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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015年全国各地区肉牛出栏数前 10名排序

注：数据来源于中国畜牧业协会牛业分会。

表 2 2015年全国各地区牛肉产量前 10名排序

注：数据来源于中国畜牧业协会牛业分会。

省份
2015年
名次

2014年
名次

区域

划分

出栏量/
万头

比 2014年数
量增长/万头

河南 1 1 华中 548.6 2.6
山东 2 2 华东 447.5 6.7
内蒙古 3 4 华北 326.4 -10.4
河北 4 3 华北 325.4 4.8
吉林 5 5 东北 303.2 3.6
四川 6 8 西南 295.5 8.2
云南 7 7 西南 292.8 9.5
黑龙江 8 9 东北 269.7 -9
辽宁 9 6 东北 266.3 2.7
新疆 10 10 西北 247.3 7.9

省份
2015年
名次

2014年
名次

区域

划分

牛肉产

量/万 t
比 2014年产
量增长量/万 t

河南 1 1 华中 82.6 0.5
山东 2 2 华东 67.9 1.3
河北 3 4 华北 53.2 -1.3

黑龙江 6 7 东北 41.6 -1.2
新疆 7 8 西北 40.4 -0.2
辽宁 8 6 东北 40.3 1.1
四川 9 10 西南 35.4 1.8
云南 10 9 西南 34.3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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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通过对云南省内 10个州（县）的 167个肉牛养殖场（户）的肉牛存栏情况进行调查，分析影响云

南省肉牛养殖规模效益的主要原因，包括品种、疫病防控、饲养管理技术等，据此提出加快云南省肉牛产业发展的

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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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是我国肉牛养殖大省，与国内肉牛业先

进的省份相比，云南省肉牛产业仍处于相对落后的

状态，市场竞争力缺乏，产业起步晚，技术相对落

后，发展速度缓慢，在技术及产业化发展方面还有

很大的提升空间。

1 云南省肉牛产业发展现状

云南省是我国肉牛养殖大省，也是我国西南地

区重要的商品牛源储备基地；云南地域广阔，山地

草场面积大，且植物群落多样化。从表 1中看出，近

年来，出栏量前 10名排位变动不大，在全国形成了

较为稳定的牛肉输出带，在排位前十的地区中，仅

内蒙古、黑龙江省的肉牛出栏量有所减少，其余地

区均比 2014年数量有所增长。

从表 2中看出，2015年牛肉产量前 10名牛肉

产区河北、黑龙江、新疆等省的产量下降，其他省份

均略有增加。云南省在全国各地区肉牛出栏量中排

名第七，比 2014年度数量增长了 9.5万头，而云南

省在全国各地区牛肉产量中仅排名第十，比 2014

年度数量增长了 0.9万 t。

云南省复杂多样的生态条件，使得云南地方肉

牛遗传资源品种丰富（13个），其中以文山黄牛、昭

通黄牛、迪庆黄牛、德宏瘤牛较为有名，引进品种 4

个，以西门塔尔和婆罗门牛较为多见。但是，南方地

区普遍存在肉牛体型偏小、个体产肉率低、生长速

度缓慢等问题，直接影响肉牛规模养殖效益，制约

南方肉牛业的发展。虽然云南省肉牛出栏数和产肉

量的排名均在全国前 10名，但是将出栏数和产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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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云南省 10个州（县）养殖场（户）肉牛

