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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现代马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调查与思考
——以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为例

按照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宣

传部工作部署要求，内蒙古社科

院课题组赴“中国马都”锡林郭

勒盟，就现代马产业发展进行了

专题调研，现将调研了解到的情

况及思考报告如下。

一、锡林郭勒盟现代马

产业发展情况

作为我国现代马产业发展

的重点区域之一，锡林郭勒盟是

内蒙古传统马业大盟，也是蒙古

马饲养量最多的盟市，2010 年

中国马业协会授予其“中国马

都”荣誉称号。据 2018 年牧业

年度统计，锡林郭勒盟马匹数

量为 21.8 万匹，占全区总饲养

量的 15% 左右，其中能繁殖基

础母马 10.5 万匹，种公马 9786

匹，运动马 5277 匹，娱乐骑乘

用马 3465 匹。主要分布在东乌

珠穆沁旗、西乌珠穆沁旗、阿巴

嘎旗、锡林浩特市、苏尼特右

旗、苏尼特左旗等北部牧区，其

中阿巴嘎黑马存栏 10389 匹、乌

珠穆沁白马存栏 6184 匹。

（一）现代马产业发展现状

锡林郭勒盟现代马产业主要

集中在产品马业、马术赛事、旅

游文化等方面，以产品马业为主。

1. 产品马业以马奶产品开

发为主，基本形成了“企业 + 合

作社 + 牧户”为主的生产链条。

从调研情况看，现有马奶加工销

售的合作社和企业，均立足当地

马奶资源，研发生产酸马奶、马

奶粉（马奶片）、马乳饮料、日

化制品等，以及马生物制品、马

医药用品、马文化产品等较完整

的马产品品系，只是其面对的销

售市场有所不同。比如，阿巴嘎

旗岩画原生态游牧文化合作社注

册商标“汗策格”，以合作社形

式生产传统酸马奶，主要销售市

场为本旗内 ；阿巴嘎旗照富经贸

有限公司注册商标“照富”，以

“企业 + 合作社 + 牧户”形式生

产酸马奶，主要销往锡林浩特、

呼和浩特等区内主要城市 ；内蒙

古伊澌格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注册

商标“伊澌格”，以“企业 + 合

作社 + 牧户”形式生产马奶粉、

马奶片，主要销往北京、天津、

上海、海南等地 ；内蒙古中蕴马

产业集团则是以马文化产业、马

科学产业、马产品产业为一体的

全产业链专业开发集团，目前在

国内市场投放的产品有“中蕴马

牌”马乳功能性饮料和啤酒，销

往全国各地，其中以武汉、呼和

浩特等十大城市为主要销售市

场。中蕴集团积极拓展国际市

场，在日本、法国、意大利、蒙

古等国家设立公司事业部，正

在推出日化制品、生物制（药）

品、文化产品。在产品销售方式

上，以上经营主体均选择线上线

下同时推进的方式。

摘   要 ：内蒙古是传统马业大区，拥有发展现代马产业的雄厚基础和独特优势，在全国现代马产

业发展格局中占有重要地位，发挥着重要作用。大力培育发展现代马产业，对于内蒙古调整优化产业结

构，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关键词 ：现代马产业  高质量发展

内蒙古社科院课题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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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马术赛事以承办大型赛事

