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1

INDUSTRY 产经 2022 03

畜产品加工业如何对标牧区现代化
——以内蒙古牧区加工企业为例

马志艳  乔光华

我国五大牧区占国土总面

积 54%，在政治、经济、社会、

文化、生态、国防等方面具有重

要地位。相比其他地区，牧区发

展相对滞后，是我国发展不平

衡、不充分的突出区域。乡村振

兴战略提出，到 2035 年基本实

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牧区现代

化对于推进该目标进程具有重要

意义。内蒙古是我国最大牧区，

已发展成为重要农畜产品生产加

工输出基地。内蒙古大力推进牧

区现代化建设，在新巴尔虎右

旗、阿巴嘎旗、乌拉特中旗、阿

鲁科尔沁旗等地先行先试，并在

2022 年全面推开，在全国率先

建成牧区现代化示范区。

一、牧区现代化对畜产

品加工业的要求

牧区现代化，产业要先行。

畜牧业是牧区重要支柱产业，畜

摘  要 ：五大牧区占我国国土面积 54%，牧区现代化对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内蒙古是我国最大牧区，已发展成为我国重要农畜产品生产加工和输出基地，但畜产品加工业与牧区

现代化要求相距甚远，面临着加工能力利用不均衡、资金周转成为发展瓶颈、精深加工业务受限等一

系列困境。对标牧区现代化要求，加工企业应重新定位自身功能，聚焦问题补链、拓新业务延链、借

力品牌强链，致力于产业链协同合作，谋求产业转型升级破局之路。

关键词 ：内蒙古    牧区现代化    畜产品加工    利益联结    

产品加工业是草原畜产品输出窗

口，连接生产与销售。大力发展

畜产品加工业，扶持龙头企业，

提高畜产品转化率和精深加工

程度，有利于整合提升畜产品

产业链，带动畜牧业高质量发

展，深化畜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 [2]，推进牧区现代化进程。

参考 2012 年国务院印发的《关

于支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发展

的意见》以及 2014 年内蒙古自

治区党委、政府办公厅《关于深

化农村牧区改革，建立完善龙头

企业与农牧民利益联结机制的意

见》中对标牧业现代化要求，畜

产品加工企业应发挥下表所示功

能与作用 ：

二、内蒙古牧区畜产品加

工业发展困境与成因

内蒙古牧区畜产品加工以

牛羊屠宰加工和民族传统奶制品

生产为主。目前，民族传统奶制

品加工手工作坊居多，产业规模

小，市场销售范围窄。牧区多出

售牛犊，肉牛屠宰量十分有限，

因此本文主要围绕牧区肉羊屠宰

加工进行分析。相较于农区加工

企业，对标牧区现代化要求，牧

区畜产品加工业面临以下特有的

困境与问题 ：

（一）牧企利益联结关系松

散，牲畜外流严重

牧区牲畜交易基本处于卖方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溢价及其分享研究”（20BGL165）；内蒙古哲

学社会科学规划基地项目“草原牧区初步振兴的模式、路径和政策研究”（2019ZJD002）；内蒙古农业大学

人文社科重点课题“现代草原畜牧业组织体系中内蒙古畜产品加工产业竞争力提升研究”（XSK201603）。

功能
开拓新市场

开发新产品

开展新服务

增值并分享

具体作用

对接市场，传导市场动态与信息 ；推进畜产品流通现代化 ；提高牧区畜产品知名度等。

采用新技术，推广新标准，开发新产品 ；引导畜牧业提升产品品质 ；带动畜牧业转型升级等。

引领牧户建设可追溯体系 ；助推区域公用品牌建设 ；开展产品定制化服务 ；开展牧户培训、
促进就业等。

整合产业链，提高牧区资源利用效率与收益 ；创新牧企利益联结方式，分享产业链增值收
益，带动牧民增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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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状态，牧户掌握交易主动

