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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观察

呼和浩特市是国内公认的奶牛养殖适宜地区，在伊

利和蒙牛两家国内最大的乳品企业的带动下，奶牛养殖

得到很大发展。到 2006 年，全市建成现代化挤奶站 1266

座，奶牛养殖小区 150 处，入区奶牛达到 25%。2006 年，

受多种因素影响，奶牛养殖效益大幅下降，很多奶牛养

殖户开始出现亏损，并一度出现宰杀母牛犊现象。新华

社记者对这一现象进行报道后，才导致了 2007 年 9 月《国

务院关于促进奶业持续健康发展的意见》（国发〔2007〕

31 号）的出台。那么，“奶八条”对遏止奶牛养殖效益整

体下滑的趋势究竟起到多大的作用？带着这个问题，笔

者于 2007 年 12 月 21-25 日，对呼市赛罕区和土左期进

行了调研，入户调查了 5 个村 60 多个奶牛养殖户、5 个

挤奶站和多个养殖小区，并召开了由市、旗（区）畜牧

局领导，市、旗（区）品种改良站领导，“奶联社”负责

人和奶业专家参加的座谈会。

一、呼市奶业整体由寒变暖，出现了稳定增长的局面

2006、2007 年呼市出现的“杀牛”等现象，在一定

程度上是对2003年以来养牛过热现象的一种反思性行为，

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经过一年多的产业“整顿”，呼市奶

牛养殖业正在复苏，奶业整体由寒变暖，稳定增长的局

面正在形成。

（一）经过调整，牛群的整体质量上升，单产明显

增加

调查表明，呼市奶农的杀牛现象，70% 左右都属于正

常淘汰奶牛，这些奶户将高产奶牛、适龄奶牛、必要的

后备牛留下，其他低产奶牛、老牛、病牛淘汰。经过这

次产业“整顿”后，年产量 4 吨以下的低产牛基本全部

出局，剩下的几乎全部是 4 吨以上的中、高产牛。因此，

尽管2007年底的 83万头存栏量和2006年底的 71万头相

比，低于正常条件下的自然增长量，说明宰杀小犊牛卖

血清的现象仍然存在，但牛群的整体质量明显提高，为

进一步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只要政策适当，奶农有利

可图，呼市奶业的发展仍具备充足的实力。

（二）“奶八条”的效力初步显现，奶价提高对奶牛

养殖的支撑作用日益明显

2006 年起呼市的“杀牛”现象，原因当然很多，但

最重要的原因就是饲料价格上升过快而奶价基本不变。

这一现象导致一半以上的奶农出现亏损，且日益严重。

2007 年和 2006 年相比，预混饲料价格上涨了 30% 以上，

玉米价格上涨了 40%，而同期牛奶价格仅上涨不到 3%。

与此同时，燃料价格、土地价格等间接成本要素以及劳

动力成本也在不断上升。为了遏止料奶比下降的速度，

呼市政府不断和伊利、蒙牛等大型龙头企业协商，在

2007 年内多次提高奶价。2006 年底的奶价为每公斤 1.76

元，2007 年 1 月 1 日起 1.80 元，5 月 1 日起 1.84 元，10

月 1 日起 1.90 元，12 月 1 日起 2.20 元，另加 0.10 元的

奖励，实际 2.30 元（这个价格是对“奶八条”的直接呼应）。

尤其是 12 月 1 日起的提价，我们调查农户的平均饲养成

本为 7643 元（饲料 + 防疫 + 人工，不含得病后治病的费

用），年均产奶量 5036 公斤，这样，年产量 5 吨以上的

奶牛（总收入 11500 元）盈利为 3857 元，在正常的牛群

结构下，补偿后备牛的成本后能够使奶户略有盈利。此外，

“奶八条”中的其他内容，如奶牛良种补贴、后备母牛补

贴、对奶牛养殖农户购置牧业机械和挤奶机械给予补贴

等，也都在发挥作用。

（三）完善的技术服务体系是呼市奶业发展迅速走出

谷底的重要支撑

产业整体变暖  增长后劲乏力

——呼和浩特市奶业调研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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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近 10 余年的努力，呼市奶业的技术服务体系初