为龙头，带动发展育马业及相关

服务业。锡林郭勒地区每年举行

草原那达慕和草原赛马活动 300

多场次，比赛在传统赛马、马术

活动的基础上，引入现代马术及

国际马术赛事，把草原赛马扩展

到速度赛、障碍赛、耐力赛、绕

桶赛等现代马术赛事。截至目

前，锡林浩特市马都核心区成功

举办了 7 届中国马术大赛、3 届

中国马都大赛马、2 届中华民族

大赛马、1 届“中国马会杯”速

度赛马大赛、1 届北京马协速度

赛马公开赛锡林浩特站等马术竞

技比赛，以及挑战吉尼斯世界纪

录的 800 匹蒙古马“阿吉乃”大

赛、“中国·锡林郭勒 FEI 国际

马术耐力赛”等大型马术赛事活

动。同时开设马术俱乐部，并发

展夏（冬）令营、马匹寄养等马

术相关服务业。

3. 文旅产业以草原旅游为

载体，融入马文化元素，推动文

化娱乐、休闲骑乘、观光体验一

体化发展。2017 年“中国马都

核心区”成为国家 AAAA 级旅

游景区，2018 年该景区入选全

国优选体育产业项目。“中国马

都核心区”现已建成高标准的室

（内）外赛马场及马术学校、马

厩、马都俱乐部、大型停车场、

综合看台、马文化演艺厅、马文

化博物馆、马文化广场等设施，

具备马匹饲养繁育、大型赛事举

办、专业人才培养、马术骑乘体

验及马匹交易等功能，是一个综

合性的马业发展区。核心区与锡

林郭勒职业学院合作制作的大型

实景马剧《蒙古马》，已成功上

演 212 场，接待游客 15 万人次，

使其成为继《千古马颂》之后又

一马文化品牌。目前，锡林浩

特市等地正在规划筹建“两都

马道”（上都至马都）等一批以

马文化为主题的休闲骑乘旅游

线路。

4. 把传统蒙医策格疗法引

入正规医疗机构，并进行药物辅

助治疗。如阿巴嘎旗蒙医医院自

2015 年开设策格疗法，把策格

疗法纳入当地医保支付范围（自

治区自 2019 年纳入医保支付范

围），极大地推动了策格疗法的

传承和推广。

（二）蒙古马保护等保种繁

育工作有序推进

目前，锡林郭勒盟正在承

担自治区农牧厅下达的 4500 匹

蒙 古 马 保 护 任 务（2018 年 —

2022 年），加强蒙古马核心群建

设，对蒙古马保种核心群的基础

母马进行鉴定和整群。对检定合

格的基础母马植入电子芯片，登

记造册、建立档案。据了解，纳

入保护项目的每匹合格基础母马

将获得 1000 元 / 年补贴。

同时，锡林郭勒盟在东乌

珠穆沁旗建立蒙古马种质资源保

护场，通过选购基础优质种母

马、优质种公马，建立蒙古马保

种核心群和核心保护区。目前正

在开展蒙古马品种资源普查、鉴

定、登记工作，并植入电子芯

片，建立蒙古马个体档案。

（三）马业人才培养与行业

组织建设初见成效

在人才培养方面，一方面

锡林郭勒职业学院设立马术学

院，专门培养掌握马术运动知

识、竞赛与管理知识、具备马术

运动技能及运动指导、马匹管理

能力的高素质技能型人才，同时

与内蒙古中蕴马产业集团等建立

合作培养项目，与锡林浩特马都

核心区共同打造《蒙古马》大型

情景剧等 ；另一方面，企业与高

等院校的合作得到加强，内蒙古

中蕴马产业集团、阿巴嘎照富经

贸有限公司等与中国农业大学、

内蒙古农业大学等高等院校建立

研发攻关合作关系，充分利用高

等院校人才优势。

在行业组织建设方面，截

至 2018 年锡林郭勒盟已组织成

立马业协会（合作社）98 个，

协 会 会 员 3526 人， 其 中 农 牧

民马业协会（合作社）达到 78

个，马奶协会（合作社）9 个，

各类马业人才 1771 名，并围绕

马都核心区成立了宾迪丽雅马术

俱乐部、铁骑马术俱乐部等若干

专业马术俱乐部。

二、现代马产业发展面

临的主要矛盾和问题

（一）牧民的养马积极性有

待提高

牧民是育马业和马文化传

承的主体，是马产业链条中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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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的生产者。从调查情况看，受

