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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吉县肉牛产业发展情况的调研报告 

2018 年 7 月 7-9 日，中国-加拿大肉牛产业合作联盟海归

专家代表团访问宁夏回族自治区西吉县，并在相关部门的协

助下，深度调研当地肉牛产业发展情况。此次调研选取西吉

县具有代表性的 40 家不同规模的养殖户和企业进行问卷调

查，调研结果经分析整理，形成如下调研报告及工作建议。 

一、西吉县肉牛产业基本情况 

（一）养殖规模 

图 1 西吉县不同肉牛养殖户养殖规模统计 

如图 1 所示，调研结果表明，有超过一半养殖户的肉牛

养殖规模在 50 头以下，这与我国肉牛产业“规模小，群体大”

的整体现状基本符合，同时我们也注意到，此次调研对象中，

养殖规模在 100 头以上的养殖户占比达到了 30%，远高于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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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平均值（17.5%）。因此综合来看，虽然西吉县肉牛养殖仍

以中小规模的养殖户为主，产业集中度较低，但是经过政府

部门近几年的推动引导和养殖户的积极努力，该县肉牛养殖

已经形成了一定的规模，这为西吉县肉牛产业朝着规模化、

标准化方向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二）养殖类型 

 

图 2 西吉县不同肉牛养殖户养殖类型统计 

如图 2 所示，受访的养殖户中，母牛养殖户比例达到 78%，

肥育牛养殖户比例为 75%，架子牛养殖户仅有 7.5%，表明在

这些受访的养殖户中，大部分都属于自繁自养的养殖类型，

母牛所产犊牛基本上是进行育肥后进行出售，这也是这些养

殖户的重要收入来源。当地具有良好的饲料资源条件，可以

支撑肉牛育肥这一饲养环节，这也是当地饲养肥育牛数量较

多的原因之一。综合来看，西吉县具有良好的发展肉牛产业

的牛源基础，如能发展牛肉加工产业，可以进一步发掘西吉

县肉牛养殖的经济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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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养殖户从事养殖时间  

 

图 3 西吉县不同肉牛养殖户从业时间统计 

如图 3 所示，受访养殖户中，具有 3 年以下从业经验的

养殖户比例达到 57%，具有 5 年以上从业经验的养殖户仅有

28%。考虑到肉牛养殖是一个需要一定经验积累的农业生产

行为，西吉县在肉牛养殖技术和管理方面还有很大的提升空

间。 

（四）养殖品种 

 

图 4 西吉县不同肉牛养殖品种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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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 4 所示，受访养殖户对西门塔尔牛的接纳程度更高，

养殖西门塔尔牛的养殖户比例达到 80%；其次是饲养安格斯

和秦川牛的养殖户，比例分别为 18%和 13%。这说明西吉县

养殖的肉牛品种比较单一，容易打造具有区域特点的自有品

种和品牌。 

（五）饲料原料 

 

图 5 西吉县肉牛养殖常用饲料原料统计 

如图 5 所示，受访养殖户使用的饲料原料中，玉米青贮

被普遍使用，其使用率为 70%，小麦、饼粕类、牧草的使用

率分别为 45%、35%和 25%。当地近年来正在为发展肉牛产

业进行一系列的种植结构调整，为发展现代肉牛产业提供了

良好的饲料资源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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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疫病防控 

 

图 6 西吉县不同肉牛养殖户疫病防控方法统计 

如图 6 所示，受访的养殖户均有较好的疾病预防工作习

惯，疫苗的使用率达到 75%，但是仍有 25%的单位没有采取

注射疫苗等防疫措施。即使 78%的养殖户对肉牛场进行日常

消毒，但是兽药使用比例还是处于较高水平，达到 83%，这

也从某个侧面说明肉牛场的日常管理方面还有待提高。在所

受访的养殖户中仅有 38%有专职的兽医进行疾病的治疗，说

明西吉县在肉牛养殖过程中对疫病的认识方面还比较薄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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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活牛销售渠道 

 

图 7 西吉县不同肉牛养殖户活牛销售方式统计 

如图 7 所示，受访养殖户的活牛销售主要有两个途径，

直接卖给屠宰企业的占 22%，而绝大部分活牛均通过牛经纪

人进行交易（交易费 50-100 元），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额

外费用，这部分费用直接影响到了农户的收益。 

（八）金融支持 

1. 贷款 

 

图 8 西吉县不同肉牛养殖户资金来源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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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 8 所示，95%的受访养殖户表示有银行贷款，并普

遍反应在还贷问题上有一定压力，这说明资金周转的特殊性

对肉牛养殖业发展的限制具有普遍性。 

2. 财务规划 

 

图 9 西吉县不同肉牛养殖户财务规划统计 

    如图 9 所示，所受访的养殖户对财务的管理均有不同程

度的疏忽，其中，88%的受访养殖户没有对养殖活动和财务

管理进行规划和测算，普遍缺少利用现代化财务管理理念来

规划养殖工作的观念。 

（九）需求 

 

图 10 西吉县肉牛养殖户技术服务需求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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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 10 所示，受访养殖户需求的种类有所差异。其中，

75%的受访养殖户对技术服务具有需求，这与参与肉牛养殖

的时间长短有直接关系；70%的受访养殖户对提升品种有需

求，特别是对如何优化和提升西门塔尔牛，种群基因需求明

显；68%的受访养殖户希望能够接受更多的实用技术培训；

63%的受访养殖户表示希望能够获得系统化的兽医服务。55%

的受访者希望能够获得包括贷款、保险、财务规划在内的专

业化的金融服务，同时希望能够优化活牛交易渠道，避免中

间环节导致的不必要支出，甚至是损失。 

二、产业发展的意见和建议 

基于西吉县肉牛产业基本情况，结合全国乃至全球肉牛

产业发展的趋势及成功经验，我们对西吉县肉牛产业发展提

出以下建议： 

（一）打造完整的产业体系 

西吉县是宁夏肉牛养殖大县，具有打造现代肉牛产业的

良好基础，但是由于规模化程度较低，加之从业人员技术能

力较差，导致整体生产效率不高，在品种、饲养、防病、管

理、金融、营销、人才等方面都存在不足之处。我们建议，

在现有基础条件下，引进国内外先进的技术和管理体系，从

种群优化、饲养管理、疫病防控、屠宰加工、技术支持、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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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服务、品牌营销等方面入手，打造完整的产业体系，扎实

打好产业发展的基础。 

（二）整合区域产业资源 

政府主导，推动区域产业资源整合，将农户、合作社和

企业整合起来，进一步细化分工，各司其职在区域内打造具

有一定规模的产业联合体，一方面提升整体产业水平，同时，

增强对外议价能力和品牌形象。 

（三）积极打造品牌 

围绕打造“西吉牛”品牌为中心，加强育种工作，优化饲

养管理，采取区域内疫病统防，提高屠宰加工水平,与金融部

门开展深度合作，打造高标准产业，生产高品质产品。同时，

与国内优秀的销售推广平台合作，进一步提升知名度，拓展

销售渠道。 

（四）加强从业人员能力建设 

利用各种形式的实用技术培训，结合课堂授课、现场讲

解、移动互联网科普等方式，开展一系列系统性的技术培训，

快速提升从业人员的技术水平。 

通过围绕以上四个方面开展工作，打造“西吉牛”为抓手，

促进当地肉牛产业科学和健康发展，助力西吉县脱贫攻坚事

业的早日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