际
的。正因为这样，在我国畜牧业发展规划中国家提出了“两稳定，
两加快，两突出”的战略思路，即稳定生猪和禽蛋的生产，加快草
食家畜和优质肉鸡的生产，突出发展牛奶和羊毛的生产。这不仅
是从我国畜产品供求构成出发的，更主要的是从我国饲料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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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况出发作出的决定。因为牛是反刍动物，吃草、省粮、对粗饲料
的利用率高。据测定，植物合成的有机物能被人类直接利用的只
占 25%左右，其余根、茎、叶、秸秆都不能被人类直接利用而被
浪费，但这些根、茎、叶、秸秆却蕴藏着丰富的能量，含有大量的
营养物质，经过科学处理，可以作为我国饲料的重要资源，用以
养牛。我国年产秸秆约 6亿吨，综合利用 4亿吨，还有 2亿吨左
右未被利用，即使被利用的也是粗放的低水平利用。如果通过秸
秆酶贮，将未被利用的 2亿吨秸秆充分利用，生产草食动物饲
料，可节约饲料用粮 6000万吨，能有效地提高畜产品的数量和
质量，降低饲料和劳动成本，提高养殖效益。在我国既要解决粮
食问题又要满足畜产品供应问题，必须走秸秆畜牧业的道路，草
畜产业尤其是养牛业发展潜力巨大。

二、我国发展肉牛养殖业的有利条件

（一）我国牧草资源丰富，发展基础雄厚
宁夏固原位于黄河中上游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是一个典

型的水土流失区。按全国农业自然区划可分为六盘山阴湿半阴
湿区和黄土丘陵沟壑区。不少地方是跑土、跑水、跑肥的“三跑
田”，群众有“种一茬庄稼脱一层皮，下一场雨来流一沟泥”的凄
凉感叹，每年输入黄河的泥沙多达 2.4亿吨，相当于黄河三门峡
水库泥沙量的 1/16。裸露着肌肤的黄土地正承受着大动脉流血
的灾难，水土保持为当务之急，为了保持水土、改善生态环境，有
大片可供种草的荒山沟坡和退耕地，牧草发展潜力巨大，是发展
草食家畜的“铁秆庄稼”。通过多年努力，宁夏固原已有多年生优
质人工牧草 1028万亩，户均 9.4亩，仅紫花苜蓿种植面积就达
300万亩，还有地膜玉米 50万亩、围栏补播改良的天然草场 100
万亩，按大家畜折算，每头大家畜已有草山 144.3亩。年总产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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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33.63亿千克，其中苜蓿干草 14.45亿千克，而固原畜禽饲养
量只有 435万个绵羊单位，远未达到牧草的养殖能力，还有 176
万个绵羊单位的养殖潜力。由于后续产业发展不起来，大部分
牧草未被利用，无法转化，造成宝贵资源的浪费，使不少人对退
耕还林还草的政策表示怀疑、失去信心，个别农户已出现复垦
种粮现象。目前退耕还林还草和荒山种草及林间种草种植的人
工牧草已进入产草高峰期，需要尽快找到转化途径，再加上丰
富的农作物秸秆和农副产品，牧草发展基础雄厚，是发展肉牛
养殖的“铁秆庄稼”。
（二）我国土地辽阔
西北地区优质肉牛基地区域人均拥有的土地是全国平均数

的 2.4倍，目前未被利用的土地还有 28.73万公顷，占土地总面
积的 17.10%，有耕地 67.20万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40%，平均
每个劳动力负担 20.7亩，每头大家畜负担 40亩，这种状况根本
谈不上精耕细作，只能广种薄收，如果能把土地这个资源优势纳
入到大农业的大磁场中去，通过人工种草养畜，不仅能使畜牧业
有个广阔的前景，还将为粮食生产提供后劲，有利于形成草—
畜—肥—粮的大农业良性循环体系，实现自然资源合理有效地
配置和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三）我国劳动力资源丰富
在种植业产量潜力、价格潜力都不会有太大空间的情况下，

