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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广西肉牛产业发展对策

吴清越
广西养蜂指导站，南宁 530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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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清越，女，1965年生，大专，馆员（档案）。

近年来，在国家一系列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扶

持下，广西畜牧业取得了长足发展，已成为农业结构

调整、农村社会稳定和农民增收的主要途径。2012年

广西畜牧业产值达 1 075.80亿元以上，肉类总产量

411.00万 t，排在全国第八位：其中猪肉产量 252.50万 t、

排在全国第八位，人均占有量 54.10 kg、比全国平均

高出 26.18 kg；禽肉产量 136.00万 t、排在全国第四

位，人均占有量 29.20 kg、比全国平均高出 15.74 kg；

牛肉产量 13.90万 t、排在全国第十六位，人均占有

量 3.00 kg、比全国平均低 1.89 kg。可以看出，肉牛

产业是广西畜牧业发展的“一条短腿”。

1 广西肉牛产业发展现状

1.1 养殖生产情况

据统计，2012年广西存栏牛 380万头左右，其

中役用牛 360万头、奶水牛 6.9万头、荷斯坦奶牛

1.8万头、肉牛 6.5 万头；出栏牛 147.69 万头，牛肉

产量 13.86万 t，平均每头产肉 93.85 kg。在出栏牛

中，绝大多数为淘汰的役用牛。据 2013年上半年统

计，存栏 10头以上的肉牛养殖场 649个，其中：

10~49头的 447个、占 68.9%，50~99头的 134个、

占 20.6%，100~499头的 58个、占 8.9%，500~999头

的 7个、占 1.1%，1 000头以上 3个（金泰丰夏南牛

扩繁场 2 700头、广西东园黄牛场 1 210头、广西

桂牛农牧公司 1 100头）；肉牛总存栏量仅为 4.2万

头，大多数肉牛是从山东、安徽、河南等省引进的杂

交牛。

1.2 屠宰加工情况

目前，广西尚没有专门的肉牛规模屠宰加工

厂，即便有小规模的肉牛屠宰加工厂，也只是屠宰

及简单的分割肉包装冷冻。

1.3 销售情况

一直以来肉牛市场供不应求，价格稳中有升，

特别是近两年来，价格上扬较快。目前，活牛价格

30~36元 /kg，牛肉零售价格已达到 90~100元 /kg，

而且还有上升趋势。

1.4 饲草料及加工情况

1）天然草地及人工种草情况。广西草地资源较

为丰富，可利用草山草坡面积 650万 hm2，占土地总

面积的 27.5%，为农耕地的 2.48 倍，鲜草产量

550~750 kg/667m2。0.33万 hm2以上的连片天然草

地有 119 片，总面积达 76.06 万 hm2，其中：0.33 万

hm2以上连片草场 8个，分布在都安、大化、资源、忻

城、马山、宁明等县；2.67万 hm2以上的特大型草场

2个，即原都安县地苏乡六也村草场（3.49 万 hm2）

和马山县金钗乡龙印村草场（2.73万 hm2）。这些大

型连片天然草场为大规模开发草地畜牧业提供了

有利条件。

广西自主研究培育出优质禾本科牧草，即桂牧

1号杂交象草，每 667 m2鲜草产量可高达 8 355

kg，已在全区得到广泛推广种植。近年来，通过实施

天然草地植被恢复建设与保护项目、广西象草等草

种繁育基地项目、岩溶地区石漠化综合治理项目等

国家、自治区级扶持项目，极大地促进了广西人工

种草的发展，种植高产刈割型饲草、林果间套种豆

科牧草、冬种黑麦草等已为广大养殖者所接受。全

区人工种草面积稳步增长，2012年末保留种草面积

8.92万 hm2。

2）农作物秸秆情况。广西气候温和，雨量充沛，

农作物及经济作物秸秆资源丰富，其中玉米约

66.67 万 hm2、稻田约 133.33 万 hm2、甘蔗约 100.00

万 hm2、花生和黄豆约 33.33 万 hm2，其秸秆总量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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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 4 000万 t，是发展肉牛产业极为宝贵的饲草料