存栏量统计（单位：户）

图 2 云南省各州（县）育肥牛价格统计（单位：元 /kg）

图 3 云南省各州（县）架子牛价格统计（单位：元 /kg）

量排名综合考虑，云南省出栏相对多，但产肉量排

名居后，从侧面说明了云南省肉牛生产力水平低，

与国内肉牛业先进的省份相比，云南省肉牛产业仍

处于相对落后的状态，市场竞争力缺乏，产业起步

晚，技术相对落后，发展速度缓慢，在技术及产业化

发展方面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2 影响云南省肉牛养殖规模效益的

主要原因

2017年 11月，对云南省内 10个州（县）（德宏

州、红河州、广南县、镇雄县、马龙县、景谷县、禄丰

县、寻甸县、元江县、云县），167个肉牛养殖场（户）

截至调查前的肉牛存栏量进行调查。结果显示，存

栏量在 1 000头以上的有 3户，501～1 000头有 3

户，201～500 头有 11 户，101～200 头有 23 户，

51～100头有 54户，50头以下有 73户。千头以上

规模的养殖场（户）所占比重仅 1.79%，百头以上存

栏量的养殖户所占比重仅 23.95%，50 头以下的养

殖户所占比重 43.71%，由此反映出，云南省千头以

上规模的养殖场不多，主要以 100头以下的小规模

养殖为主体，其中又以 50头以下的小规模养殖居

多（图 1）。

在云南省，农户分散小规模饲养的模式在整个

肉牛产业中占主导地位，小规模养殖相对占有饲料

资源、劳动力等优势，但是小规模养殖使得肉牛养

殖比较效益不高，养殖技术难以推广，阻碍肉牛养

殖的发展。影响肉牛养殖规模效益的主要原因有以

下几个方面。

1）品种因素。本次调查结果显示，不同州（县）

的育肥牛、架子牛价格均存在差异，有些县份差异

较大，各州（县）育肥牛、架子牛平均价格详见图 2、

图 3。从图 2中可以看出，各州（县）育肥牛价格存在差

异，尤其是广南县的育肥牛价格平均为 33.07元 /kg，

红河州的育肥牛价格平均为 31.13元 /kg，这 2个地

区的价格明显较其他地区高，相对来说，寻甸县

（23.16元 /kg）、德宏州（22.44元 /kg）两地的价格较

低，与广南县的价格几乎相差 10 元 /kg，造成这一

价格悬殊的原因可能是肉牛品种、养殖模式、饲养

成本的差异，广南县主要的肉牛品种是文山黄牛，

而德宏、寻甸主要养殖西门塔尔牛、杂交牛，而不同

品种的肉牛其肉品质、屠宰率等不同，这可能是造

成价格悬殊的主要因素。

从图 3中可以看出，各州（县）架子牛价格存在差

异，尤其是广南县的架子牛价格平均为 35.54元 /kg，

红河州的架子牛价格平均为 34.33元 /kg，这 2个地

区的价格明显较其他地区高，均高于 30元 /kg，相

对来说，寻甸县（24.18元 /kg）、德宏州（23.88元 /kg）

两地的价格较低，与广南县的价格几乎相差 10元 /kg，

广南县主要的肉牛品种是文山黄牛，而德宏、寻甸

主要养殖西门塔尔牛、杂交牛，品种可能仍是造成

架子牛价格悬殊的主要因素。

育肥牛和架子牛的销售价格是评价养殖效益

的一个因素，还需要综合考虑养殖成本、养殖周期，

才能最终计算养殖效益，不同品种的肉牛，其体型、

产肉率、生长周期不同，从而导致养殖效益不同。所

以，养殖的肉牛品种是肉牛业养殖效益的重要影响

因素之一，在肉牛养殖业发展过程中，需考虑优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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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各类影响因素在养殖户中的占比

