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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当前，我国的肉牛饲养大多是传统的一家一户的散养，科学技术在饲养管理中

发挥的作用较小。主要原因包括：一是群众养殖观念陈旧，经验主义思想严重，对新

技术、新知识接受较慢，特别是对优良品种、科学方法的认识不足；二是接受新事物

的渠道不畅，政府主管部门引导、宣传工作缺乏，使得农村对科学饲养技术无从得

知；三是缺乏典型带动，受知识层次限制，农民对技术局限于“照搬照抄”，没有示范

带动，很难使养殖户真正应用；四是群众投入意识不强，盲目节约生产成本，结果得

不偿失。应用新技术需要一定的资金投入，一提投入，群众一般会认为是一种浪费，

并不理解投入与产出之间的关系，宁愿抱着旧传统不放，而不去用低投入换来高收

益。2014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若干

意见》及十八届三中全会对于建设新农村提出更高要求，为此需要大力推广普及农

业科技知识，全面提高农民素质，培养造就一批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

《肉牛养殖关键技术》是作者多年从事基层肉牛产业建设、黄牛改良技术推广、

主导品种引进、肉牛短期育肥工作经验的总结，是广大养殖户亟须关注和亟待解决

的现实问题。本书贴近农业生产实际，贴近新农村建设需要，用浅显易懂的文字，将

肉牛养殖的关键技术，比较翔实、系统地分篇、章、节、段进行深入浅出的介绍和叙

述，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和针对性，可供广大养殖户、养殖场管理者、基层畜牧兽医

技术人员阅读参考。

肉牛生产不仅要搞好品种改良工作，而且与之相关的一整套肉牛生产配套技

术，诸如配合饲料和饲料配方技术、疫病防治技术、牛场建设与科学管理技术、良种

牛扩繁技术等，技术含量都很高。因此，各级有关部门要重视肉牛生产配套技术的推

广应用，建立技术培训体系，形成较完善的技术普及网络，本着“大科技支持大农业”

的指导原则，采取科技下乡、服务到位的方法，加快科技推广辐射和成果转化。要按

照强化科技经济一体化的思路，把政府工作的着力点、生产实践中的热点与科学研

究的切入点对接起来，以形成政府与企业、科研单位的有机结合，经济目标与技术目

标相互促进的良好局面，促进肉牛产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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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历来以农立国，养牛业历史悠久，牛种资源丰富。据品种

资源调查及国家畜禽品种审定委员会的审核，中国黄牛品种有 52个，是世界上牛品

种最多的国家。经过 20世纪 90年代中期以来的快速转型，肉牛产业已形成了肉牛

育种、饲料生产、肉牛繁育、肉牛育肥、牛肉加工、生物制品提取和销售餐饮等各环节

相互联动和协调发展的成熟产业运作模式，今天，我国已发展成为世界第三大牛肉

生产国。然而，我国肉牛产业起步较晚，肉牛产业在养殖环节主要以农户散养为主，

规模育肥为辅，肉牛产业链的各个环节仍然相对独立，资源整合度不高，母牛养殖缺

乏产业链上下游的支持，生产材料的购买、冻精品种的选择以及犊牛、架子牛的销售

没有形成高效稳定的供应链条，难以获利。尤其是随着国内农业机械化的快速推进，

农民就业渠道的多样化发展，以及肉牛养殖成本的全面上升，肉牛产业出现快速下

滑，特别是全国性的牛源短缺现象持续发生，屠宰加工和流通监管等环节出现的各

种问题，导致肉牛养殖的基础发生了根本性动摇，可持续发展形势比较严峻。

近年来，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肉、蛋、奶需求量迅速增长，近 10年来，肉类

生产平均年递增 9.9%，牛肉达 2.8%。据有关营养学家介绍，牛肉与鱼肉的蛋白质基

本相当，比猪、羊肉中蛋白质含量几乎高一倍，而且，牛肉与猪肉和羊肉相比，其脂肪

含量也较低。在现实生活中，蛋白质仍然是开发人类智力、提高人们体质的重要物质

基础，国际营养界已把蛋白质的消费量作为衡量人类食物构成和营养水平的重要标

志。因此我国肉牛产业的发展，不仅是对经济结构和农业结构的调整发展的需要，对

于人们改善膳食结构、提高国民的身体素质也具有重大意义。目前，我国肉、蛋总产

量已稳居世界第一，肉类人均占有量达到 49.8kg，超出世界平均水平 12kg，已经达

到发达国家的水平。因此，大力发展养殖业，是推进农业产业结构战略性调整的重要

措施，是新时期农民增收的重要途径，是推进农业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也是全面推进