步形成。收奶、运输都形成体系，专业化服务体系和队

伍健全。奶业产业链上的各环节有序运行。养殖基地采

用人工授精、胚胎移植、性控精液等新技术，加快改良

的步伐和质量。采用生产性能测定，建立奶牛档案，提

高奶牛的管理档次。采用政府补贴的方式，扩大优质牧

草和青贮饲料的种植面积，提高奶牛饲料的营养比例。

采用从村级到市级的冷链建设和防控体系的建设，提高

奶牛疫病的预防密度，达到100%覆盖。采用建设奶牛小区，

牧场园区，扩大养殖规模，实现“统一配种、统一防疫、

统一饲料、统一挤奶、统一管理”的五统一。完善的技

术服务体系，加上各项支撑政策的配合，是呼市奶业迅

速发展走出谷底的十分重要的保障。可以断言，如果没

有比较完备的技术服务体系，仅靠“奶八条”出台后各

项政策的支撑，呼市奶业不可能这么快就实现了复苏。

二、呼市奶业的发展仍然存在着许多急需解决的问题

（一）总的来看，奶价仍然偏低，奶农的盈利不大，“奶

八条”的政策并没有完全到位

根据前面的计算，在目前 2.30 元的价格下，年产奶

量 5 吨的奶牛盈利约 3857 元，可使奶户略有盈利。但在

这一价格下，年产奶量 4 吨的奶牛（总收入 9200 元）盈

利约 1557 元，这就很难弥补后备牛的成本并产生盈利了。

而根据我们调查的数据推算，呼市年产量 5 吨以下的奶

牛约占 50%。这样看来，奶价仍有进一步提高的必要。农

民反映，在奶价较好，养牛有盈利时，就会在精粗饲料

配合、疫病防治等环节上下工夫；而在奶价下跌，养牛

无利可图时，则饲养粗放，后备牛减少，对于得了较严

重疾病的奶牛也会采取宰杀的方式处理。

正是由于奶价依然偏低，宰杀小牛卖血清的现象在

一定程度上依然存在。2007 年 8 月，刚出生小牛的价格

是 4.50 元 / 公斤，当时每头小牛大约 300 元左右。在这

样的价格下，“奶八条”规定每头小母牛补助 500 元是比

较合适的。但目前已经上涨到 8 元 / 公斤，每头小牛要卖

到 700-800 元，这就意味着，对优质后备母牛每头补助

500 元的政策自出台起就已经过时。其他一些政策，比如

冻精补助，并没有导致冻精价格明显下降，政策实惠更

多的让企业得到了。

此外，呼市奶业的复苏可能是多方面原因的结果。

比如，由于 2007 年猪肉价格的持续上涨导致牛肉价格的

上涨。2007 年月到 12 月，呼市牛肉价格从 6.80 元 / 斤上

涨到 13 元 / 斤，在这样的价格下，一头淘汰牛肉和皮可

卖到 5000 元。这也是拉动呼市奶业复苏的重要因素之一。

（二）企业和农户之间的利益连接机制并没有真正形

成，奶户完全处于被动地位，利益得不到保障

从呼市的情况看，企业和农户之间是通过奶站来连

接的。奶价由企业（和政府协商后）制定，通过奶站实施，

农民没有任何发言权。奶站产生于 1998 年，伊利集团

开始建设挤奶站，首创了“分户饲养、集中挤奶、定期

核算、按时付款”的模式。1999 年蒙牛集团成立后，为

了争夺奶源，采取贷款的方式鼓励和支持农民自己建奶

站，由此导致了长达数年的奶站大战。后来，伊利集团

逐渐退出自己经营的奶站。目前，呼市的奶站基本上由

农民个人贷款所建，一个村 2-3 家奶站属于正常现象，

我们调查的村中，最多的达 7 家。据部分农民反映，部

分奶站存在着克扣奶户牛奶的现象，这一现象的发生有

其内在的原因，一是由于奶站和乳业公司之间存在矛盾，

公司经常克扣奶站，奶站反过来又克扣奶户。二是由于

奶站和奶户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以及原奶的标准不统一

所致。

奶站过多，互相争夺奶源，难以和农民之间形成共

同针对企业的利益连接关系；另一方面，奶站过多导致

平均规模过小，不足以形成对企业的制衡力量，奶站在

和企业的博奕中也处于被动地位。有的专业人士甚至说，

企业就是依靠对标准的话语权，对奶站的收益进行调控。

在夏季，达不到标准的次数比较多，几乎每个奶站都出

现过倒奶的情况；而到了冬季，奶源紧张，奶站可以在

两家企业之间寻求高价，造成企业的成本增加，而奶农

并没有从中得到额外的收益；少部分奶站甚至在奶中掺

水和乳清粉等物质，实际上降低了鲜奶的总体质量。从

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奶农、奶站、企业已经成为各自

独立的利益主体，不仅制约着农民收入的进一步提高，

还制约着鲜奶总体质量的提高。如何恰当处理三者之间

的利益关系，已经成为制约呼市奶业进一步发展的关键

因素。

（三）奶牛疫病治疗费用过高，压缩了奶农的利润空

间

目前，呼市奶牛仍然以散养为主，饲养条件差，疫

病比较易发生，奶牛疾病防治就显得尤为重要。调查中

农民反映，奶牛疫病的治疗收费没有固定的收费标准，

兽医人员随便收取，治疗费用普遍偏高。平均每头牛每

年的疫病治疗费用在 400-500 元之间。随着奶牛养殖技

术服务体系的完善，防疫费用已经完全由政府负担，但

疫病治疗仍然由农民自己负担，这是一笔不小的支出。

基层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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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市农村中流行着这样的说法：每个奶牛有四个乳头，

