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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去年以来，牛肉价格一路下行，如今批发价格跌破30元大关。据农业农村

部数据显示，截至8月12日14时，全国农产品批发市场牛肉平均价格为60.34元/

公斤。相比1月份均价80.41元/公斤，降低不少。Wind数据显示，当前批发市场

牛肉平均价格与2019年水平相当。

内蒙古作为国内重要的畜牧业主产区，2022年，内蒙古牛肉产量达71.83万

吨，占全国牛肉产量的十分之一，已连续3年位列全国牛肉产量第一位。面对当

前肉牛养殖产业大环境，内蒙古肉牛养殖产业要如何渡过产业发展周期更好发

展？记者采访了内蒙古肉牛产业协会会长李杰。

牛肉价格牛肉价格““跌跌不休跌跌不休””内蒙古肉牛养殖如何内蒙古肉牛养殖如何““软着陆软着陆””？？

特别报道 Special reports

青岛生鲜乳险的青岛生鲜乳险的““求稳求稳””与与““谋远谋远””
□郝凌峰

受诸多因素影响，全国奶业发展陷
入低迷，行业亏损面超过 80%。山东省
青岛莱西市是全国重要的奶源基地，行
业的冲击让这座“奶城”同样也感受到
了巨大压力，特别是位于产业链最前端
的养殖户，正面临着严峻考验。

“在产业面临巨大压力的阶段，帮
助养殖户挺过难关、确保产业稳定是关
键。”青岛市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局长
袁瑞先思路清晰，他介绍，自去年8月以
来，青岛市统筹财政资金，开始在莱西
试点生鲜牛乳目标价格保险（以下简称

“生鲜乳险”），从近两年的投保率、赔付
率等数据来看，生鲜乳险项目运转良
好，护航效果明显。

什么是生鲜乳险？
——当生鲜牛乳价格低于约定目

标价格时，承保机构负责赔偿
“奶价一直降，养殖场又处处需要

花钱，哪有闲钱去入什么保险？”说起生
鲜乳险，脾气直爽的养殖户胡少琛就不
好意思地嘿嘿笑。去年动检站站长给
他打了至少 3次电话，他接连拒绝了 3
次。

胡少琛告诉记者，他庆幸去年最终
听劝为60头奶牛入了这个生鲜乳险，没
想到不仅赔付快，赔付的钱也特别合
算。有了去年的经历，尽管行情低迷，
胡少琛反倒趁奶牛价格低又买了一批
奶牛，并把产奶的 300头奶牛全都入了
生鲜乳险。

生鲜乳险到底是个什么险呢？“这
是一项政策性惠农保险，投保主体为试
点区域养殖奶牛的规模养殖场（户、企
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及专业户，在保险

期间内，当生鲜牛乳实际价格低于约定
目标价格时，视为保险事故发生，保险
承保机构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负责赔
偿，赔偿金额为约定目标价格减去实际
价格再乘以保险期间内投保生鲜牛乳
产量。”青岛市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宋
晓说。

在这项开创性惠农保险出台前期，
青岛市农业农村局组织专业技术人员
深入莱西市 168个奶户，全面开展生产
形势调研。掌握奶价、奶量、生产成本、
亏损、贷款、全株玉米青贮存量等奶业
要素的情况，在此基础上不断修改及完
善各项条款，以最大限度贴近奶业生产
现状。

宋晓告诉记者，最终出台的生鲜乳
险项目分期实施，每期为1个月，保费由
投保主体即养殖户承担 20%，政府财政
补贴 80%，补贴上限为 2000万元，可为
9.6万吨生鲜牛乳提供风险保障 3.5亿
元，帮助奶农缓解“收入不抵成本”的生
存压力。

今年 7月，青岛市政府新闻办在荷
斯坦奶牛养殖场召开政策例行吹风会，
青岛市农业农村局、市财政局联合保险
承保机构启动生鲜乳险，盛林奶牛养殖
场的李大勇第一个报名投保。他的积
极性源于去年的一笔账：投保 145头奶
牛保费 12430元，自己只缴纳 2486元，
其余9944元由财政补贴承担，而保险公
司则提供17万余元的风险保障，相当于
有了68倍的保险收益兜底。

