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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背景

近年来，我国加大了肉牛标准化、规模化养殖场

建设力度，推行肉牛良种补贴项目和秸秆养牛等项

目。同时，各地区积极推进肉牛产业战略转型，开展

了优质肉牛良种繁育体系和基地建设。在一系列扶

持政策的引导下，我国肉牛产业发展取得了明显成

效，生产体系逐步完善，科技支撑能力逐渐加强，龙

头企业带动作用日益凸显，牛肉年产量长期位于世

界前列。2004 年，农业部制定《2004—2010 年畜牧业

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建设规划》，构筑了中原、东

北、西南、西部四大肉牛带。2011 年，工业和信息化

部发布《肉类工业“十二五”发展规划》，为牛肉产业

提升和现代化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目前，我国肉牛业存在着散养养殖比重大、经济

效益低 [1]和市场竞争秩序混乱 [2]等现象。近年来，主

产区出现肉牛养殖户减少和存栏量大幅度下滑的迹

象 [3]，甚至部分地区还出现屠宰母牛现象 [4]。加之长

期以来肉牛生产扶持政策和牛肉产业结构调整力度

不够，造成了私屠滥宰、产品流通不畅和消费乏力等

供应链松散状态。改变小规模养殖、私屠滥宰、作坊

式加工等落后状态，为广大消费者提供廉价、安全的

牛肉是关系到农民增收、产业升级、改善民生的重大

问题，其切入点应该是促进肉牛产业规模化、标准化

生产与牛肉产品产业链构筑的生产政策和产业结构

调整并行。20 世纪 70 年代，日本在开始推进肉牛规

模化、标准化生产的同时，积极采取产业结构调整政

策，构筑了上、中、下游紧密结合的供应链，积累了

宝贵的经验。目前我国肉牛小规模散养和松散的屠

宰、加工以及销售状态与日本当时牛肉产业结构调

整前极其相似。因此，借鉴其相关经验十分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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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日本肉牛生产发展历程

据记载，公元 6 世纪日本从中国大陆经朝鲜半

岛引进牛种，17 世纪德川时代允许屠宰杀牛，19 世

纪末明治维新以后开设肉牛屠宰所而开始了肉牛饲

养。1887 年，日本从欧洲引进西门塔尔、Brown Swiss、

Devon、Shorthorn、Ayrshire、赫尔斯坦等牛种，1897 年

用西门塔尔和 Ayrshire 种牛与当地牛交配而生产出

杂交牛，被称为和牛。大正（1912—1920 年）初期，肉

用牛和乳用牛分开发展，正式开始进行肉牛品种改

良。1932 年已形成黑毛和种、褐毛和种、无角和种 3

个肉牛品种。20 世纪 60 年代初，日本进入肉牛产业

化经营阶段，即总饲养头数和户均饲养头数增加、饲

养户数减少（图 1）。进入 21 世纪以来，日本肉牛业

发展逐渐走向专业化、规模化、标准化 ,根据其发展

特征，可大致分为以下 5 个阶段。

数据来源：日本农林水产省

图 1 1961—2010 年日本肉牛业发展情况

2.1 1950—1955 年：从有畜农业到有畜经营阶段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实施经济自立政策，并