当前农民增收主要有四个渠道，即劳务经济、养殖经济、加工经
济、特色经济。目前农村中大多数青壮年劳动力都外出打工，剩
下的留守族大多为老人和儿童，因而发展养殖业就成了留守农
民增收的主要渠道。西北地区经济建设中，人、财、物三大资源的
基本格局是：人力资源极为丰富，建设资金严重短缺，物质资源
相对不足。在资金、技术、劳动力资源中，该地区最不缺的就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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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资源，为此以人力丰富之长，补资金匮乏和资源不足之短，才
是该地区经济发展最现实的选择，才能逐步克服和缓解发展过
程中的困难和矛盾。养牛业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产业链长、加
工转化增值潜力巨大，而且养牛业所适应的地域比种植业更为
广阔，它在微观上可以不受本地区季节和资源的限制，使劳动力
得到常年均衡的合理利用，还可以吸纳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安
置退耕还林草以后从土地上闲置下来的富余农民，使他们就近
创业，并满足他们“穷家难舍、故土难离”的愿望，让他们就近创
业，离土不离家。
（四）我国粮食生产的制约因素多，发展草畜产业可以扬长

避短，是建立避灾农业，增加农民收入的有效途径
西北地区优质肉牛基地多数地方海拔高，年均温度仅 5℃～

6℃，无霜期为 96天～158天，平均只有 120天，冬季寒冷漫长、
春秋相连，影响作物授粉和成熟等，种植粮食作物无可靠收成，
气候变化剧烈，素有“早穿棉衣午穿纱，抱着火炉吃西瓜”的说
法，从山谷到山顶，农业相差一两个季节，山谷往往可以种小麦、
玉米等夏粮，山顶却只能种荞麦、胡麻等，不利于农民集中耕作
收获，不利于将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再加上十年九旱，以干
旱为首的自然灾害频繁，风、冻、雹、病、虫、兽等自然灾害互为因
果，肆意肆虐，种植粮食作物往往无可靠收成。目前不少地方已
出现了大面积撂荒现象，而种草养畜，发展肉牛养殖相对稳定，
风险较小，收入比较稳定。
（五）水源、空气、土壤无污染，便于生产绿色无污染畜产品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食品安全的要求也越来

越高，农产品优质优价已成大趋势。西北地区由于交通、工业相
对落后，水源、空气、土壤无污染，便于生产绿色畜产品。2002年
在全国优势农产品区域规划中，宁夏回族自治区被列为优质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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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肉生产重点区域，固原市被列为六盘山草地肉牛区，同时固原
市已通过无公害农产品肉牛产地认定和牛肉产品认证，是生产
无公害肉牛的最佳产地之一。双汇集团的老总说过这样一句话，
固原的牛喝的是矿泉水，吸的是天然氧吧的氧，生产出的是绿色
无污染的畜产品。要充分发挥西北地区优质肉牛生产基地的有
利条件，发展肉牛养殖。
（六）清真品牌和便利的欧亚大陆交通
宁夏回族自治区是全国的十大牧区之一，又是回族聚居的

少数民族地区，回族素有养牛的传统，牛、羊产业是当地的传统
优势产业，要不断发挥清真品牌优势和利用民族地区优势，生产
清真肉类及其食品。据统计，世界范围内信仰伊斯兰教的人数已
超过 13亿人，是一个巨大的消费市场，要发挥回族善于经商的
优势，同时利用便利的欧亚大陆交通，主打清真品牌开发清真牛
肉食品，促进畜产品的对内、对外交流，向中东出口活畜，促进民
族地区经济发展。
（七）我国畜产品供求状况决定我国可以大力发展优质肉牛