权，每年企业屠宰加工量一般

只占当地牲畜出栏量的 40% 左

右，牲畜外流严重。究其原因，

主要是牧户普遍对企业缺乏信

任。牲畜集中出栏，企业短期内

屠宰量陡增，牲畜待宰时间长，

按白条重量进行结算，牧户担心

排队时间长牲畜掉膘，或企业称

重设备作假，抑或屠宰方式损耗

大，导致白条损耗大，因此更愿

意与客商交易带毛活畜。受周边

地区大企业虹吸效应和异地价差

的影响，一些牧户会到价高的地

区卖牲畜，多数牧户因路途远且

交通不便，出售活畜给出价高且

上门收购的外地客商，一些牧区

旗县牲畜外流情况较为严重。这

使当地屠宰加工企业面临畜源不

稳定风险。为稳定畜源，加工企

业尝试通过长期合同或订单模式

稳定与牧户的收购关系，但大多

无法提前约定价格，且毁约现象

时有发生。个别企业不得不向行

业协会、合作社支付服务费并提

供运输服务，或向经纪人、公司

员工、牧户朋友进行返利，以集

中收购稳定畜源。即使这样，企

业每年 1/3 以上的收购量基本依

靠零散收购，甚至还要抬价抢

购。牧户与企业之间仍多为利益

竞争关系，利益联结关系松散。

（ 二） 加工能 力利用不均

衡，产品持续供给能力差

牧区整体屠宰加工能力可

以匹配当地牲畜出栏量，但存在

加工能力不能均衡利用现象。

每年 7-10 月，加工企业每日屠

宰量陡增，经常满负荷运转，而

11 月至次年 6 月，牲畜出栏数量

大幅减少，企业基本停工歇业，

偶尔对少量库存冻肉进行分割加

工。较大规模企业不能均衡利用

加工能力，只能在出栏季尽可能

多地进行收购和屠宰，以分摊全

年运营成本。调研发现，企业年

屠宰加工量达到设计能力 50%

以上才能基本弥补运营成本。短

期大量抢收牲畜，需要快速回笼

资金，企业不能大规模囤货，只

能销售大宗散货，进而限制了精

深加工业务，导致产品溢价能力

低，持续供给能力受到影响。

（三）资金周转制约精深加

工，产销双压增值空间小

牲畜集中出栏使屠宰加工

企业短期流动资金需求量大，一

般中等规模企业每天需要 200-

300 万元。然而旗县金融机构放

贷规模小、期限短，信用社贷款

利率又相对较高，企业资金需求

无法及时、足额得到补充。企业

流动资金压力大，影响收购能

力，这使得快速回笼资金成为同

类企业竞争的关键。大部分企业

无力大量囤货，进而限制精深加

工业务的开展，往往只能尽快简

单分割和包装，出售大宗散货，

产品附加值低，靠增加销量维持

利润。另外，草原散养羊重量、

体型参差不齐，增加了加工企业

完成批量标准化订单的难度，快

速回款需求又使其与下游餐饮等

商家谈判时处于弱势，常常被压

价。部分企业尝试向牧户赊销或

预付部分款项，并支付利息，来

缓解收购资金压力，但卖方市场

以及牧企间缺乏信任的现状，使

得这种方式收效甚微。牧区屠宰

加工企业面临着来自产销双方的

压力，产品增值空间不大。

（四）新业务拓展不足，产

业链延伸有限

规模较大的加工企业往往

陷入低水平循环，为平衡全年运

营成本要在出栏季大规模收购牲

畜，需要大量流动资金，进而需

要快速回笼资金，不能大量囤

货，只能尽快出售低附加值大宗

散货，因而无暇开展精深加工业

务。这种低水平的规模速度型发

展模式，使得新产品开发力不从

心，新业务拓展不足，不易向质

量效益型发展模式转变，靠规模

量产赚取加工费，产品附加值

低，几乎成为餐饮企业的“后厨

房”，产业从劳动密集型向技术

密集型转型升级动力不足。一些

加工企业尝试利用电商平台或开

设实体直营门店拓展零售业务，

但业务量有限。部分有实力的加

工企业则尝试创办餐饮企业，延

伸产业链，加强品牌建设，谋求

销售终端的产品增值。

三、现代化牧区畜产品加

工业的破局路径

牧区畜产品加工业应对标

牧区现代化要求，重新定位自身

功能，内视问题，外视发展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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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着眼整个产业链，聚焦问题