于 1952 年颁布畜产品发展五年规划，1953 年制定

《有畜农户创立特别措施法》，促进了畜牧业发展。

1950 年以前，日本肉牛饲养处于役肉兼用的生产模

式。1950 年以后，随着经济自立政策的实施和牛肉

需求量增加，肉牛生产逐步走向专业化经营。此阶

段虽然牛的饲养头数快速增加，但肉牛生产仍以 1~

5 头小规模副业型经营为主 [5]，尚未能形成专业化的

经营模式。

2.2 1956—1966 年：肉牛饲养业低迷与户均饲养量

增加阶段

1956 年，日本经济进入工业化飞速发展时代，

农业结构也随之发生了巨大变化，农业机械化逐渐

取代了传统役用牛，从而引起肉牛饲养量的减少。

特别是 1961 年《农业基本法》、《农业现代化资金补

助法》、《畜产品价格稳定法》等法律法规颁布之后，

农业生产的机械化和专业化程度提高却把肉牛饲养

业推入低潮。此阶段，农机大量普及，农村劳动力开

始往二、三产业转移，很多农户退出役肉兼用牛的小

规模副业型经营，而开始了蔬菜和水果的专业化生

产。肉牛生产发生了总饲养头数和户数大幅度减

少，而户均饲养头数增加的态势 [6]。在九州、北海道

等地区出现了肉牛饲养头数增加的专业化经营，逐

步形成了繁殖牛地带、使役牛地带、育肥牛地带等肉

牛产地，但是主要生产方式还处于农户零散经营，农

协组织和涉农企业肉牛经营尚未达到规模化、专业

化经营。

2.3 1967—1979 年：肉牛产地形成阶段

1967 年以后，特别是 1971 年实施“大规模畜产

基地体系化”以来，北海道、九州、东北等肉牛主产

地形成，肉牛饲养户数减少而饲养头数和户均饲养

头数连续增加。此阶段，肉牛饲养上不仅加速了役

用牛的肉用转变，更是出现了乳用牛的肉用化现象。

乳业的快速发展进一步促进了养牛业发展，而奶犊

牛和淘汰乳牛的育肥经营扩大，同时大力发展肉牛

合作经营体、家庭经营体、资本企业经营体以及公社

牧场等经营组织和建设屠宰场、流通体系等产业，进

一步调整产业结构，促进肉牛生产主产地建设 [7]，逐

渐向规模化、标准化经营与产业一体化发展。

2.4 1980—1995 年：规模化、标准化、专业化经营确

立阶段

肉牛生产主产地形成后，众多小规模散养户迅

速退出肉牛生产领域，肉牛生产结构发生了重大变

化，如：1995 年饲养总头数从 1980 年的 228 万头增

加到 290 万头，饲养农户从 35 万户减少到 15 万户，

饲养总户数 饲养总头数 每户饲养头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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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每户饲养头数从 6.5 头增加到 18.7 头，100~199