肉牛品种的推广。

2）疫病防控。据统计，疫病带来的风险造成的

损失可能占当年总损失的 10%～15%，疫病防控也

是影响规模养殖效益的重要原因，尤其是传染性较

强的疫病，如口蹄疫、疯牛病等，不利于肉牛产业的

稳定发展，也无法提升肉牛养殖技术效率。在本次

调查范围中，90%以上的养殖户在肉牛养殖过程中

的防疫工作主要是依靠各级兽医站接受免费的疫

苗，享受防疫补贴政策等，养殖场（户）无专业的兽

医团队和严格的疾病防治规程，这对肉牛养殖业有

潜在风险，当疫病发生后很可能没有较好的应对措

施，导致疫情快速蔓延，给养殖户的利益带来损害。

因此，在养殖过程中需要不断加强疫病防控意识，

以及加强病情发生后的应急处理意识的普及工作，

地方各级兽医站首先应做好重点疫病的检疫和预

防工作，建立完善的消毒制度，开展经常性的环境

卫生消毒，并向养殖户普及使用方法，从而大大降

低养殖过程中的疫病风险；养殖户在牛市购牛后，

应当有一定时间的隔离暂养，以及检疫、免疫等操

作，降低肉牛在市场流通中的疫病传播风险，这样

也就要求肉牛养殖的基础设施完善，要具备隔离暂

养及治疗的特定场所；在发生疫情后养殖户应当对

病牛合理化处理，这样能阻止疫情快速传播，从而

降低损失，提高肉牛养殖的经济效益。

3）饲养管理技术。目前，据不完全统计，我国肉

牛的主要养殖模式为个体散养和中小规模养殖 [1]，

当然，云南省也不例外，其基本养殖模式也是如此。

而这种小规模养殖通常呈现出饲养管理粗放，养殖

周期长，养殖成本高、养殖效益低等现象，究其原因

主要是小规模养殖属于分散的养殖模式，以家庭为

生产、经营单位，而从事养殖的主要劳动力文化程

度不高，对新技术的接受能力不强。据本次统计，

79%的养殖户没有专业的技术人员，养殖技术基本

靠自己摸索，这也是阻碍肉牛养殖快速发展的重要

原因之一。调查结果显示，养殖户的主要养殖困难

有：资金、技术、场地、销售、交通（各类养殖困难在

总养殖户中的占比见图 4），其中资金是 94%的养殖

户都面临的一个问题，因为肉牛养殖周期长、资金

投入大、收益慢。很多养殖户，尤其是中大规模养殖

户资金周转困难；缺乏技术则是养殖过程中的第二

大问题，此处所指的技术就包括饲养管理的技术、

均衡营养、犊牛管理技术、母牛管理技术（分不同阶

段的饲养管理技术）等，高效、合理的饲养管理能提

高养殖效益，场地、销售、交通的占比相对较少，但

是也是地方肉牛养殖发展的阻力。

3 加快云南省肉牛产业发展的对策

1）加快良种繁育步伐，推广良种养殖。优良的

肉牛品种既可以提高饲料的转化率，又可以提供优

质牛肉，对于增加养殖户的经济效益具有重要作

用，所以云南省肉牛产业要稳定、健康的发展就需

要结合云南省实际情况、不盲目地进行良种选育。

对于小规模养殖户来说，基本是以饲养母牛为主体

的复合经营模式，即饲养母牛、培育犊牛、架子牛和

育肥牛[1]，本次调查结果也显示出该特性，在养殖户

的肉牛存栏量中，母牛养殖基本占 1/2以上。能繁母

牛养殖是品种改良的基础，所以，首先应当注重能

繁母牛的保护，各级政府应当加大对养殖户养殖能

繁母牛的支持力度，如对母牛养殖进行适度的补

贴、建立能繁母牛保险制度、设立专项资金扶持养

殖大户或养殖合作社等措施。

在良种繁育过程中，新品种的诞生也是肉牛产

业发展道路上的一次伟大革新，具有生产高档雪花

牛肉潜力的优良肉牛新品种“云岭牛”的培育成功，

为云南高原特色现代农业发展历程树立了一块新

的里程碑。云岭牛是云南省草地动物科学研究院经

过 30多年的不懈努力，在我国没有自主热带肉牛

品种的前提下进行选育得出，于 2014年 12月 8日

获得品种证书。云岭牛是通过婆罗门牛、莫累灰和

云南黄牛杂交选育出来的，是我国应用三元杂交选

育的第一个肉牛新品种、第一个热带亚热带肉牛品

种、第一个南方肉牛新品种。云岭牛集婆罗门牛耐

热抗蜱、莫累灰高繁殖高品质肉和云南黄牛广泛适

应性为一体，能够适应热带亚热带气候环境，且在

高温高湿条件下表现出较好的繁殖能力和生长速

度，耐粗饲能力较强，适宜全放牧、放牧加补饲、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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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饲等饲养方式，生长快，成熟早，育肥性能较好，