补链、拓新业务延链、借力品牌

强链，推动畜牧业一二三产业融

合，谋求产业链协同发展，探索

转型升级破局之路。

（一）路径一：聚焦问题补

链，挖掘内在潜力

牧区畜产品加工业发展的主

要瓶颈是流动资金压力大，根

本源头在于牧企利益联结关系松

散，直接表现为产品持续供给能

力差，精深加工业务开展不足。

牧区畜产品加工企业应聚焦这些

问题，着力补齐以下几方面短板 ：

1. 加深牧企利益联结，把

控合作关键节点

牧区整体营商环境不佳，

卖方市场牧民契约意识淡薄，对

企业缺乏信任。若采用长期订单

合同稳固牧企关系，需改善牧区

法治环境、契约意识，营造诚信

营商环境，加强违约执法力度。

若通过股权模式稳固牧企合作关

系，可将嘎查集体经济、股份资

本合作社或行业协会、牧业大户

或家庭牧场等作为发展对象，吸

纳这些经营主体成为企业股东，

既可增资扩股，又可解决畜源问

题，预付款或赊销等形式才能奏

效，流动资金周转活力也随之提

高。但创建科学的利益分配机制

是关键，也需要企业提高股权管

理能力，防止出现利益纠纷。另

外，加工企业可以转变身份，从

加工商成为加工服务商，对接养

殖端与市场，提供定制化加工服

务，前提是在网络电商较为发

达的情况下，养殖户直接、充分

地获取市场信息。当前，各地区

创建农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加

工企业成为区域品牌产品的代理

加工商。随着区域品牌的深入发

展，加工企业与牧户之间还会演

化出更多、更紧密的利益联结方式。

2. 逐步强化精深加工能力，

提升产业链价值

精深加工能力滞后制约畜

牧业转型升级，全产业链同步、

协调发展才能提高竞争力。逐步

推进畜牧业现代化，实现牧区牲

畜错季出栏和均衡上市，畜产品

加工企业切实加深与牧户的利益

联结关系后，可分阶段强化自身

精深加工能力 ：短期内，在冷鲜

肉、头蹄下货、骨血等的精细化

分割包装上下功夫，按照中央厨

房、家庭厨房要求细化产品品

类，调整产品规格适应网络电商

销售模式，由大宗散货批发逐步

转变为精品零售，拓展利润空

间 ；在长期，企业应谋求提高产

品深加工能力，加大科技投入，

加快熟制肉类、速食产品、血红

素、调味品等新产品的研发，提

高畜产品利用率和转化率，增加

产品附加值。

（二） 路径二 ：拓新业务延

链，开发新动能

1. 提供生产性服务，谋求

上游合作

牧区草场流转率普遍低于

农区耕地流转率，加工企业向上

延伸产业链，建设繁育饲养基地

难度大。可与合作社或行业协会

等谋求合作，向上游养殖户传递

市场需求、产品标准等信息，协

助养殖户在畜种改良、饲养标

准、疫病防控等方面对标企业、

行业乃至区域公用品牌标准，无

缝对接牧户与市场，从与牧户讨

价还价的买家逐渐转变为服务提

供者和利益共享者，稳固供应链

源头，协同合作为终端消费者提

供优质服务与产品。

2. 拓展销售市场业务，分

享下游增值

近些年，草原牛羊肉广受消

费者喜爱，市场价格不断上涨。

牧区畜产品加工企业却受产销双

向挤压，增值空间窄。加工企业

可联合电商、物流企业，延伸产

业链至销售领域，凭借产地和质

量优势打造品牌，凸显草原牛羊

肉的生态价值，精选优制，开拓

高端市场。实力弱一些的企业可

暂时通过网络电商、直播带货等

开展线上销售业务，有实力的可

开设直营店、餐饮企业等进行线

下销售，将一二三产业有效融

合，协同产业链各经营主体，以

消费市场为导向，利用可追溯技

术开展菜单式定制化服务，充分

满足消费者个性化需求，分享销

售端产品增值。

（三）路径三：借力品牌强

链，谋合作求升级

1. 参与畜产品区域品牌建

设，整合产业链

品牌是提高商品市场占有

率和竞争力的重要手段，市场竞

争已由产品竞争转为品牌竞争乃

至品牌产业链竞争。农畜产品区

域公用品牌的出现，又将竞争拓

展为区域间品牌产业链的竞争。