生产
从目前我国人均拥有畜产品的数量和种类来看，鸡蛋占有

量已经达到和超过发达国家水平，我国肉类人均占有量已超过
世界平均水平 10多千克，但肉类中牛羊肉比例不大，猪肉占有
很大比例，水产品和牛奶严重不足；从目前我国人均乳品拥有量
看，我国人均占有的奶制品量不足 10千克，远远低于世界平均
水平，世界人均奶制品占有量是 102千克，发展中国家是 30千
克，差距很大，10∶100，这是不争的现实。2008年全国肉类总产量
约占世界总产量的 26%，其中猪肉产量占国内肉类总产量的
45%，占世界猪肉总产量的 44%，2008年我国牛奶产量约占世
界总产量的 1.6%，我国人均牛奶的占有量仅为 6.6千克，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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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出，我国的畜产品主要是以高耗粮的养猪业为主，这与我国的
国情不相适应。2005年我国牛肉产量达到 675.9万吨，是世界第
四大牛肉生产国，但牛肉人均产量只有 4.3千克，比世界平均水
平的 9.8千克低 5.3千克，更低于一些牛肉主产国的人均产量水
平。难怪中国的畜产品总是随着国际粮食市场的价格大起大落。
预计今后随着粮食涨价，尤其是作为主要饲料原料的玉米的其
他用途增多，用于燃料、化工比例越来越大、需求越来越大，猪
肉、禽肉还会继续在高价位运行。因此，中国的畜牧业结构必须
做大的调整，发展节粮型畜牧业，走草畜产业道路，大力发展肉
牛养殖。
（八）发展肉牛产业有较高的经济效益
植物生产和动物生产是整个生态循环中的两个重要环节，

绿色植物转化、蓄积的太阳能，能为人们直接利用的部分是不大
的。根据测定，农作物的全部产物中可为人类直接利用作为生活
资料的仅占 1/4，其余 3/4是根、秸秆、枝叶等。草山、森林等生产
的大量牧草、树叶等植物资源中包含有比人类直接利用部分多
得多的营养物质，而牛能将这些资源中的养分转化为对人类十
分有用的产品，而且转化效率是各种家畜中最高的，肉牛的这种
功能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是其他任何经济部门所不能代替
的。从经济上看畜禽将植物产品转化为动物产品却是最简单、最
经济的，是其他经济部门无法比拟的，所以畜牧业是最盈利的部
门。在经济欠发达的地区由于资金、技术的制约、要发展经济畜
牧业是最简单、最容易、最经济的。
总之，我们要利用各种有利条件，调整种植业及大农业内部

农—林—牧结构，利用土地资源优势，大力发展草畜产业。畜牧
业是现代农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现代农业的重要标志，世界
上农业发达国家无一不是畜牧业发展先进的国家。实施大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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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就是要在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中赋予畜牧业应有的地位，
调整农村经济结构，更好地发挥和利用当地优势资源，因地、因
时、因人制宜，加快草畜产业发展，积极推进肉牛基地建设，立草
为业，以草促牧，肉牛为先，草畜双赢，推动农业和农村经济持
续、健康、快速发展，初步形成区域特色经济，培育新的经济增长
点，加大扶贫开发力度，促进农民收入快速增长，尽快实现稳定
解决温饱并向小康迈进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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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我国肉牛业的发展
现状与存在的问题

一、我国肉牛业的发展现状

我国养牛历史悠久，公元前 7000年的新石器时代就开始饲
养六畜，牛就被驯化了，最初养牛只是为了食肉，后来发展到用
牛驾车耕田。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牛一方面作为农业生产
的主要动力，另一方面又是人们肉食的一种重要来源。我国肉牛
业的起步发展是从 20世纪 70年代末开始的，特别是改革开放
以来，由于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贯彻落实，农业的连年丰收，
禁宰耕牛法令的废除，农业机械化水平的提高，诸多农业开发项
目如商品牛基地县项目、肉牛丰收计划项目、黄淮农业综合开发
项目、世界银行贷款农业综合开发项目以及肉牛科技示范县项
目等的实施，增加了物资和技术的投入，才大大加快了肉牛业的
发展。我国的肉牛产业从 1990年以来，伴随着改革开放，经济发
展，人民消费水平提高而快速兴起。经营上以劳动密集型来弥补
资金不足，逐步形成了具有我国特色的肉牛业，目前已形成了东
北、中原、华南三个肉牛带及以优良牛种产地为单位的大联合的
肉牛区，以县为单位形成独立生产体系的肉牛县，县内数乡大联
合的肉牛示范点四种类型的肉牛基地，使我国的肉牛存栏数在
2008年达到 1.38亿头，取得了较快发展，具体表现在下面三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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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
（一）数量增加，生产水平明显提高
我国肉牛存栏头数仅次于印度和巴西，居世界第三位，牛肉