农业国际化的重要手段。

高档牛肉占牛肉总产量的比例是衡量一个国家肉牛生产水平的重要指标，高档

牛肉更有助于提高肉牛产业的经济效益，而我国的高档牛肉主要依靠进口。目前,国

内肉牛的主导品种仍然是肉用性能欠佳的地方黄牛品种，改良肉牛的覆盖率仅



18%，分户饲养、集中育肥仍然是当前我国肉牛生产的主要方式。经过长期的生产

实践，虽形成了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黄牛品种，如秦川牛、南阳牛、鲁西牛、延边

牛、晋南牛、夏南牛等，但仍然缺乏专门化的优质肉牛品种。20世纪 80年代以来，

国内许多地方先后引进了一些国外肉牛品种，如西门塔尔牛、夏洛莱牛、安格斯

牛、短角牛、利木赞牛、皮埃蒙特牛等，以此来改良我国地方黄牛，但限于规模饲

养条件和选育水平，其后代生产水平相比国外差距仍较大，成为制约我国肉牛产

业发展的因素。

如何促进现代牛业的可持续发展，确保牛肉产品质量安全；如何解决地方优良

品种的保种、开发、利用；如何利用现有的肉牛资源品种，凭借现有的饲草资源，提高

本地区肉牛生产潜力；如何依靠科技，通过黄牛改良，使本地黄牛体型小、生长慢、产

肉性能低、屠宰率低，良种能繁母畜比例低、育成期长、畜群周转慢、总增长率低的劣

势转为优势，培育地方特色优势产业；如何在现有的生产条件下，提高科学化饲养管

理水平；如何培育壮大地方龙头企业，发挥示范带动和引领作用，使肉牛产业向系统

化、科学化、配套化、产业化方向发展，初步形成肉牛生产的社会化服务体系，增加农

民收入，这是本书立意的宗旨。

在本书编写过程中，隆德县农牧局局长火小刚给予很大支持，技术员田娟、卜文

甲等同志对本书稿的校对、整理做了大量工作。在此，特向关心和支持本书出版的各

方及有关本书所引用的参考文献作者表示感谢。

由于作者水平有限，在本书编写中难免有不妥或错误之处，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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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肉牛产业发展现状及展望

第一节 国外肉牛产业发展现状及趋势

一、国外肉牛产业现状

畜牧业较发达的国家，肉牛业都有较长的历史，并在其发展过程中，依据各自的

自然条件、饲养习惯或消费者对牛肉的要求，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生产及经营方式。随

着人们对瘦肉需求的不断增长，各国都针对各自的国情和国际市场的情况，在增加

牛肉产量方面，开展了较多的研究工作，取得了相应的效果及经验。肉牛业是近代发

展起来的一项畜牧产业，世界各国因历史、自然和经济状况的不同，各自经历了不同

的发展过程。

美国肉牛业发展较早，从 500多年前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时起，养牛就以食肉为

主。随着美国经济技术的高度发展，肉牛业也得到了发展，目前是世界肉牛生产头号

大国，1984年牛肉产量 1092.7万 t，2005年牛肉产量达 1146万 t，约占世界总产量

的 24%，2005年牛存栏量达 9548万头，2009年略有下降，存栏量为 9452万头，减少

了 96万头，但产肉量达到 1189万 t，增加了 43万 t。

澳大利亚在 1788年时仅有 7头牛，1800年也只有不过 1044头牛，到 1921年

仅 120多年时间牛的饲养头数就发展到 1350万头，增长了近 1.3万倍，以惊人的速

度一跃成为世界牛肉主要输出国家。到 1976年牛饲养头数发展到 3343.4万头，比

1921年又增长近 2.5倍，之后养牛业呈现下降的趋势，1984年降到低谷，牛饲养头

数为 2216万头，比 1976年下降 33.7%。1985年之后养牛业又开始缓慢回升，到

1987年牛饲养头数恢复到 2310万头，但仍比牛饲养头数最高年份少 1000万头。

2005年牛存栏达到 2730万头，牛肉产量 209万 t，约占世界总产量的 4%，2009年略

有增长，存栏量为 2791万头，增加了 61万头。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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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 养殖关键技术牛
德国历史上养牛业以奶用为主，直到 20世纪 60年代才开始重视肉牛生产。原

