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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乳品加工企业限量收购制约着奶业发展，资金不足限制奶业发展，养殖盲目性不利于奶业发展，饲养

管理水平不高影响着奶业发展等诸多因素影响了洮北区奶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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奶牛养殖是近十年来洮北区农村逐步兴起的

一项产业，据 2015年末数据显示，全区奶牛饲养总

量达到了 1.3万头，建成的高标准奶牛养殖牧场 7

个，现运行标准化榨奶站 12家，年产生鲜原料奶

2.48万 t。

然而，由于近年来受到国内外乳品行业发展形

势的影响，奶牛养殖生产出现明显的“滑坡”，一些

奶牛养殖专业合作社投资建设的奶牛养殖小区和

小规模奶牛养殖场由于奶牛养殖效益低或生鲜乳

销售困难，导致“关站”、“关场”，随之而来的是一些

养殖户卖牛、杀牛现象，全区奶牛养殖数量下降，较

本地区奶牛饲养规模高峰期的 1.7 万头减少了约

23.5%，广大养殖户养牛积极性受到了伤害，给全区

奶牛养殖生产带来了极大的影响。

乳品加工企业限量收购制约着奶业发展。2008

年“三聚氰胺”事件以来，行业主管部门和国内乳品

加工企业都严格了原料奶质量检测和监管措施，各

奶牛养殖企业和榨奶站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和精力，

经过了一系列技术、设备以及制度等方面的改造和

完善，逐步趋于常态化正常管理，受奶业市场客观

因素及消费需求等方面的影响，在本地区开展生鲜

乳收购的乳品加工企业在近年多来陆续采取了以

严格质量为名，多点出招采取人为的“挤”、“压”、

“限”等措施控制鲜奶收购，原奶价过低，甚至出现

500 g牛奶不如 1瓶矿泉水的价格，特别是近两年

乳品加工企业实施限量收购措施，日产量不足 1.5 t

的榨奶站和养殖场鲜奶不予收购，致使全区原有的

31家榨奶站（包括养殖场）有 19家不能正常生产运

转，被迫停产关闭，给榨奶站以及广大养殖户造成

严重经济损失。

资金不足限制了奶业发展。随着规模化养殖水

平的不断提高，养殖场户需要扩大生产规模，引进优

良品种、更新设备、提高生产效率，由于金融部门对

养殖贷款额度低，缺少发展资金成为养殖生产环节

的最大障碍。奶牛养殖生产面临着饲料价格上扬、饲

养成本提高、鲜奶销售价格不稳和一些疫病及自然

灾害的影响，养牛赔钱的现象较为普遍，奶牛养殖户

逐渐减少，很多小规模的养殖农户退出了养殖生产。

养殖盲目性不利于奶业发展。为了提高本地

区的奶牛养殖规模，有些部门往往进行一些不切

实际的宣传，比如：农户每饲养 1 头奶牛，年可纯

收入 5 000、6 000元甚至 7 000元。到底能否收入

这么多呢？这得看这个帐怎么算，饲养 1头高产母

牛，年产奶 7 t以上，再生 1头小母牛，收入 6 000元

是可能的，但是目前区域内奶牛年产奶 7 t以上的

并不多，比较好的牛种，加上高水平的饲养管理，年

产奶量也就接近 7 t左右，如果把人工费、水电费、

饲料费、折旧费都实事求是地摊进去，每头奶牛年

纯收入也就 3 000～4 000元，而广大养殖农户的

生产水平还远没有达到这样的水平。另外，有些养

殖场在追求规模方面存在一些盲动性。搞养殖，没

有规模就没有效益，很多养殖户在奶牛价格相对较

高的情况下，也不惜代价地追求规模效益，结果使

奶牛业在发展上出现了新的不平衡，养殖场户饲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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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价奶牛，往往很难达到预期收益。

饲养管理水平不高影响着奶业发展。养殖场普

遍缺少实用技术人才，造成饲养管理不善、产奶量

低等诸多问题，最为突出的是防疫、消毒、卫生意识

淡薄，不少养奶牛户认为奶牛抗病力强，因而不注

重防疫、消毒工作，往往导致奶牛发病死亡，造成损

失。奶牛代谢十分旺盛，对环境敏感，极易遭受病原

微生物侵袭，搞好防疫、卫生、消毒是至关重要的。

摘要 祁连县农牧业龙头企业和新型农牧业经营主体不断发展壮大，农畜产品生产能力显著提高，商标服

务意识增强，品牌效益日益彰显，但仍存在科技水平和产品加工技术含量低、龙头企业规模小、示范带动能力低、

利益联结机制不健全、农牧民组织化程度低等问题，建议继续做大做强龙头，组建祁连县农牧业产业化总公司，通

过合理布局、资源整合和资产入股等方式发挥产业化总公司的示范带动作用；立足品牌优势，深入推进有机畜牧

业产业化建设；开展电商及实体体验店；加大有机牧场的监管力度，做大做强有机产品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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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祁连县依托农畜产品优势资源，把推

进农牧业产业化经营作为确保农畜产品有效供给、

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调整农牧业结构和增加农牧

民收入的一项重要举措，不断加大项目扶持力度，

支持农牧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开展合作社规范化建

设，加大“三品一标”的品牌建设和宣传力度，努力

培育特色品牌产业，形成了一批具有地方特色的品

牌商标，全县农牧业产业化经营取得了明显的成

效。

1 祁连县农牧业产业化发展现状

1）龙头企业和新型农牧业经营主体不断发展壮

大，农畜产品生产能力显著提高。近几年，在州县党

委、政府的大力支持和农牧等相关部门的共同努力

下，祁连县以农牧业产业化园区为招商引资平台，

通过项目扶持和政策引导等方式培育了省级农头

企业 2家（祁连亿达畜产肉食品有限公司、祁连县

祁连山半野生鹿基地有限公司），州级龙头企业 5

家，注册登记各类农牧民专业合作社 141 个，其中

生态畜牧业专业合作社 22 家，组建家庭牧场 44

个，建成省级认证的标准化规模养殖小区 31家，产

业化发展形成了从生产 -加工 - 销售的综合服务

体系，为祁连县产业化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014 年底，全县存栏各类牲畜 117.49 万头

（只），其中祁连藏羊 100.21 万只，占 85.29%；祁连

牦牛 16.54万头，占 14.06%；母畜比例、繁活率、出

栏率、商品率达到 61.3%、91.62%、52.9%、50.6%。产

奶 12 360 t、产肉 16 054 t、产毛 1 314 t，粮油总

产量 3 333.2 t，实现农牧业总产值 56 629.84 万

元，其中畜牧业总产值 52 204.84万元。

2）商标服务意识增强，品牌效益日益彰显。截

止目前，全县共注册各类农牧业商标 7件，其中注

册牛羊肉产品商标 3 件、鹿产品商标 1件、野生菌

商标 1件，所注册的 7件商标中拥有青海省著名商

标 2件、海北州知名商标 2件，祁连县好商标 2件，

这些商标的注册为祁连县农牧业产业化发展注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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