给生鲜乳上保险有必要吗？
——政策雪中送炭，助奶农渡过难

关
生鲜乳险“保成本不保价格”，那

么，这项保险对于扭转养殖户持续亏损

的局面，是否只是“杯水车薪”？
“我的养殖场现在有192头奶牛，年

产牛奶大约是 700吨左右，去年开始工
厂收奶量缩减，价格又低，没办法，我只
能把 90多吨生鲜牛乳拉去工厂喷了奶
粉存起来，这些奶粉今年还在冷库存着
呢。”鑫盛源养殖场的张卫平养了 25年
奶牛，去年以来的连续亏损让他觉得吃
不住劲儿了：“我是家庭农场，人工、场
地都不算成本，产一公斤奶的成本也要
得 2.6元左右，但是卖价也才 2元一公
斤，而且还在不断下降，等于在赔着钱
产奶，都不敢贷款了。”

正在举步维艰的时候，调研小组带
着生鲜乳险的政策上了门。“我当即就
入了，最后5期保险下来给我赔付了4.5
万余元。”张卫平介绍，这笔钱虽不算
多，牧场日常的兽药、草料钱也算有了
着落。“现在奶价这么低，这个保险就是
给我续了口气儿，我就有劲儿再挺一
挺，把这个难关蹚过去！”

位于莱西市的荷斯坦奶牛养殖场
规模比鑫盛源大得多。“我们6个养殖场
饲养奶牛 2800 多头，日均产乳 50 余
吨。”场长王义坚说，今年青贮饲料价格
虽然下降了，但是鲜奶在大公司的收购
价格也跌到了每公斤3.75元，再加上公
司贷款利息、人工成本等等，每月折合
下来月均亏损 98万元，经营压力巨大。

“去年，我们养殖场入了 5期（5个月）的
生鲜乳险，最后赔付了 277万元。”王义
坚介绍，为了让养殖户有钱购买饲料，
保险公司在青贮饲料下来之前就把钱
赔付了，这笔“雪中送炭”的保费让王义
坚更加坚定了要砥砺坚守、把养殖场办
好的信心。

根据资料显示，2023年莱西试点生
鲜乳险项目，累计为奶牛养殖场户提供

风险保障 3亿余元，整体赔付率达到了
87.62%。莱西市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
局长孙旭东用一组数据佐证项目的托
底效果：2023年上半年莱西市牛奶产量
为 9.4 万吨，今年上半年牛奶产量为
11.79万吨；奶牛存栏方面，2023年底莱
西市奶牛存栏5.85万头，截至今年上半
年统计存栏量为5.91万头。

生鲜乳险如何走出“青岛经验”？
——去年的赔付率为87.62%，今年

还将进一步提高
相比于全国同类保险 50%左右的

赔付率，青岛生鲜乳险去年的赔付率为
87.62%，随着今年优化实施方案并增加
财政补贴后，这个数据预计还将进一步
提高。近九成的高赔付率、全覆盖的高
普性，再加上产量测算的高精准度，青
岛生鲜乳险的“三高”特性让奶牛养殖
户得到了坚实的保障。

“俺家里就养了几十头奶牛，提供
不了收购凭证，这可怎么办？”“今年能
不能把保障力度再加大一些呢？”“我们
外地的养殖户能不能到你们青岛去入
呀？”群众的反馈就是政策最好的“试金
石”。青岛生鲜乳险试点进入第二年，
养殖户从去年的拒绝、迟疑，变成了积
极的问询与期待。

青岛市农业农村局财务审计处四
级调研员袁伟告诉记者，去年小散户由
于养殖规模小，价格监测小组没法采
价，导致占据莱西奶牛数量 40%的“小
散户”无法投保，今年青岛市将养殖规
模 100头以下和 100至 200头两档合并
为一档，这样微小散户可以投保了，做
到了试点内参保奶农实现全覆盖。

针对乳企不断减少收购量的情况，
生鲜乳险项目优化了生鲜牛乳产量计

算方案，标准产量依据存栏奶牛数量的
40%作为产奶牛数量，不足1头的按1头
计算，每头奶牛的日产奶量30公斤进行
测算，使得养殖场超量的生鲜牛乳也有
了保险保障。

“对于测算约定目标价格和实际收
购价这方面，今年也进行了更合理的
方案优化。”青岛市农业农村局财审处
处长赵明玺介绍，在根据养殖户规模、
生产情况将生鲜牛乳的目标价格进行
分档设定基础上，莱西市农业农村局、
保险承保机构、投保主体代表组成 7—
9人价格监测小组，每日对共同选定的
价格监测点进行价格记录，莱西市农
业农村局、投保主体代表对采价予以
确认，确保价格监测过程公开、公正、
公平。