资源。

3）饲草料加工情况。近年来，广西加大了科学

利用秸秆的示范和推广工作，每年采购及发放切草

机械 100多台，各养殖场（户）主要通过将草料、秸

秆铡短或粉碎后直接饲喂，或进行青贮、微贮发酵

后饲喂，2012年加工利用秸秆饲料 690万 t。

2 制约肉牛产业发展的因素

2.1 缺乏优良肉用种牛

目前，广西尚没有一个肉牛种牛场，仅有的一

个种公牛站存栏种公牛 110头，其中可采精公牛 70

头，年产冻精 67万支，只能满足 33万头母牛的配

种需要。生产中可用于本交的良种公牛极少。

2.2 肉牛能繁母牛存栏少

广西地方品种牛个体小，生长速度慢，饲料转

化率低，生产周期长。传统的生产方式，1头犊母牛

养到性成熟需 2 a，配上种怀胎产仔需 1 a，产下的

犊牛需养殖 2 a才能卖，这样，前后共需 5 a左右才

产生效益。即便是养 1头成年母牛，也需要 3 a左

右才能产生效益。成本投入大和生产周期长，让大

多数人“望牛却步”，养牛不如外出打工挣钱快，这

是养牛数量逐年减少的主要原因，同时也是近年来

牛肉价格一路飙升的根源。

2.3 饲草料加工商品化滞后

广西可养牛的饲草料资源极为丰富，但目前为

止，尚没有一家商品化、工厂化、规模化的牛用饲草

料加工厂。几乎所有养牛场都是自配自用，饲草料

品种、来源、营养水平参差不齐，就地取材有啥用

啥，可谓“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这是制约肉牛规模

养殖发展的根本原因。

2.4 国家政策支持力度不够

国家 2009年开始实施肉牛良种补贴，而广西

从 2012年才开始实施国家肉牛良种补贴，按每头

能繁母牛使用 2支冷冻精液、每支冻精 5元的标准

进行补贴。项目县从 2012年的 33个扩大到 2013

年的 45个，补贴任务从 2012年的 10万头扩大到

2013年的 12万头。项目实施 2 a来，共补贴人工授

精配种母牛 22万头，补贴资金 220万元。在“以粮

猪安天下”的大环境下，各级政府还没真正把肉牛

养殖提到议事日程，对肉用种牛的引进和培育、肉

牛标准化规模养殖、饲草料加工、肉牛产业科研、产

品加工研究等方面，还缺乏有力的政策鼓励和支

持。

3 肉牛产业发展的对策

纵观各行各业的发展，凡发展较快的产业都离

不开各级政府的大力支持和引导，尤其是农业，肉

牛产业也不例外。遵循中央的指示精神，在主要农

产品供给相对富足、产品价格不断下跌、生产成本

不断上扬、投入产出比严重失衡的情况下，如何支

持发展农产品供给相对短缺、市场需求强劲、价格

不断上升的节粮型畜牧业（特别是肉牛产业），加快

开辟农民增收致富的新路子，缓解高质量肉食品的

供需矛盾，确保“中国人的饭碗主要装中国牛肉”，

这是值得各级政府思考的问题。为此，提出以下发

展肉牛产业的对策。

3.1 各县（市、区）制定肉牛产业发展规划

借鉴生猪养殖“想养就养、无序发展、重养轻

治”，以致对环境造成污染的经验教训，在广西肉牛

产业发展刚起步阶段，各级政府应高度重视产业发

展规划的制定，明确准养区、限养区和禁养区，提出

养殖粪污处理的设施建设标准和粪污资源化利用

的要求，确保产业持续、健康，并与生态环境和谐发

展。

3.2 支持肉牛良种场建设

俗话说“三分种、七分养”，充分利用杂交优势，

是加快肉牛产业发展的关键。因此，养殖的肉牛品

种必须是内外元杂交或外二元、外三元杂交，这样

的牛生长速度快、饲草料转化率高、肉品质好。适宜

广西养殖的外来优良肉牛品种主要有利木赞黄牛、

西门达尔黄牛、夏洛莱黄牛、安格斯黄牛等，可以利

用这些牛互相杂交或与本地黄牛杂交生产高代杂

种肉用牛。因此，通过大力支持建设优良肉牛良种

场或扩繁场，可以解决优良肉用种牛缺乏问题，有

利于加快对本地黄牛改良的步伐。

3.3 给予养殖肉牛能繁母牛奖励

通过“造册登记、3 a内定期回访、一次性奖励”

等方式，做好服务指导工作。

1）鼓励广大农户养殖肉牛能繁母牛。凡养殖肉

牛能繁母牛 5头以上者，每头奖励 1 000元。

2）鼓励“公司 +农户”、“专业合作社 +农户”、

“协会 +农户”等方式，带动农户养殖肉牛能繁母

牛。凡带动农户 50户以上，每户养殖肉牛能繁母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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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头以上者，给予公司、专业合作社或协会奖励 10