西德 1960年牛肉产量为 105万 t，到 1980年发展到 157万 t，增长了 49.5%，成为牛

肉输出国。2005年牛存栏达到 1329万头，牛肉产量 122万 t，约占世界总产量的

2%，2009年略有下降，存栏量为 1295万头，减少了 34万头，产肉量达到 119万 t，

减少了 3万 t。

日本肉牛饲养业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役畜阶段（1955年以前），

此阶段养牛主要是为了使役和积肥，一般户养 1～2头，全日本年养牛户数为 222万

户，养牛 272万头，户均 1.2头。第二阶段是役肉兼用阶段（1956～1966年），随着日

本经济的发展，加快了农业机械化进程，使役牛的饲养头数减少,1963年养牛户下降

到 167万户，养牛 220万头，分别比 1956年下降 22.8%和 19%，之后养牛户继续下

降，到 1966年养牛户仅有 102万户，养牛 147万头，户均 1.4头。在推行农业机械化

的同时，化学肥料也迅速推广普及，从而彻底改变了养牛主要为使役和肥田的基本

生产目的。第三阶段是肉用阶段（1967年以后），随着日本经济的发展，牛肉输出量

增加，刺激了日本肉牛业的发展，一方面利用奶牛生产牛肉日益兴旺，另一方面加快

了日本和牛向肉用方向的改良。日本 2005年牛存栏达到 447万头，牛肉产量 50万

t，约占世界总产量的 0.9%，2009年略有下降，存栏量 442万头，减少了 5万头，产肉

量达到 52万 t，增加了 2万 t。

2008年，全世界牛的总存栏量为 15.6亿头，出栏肉牛 2.8亿头，出栏率 18%，当

年牛肉总产量为 6167万 t，人均占有 9.3kg，人均占有量牛肉次于猪肉（约占 28%）居

第二位，每头屠宰牛的胴体重为 207.5 kg，每头存栏牛的平均产肉量为 42.2 kg。世界牛

肉产量最多的国家依次为美国（总产量 1184万 t，人均 42.74 kg，牛存栏 9604万头）、巴

西（总产量 902万 t，人均 40.49kg，牛存栏 20343万头）和中国（总产量 584万，人均

4.09kg，牛存栏 10590万头）。人均占有量最多的国家分别是澳大利亚（250.8 kg）、阿

根廷（71.09 kg）、美国（42.74 kg）和加拿大（41.25 kg）。牛肉在世界肉类的总交易量中

位居榜首，约为 41%，相当于 911万头活牛，其次为鸡肉 29%、猪肉 18%和羊肉 6%。

但是出口量和进口量占当年生产量的百分比均以发达国家居高，分别为 19.22%和

17.51%，而发展中国家极低，相应为 1.87%和 0.39%。发达国家的出口量占总出口量

的 76.19%，人均进口牛肉 3.98 kg；发展中国家对应两个数字分别为 6.83%和 0.02kg

世界人均牛肉产量已达 9.3 kg，加拿大、美国、丹麦、荷兰已超过 30kg，而新西兰、澳

大利亚已超过 138kg，国外牛肉的消费量在肉类中依然占有较大比重，如乌拉圭牛

肉消耗量占肉食的 76%，美国占 67.5%，阿根廷占 67%，加拿大占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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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国外肉牛产业发展趋势

