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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国肉牛产业发展现状
2.1肉牛产业现状
中国牛肉产量仅次于美国和巴西居世界第三位，生产以自给为主，进出口数量极少；在品种
上，专用肉牛品种较少，所养肉牛多为当地黄牛品种；当前牛肉多为室温肉，冷鲜肉、冻肉
和肉制品较少；从屠宰方面看，中国肉牛屠宰以个体屠宰为主，大型屠宰企业较少；而在消
费上，主要以户外消费和家庭消费为主，其中又以城镇居民消费居多。
肉牛养殖主要集中在农区，农区肉牛出栏占全国的80％以上，主要集中在河南、山东、河北
等地；牧区肉牛养殖则主要集中在内蒙古、新疆和甘肃等地。
为进一步整合资源，扩大优势，加快肉牛产业发展速度，目前国内肉牛养殖已初步形成了中
原优势区、东北优势区、西北优势区和西南优势区四个养殖优势区域。
2.2传统肉牛品种
中国肉用公牛品种共有30多个，其中自国外引进20多个，国内地方品种10多个。因为地方
肉牛品种多为役肉两用，作为肉用牛种不太适合；因此陆续从国外引进了20多个肉牛品种，
应用较多的主要是西门塔尔、夏洛来、利木赞等，占肉用种公牛总存栏量的60%左右。
从出栏肉牛来看，低档牛肉多为本地肉牛、淘汰种牛和淘汰奶牛育肥屠宰而来，中低档产品
多为本地肉牛品种和部分杂交肉牛品种，高档牛肉产品多用杂交肉牛品种来生产，真正的高
档牛肉产量只占中国牛肉总产量的1％左右。
2.3肉牛新品种
2007年5月份中国第一个肉牛新品种“夏南牛”通过农业部评审，该牛是以法国夏洛来牛为父
本、中国地方良种南阳牛为母本杂交而成；其他品种有大连雪龙的黑牛品种、海南省澄迈县
引进日本黑毛和牛对本地黄牛品种改良、宁夏固原市和日本企业合作繁育出“西夏红牛”。
2011年辽宁省自主培育的第一个专门化肉牛品种“辽育白牛”获得成功，“辽育白牛”是以夏洛
莱牛为父本、本地黄牛为母本杂交而成，通过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委员会审定，并由农业部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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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予以公布。
2008年黑龙江省科技厅引进黑毛和牛对本地黑白花奶牛或黄牛进行杂交改良，并于2012年
培育出一种名为“龙江黑牛”的高档肉牛新品种。“龙江黑牛”的培育填补了黑龙江省无自产高
档肉牛的空白。
2.4肉牛存栏
母牛养殖效益比较低，再加上缺乏政策支持，国内能繁母牛存栏近年来呈下降趋势；再加上
2007年以来肉牛价格高，许多能繁母牛被当作肉牛宰杀。能繁母牛数量的持续下降造成中
国肉牛存栏的下降。
2007-2011年中国牛类存栏量年持续下降，2011年中国牛类存栏量为1.04亿头，比2007年
下降14.7%，存栏下降主要由黄牛存栏下降导致。中国黄牛存栏一般占牛类总存栏的70％-8
0％；2007年中国黄牛存栏量只有8,550万头，同比下降18％；2008年中国黄牛存栏将继续
下降12％，只有7,500万头；由于国内扶持措施少、效果较差，加上2009年宏观经济恶化导
致价格高的牛肉消费低迷，2009年中国黄牛存栏进一步下降为7,100万头，同比下降8%。2
010-2011年，国内肉牛扶持政策效果仍然一般，能繁母牛宰杀现象并未完全得到遏制，截
至2011年中国黄牛存栏下降为6,520万头左右。
能繁母牛数量的持续下降将造成未来2年内中国肉牛存栏的下降，但随着国家越来越重视现
代肉牛体系的建立以及肉牛养殖扶持政策的不断出台，预计2012年中国肉牛产业处于恢复
期，2013年牛肉总产量有望出现回升。
图2，1998-2015年中国肉牛存栏量
中国肉牛育肥以短期育肥为主，中期育肥次之，长期育肥最少，分别对应低端市场、中低端
市场和高端牛肉市场。
图3，2011年中国牛存栏品种结构
鉴于肉牛生产周期长以及母牛繁殖率低，肉牛存栏中母牛数量占据多数，其次是需要育肥的
架子牛和育肥牛。
图4，2011年中国肉牛存栏中不同期限和性别牛种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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