万元。

3）鼓励养殖场或专业大户养殖肉牛能繁母牛。

凡养殖肉牛能繁母牛 50头者，给予奖励 5万元，在

此基础上每增加 5头多奖励 1万元。

3.4 给予肉牛标准化规模养殖补助

凡养殖肉牛能繁母牛 50头以上且年出栏育肥

牛 500头以上，符合标准化养殖要求的，给予一次

性补助 50万元。

3.5 支持饲草料加工商品化发展

广西的饲草料资源虽然十分丰富，但实行家庭

联产承包责任制后，饲草料资源都分布在千家万

户，收购难、运输难及与千家万户打交道难，是制约

饲草料加工商品化的主要因素。

1）鼓励商品化肉牛饲草料加工厂建设。凡建设

年产 10万 t以上商品饲草料加工厂的，给予一次性

补助 200万元。

2）饲草料加工企业必须拥有自己管控的饲草

料生产基地。这样，可以做到原料自给与收购相结

合，在收购发生变化时，至少能够确保 80%的原料

自给，避免受原料收购价格波动影响。

3）饲草料加工企业尽可能不直接与千家万户

签订原料收购合同。与千家万户打交道情况复杂多

变，农民法律意识不强，随意性较大。因此，企业可

以通过与专业合作组织或协会签订原料收购合同，

由专业合作组织或协会直接联系农户，这样可减少

许多不必要的麻烦。

4）生产商品化肉牛配合饲料。以饲草料为基

础，精粗饲料为辅，适当添加微量元素、复合维生素

等，科学生产符合种公牛、种母牛、育成牛、架子牛、

犊牛等不同阶段营养需要的配合饲料，从而提高肉

牛生产效率。

3.6 支持肉牛产业关键技术研究

长期以来，广西对肉牛产业的技术研究关注度

不高，在遗传育种、选种选配及繁殖、疫病防治、饲

养管理、饲料营养及加工、育肥及屠宰加工等技术

方面，缺乏系统研究。因此，要加大科技资金投入力

度，开展肉牛产业关键技术研究，为肉牛产业化发

展提供有力的科技支撑。

3.7 大力开展科学养殖肉牛培训

养牛有句谚语“吃进去的是草，产出来的是

肉”，这句话不无道理，但这只是针对自然繁殖生长

“养牛为耕田”的观念而言。作为商品化生产，繁殖

率高、饲料转化率高、生长速度快等是加快肉牛发

展的关键。因此，要加大科学养殖肉牛的宣传力度，

强化科学养殖肉牛的培训，做到“良种、良繁、良

法”，促进肉牛养殖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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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鸡存栏低 鸡蛋“淡季不淡”

1）大陆期货分析师袁徐超认为，禽流感阴影持续，蛋鸡存栏较少。前期补栏不充分，使市场鸡蛋供

应依然偏少。梅雨季节之后，高温天气来袭，鸡蛋产蛋率下降，市场需求较旺盛，鸡蛋仍有上涨空间。

禽流感对家禽养殖行业的影响持续，蛋鸡存栏较少，使市场鸡蛋供应偏紧，现货价格大幅上扬。虽

然在现货鸡蛋价格不断走强的刺激下，4、5月份养殖户补栏积极性大幅上扬，但是现代蛋鸡品种 20周

龄以后才进入产蛋期，短期内补栏鸡并不能缓解市场供应偏紧状况。

从历史数据来看，鸡蛋价格走势呈现明显的季节性规律特征，每年 9、10月份都是鸡蛋价格高点。

事实上，进入夏天后，蛋鸡的歇伏将造成产量继续下降，市场供应偏紧状况持续。

2）上海中期期货分析师高彬指出，以往梅雨季节是因为需求不好，贸易商不敢大量囤货，躲避高

温高热引发的鸡蛋快速腐烂，但 2014年货源不足，基本是“随采随销”，因此其负面效应将减弱。现在

市场关注焦点在鸡蛋供应上，因此鸡蛋上涨动力较足。

针对鸡蛋后市，高彬表示，目前还不到鸡蛋价格快速上涨的启动时间，但 7月中旬之前现货温和

上涨是大概率事件。放量突破前高是较强势的信号，短期内鸡蛋仍将维持偏强震荡。

来源：大智慧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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