养殖效益明显。目前，在云南省肉牛养殖产业中，云

岭牛的养殖现状是：由云南省草地动物科学研究院

牵头，成立了云南省肉牛产业战略创新技术联盟，

通过此平台促进产、学、研的优势互补和紧密结合，

加强各生产、加工企业间的互惠互通，云岭牛产业

化在云南省乃至全国得以稳步推进，饲养云岭牛的

大型企业和合作社达 28家，其中有 1/3的企业涉及

屠宰、深加工和餐饮，并且建立了云岭牛繁育体系，

以及云岭牛快速扩繁技术的研究，这一系列成果都

为云岭牛的发展推广奠定了基础[2]。但是，正如本次

调查结果显示，仅有 6%的养殖户饲养了云岭牛，即

云岭牛在小规模肉牛养殖模式中的应用不多，云岭

牛在云南省肉牛养殖产业中的推广还有很大空间。

云岭牛是云南自主选育的新品种，在广大的小规模

养殖户中的认知度并不高，而且小规模养殖户对技

术的了解及掌握能力欠缺，所以在云岭牛养殖推广

中有一定的难度。

在推动云南省肉牛产业发展过程中，可以大力

宣传云岭牛新品种，不论是以报刊、杂志的形式或

是电视、媒体的形式，加大广大养殖户对云岭牛的

认识，也可以通过各级畜牧部门印发相关的宣传

册、开展宣传讲座等，增强云岭牛在小规模肉牛养

殖户中的影响力。有关部门和单位应当向养殖户介

绍云岭牛的饲养管理、福利养殖等信息，加强培训

力度。目前小规模养殖户的养殖技术参差不齐，饲

料营养搭配不合理、基础设施不完善，所以在云岭

牛养殖推广伊始，就应当注重饲养管理技术的培

训。如不同阶段的饲养管理技术不同，在犊牛饲养

管理中，应当从初生犊牛的助产及护理开始，掌握

一般助产和剖腹产技术，控制环境卫生，对犊牛进

行健康监测，结合犊牛消化生理进行哺乳、开食调

教等，并做好疫苗接种等工作。在青年母牛饲养管

理中，主要根据生长发育速度、生理、营养等综合因

素来掌握初次配种时机，掌握配种产犊技术。成年

母牛的饲养管理主要期望实现受胎率高、泌乳性

好、产犊后返情早等目的，分为空怀母牛饲养、妊娠

母牛饲养、泌乳母牛饲养 3 个阶段，各阶段的饲养

关键点不同，需要各自熟悉掌握。在“政府推动、技

术尾随”的条件下，云岭牛将为云南省肉牛养殖业

发展提供助力。

2）政策推动产业发展。近年来，国家出台了一

系列的肉牛养殖扶持政策，2017年国家对于推动肉

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力度进一步加大，而政策信

息的有效传达是推动产业发展的主要推手。但目前

出现的情况是，养殖户或养殖企业与政策信息对接

不畅，养殖户或养殖企业没有及时知晓国家有关政

策；在本次调查中也显示了该情况，政策扶持效果

差，大部分的养殖户表示对肉牛养殖方面的政策了

解程度一般，也很少享受过政策扶持，也许应该反

思政策的传输渠道是否合理、通畅。另外，调查结果

还显现出各州（县）受补贴政策不尽相同，而且100

头以下养殖户受补贴情况与 100头以上的养殖户

也有所差别，如在红河州 100头以下养殖户大多没

享受母牛补贴政策，但 100头以上养殖户享受，出

现此情况可能是政策导向中大规模养殖户，也可能

是小规模养殖户对政策获知少，政策传播不通畅；而且

不同地区的母牛补助力度不同，在 500～1 000元 /头

范围内。在目前云南省以小规模养殖为主的养殖模

式下，母牛的养殖处于相对重要的地位，建议在母

牛养殖补贴上的政策可以有所偏重；当然，规模养

殖户可以享有一定的规模养殖补贴、建立基础设施

的补贴以及信贷补贴等。根据本次统计结果来看，

95%以上的养殖户表示在政策扶持和资金补助的情