INDUSTRY 产经 2022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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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有别于企

业品牌和产品品牌，具有公共

性、外部性和多主体性，区域内

独特的自然环境和农牧文化，强

化了农畜产品的区域化特征，使

农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很难被模

仿与复制，具有天然竞争力。农

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建设涉及整

个区域产业集聚、标准制订、质

量追溯、产品梳理、渠道拓展等

许多内容，需要政府或行业组

织、企业、农牧户各方力量的响

应与配合。快速整合产业链资

源，协调产业链利益关系，是区

域综合竞争实力的体现。畜产品

加工企业应跳出原有格局，着眼

整个产业链，积极参与区域公用

品牌建设，主动调整上下游合作

模式，充分利用公用品牌的凝聚

力与优惠政策快速发展。

2. 协调区域与企业品牌关

系，形成品牌梯队

建设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

首先需要考虑的是如何捋顺区域

公用品牌、企业品牌和产品品牌

之间的关系，确定合理的利益协

同机制，促进各类品牌间的协调

发展，形成价值共同体。政府主

导区域公用品牌建设具有先发优

势，可以较高公信力加快品牌宣

传与推广，以精准的顶层设计和

产业扶持政策迅速夯实品牌发展

基础，以强有力的市场监管和品

牌保护体系营造良好发展环境。

加工企业、牧户严格遵循统一的

产品标准和相关规范，自觉杜绝

假冒伪劣商品生产经营行为，共

同塑造和维护区域公用品牌，通

过合理的利益分享机制共享品牌

溢价。在区域公用品牌“品牌

伞”带动下，企业品牌、产品品

牌差异化发展，相互竞争，相互

促进，形成品牌簇群，反哺区域

公用品牌建设。打造品牌梯队 ,

促进母子品牌交互发展的同时，

要注意统一的区域形象与标准。

3. 完善产品可追溯体系，

加强标准化管理

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建设

涉及生产、加工、销售多个环

节，标准体系和可追溯体系是实

现畜产品“从牧场到餐桌”全程

质量控制的有效手段，能够提升

整个产业链的稳定性与信誉度，

增强消费者对区域公用品牌的认

可度和忠诚度，有效加深牧户与

企业的利益联结。建设标准体系

和可追溯体系现已不是技术问

题，而是资金和管理问题，加工

企业凭借资金、技术以及管理优

势，应将视野扩展到加工环节之

外，配合政府相关部门，主动引

导全产业链标准体系和可追溯体

系的构建，加强全产业链标准化

管理，建设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

信息平台，提高产业链组织协同

度。

四、结语

牧区现代化对畜产品加工业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加工企业首

要任务是加深牧企利益联结，稳

定畜源，才有余力精深加工。向

下要延伸产业链，但传统的长期

订单合同模式并不奏效。畜产品

区域公用品牌的发展开阔了加工

企业的视野，使其着眼于整个产

业链，重新定位自身功能，找到

了补链、延链乃至强链的有利契

机。畜产品加工企业应凭借资

金、技术、管理等优势，主动参

与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建设，积

极介入品牌产业链标准化制定与

管理，谋求产业链协同合作，才

能分享产业链增值，找到破局路

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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