一个乳头的奶用于买饲料，一个乳头的奶用于还银行贷

款，一个乳头的奶给兽医人员，剩余一个乳头的奶才留

给自己。兽医人员的费用就占了奶牛收益的四分之一，

这种说法可能有些夸张，但治疗费用的确过高。造成这

一现象产生的原因，一是奶牛的医疗体制和兽医管理办

法有待改革；二是缺乏一支高素质的兽医队伍；三是奶

牛保险业尚没有起步。

（四）奶牛饲养和管理水平低，制约了呼市奶业的进

一步发展

在调查中发现，小规模奶牛饲养管理粗放，饲料营

养搭配不当，饲料没有定量标准，草以干草为主。相当

一部分农户没有建青贮窖，很少有青储玉米和优质苜蓿

草。这种状况导致了奶牛产奶量和鲜奶质量的下降。据

“奶联社”负责人介绍，当其他条件不变，仅仅改变精

粗饲料的比例，增加青储饲料的比例，奶牛的产量和配

种率都会大幅度上升。经过 1 年（2007 年）的试验，“奶

联社”托管奶牛的平均产量由 4.15 吨上升到 4.8 吨，预

计 2008 年末可达到 5 吨。普通农户饲料的牛每天可产

奶 5-7 公斤，而“奶联社”托管的牛每天可产奶 10 公斤。

可见，即使在我国奶业发展的“核心区”，奶农的饲养水

平仍处在传统技术上，加强对农民的实用技术普及和服

务仍迫在眉睫。

三、几点建议

（一）继续探索和完善龙头企业、奶站与奶农之间的

利益联结机制。1、引导“订单农业”发展，重塑企业和

农户之间的信任关系。企业保证不管什么季节，只要原

奶合格，就敞开收购；奶站保证不在原奶中掺假，不对

奶户进行克扣；奶户保证按照企业的标准和要求饲养

奶牛。2、建立原奶的优质优价制度，可以养殖小区为

单位，也可以奶站为单位，只要原奶为优质奶，奶站

和奶户都能够增加收益，这样就会从利益上诱导奶户

提高养殖技术水平。3、引导农民建立奶业合作经济组

织。目前，《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已经实施，相关配套

政策也正在出台，要以此为契机，引导奶农建立各种

奶业合作社或奶业协会，不仅能够规范奶农的养殖行

为，提高养殖水平，还有利于和奶站结合在一起，规

范奶站的行为，并提高和龙头企业的谈判力度。4、建

立起弹性的原奶价格形成机制，形成乳品供应链上各

个主体合理的利益分配格局。

（二）建立和完善公平交易的市场环境。1、尽快出

台原奶管理条例，建立新的原奶标准，为企业、奶站和

农户之间的交易建立必要的平台。目前的原奶标准制定

于上个世纪 80 年代，很多指标都和当前的实际情况相差

甚大，远不能适应日新月异的奶业发展的要求，必须通

过制定原奶管理条例规范奶牛养殖行为，建立新的原奶

标准例。尽管从全国来看统一的管理条例很难制定，但

呼市乃至整个内蒙古自治区的奶牛养殖从品种到基本技

术比较规范和统一，已经到了可以制定原奶管理条例的

时候了。2、由政府出面建立具有公信力的中介机构，负

责牛奶品质的检测、检验、监督，以及企业、奶站和奶

户之间因原奶质量引起纠纷的调解，为优质优价保驾护

航，促进奶牛业走向健康的轨道。

（三）继续提高奶牛养殖水平。1、加大推进奶牛规

模化养殖的力度，除了继续建设规模化养殖小区外，建

议总结土默特左旗等地发展“奶联社”的经验，引进战

略资本，推广“奶联社”养殖模式，不断提高奶牛养殖

和原奶水平。2、加强对奶农的技术培训工作。开展多种

形式的农民培训及技术讲座，包括疫病防治知识、饲养

管理知识、相关法律等，通过培训，逐步改善农民的饲

养管理方式，提高饲养管理水平。有条件时可带领受训

农民到“奶联社”或先进的养殖小区参观学习，增加感

性认识。3、着力推广青储饲料和优质牧草，在有条件的

小区推广分段饲养、TMR 全混饲喂技术。4、加强动物防

疫体系建设，建立完善的旗（县）、乡镇、村三级动物防

疫体系，旗（县）设立疫病防控中心，乡镇设立畜牧兽

医站，村设立动物防疫员，关键是在机构、人员配齐的

条件下，有比较充足的经费，并保证一定的报酬使村级

防疫员有足够的积极性从事疫病防治工作。

（四）完善奶牛风险金制度，进行奶牛保险试点。一

些地方（如土左旗）已经实行了奶牛风险金制度，风险

金的来源由政府、企业、奶站和奶户共同出资，主要用

于免疫过程中疫苗过敏造成的奶牛死亡、流产的损失补

偿，已经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建议在适当的时机增加政

府和企业出资的比例，缩小农户出资比例甚至逐步取消。

建议在有条件的地方进行奶牛保险试点，可以借鉴风险

金四方出资的经验，但主要由政府和企业出资，采取半

商业保险的形式，奶户出一部分资金购买保险，主要用

于奶牛疫病导致的死亡等损失补偿，以切实减轻农民负

担，提高农民收入。□

（本文为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人大—

利乐”奶业研究中心系列成果之一。孔祥智、张利庠系中

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朱信凯，副教授。）

基层观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