世界发达国家由于经济的高度发展和技术的不断进步，带动了肉牛业向优质、

高产、高效方向发展。

（一）肉牛品种趋向大型化

20世纪 60年代以来，消费者对牛肉质量的需求发生了变化，除少数国家（如日

本）外，多数国家的人们喜食瘦肉多、脂肪少的牛肉，这些国家不仅从牛肉的价格上

加以调整，而且多数国家正从原来饲养体型小、早熟、易肥的英国肉牛品种转向饲养

欧洲的大型肉牛品种，如法国的夏洛莱、利木赞和意大利的契安尼娜、罗曼诺拉、皮

埃蒙特等，因为这些牛种体型大、增重快、瘦肉多、脂肪少、优质肉比例大、饲料报酬

高，故深受国际市场欢迎。

（二）肉牛生产向集约化、工厂化方向发展

国外肉牛的饲养规模不断扩大，大的饲养场可以养到 30万～50万头。美国北

部科罗拉多州芒弗尔特肉牛公司育肥 40万～50万头，产值 3亿美元，肉牛生产从

饲料的加工配合、清粪、饮水到疫病的诊断全面实现了机械化、自动化和科学化，把

动物育种、动物营养、动物生产和机械、电子学科的最新成果有机地结合起来，创造

出了肉牛生产惊人的经济效益。

（三）利用杂交优势提高肉牛生产水平

利用杂交优势可提高肉牛的产肉性能，扩大肉牛来源。近年，在国外肉牛业中广

泛采用轮回杂交、终端公牛杂交、轮回杂交与终端公牛杂交相结合的三种杂交方法。

据报道，两品种的轮回杂交可使犊牛的出生重平均提高 15%，三品种轮回杂交可使

犊牛的出生重提高 19%，两品种轮回与终端杂交公牛杂交相结合可使犊牛出生重提

高 21%，三品种轮回与终端公牛杂交相结合可使犊牛出生重提高 24%。

（四）利用奶牛群发展牛肉生产

欧共体国家生产的牛肉有 45%来自奶牛。美国是肉牛业最发达的国家，仍有

30%的牛肉来自奶牛。日本肉牛饲养量比奶牛多，但所产牛肉 55%来自奶牛群，利用

奶牛群生产牛肉一方面是利用奶牛群生产的奶公犊进行育肥，过去奶公犊多用来生

产小牛肉，随着市场需求的变化和经济效益的提高，目前小牛肉生产有所下降，大部

分奶公犊被用来育肥生产牛肉；另一方面是发展奶肉兼用品种来生产牛肉，欧洲国

家多采用此种方法进行牛肉生产。利用奶牛群及奶肉兼用牛群生产牛肉经济效益较

高，在能量和蛋白质的转化效率上奶牛是最高的，奶肉兼用品种也是比较高的。例

如，肉牛的热能和蛋白质转化效率分别为 3%和 9%，而奶肉兼用牛分别为 14%和

第一章 肉牛产业发展现状及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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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奶牛分别为 17%和 37%。在发达国家奶牛的数量较多，其中可繁殖母牛的比例

高达 70%，欧洲最高达 90%。

（五）充分利用青贮饲料和农副产品进行肉牛育肥

肉牛在利用粗饲料的比例上仅次于绵羊和山羊，占 82.8%，国外在肉牛饲养中

精料主要用在育肥期和繁殖母牛的分娩前后。架子牛主要靠放牧或喂以粗饲料，但

其粗饲料大部分是优质人工牧草。为了生产优质粗饲料，英国用 59%的耕地栽培苜

蓿、黑麦草和三叶草，美国用 20%的耕地，法国用 9.5%的耕地种植人工牧草，耕地十

分紧缺的日本 1983年用于栽培饲料作物的面积仍然达到 18.6%。国外对秸秆作了

大量研究，利用氨化、碱化秸秆饲养的肉牛在英国、挪威等国家也有一定规模。

第二节 我国肉牛产业发展现状

一、我国肉牛产业发展现状

近年来，我国肉牛生产已达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肉牛发展的数量和经济效

益逐年增加，在猪禽业发展受市场和疫病制约的情况下，肉牛业已成为畜牧业发展

的主要力量，并逐步成为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虽然我国肉牛业的发展

仍处于以传统养牛业向现代养牛业过渡与转变的历史时期，但近几年来，国家对肉

牛业在宏观调控、政策和资金上给予了大力支持，尤其是 2004年国家对优良种畜

场（站）支持力度进一步加大，肉牛产业四大产区基本形成：以新疆、宁夏、青海等为

主的西北传统牧区；以东北三省和内蒙古为主的东北肉牛生产区；以河南、山东、河

北和安徽为主的中原肉牛生产区；以四川、贵州、云南、广西为主的西南肉牛生产区。

主要特点有以下几方面。

（一）数量增加

这些年，我国肉牛发展始终保持较高的速度，牛肉生产和消费保持稳步增长，牛

饲养量、出栏率、头均胴体重也不断提高。1980年全国牛存栏头数 0.71亿头，1990

年全国牛存栏头数达 1.03亿头，2010年全国牛存栏头数达 1.06亿头，比 1980年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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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 49.3%。2005年牛存栏头数（1.1亿头）占世界牛存栏总量（13.55亿头）的 8.12%，