“这个保险政策真是一年比一年
好，有政府帮忙托底，我们小养殖户有
底气迈过这道坎儿。”当莱西院上镇花
园头村奶农王锋军接到保险公司业务

员电话，得知他投保的 18.31吨牛奶第
一期保费已经出单，王锋军的心里也松
快了许多。

“‘奶罐子’一头连着养殖户的‘钱
袋子’，一头连着广大群众的餐桌营养
供给，轻易晃动不得。青岛市设立生鲜
乳险试点，既是在当前严峻形势下的

‘求稳’之策，又是着眼未来市场的‘谋
远’布局。”袁瑞先说，除了试行生鲜乳
险，青岛升级了奶牛养殖保险，将意外
死亡的奶牛保险赔偿金额提高到 1万
元/头；协调相关银行开通了智慧畜牧
贷、兴牛云贷等信贷支持；通过贷款贴
息、青贮补助等政策降低奶农生产成
本；与此同时，持续加大对龙头企业的
扶持，引进柏札莱、宜品乳业等大型乳
企，重点培育新希望琴牌乳业、青岛迎
春乐等本土高质量奶企……行业严冬
还在肆虐，青岛已经逐渐摸索出一条政
策托底、龙头企业带动、奶农积极参与
的产业高质量发展之路。

为奶业护航为奶业护航————

□文/图 本报记者 杨丽霞

记者：当前，内蒙古肉牛养殖产业
发展形势如何？

李杰：内蒙古肉牛养殖产业通过政
府引导、企业为主、农户参与、市场化
运作的原则，发展势头强劲。多年来，
内蒙古肉牛出栏量、出肉量均居全国
首位，形成了良种繁育、肉牛养殖、屠
宰加工、市场销售等产业一体化体系，
构建了完整的产业链条。

近年来，肉牛养殖产业在全区各级
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坚持以“小规模、
大群体”的发展模式，因地制宜的发挥
资源、资金、技术、管理等优势，逐步向
标准化方向发展，实现了肉牛养殖效
益最大化。

目前，牛肉价格低迷，养殖户整体信
心有点不足，约有 70%的养殖户处于亏
损状态。另外，约 30%的企业在肉牛存
栏、出栏时间调整以及养殖品种存在差
异化，生产销售计划相对强的企业处于
微利或者持平的状态，包括部分布局中
高端肉牛品种及在销售模式上创新的企
业，比起普通牛肉企业所受到的市场冲
击会更小一点。总体来看，大部分养殖
户对再发展与再投资处于观望状态。

鉴于目前产业发展现状，各地政府
都在积极出台相关政策措施，支持企
业科技创新技术，推动产业健康发
展。从大局来看，在政府大力支持和
市场需求推动下，肉牛产业构建了良
种繁育、肉牛养殖、屠宰加工、市场销
售等产业一体化体系，形成了完整的
产业链条，推动了肉牛养殖产业向高
端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跨越式高质

量发展，展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和广
阔的市场前景。

记者：此轮周期性波动给肉牛养殖
产业发展带来怎样的变局？

李杰：短期看，牛肉价格下跌可能
会对肉牛养殖场户造成亏损和生产经
营压力，但从长远来看，这一趋势可能
会加快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

一方面，养殖企业需要通过提高科
技创新和应用能力，降低生产成本，有
效缓解价格下跌带来的压力。另一方
面，通过优化产品结构，提高供需适配
度，提升市场效益。此外，加强产业链
的整合和延伸，以龙头企业带动也是提
升市场效益的有效途径。

此外，本轮牛肉价格的下跌，也会
对一些管理技术落后、经营模式落后
的企业进行洗牌，在新一轮的洗牌后，
也会为一些行业的兼并重组以及夯实
管理、占领中高端市场等带来新机会。

综上所述，虽然牛肉价格下跌短期
内对肉牛养殖场户不利，但从长远来
看，肉牛产业依然是个朝阳产业。这
轮周期性的触底，既是发展周期规律，
同时也是产业发展和转型的新机会。
肉牛养殖产业正在从发展期到成熟期
过渡，也正在从“数量发展型”向“质量
友好型”转型。