头 的 饲 养 户 3 190 家 ，200 头 以 上 的 饲 养 户 2 350

家，规模化养殖雏形出现。在此期间，肉牛养殖的主

要特点是 30 头以下饲养农户快速减少，30~100 头

中型规模的饲养以家庭经营为主，100 头以上的饲

养以合作经营体和畜产企业经营为主，并且 100 头

以上的饲养比例增加 [8]。同时，规模化饲养、标准化

生产和专业化经营以及产业一体化进一步发展。

2.5 1996 年至今：大型化、标准化、产业一体化经营

阶段

1995 年 WTO 成立以后，日本与美国因“疯牛

病”问题贸易摩擦激烈，日本在大力提高国内牛肉供

给量的同时又受到本国土地资源和劳动力有限等因

素的制约，导致一些小规模农户迫于成本压力纷纷

退出肉牛生产。而生产技术的进步和产业一体化的

深入发展，使大中型饲养经营体迅速扩大，形成了肉

牛生产的大型化、标准化、产业一体化经营。在此阶

段，和牛繁殖经营犊牛育肥，乳牛繁殖经营犊牛、淘

汰牛育肥等生产体系逐渐被和牛繁殖、育肥一贯经

营体系和奶牛冷配而杂交种育肥经营体系取代 [8]。

同时，农协组织、食品加工企业和其他事业体积极参

与肉牛生产、牛肉加工和销售为一体化的经营，促使

了大型化、标准化、产业一体化经营的规范。

3 日本肉牛经营特点

日本肉牛生产组织由农户、合作组织、企业等 3

种形式组成，经营形式主要为繁殖经营、育肥经营

和一贯经营（普通经营）3 种类型，其特点可以归纳

成以下 3 个方面。

3.1 多种经营组织参与的生产结构

日本肉牛生产主要以农户中规模专业化经营为

主，近年来小规模经营户数逐步减少而大规模合作

经营和牛肉食品一体化经营龙头企业呈现增加趋

势。农户经营集中在 1~4 头和 20~50 头规模，约占

经营组织的 92%，占绝对优势。合作组织经营规模

在 100~200 头，约占经营组织的 6%，并有继续下滑

趋势。200 头以上或 500 头以上大规模经营的食品

龙头企业经营约占 2%，具有潜力扩大趋势。

3.2 繁殖经营、育肥经营、一贯经营相结合的经营

形式

2010 年日本各类经营组织的肉牛饲养情况如

表 1 所示。由表 1 可知，肉牛经营形式可分为肉用种

经营和乳用种经营 2 大类。肉用种经营分为繁殖经

营、育肥经营和一贯经营，而乳用种经营可分为犊公

牛育成经营、淘汰乳牛育肥经营和乳肉兼用经营。

乳用种经营户数和头数远远少于肉用种，仅占总饲

养户数和头数的 4.6%和 30%。肉用种生产占主导地

位，特别是肉用种繁殖经营分别占总饲养户数和头

数的 83%和 33%，比育肥经营和一贯经营分别高出

10 倍和 26 倍，具有绝对优势。乳用种经营中犊公牛

育成经营和乳肉兼用经营所占比例甚少，分别只占

总饲养户数的 8.7%和 0.6%，占总饲养头数的 6.9%

和 4.5%，淘汰乳牛育肥经营也只占总饲养户数的

0.4%，占总饲养头数的 18.4%。

3.3 多头饲养为主的规模化经营

总体来说，日本肉牛生产中，中小规模饲养农户

较多，但饲养量都集中在大规模经营的企业和合作

组织。表 2 和 3 显示，50 头以下饲养农户共 65 000

户，占总饲养户数的 87%，但是饲养量仅占总饲养

量的 25%；而 50 头以上饲养户数只有 9 800 户，占

总饲养户数的 13%，饲养量比例达到 75%。同时可

以看出，2010 年开始 3~4 头饲养农户几乎全部退出

表 1 2010 年日本各类经营组织的肉牛饲养情况

经营形式

饲养户数/户

饲养头数/万头

肉用种经营

繁殖经营 育肥经营 一贯经营 其他 小计

61 400 6 060 2 400 850 70 710

93.37 72.93 28.27 6.0 200.57

数据来源：日本农林水产省

乳用种经营

犊公牛育成经营 淘汰乳牛育肥经营 乳肉兼用经营 小计

639 2 290 445 3 374

19.76 52.53 12.96 85.25

总计

74 084

285.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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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牛生产领域，而 30~50 头饲养户开始扩大养殖规

模，500 头以上的饲养企业快速增加，已达到 760

户，说明日本肉牛饲养逐步向大型化、专业化经营

方向迈进。

4 日本牛肉供应链构筑

日本牛肉食品的整个供应链过程，包括从产地

体制形成、产地食肉中心、食肉批发市场等产中到产

后阶段，公共部门的参与程度较高。在产地销售到

批发环节，农协组织的支配力较强，从分割肉制造到

批发，私有企业占有率正在扩大，从而形成了公、

私、合作社 3 部门共同参与而错综复杂的牛肉食品

供应链 [8]（图 2），其供应链构筑具有以下特点：

图 2 日本牛肉供应链构筑结构

4.1 公共部门主导的产中产后供应链

20 世纪 60 年代以前，日本活牛流通大部分在

地方屠宰场屠宰后供应当地居民消费，小部分通过

家畜市场或集散市场，把活牛运往关东、关西地区，

由消费地食肉批发商屠宰后上市。当时由消费地批

发商利用《屠宰法》制度，独占解体技术而支配着家

畜商和牛肉零售店，形成固定性、封锁性流通机构。

1960 年以后，在日本政府颁布《农业基本法》和修订

《屠宰法》、《批发市场法》以及流通现代化改革政策

实施之后，以公共部门主导的产地家畜批发市场、食

肉中央批发市场和产地食肉中心、一般屠宰场等供

应链体系逐渐形成。

产地家畜批发市场是日本固有的流通设施。20

世纪 60 年代，随着农协组织的改革，组织成立了系

统农协 （单位农协———县经济联———全国农协联）。

产地家畜批发市场也随之进行整顿和合并，由 1 473

个减少为 249 个，成为具有公共团体经营管理性质

的经营团体。食肉中央批发市场是依据 1971 年修订

的《批发市场法》，由地方政府出资开设的市场，是

消费地最大的批发市场。由产品出售者委托市场以

竞买和投标的方式进行公开竞争交易。批发市场收

购活牛，附设屠宰场，屠宰后的肉牛胴体次日上市。

但是，未能衔接系统农协设立的产地食肉中心，各自

进行牛肉流通而造成了市场内外流通的双重格局。

产地食肉中心一般分为地方政府经营，生产者团体

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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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肉牛饲养户数规模构成 户

年份

2001

2005

2010

1~2 头

24 500

17 200

24 300

3~4 头

21 500

16 100

/

5~9 头

26 100

21 800

18 000

10~19 头

16 700

14 900

12 400

20~29 头

62 100

5 440

10 300

30~49 头

5 120

4 670

/

50~99 头

4 200

4 100

4 050

数据来源：日本农林水产省

100~199 头

2 810

2 520

2 480

200 头以上

2 560

2 310

2 510

500 头以上

/

/

760

表 3 肉牛饲养头数规模构成 万头

年份

2001

2005

2010

1~2 头

4.0

2.9

7.2

3~4 头

7.38

5.93

/

5~9 头

17.58

15.88

12.71

10~19 头

22.53

21.84

17.36

20~29 头

14.72

13.83

33.55

30~49 头

19.15

18.54

/

50~99 头

29.02

29.98

30.14

数据来源：日本农林水产省

100~199 头

38.68

35.74

35.51

200 头以上

12.45

12.63

14.94

500 头以上

/

/

9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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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即农协组织经营，食肉产业集团经营和以上 3

