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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变畜牧 业发展路径是为

更好地适应市场需求，提供更

多优质特色绿色无污染畜产品，

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安全放心食

品需要。党的十九大和 2018 年

中央一号文件对提升农业发展新

动能作出了全面的部署。按照党

中央战略部署和总要求，结合内

蒙古牧区畜牧业实际，在质量兴

牧、绿色兴牧、品牌兴牧的基础

上推进产业兴旺，加快畜牧业由

数量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变。本文

通过对新巴尔虎右旗畜牧业现状

的实地调查，分析了牧区畜牧业

发展中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并提

出相应的咨政建议。

一、新巴尔虎右旗畜牧业

基本状况

新巴尔虎右旗位于内蒙古自

治区东北边陲，呼 伦贝尔市西

部，中俄蒙三国交界处，全旗土

地总面积 24840 平方公里，其中

草场总面积 3429万亩（可利用草

场面积 3328.56 万亩）。全旗总人

口近 4 万人，其中，蒙古族人口

约占总人口的 82% 以上。现辖 3

个镇、4 个苏木、51 个行政村，

其中牧业嘎查 42 个, 是传统的草

原畜牧业为主的地区。

近年来， 新巴尔虎右 旗坚

持“ 建 设 养 畜、 产 业 转 型、 稳

定发展、持 续增收”的发展路

子，以转变畜牧 业 发展方 式为

主线，持 续调优畜牧 业生产结

构，强化畜牧业基础设施建设，

大力开展畜牧业转型升级并已初

见 雏 形。2017 年 年 末牲畜 存 栏

数为 1354133 头（只），其中，牛

存栏数为 79951 头，比上年增长

22.7% ；羊存栏数为 1246864 只，

比上年增长 8.4% ；肉类总产量为

23121 吨，比上年下降 7.3%，其

中牛肉产量为 5361 吨，羊肉产量

17740 吨 ；牛奶产量为 6100 吨，

比上年增长 133.72%。积极推广

合作 社型、养 殖小区型、家 庭

牧场型、大户自建型、联户带动

型的发展模式，着力培育发展生

态家庭牧场和规模化养殖。目

前，全旗共发展各类合作社 136

家、 “ 四 型 ” 生 态 家 庭 牧 场 41

家， 年 销售收 入已达 到 615 万

元以上，辐射带动牧民达 2104

户。 现 有 肉 类 加 工 企 业 有 10

家，年加工能力 160 万头（只）。

其中，自治区龙头企业 1 家，市

级龙头企业 4 家。2008 年，“巴

尔虎羊”三大国际体系认证、有

机羊养殖、加工基地通过认监

委审核验收。2011 年，“西旗羊

肉”被国家质检总局批准为地

理标志保护产品，成为呼伦贝尔

草原优质肉羊的代表性产地。 

二、牧区畜牧业发展中面

临的主要问题

（一）畜牧业“一羊独大”问

题仍然突出，结构调整迫在眉睫

新巴尔虎右旗是以传统草原

花 蕊 1   图 雅 2   额尔敦乌日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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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牧业为主地区，五畜中以饲养