仅次于印度和巴西，居世界第三位，牛肉产量达 568.1万 t，与 1990年的 125.6 万 t

相比，翻了近两番，年递增率 30.15%，这是中国乃至世界肉牛发展史上没有先例的，

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三个牛肉生产大国，仅次于美国和巴西。从 1979年到 1992年，出

栏率提高了 2 倍，达到 14.03%，超过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 12.33%；平均胴体重从

77.5kg提高到 129kg。例如，2002年，全国牛存栏量 10617万头，占世界养牛总数的

7.8%，牛出栏 4193万头，位居世界第一位，其中河南、河北、山东、安徽、吉林等 7个

省的肉牛出栏率达 39.8%以上，达到世界发达国家水平, 牛肉总产 561.6万 t，比

2001年增加 10.6万 t，位居世界第四位。

我国牛肉产量保持逐年增长势头。2005 年牛肉产量是 1961 年牛肉产量的

90.14倍，中国牛肉产量占世界牛肉产量的比重呈现良好的增长态势，从 1961年的

0.28%提高到 2005年的 11.29%。在 40多年间，比重提高了 40.32倍，是所有畜种中

比重增长最大的。人均牛肉占有量 1995年为 2.7kg，2000年为 4.0 kg，2004年达到

4.8 kg，但仅位于世界第 103位，消费潜力很大。

考察牛肉产量 5年增长率，中国牛肉产量增长在 20世纪 90年代达到高潮，

1990年比 1985年增长 154.71%，1995年比 1990年增长 176.34%。进入 21世纪后，

中国牛肉产量增长虽有所减缓，但年增长率始终保持正值，相比之下，世界牛肉产量

的增长要缓慢得多，20世纪 80年代以后，5年增长率更是减小到 10%以下。

（二）品种改良和选育步伐加快

我国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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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规模地开展此项工作是在 20世纪 70年代末。先后从德国、奥地利、法国、加

拿大等国引进乳肉兼用型西门塔尔、肉用型夏洛莱、利木赞、海福特、抗旱王和辛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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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各地多年实践，确定了以西门塔尔、夏洛莱和利木赞为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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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河南、河北、辽宁、安徽、山东、甘肃等省，用夏洛莱、利木辛和西门塔尔等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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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河南省南阳、驻马店、周口和安徽阜阳及山东菏泽一带广大的黄淮海平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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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

来，经济效益显著，形成中原肉牛带。乳肉兼用的西杂牛在松辽平原、科尔沁草原、太

行山麓、皖北、豫东和苏北农区形成了近百万头的群体。我国地方良种黄牛（如秦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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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鲁西黄牛、晋南牛、南阳牛等）导入国外优良品种（如丹麦红牛、利木辛牛等品种）