年产量居世界第三位，接近世界平均水平的 20.11％。
（二）加快了品种选育和改良
我国在 20世纪 30年代就曾引入短角牛等优良品种进行改

良，但是有组织、有计划、大规模开展此项工作则是在 20世纪
70年代末，先后从德国、奥地利、法国等国引进乳肉兼用型西门
塔尔牛，肉用型夏洛来牛、利木赞牛、抗旱王牛和辛地红牛等 16
个品种的良种公牛近 1000头，改良我国黄牛，使黄牛从单一的
役用向乳、肉、役兼用方向发展。经过各地多年试验研究，确定了
以西门塔尔牛、夏洛来牛和利木赞牛为当家品种，根据不同地区
不同品种和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采用不同的杂交方法和杂交
组合。在辽宁、河北、河南、安徽等省，用夏洛来牛、利木赞牛和西
门塔尔牛几个肉用品种或乳肉兼用品种对当地黄牛及其杂种后
代进行二元或三元杂交，生产肉杂牛。在河南南阳、驻马店、周
口、商丘和安徽阜阳及山东菏泽一带广大的黄淮平原上，肉牛改
良集中连片，形成数十万头的肉杂牛群体，与当地的粮棉种植业
结合，经济效益显著，形成了中原肉牛带的雏形。我国地方良种
黄牛如秦川牛、南阳牛等导入国外优良品种如丹麦红牛、利木赞
牛等品种的血统，改进了体型结构，提高了产肉性能。在安徽、河
北、湖北、甘肃等省还利用国内地方良种秦川牛、南阳牛改良当
地小型黄牛，也普遍加大了体形，增大了挽力，提高了产肉性能，
黄牛低产的种性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三）服务体系建设取得重大进展，为肉牛业的快速发展提

供了有利条件
冻精技术自 20世纪 60年代引入我国之后，成为黄牛改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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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手段。20世纪 70年代以来，国家拨出大量经费进行冷配
体系建设，先后建立县、乡改良站，培训技术人员，制定了我国牛
冷冻精液标准。肉牛屠宰、冷藏、加工体系建设也有一定规模，为
肉牛产品的加工增值、系列开发提供了条件。各地建立了肉牛育
肥场，或组织农户进行育肥。市场条件也不断得到改善，牛肉的
消费量迅猛增长，年成交额不断增加。

二、当前我国肉牛产业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尽管我国肉牛业有了较快发展，但是总的来
讲，我国肉牛业的总体水平还是很低的，有些地区则刚刚起步，
还有许多问题有待解决。例如引入优良种公牛的老化和更新问
题；加大品种改良问题；饲养水平较低，杂种牛后期发育的潜力
尚未发挥出来，牛产品加工增值系列开发刚刚开始，牛肉的档次
及检疫水平有待提高等。作为肉牛基地，肉牛产业不论是养殖规
模、养殖品种还是产品数量、质量都不足，才处在起步阶段，还谈
不上真正的产业。国务院副总理回良玉率领西北农业代表团参
观法国肉牛产业时强调，我国肉牛业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很落后，
我们应当加速发展，尤其是在优良肉牛品种选育、饲养技术、生
产体系、牛肉安全可追溯体系建设等方面要多学习肉牛业发达
国家的经验，发展肉牛生产政府要引导，企业要参与，科学研究
单位要发挥技术指导作用，努力建设适合西北地区的肉牛产业。
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肉牛产业形势依然严峻，作为一个产业来
讲，肉牛业还存在一些突出问题。
（一）牛肉生产周期性波动大，抵御市场风险能力小
牛肉生产周期性波动造成牛源紧张、资金不足和大多数牛

肉生产企业定位不当、生产无序、无法把握牛肉市场。农民经济
基础薄弱、投入能力较低，大多数农户是自繁自养的小群饲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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