小畜为主。经过多年的努力，畜

牧业结构调整步伐在加快，但短

期内仍难以改变“一羊独大”局

面。据 2001—2018 年统计资料，

小畜头数增长 22.77%，比重为

90.5% ；大畜头 数 增 长 1.75%，

比重为 9.50%，（详见上表）。可

见，牧民饲养小畜头数一直有增

无减，“一羊独大”的结构性问

题仍未得到有效的调整。而相对

单一结构，更容易受制市场变动

的影响。2014—2016 年的羊肉市

场价格走低，牧户利益受损便是

一个值得警惕的教训。

（二）畜牧业生产成本高而

效益低，与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有待加强

随着畜牧 业生产成本的不

断提高和畜产品价格的波动过大

使畜牧 业生产面临巨大 挑战。

2014—2016 年内蒙古活畜收购价

格的连 续下跌和 2015—2017 年

新巴尔虎右旗连续 3 年的干旱，

使牧民养殖成本逐年增加，牧民

表   2001—2018 年新巴尔虎右旗牧业年度牲畜头数情况 （单位 ：头、只）

数据来源 ：2016—2018年新巴尔虎右旗统计年鉴、新巴尔虎右旗统计资料手册。

年份 2001 2005 2010 2015 2016 2017 2018

大小畜合计 1426163 1871352 1585399 2385725 2350554 1354133 1127211

大   畜

牛

马

骆驼

105206

69048

35456

567

63666

41198

21651

722

58509

39810

17867

625

117090

85802

30422

824

142267

105182

36148

912

107269

79951

26271

896

107051

82281

23753

837

小   畜

绵羊

山羊

1320957

1088510

232447

1807686

1491698

315988

1526890

1281664

245226

2268086

1995478

272608

2208287

1915415

292872

1246864

1130419

116445

1020160

925683

94477

收入受到影响，甚至亏损经营。

加之畜牧业与二、三产业融合发

展程度低、链条短，牧民从中间

环 节 获利非常有限。 其原因，

一是畜产品加工企业虽然不断发

展，但总体规模较小、产业链条

短，多数仍停留在初加工阶段。

畜产品加工中，牛羊肉加工多是

以屠宰分割后进行新鲜牛羊肉的

销售，或者是冷冻加简单包装 ；

奶类制品多是制成奶豆腐、奶皮

子、奶油和黄油等，产品种类少

且缺乏创新。二是缺乏与旅游业

融合发展。随着自助游的迅速增

长，不仅使 旅游活动变成了可

以探入到草原牧区各地的没有固

定路线的自主旅游，也促进了牧

户游的发展，但由于缺乏统一的

管理和监督而增加了牧区环境压

力。并且牧户游的季节性较强、

规模小、产品单一，多数是以家

庭为单位的吃住点，少数有夏季

看草原、骑马、骑骆驼等体验项

目，旅游资源丰度不足，资源的

同质性强。三是新巴尔虎右旗地

处偏远，特色产业较少，适应于

电子商务的物流配送体系还不完

善，发展电子商务中人才资源尚

显不足等等原因，全旗电子商务

和服务贸易发展整体水平较低，

规模偏小，总体尚处于落后状态。

（三）品牌影响力相对低，

畜产品优势和特色仍未被挖掘

近年来，随着经济 快 速发

展和生活消费水平的日益提高，

安全、生态、优质、绿色的畜产

品品牌已逐渐成为人们消费关注

的热点。近年来，新巴尔虎右旗

积极探索科学养畜、产业转型、

持 续增收的发展模式，在培育

特色畜产品品牌方面取得了一些

进展。如自主创新打造了 “巴尔

虎羊”和“西旗羊肉”等品牌。

但除此 之外，仍存在其他畜产

品品牌优势不明显，知名度不高

等诸多问题。一是畜产品品牌经

营主体规模较小，自主发展能力

不强。目前，新巴尔虎右旗多数

加工企业仍处于低水平、小规模

发展阶段，多数畜产品加工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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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以初、粗加工畜产品参与市场

竞争，精深加工、二次增值产品

少。畜产品品牌建设主体的自我

积累、自主 发展和创新能力等

方面较弱，所提供的产品主要是

面向大宗、中低端消费市场，还

未开拓优质、优价的高端消费市

场。二是宣传策划力度不足，将

品牌推广等同于在媒体上投入广

告，对品牌塑造上缺乏系统的、

长远的规划，没有将畜产品品牌

和消费者建立有效的联系，缺乏

品牌运营的经验和人才。

（四）防灾减灾能力较弱，

牧草储备能力亟待加强

新巴尔虎右 旗气候条件独

特，一年四季中除了夏季降雨量

多外，其余三个季节降雨量较少，

尤其是春季风大，降雨量少，蒸

发量大，容易发生旱灾。春旱一

般发生在 4-6 月上旬，正值牧草返

青季节，干旱导致牧草返青期推

迟，产草量减产。而秋季降温速

度快，霜冻期早，冬季寒冷而漫

长，极易遭受白灾影响。特殊的

气候条件，加上牧民饲草料储备

能力十分薄弱，一旦遭受“旱灾”