的血液后，体型结构得以改变，产肉性能得以提高，出栏周期得以缩短。在安徽、河

北、湖北、甘肃等省还利用国内地方的良种（秦川牛、南阳牛）改良当地小型黄牛，也

普遍加大了体型，提高了免疫力，提高了产肉性能，黄牛低产的缺点也得到了改善。

（三）服务体系建设取得了重大进展

冻精技术自 20世纪 60年代引入我国之后，人工授精已成为黄牛改良的重要手

段。20世纪 70年代以来，国家拨出大量经费进行冷配服务体系建设，2009年有种公

牛站 62个，种肉牛场 136个，种肉牛年出场 15313头，年末存栏 49053头，其中能繁

母牛 29361头；种牦牛场 13个，种牦牛年出场 3668头，年末存栏 63095头，其中能

繁母牦牛 27340头。建立县级改良站（冷配站）6289处，培训技术人员 87.9万人。

1984年制定并颁布了我国牛冷冻精液国家标准，肉牛的屠宰、冷藏、加工体系建设

也有了一定的规模，为肉牛产品的加工增值、系列开发提供了条件，像河南省的南

阳、周口和安徽的阜阳地区，肉牛屠宰场、冷冻厂、食品厂、皮革厂、制药厂等都有了

相当大的发展，对提高肉牛养殖业的经济效益发挥了重要作用。

（四）肉牛育肥向规模化、商品化方向发展

20世纪 70年代以来，我国的肉牛育肥业，首先是从供港活牛育肥开始的。香港

市场优质牛肉价高，普通牛肉的售价与优质牛肉售价几乎相差一半，达不到优质标

准，盈利少甚至亏本。因此，我国各地外贸部门或自建肉牛育肥场，或组织农户进行

育肥。河南的邓州、新野、唐河、方城、淮阳、商水、鹿邑、商丘、安阳、滑县等地农村出

现了 5～10头的育肥户、50～200头的育肥场和上千头的育肥专业村。南阳肉食企

业集团兴建了万头育肥养牛场，1997年销售额 2亿元，创汇 1400万美元。河北省三

河市出现了占地 6.67hm2，养牛 9000头，年出栏 12000头，年创利 600万元，固定资

产和流动资金 3500万元的福成肉牛集团公司。甘肃省平凉市雄风实业有限公司为

国家商检局供港澳活牛注册场，每年向港澳提供大量育肥肉牛。甘肃省平凉市西开

（集团）公司集肉牛养殖、牛肉分割、酿造、餐饮于一体，积极延伸肉牛产业链，显著提

高了肉牛养殖户和企业的经济效益。

（五）市场潜力不断得到发掘

随着城乡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瘦肉率高的牛肉消费量增长迅速，所以内

地市场的牛肉价格一直居高不下。东南部沿海城市和经济发达地区牛肉更是供不应

求，价格比内地高出 1～2倍。河南、山东、安徽等省，近几年来已经捷足先登，把活牛

及牛肉产品率先打入东南沿海市场，建立了比较稳定的销售渠道。港澳市场每天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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宰销售活牛 500多头，年需活牛 25万余头。20世纪 70年代以来，港澳与内地建立

了比较稳定的活牛贸易关系，大部分活牛由内地供应，经济效益较内地高 1倍以上。

中东一些伊斯兰国家，对中国的牛羊肉和活牛活羊很感兴趣，年成交额不断增加，而

且这些地区收入水平高，农副产品紧缺，对牛羊肉的档次、检疫标准要求相对较为宽

松。东南亚是伊斯兰聚集的地区，中国的牛羊肉、活牛活羊十分受其欢迎。东欧及

独联体国家对牛肉的需求量更大，对牛肉的档次和检疫要求也较宽松。但是，这些

国家目前经济比较困难，偿还能力有限，大多数是易货贸易。近年来，俄罗斯对我国

牛肉进口量也较大。日本是潜力最大的牛肉、活牛贸易市场，目前日本市场上销售

的主要是美国和澳大利亚的牛，他们需要高档牛肉，对检疫要求严格。日本对中国

的牛肉和活牛很有兴趣，20世纪 80年代以来，曾多次派团到中国考察，搞育肥屠宰

试验，山东省海阳市建立了专门对日出口的肉牛育肥场。我国高档牛肉已经开始批

量生产，供应国内星级的宾馆和饭店，部分替代进口的高档牛肉。牛肉分级分割，优

质牛肉供应高档饭店烤涮，普通牛肉大众化消费，满足消费多元化的要求，提高了肉

牛业整体的经济效益。甘肃省平凉市西开（集团）公司利用完善的产供销和餐饮体

系，一头优质育肥牛的产值可以达到 10万元以上。

二、我国肉牛产业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与肉牛业发达的国家相比，我国肉牛出栏率低，头均胴体重和存栏牛产肉量偏

低，节粮型的草食家畜在整个畜牧业结构中的比重较小，肉牛配合饲料、添加剂的

普及率低，导致人均牛肉占有量较低,是我国肉牛生产中存在的关键问题。究其原

因有：

（一）肉牛良种化程度低，产品加工不足，附加值和效益低

我国黄牛的改良面不足 20%，本地良种肉牛及外来改良牛之和仅占 35%，良种

化程度非常低；虽然我国和发达国家牛肉加工的设备、风味雷同，但发达国家牛肉加

工附加值高达 30%～40%，而我国仅 3%～4%。

（二）生产方式落后，尚未形成专业化的生产模式

总体上仍以农户为单位的小规模饲养方式为主，以现有饲草料和现有设施的利

用为主要方式，难以保证饲草料的数量与质量，缺乏规范、科学化的饲草料加工与利

用技术，缺乏饲养管理技术，既无法保证饲草料的利用效率和育肥效果，更无法保证

肉牛的质量与规格，无法保证规模化牛肉加工的牛源需要，使得牛肉质量的稳定性

也无法保证，缺乏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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