个组织合作建立的股份制企业经营等 4 种形式 [9]。

近年来各种形式经营主体逐渐走向大型企业化道

路，但出资管理和运行机制仍然以地方政府和农协

组织参与比例大，形成公共企业为主、公私合营为辅

的供应链，日常业务主要承担生产者或牛肉经营者

委托屠宰业务。

4.2 农协组织支配的产业一体化体系

肉牛生产者面对市场，主要通过系统农协组织

出售活牛，农协组织不仅承担活牛共同出售业务还

承担着食肉批发商、食肉中央批发市场、食肉加工厂

商等组织的活牛供应，还利用本组织下属的产地食

肉中心进行屠宰，制造分割肉出售给零售商、大型超

市、生协组织、肉食店或饮食服务行业，是从生产到

屠宰、加工、销售一体化经营的经济主体 [8]。

4.3 私有企业独占的分割肉供应链

日本屠宰场主要由地方政府等公共团体管理运

行。因此，屠宰解体业务至今没有私营企业参与。肉

牛产业私企部门参与的主要是食肉批发商和食肉加

工厂商，规模和业务内容日趋扩大。2012 年以来，私

企部门逐步经营直营牧场和契约生产，并通过地方

家畜市场或家畜商购入活牛，委托产地食肉中心或

一般屠宰场进行活牛屠宰，然后自己进行分割肉加

工，出售给零售商、大型超市、直营食肉店或酒店、

饭店等 [10]。

5 结论与启示

综观日本肉牛生产及牛肉供应链构筑情况，日

本肉牛经营特点和供应链构筑取决于有力的政策制

度和完善的市场机制。因此，借鉴日本成功经验，应

该着力从以下方面完善我国肉牛规模化、专业化生

产和牛肉供应链构筑。

5.1 正确引导肉牛专业化经营，调整经营结构

目前我国肉牛生产主要以与日本相似的中小规

模为主，合作组织或企业集中育肥为辅的 3 种经营

形式。虽然 2012 年大力发展合作组织和大型龙头

企业专业化养殖，但是小型散养户经营破落、合作

组织规模化、标准化程度低，龙头企业直营牧场刚

刚起步等因素导致肉牛供应失衡，引起加工企业无

秩序竞争而出现产能过剩的现象。因此，在我国实

现肉牛规模化、专业化经营的同时应该保障饲养农

户的利益和市场供应量，不能急于采用规模化经营

模式，应以解决供求平衡和农民增收为前提，在政

府和市场的正确引导下逐步实现专业化、规模化

经营。

从 2005 年开始，肉牛业发展受到重视，中央财

政投入逐年增加，包括肉牛标准化规模养殖场建设、

良种补贴、秸秆养牛项目等，同时，各地区也陆续加

大政策扶持力度，推进当地肉牛产业战略转型，形成

了中原、南部、西北和东北四大主产区，但目前肉牛

生产仍然存在生产成本高，养殖效益低，专业化、标

准化程度低等问题。因此，在努力发展专业化育肥、

重点建设繁殖母牛基地的同时，应调整和引导中小

规模一贯经营向规模化、专业化方向发展，通过 3 种

经营形式的结合保障肉牛市场的供应。

5.2 着重进行标准化屠宰、加工，保障食品安全

目前，我国肉牛屠宰和牛肉加工行业存在恶性

竞争，导致生产成本增加，产业效益降低。各地区抢

购育肥牛、私屠滥宰、弑母杀青等现象屡屡发生，严

重影响了肉牛产业基础。因此，应加快制定有关肉

牛屠宰法律法规，禁止私屠滥宰、弑母杀青行为，在

建设定点屠宰场、胴体加工厂与分割肉加工厂的同

时，更要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对生产、屠宰、加工、流

通各环节进行监督、检查，确保食品安全，建设健康

而有序的牛肉供应链。

5.3 支持完善龙头企业和合作组织，进行产业一体

化经营

目前，我国牛肉生产主要依靠黄牛，改良肉牛的

覆盖率仅为 18%，来自奶畜的牛肉不到 3%，高档牛

肉的比重不足 5%，可见高档牛肉生产能力低是目

前我国肉牛业的突出弱点。因此，应提高高档品牌

肉牛的培育技术和建设高档品牌肉牛的生产组织。

同时，重点扶持建设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和龙头企

业，提高其组织销售能力和屠宰、加工能力，编制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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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流通和分割肉流通体系，建设肉牛生产到活牛流

通、屠宰、加工以及销售一体化的产业化组织，提升

我国肉牛产业的生产结构，构筑完整的牛肉供应链

体系。

综上所述，我国具有庞大的牛肉消费市场，通过

有效的政策扶持和产业结构调整，能促进肉牛生产

平稳健康发展。要突破肉牛经营规模小、效益低和

牛肉产业供应链不紧密等瓶颈问题，就必须大力推

进规模化、标准化、专业化经营，建立健全屠宰、加

工等各项法律法规和基础设施建设，建立地方政府、

社会团体和生产者团体等多方参与的供应链机制。

这样不仅能减轻中央政府的财政负担，还可利用各

方力量建设肉牛生产和牛肉产业链，有利于肉食产

业的平稳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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