记者：当前，肉牛养殖产业应从哪
些方面入手，逐步渡过产业发展周期
性波动？

李杰：肉牛养殖的成功过渡需要从
多个方面入手，主要包括品种选择、养
殖环境、饲料管理、日常饲养管理、疾

病预防与出栏预判等方面。
科学选种用种。根据市场需求，选

择适合的肉牛品种，如“增重型”品种
西门塔尔、夏洛来等，或“肉质型”品种
如和牛、安格斯等。结合不同生产和
经营目的，科学选种，发挥品种优势。

降低饲养成本。通过“就地、就近”
采购存储饲草料原料和因地制宜放牧
补饲来降低饲养成本。科学设计日粮，
适时调整饲料配方和饲喂量，利用廉价
且营养含量较高的原料，如各种酒糟、
酱油醋糟等，节约能量饲料用量。

重视并加强疫病预防与治疗，加强
布鲁氏菌病等人畜共患病的防控和净
化，有效开展牛布鲁氏菌病和结核病
的净化工作，保障牛群健康。

政府通过加快落实惠企纾困政策，
如补贴资金的应补尽补，以及利用中
央和省财政专项资金、政策性奖补等
资金，加大对基础母牛引进、扩繁、肉
牛良种繁育体系等方面的扶持。这些
措施旨在保护产业优势产能，降低养
殖成本，减少损失，提振信心，指导产
业健康稳定发展。

通过科技创新和强链，提高科技创
新和应用能力，降低生产成本，通过龙
头企业带动产业链延伸。

在金融调控方面，足额安排肉牛政
策性保险配套资金，满足养殖场户肉牛
保险需求，降低肉牛养殖风险和成本。
同时，鼓励银行、农担公司等金融机构
调整金融产品，适当延长放款期限、申
请贴息等方式，帮助养殖户渡过难关。

同时，调整养殖结构，淘汰低产能、
健康状况差的繁殖母牛，尽最大可能
支持和指导场户留存优质能繁母牛，

改善群体质量，保障产业优质产能。
通过上述措施的综合运用，可以有

效预防和应对肉牛价格低迷的波动周
期，保障肉牛养殖业的稳定发展。

记者：目前消费市场对于内蒙古牛
肉制品有怎样的认知？

李杰：内蒙古牛肉制品在消费市场
中享有较高的声誉，以其广袤的草原和
优质的牛群而著称的草原牛肉赢得了
广大消费者的认可。比如生产的牛肉
干制品采用传统的风干工艺，通过低温
慢烤保留了牛肉的原始风味和营养成
分，使得牛肉干美味可口，深受消费者
喜爱。此外，内蒙古牛肉制品还以其纯
正的口感和独立包装的便捷性，成为旅
行、休闲时光的最佳伴侣。

记者：内蒙古应该如何打造好自带
草原优势的草原牛肉品牌？

李杰：内蒙古通过多种措施打造草原

牛肉品牌优势，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强化品牌建设与管理：通过实施

即统一品牌、统一标识、统一宣传、统
一营销，来打造“蒙”字标大草原优品
区域公用品牌。这包括制定产品认证
标准、使用统一的认证标识以及通过
品牌发布、媒体宣传、线上线下展示推
介等方式，提高品牌的知名度和影响
力。

2、提升产品质量与科技创新：通过
产学研用结合的技术研发模式，推动
科技创新在肉牛养殖产业中的应用。
包括与高校和科研机构合作，开展联
合育种项目和科技培训服务，以提高
肉牛的品质和产量。

3、加强品牌宣传与营销：通过线上
线下一体化宣传、推广，利用新媒体等
渠道，提高品牌的认知度和市场占有
率。

通过上述措施，内蒙古成功打造了
多个具有市场竞争力的牛肉品牌，并

通过国家地理标志认证。这些举措不
仅提升了内蒙古牛肉的品牌价值和市
场竞争力，也为内蒙古畜牧业及农业
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记者：未来肉牛养殖产业会有怎样
的发展？

李杰：未来肉牛养殖市场会呈现规
模性跨越性的增长，高端、高品质、高
附加值牛肉产品的消费崛起进一步助
推了肉牛养殖产业的规模增长。

从 2015 年—2022 年，市场规模年
复合增长率达到 10.4%，预测从 2024年
到 2027 年，年复合增长率将稳定在
5.3%。人均牛肉消费也会从现在不足
7公斤增长到 10公斤以上，预计肉牛销
售市场规模会逐渐加大。坚信在不久
的将来，中国的肉牛养殖产业一定会
走向世界，唱响品牌。实现真正的农
民“富”起来，产业“牛”起来，国家“强”
起来的宏伟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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