或 “雪灾”，牧民极易遭受损失。

除自然气候因素外，还有牧区防

灾减灾机制不完善，快速反应欠

缺 ；牧民储草意识差等方面都需

要进一步改善加强。

（五）新型经营主体发展滞

后，牧民组织化程度有待提高

随着畜牧 业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的深入推进，牧民合作经营

意识越来越增强。然而，从牧民

专业合作社总体发展状况看，多

数仍处在初级发展阶段，实际运

作、有效益的非常有限，甚至有

些只是个空壳儿。现有的专业合

作社规模小、制度不健全、带动

牧民致富能力弱，无法形成规模

优势。多数专业合作社与龙头企

业仍未建立利益共享、风险共担

的利益联结机制，只是单纯的买

卖关系，以合同订单、入股分红

等方式联结的比例较低。

三、牧区畜牧业发展路径

选择

（一） 适度调整产业内部结

构，促进畜牧业高质量发展

推进畜牧业产业结构调整，

是推动畜牧业高质量发展的有效

途径。在生产成本迅速上升、生

态环境日益恶化的背景下，依靠

资源禀赋消耗、拼牧资投入、拼

生态环境的粗放式发展道路难

以为继，必须转变畜牧业发展方

式，必须调结构、优布局、提质

量、增效益。因此，调整优化畜

群畜种结构，对供过于求的畜产

品调减，对供不应求的畜产品调

增，从而使畜牧业产业内部结构

调整完善、优化升级。按照“增

大减小，少养精养”原则，实施

“稳羊增牛”战略，适当调减肉

羊产能，调增肉牛产能，建立优

质肉牛产业带，降低经营风险，

优化、升级产业内部结构。通过

“一减一增”战略调整，优化资

源配置，扩大有效供给，真正形

成更有效率、更有效益、更可持

续的畜产品有效供给体系，进而

使畜牧业发展从数量扩张型向质

量效益型转变、由增产导向转向

提质导向，进而促进畜牧业高质

量发展。                    

（二）拓展畜牧业多种功

能，促进牧区产业融合发展

产业融合发展的最终目的在

于把产业融合获得的综合利润留

给牧区、牧民。通 过 推 进畜牧

业与畜产品加工企业、休闲旅游

和电子商务等产业深度融合，拓

展畜牧 业发展道路，促 进畜牧

业的横向发展。一方面，以新型

经营主体为载体，大力推进畜牧

业产业化经营，通过资本、劳动

力、技术、资源等要素的跨界优

化配置，培育壮大畜产品加工龙

头企业，加强畜产品加工能力，

提高畜产品加工质量，尽快改变

畜产品精深加工滞后的局面，逐

步实现畜产品加工由初级向精深

加工转变，促进畜产品生产、加

工融合发展，进而构建畜牧业与

第二产业（加工业）融合的产业

体系。另一方面，通过推进畜牧

业与旅游、文化等产业的深度融

合，大力发展苏木嘎查旅游，创

意牧业、牧户体验等旅游精品工

程，使之成为繁荣牧区、富裕牧

民的新型支柱产业。还要结合牧

区实际，引导和扶持畜产品电子

商务平台建设，重点发展“互联

网 + 畜牧业 + 精深加工业 + 配送

中心”和“互联网 + 家庭牧场 +

配送中心”等模式，完善畜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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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流通体系，提高畜产品流通

效率。

（三）增强“品牌兴牧”观

念，提高牧区畜产品品牌带动效益

各地区应根据本地区自然环

境特征和传统优质畜产品特色，

有计划、有重点地推行具有地区

优势和特色的名优品牌工作。一

是加大对畜产品品牌化经营企业

的扶持力度。政府及有关部门着

力构建畜产品品牌化经营管理发

展长效机制，出台相关配套扶持

政策，引进和完善生产经营综

合能力较强的龙头企业，以龙头

企业品牌为依托，把自然资源、

企业资源和牧民资源优化配置，

使企业与牧民之间成为利益共同

体，将分散生产的畜产品和集中

的消费需求进行高效的衔接，

增强畜产品的竞争力，建立畜产

品品牌。二是加大畜产品品牌市

场占有率。通过多媒体宣传，提

高市场知名度，逐步形成品牌效

应，有效提高优质畜产品收益水

平。同时建立健全畜产品质量追

溯系统，让消费者放心购买的同

时，也做到面向高端消费市场的

优质畜产品和面向低中端消费市

场的大宗畜产品有效分离，从而

打开国内国际高端消费市场。

（四）加强牧区防灾减灾能

力，补齐畜牧业发展短板

一要进一步完善牧区草料市

场动态平衡机制。自治区级统一

领导，各旗县根据年景，动态调

控草料供应数量，在特殊年份，

有效保障牲畜草料缺口，及时满

足所需。二要有效提高水资源利

用效率，完善牧草储备设施，为

增强牧区抗灾减灾能力和提高畜

牧业综合生产能力奠定坚实的基

础。三要进一步加强草牧场保护

与建设，继续实施和完善草原生

态保护补奖机制等生态建设工

程，有效提高草原植被覆盖度，

增强天然牧草供应能力。

（五）强化新型经营主体能

力，引导提升辐射带动力

新型经营主体是畜牧 业结

构性改革的主力军。因此，应积

极探索发展牧区新型经营主体，

并强化其辐射带动能力。一要通

过完善新型经营主体建章立制工

作，规范内部运行机制，强化内

部监督，增强新型经营主体内部

工作协调能力。二是重点培育专

业大户、家庭牧场、牧民专业合

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推广“专

业合作社（家庭牧场、专业大户）

+ 加工企业”经营模式，建立牧

民、专业合作社（家庭牧场、专

业大户）与畜牧业产业化加工企

业利益联结机制，形成生产、加

工、销售、技术服务等一条龙产

业链条，实现合作分工、共存共

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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