况下愿意适当扩大养殖规模，这样一定程度上为肉

牛产业发展提供正向影响。有关部门在制定扶持政

策时，可结合当地养殖户的养殖规模、养殖需要、地

域经济特点等特性制定适合当地肉牛养殖发展、有

显著激励养殖户的扶持政策。

3）一体化发展。目前，云南省乃至中国的肉牛

产业链中，各个环节利益分配严重不均，养殖户处

于产业链的底端，成本高、收益慢、利润低，而目前

肉牛养殖大多是小规模养殖，小规模养殖以自产青

粗饲料资源丰富为优势，通常采用圈养和放养结合

的饲养方式，但也存在着养殖周期长、没有合理的

饲料配比及补饲方案、产肉率低等问题，从而导致

肉牛养殖比较效益低的情况。小规模养殖户或是散

养养殖户在肉牛交易中占据的优势不大，市场应对

能力弱，在产业链中处于弱势地位，通常肉牛的销

售渠道是市场上的牛贩，随行就市，销售价格参差

不齐，也会存在被压价的情况，养殖户的经济效益

受到影响。在本次调查中，有一大部分养殖户的养

殖规模为 20～50头，而非 10头以下散户散养，在

这种背景下，仍有 11.38%的养殖户表示在销售上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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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困难，即单纯靠市场牛贩们寻觅式的购买肉牛，

会使肉牛销售受到诸多条件限制，如在养殖地偏

僻、交通不便利的地区，肉牛的销售是比较大的问

题。因此，在云南省的肉牛养殖大环境下，众多的小

规模肉牛养殖户应当组织起来，建立养殖联盟或是

养殖合作社，统一进行市场信息的收集整合，摸清

市场行情，减少中间环节，降低市场风险，增加肉牛

养殖的利益空间，而采用此模式还能在一定程度上

规范肉牛的养殖管理，能使新技术推广扩散快而有

效。也可与处于产业链高位的深加工企业紧密合

作，一体化融合发展，建立经济利益共同体，达到利

益最大化[3]。而这一思路要稳健发展，就需要从养殖

技术出发，有统一的饲养管理办法，完备的检疫、防

疫措施，优质饲养，将养殖、屠宰、加工、餐饮有机整

合，从而使云南省肉牛产业发展得到升级及可持续

发展，使其在全国肉牛产业中的地位得以提升。

4 结 论

云南地处我国西南边陲，以山区为主，自然资

源丰富，但经济欠发达，肉牛养殖业作为云南省畜

牧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内容受到云南省各级政府

的高度重视。而目前云南省肉牛养殖存在的情况是

养殖规模以小规模养殖为主，小而分散，养殖的品

种主要还是生产率低的地方肉牛品种，饲养管理粗

放，生产效益低，种种现状也使得云南省肉牛产业

发展受到阻碍[4]。因此，从政府层面，应当加大养殖

政策扶持力度，激励养殖户，推动养殖新技术传播，

使肉牛养殖规范化、工业化；从养殖户层面，积极学

习饲养管理技术，向科技发展迈进，提高机械化程

度，减少劳动力投入，提高效率；从产业龙头企业层

面，走“大带小”路子，对小规模养殖户加以技术、管

理方面的辅导，走一体化发展路子，建立经济利益

共同体，产品生产特异化，提高品质，特色经营，最

终实现云南省肉牛产业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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