到饲养投入产出比低等多重因素

影响，牧民的养马积极性并不

高。如 1 匹马驹的市场售价仅为

3000 多元，还不及 1 头牛犊售

价的一半。在严格的草畜平衡制

度下，养马就挤占养羊的生态指

标，按目前 1 匹马折算为 6 只羊

的标准，如果多养 10 匹马，就

必须少养 60 只羊。在我们调研

的传统马业大盟锡林郭勒，基层

干部和牧民普遍反映，养马不挣

钱。近年来，阿巴嘎旗的黑马存

栏明显下降。

（二）马产品缺少行业标准

内蒙古马产品的生产、加

工和销售已形成一定规模和市

场。然而，包括策格在内的马产

品还没有统一的行业标准和市场

规范，生产工艺、出厂标准、市

场流通、检验检疫等食品行业所

必须的关键环节上依然存在不统

一、不规范等问题。除此之外，

奶源的检验检疫、储存、运输环

节及马饲料的配方等多个领域尚

未制定统一的行业规范和国家标

准。

（三）政策扶持和资金投入

不足

我国现代马产业是属于新型

朝阳产业，它具有投入高、周期

长、范围广等特点，市场化运作

需要相关企业及专业合作社投入

巨大的人财物，企业和合作社在

基础建设、生产运营、市场推广

等方面依然需要政府部门的政策

和资金上的扶持。但当前除了少

数企业，大部分小微企业和牧民

合作社很难得到足够支持。在农

牧民层面上，现有的保种补贴等

政策覆盖面小，补贴额度较低，

使牧民对产业发展持观望态势。

（四）市场推广和宣传力度

不够

作为一项新兴产业，现代

马产业的市场认可度和群众关注

度、参与度都很低。大多数人对

马产业、马文化等相关内容了解

不深，尤其对马产品的品质、功

效等还十分陌生。这对整体产业

链的快速发展和相关产品的市场

推广、品牌建设均不利。但当前

媒体推广、广告宣传、市场开拓

等方面的工作相对滞后，相关行

业部门对发展马产业重要性的认

识不到位。

（五）产品马业科技支撑不力

当前的马奶产品尚处于商

品化、产业化初级阶段，生产规

模小、产品档次低，多以小规

模生产为主。以锡盟最大 1 家酸

马奶（策格）生产企业为例，

2018 年生产量仅为 57 吨。生产

工艺、科技含量、品牌效益等尚

未发展成熟，尤其在产品研发、

工艺创新等方面缺乏科技支撑。

马肉、马奶的深加工及孕马尿雌

激素、孕马血清等生物制品研发

和利用方面缺乏成熟的技术和市

场化运作。虽然部分企业与高等

院校已建立合作关系，但仍没有

形成真正意义上的校企联合的研

发团队。

（六）产业融合度和附加值

不高

目前，现代马产业的产品

研发及品牌建设，与民族文化传

承、旅游资源开发、地域特色产

业发展等没能做到深度结合，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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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马产业难以实现与相关产业的

融合发展，也很难体现其综合价

值。赛马赛事、国际交流、人才

培养、休闲娱乐、马文化的传播

等高附加值产业尚处在起步阶段。

三、几点建议

（一）加强规划引领和政策

法规保障

内蒙古有条件也应该把现

代马产业培育成为特色优势产

业。政府应积极营造良好的发

展环境，大力推动科学养马、

一二三产业融合、全产业链推

进，提升产业链水平。现代马产

业是一个新兴综合性产业，需要

加强相关规划和政策法规的引导

扶持。马产业发展和相关重大项

目应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

划中，同时尽快制定自治区现代

马产业专项规划。按照全产业链

发展的内在要求，就马匹品种保

护、繁育、驯练、参赛、拍卖、

产品开发、饲草料种植加工、民

族马具服饰生产、民族文化旅游

等方面，及时出台扶持政策，制

定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二）加快推进蒙古马保种

工作

加大政府专项投入，扎实

推进蒙古马保护工作。对尚未纳

入保护项目范围内的基础群，应

做好登记造册工作，准确掌握内

蒙古蒙古马基础数据，为下一步

鉴定、建档工作打好基础。在锡

林郭勒盟，加快推进蒙古马基因

库建设。把握好蒙古马提纯复壮

和品种培育改良的协调关系。

（三）尽早制定马产品地方

标准

作为马业大区，内蒙古马

产品标准化建设远远落后于相

关省区。自治区应尽快制定地

产标准，推动出台行业标准和

国家标准，为组织生产、质量

检验、市场推广提供依据。积

极申报注册地理标志产品和地

理标志保护产品。

（四）提高马产业科技支撑

水平

依托重点高校和科研院所

等教学科研推广单位，加大马品

种保护繁育、饲料营养、疫病防

治及科学技术成果转化方面的工

作力度。构建企业、科研推广机

构及专业院校紧密结合的科研平

台。加强马属动物疫情预警预

报，支持马匹专门医疗机构发

展。整合地方兽医队伍，配齐专

业医疗设备，培养和建立全科马

兽医临床诊疗队伍，提高兽医水

平，为养马提供有效技术指导服

务。完善马匹检验检疫机制，为

马匹跨区域流动开设绿色通道。

依托高校和科研院所，建设科研

实践基地，建立实验室，作为高

层次人才创新创业的重要载体，

加大专业人才培养力度。加快建

设数据平台，打造人、马、技一

体发展的数据载体。

（五）加快提升现代马产业

链水平

现 代 马 产 业 既 涉 及 畜 牧

业，也涉及马产品、马文化商品

等加工业，更涉及马赛事、马运

动、马休闲、马研学、马交易等

诸多服务业。要加快推动现代马

产业全产业链发展，选择具有产

业集群发展区位优势、市场优

势、产业聚集优势的区域，集中

投入、重点打造、加快突破，以

点带面，推进现代马产业集中集

聚集群式发展。务实推进马产业

与文化旅游休闲产业的深度融

合，在产业用地、基础设施建

设、旅游产品推介等方面予以资

金和政策支持，努力打造蒙古马

文化旅游核心聚集区、主题景观

带（马道）等，重点加强“中国

马都”等品牌效应。着力提高赛

马赛事举办水平，提升全方位配

套服务能力。

（六）加强现代马产业的宣

传推广和国际交流

在有条件的地区，通过举办

策格文化节、马产品推介会等专

业会展，做好马产品推广和宣介

工作，让更多的消费者了解、接

受、喜欢马产品及马主题文创产

品，主动培育消费市场。建设群

众身边的马术场馆、马术公园、

马术小镇、马术基地等，推动马

术运动均衡普及和广泛发展。加

强与现代马产业发达国家和地区

的交流与合作，促进马产业发展

标准、制度等与国际接轨。

（调研组成员 ：包思勤、文明、

其其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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