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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牛!羊肉产品竞争力分析及提升对策

刘 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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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应用比较优势法"产业集中度指数法以及成本收益分析法!多角度测算了甘肃省特色畜产品牛"羊肉的竞争

力#结果表明!目前甘肃省牛"羊养殖依然以小规模散养为主!牛肉生产并不具有规模优势!而羊肉生产的规模优

势微弱$从产量优势看!牛"羊肉生产均具有较强的比较优势$在规模优势和产量优势共同作用下!甘肃省牛肉的

综合比较优势日益凸显!羊肉的综合比较优势则稳步提升#

!774

年牛肉生产区域集中度为
53'"8!9:

!具有较

强的市场控制力!而羊肉生产的区域优势较弱!仅为
;4'"#43:

$从区域分布上看!牛"羊肉生产的优势区域呈现

出不断向河西走廊和少数民族地区集聚的趋势#甘肃省牛"羊肉无论是销售价格还是生产成本较全国平均水平

和西部畜牧大省均具有较强的竞争优势#最后!提出了进一步提升牛"羊肉产品竞争力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畜产品$竞争力$比较优势法$产业集中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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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食畜牧业既是甘肃省的传统产业!又是未来

农村经济发展的优势产业之一!草产业&畜牧业被确

立为甘肃省实施西部大开发的优势产业和支柱产

业'各市#县%也把草产业发展作为优化农业结构和

促进农民增收的重要突破口和关键措施!并从征地&

用水&税收&信贷等方面为草产业开发创造良好的政

策环境(

#

)

'农业部*优势农产品区域布局规划

#

!774

!

!7#5

年%+将甘肃省纳入肉牛&肉羊主产区

扶持范围!从构建良种繁育体系!建设标准化生产示

范基地&青贮窖及其相关设施建设!推行秸秆饲用技

术和充分发挥龙头企业的带动作用!完善加工流通

市场体系!提高牛&羊产业化水平等方面给予重点支

持!为甘肃省草食畜牧业发展确定了明确的方向和

发展目标(

!

)

'甘肃省编制了*甘肃省草食畜牧业发

展规划#

!7746!7#!

年%+旨在,利用二年打基础!五

年初见成效!初步实现以草食畜牧业为主体的牧业

强省建设目标-'

!77"

年!甘肃省整合了
#'5

亿元

草食畜牧业发展专项资金!为促进草食畜牧业发展

提供了坚实的资金支持'这些为甘肃省特色畜产品

培育&壮大提供了宽松的外部环境'然而!以牛&羊

肉为主的特色畜产品是否具有较强的竞争力!甘肃

省各市#州%牛&羊肉产品生产的比较优势状况如何!

这些问题目前还停留在宏观的定性研究方面!而缺

乏系统&全方位的定量测算和分析'

本研究借助综合比较优势理论和产业区域集中

度以及成本收益理论!全方位测算了甘肃省牛&羊肉

产品竞争力!分析了影响竞争力提升的主要制约因

素!进而提出了如何提升其竞争力的政策建议'

!

!

畜产品竞争力测评方法

!'!

综合比较优势指数法
!

综合比较优势指数

法(

8

)是在分别计算规模优势指数和产量优势指数的

基础上!对两者进行几何平均以综合反映某种畜产

品在该区域的比较优势的一种方法'该方法既可用

于一个国家#或地区%范围内不同畜产品之间比较优

势的测定分析!也适用于同种畜产品在不同国家#或

地区%之间的比较优势的测定分析'

!'!'!

规模优势指数
!

规模优势指数用某地区某畜

禽存栏数占该区域所有畜禽存栏数的比值与上一层

区域同一比值的比率来表示'规模优势指数反映一

个地区某畜产品的生产规模和专业化程度!它是资

源禀赋&物质和劳动投入能力&市场需求&产业结构&

制度&政策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计算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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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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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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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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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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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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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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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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禽存栏量$

#

%

为高一级区域
%

种畜禽存栏量$

#

为高

一级区域所有畜禽存栏量'

!'!'"

产量优势指数
!

产量反映区域内畜群群体生

产发展和个体生产能力的状况!是地区农业生产条

件&资源优势&管理水平的综合体现'用某区域某畜

产品量占全部畜产品产量的比值与高一级评价区域

同一比值的比率来表示!其计算公式为.

!"&

$

%

>

&

$

%

"

&

$

&

%

"

&

$ #

!

%

式中!

!"&

$

%

为
$

地区
%

畜产品的产量优势指数!

&

$

%

为
$

地区
%

畜产品产量$

&

$

为
$

地区所有畜产品产

量$

&

%

为指定的高一级区域的
%

畜产品产量$

&

为

指定的高一级区域所有畜产品总量'

!'!'#

综合优势指数
!

区域畜产品的比较优势是资

源禀赋&社会经济及区位条件&科学技术&养殖模式

以及市场需求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是规模优势

指数与产量优势指数的综合反映'综合优势指数

#

*++

A

J

%能够更全面地反映一个地区某种畜产品生

产的优势度'综合优势指数采用规模优势指数和产

量优势指数的几何平均数来表示!其计算公式为.

!""

$

%

>

#

!"#

$

%

K!"&

$

%

%

#

"

!

'

#

8

%

在式#

#

%

#

#

8

%中!若
!"#

$

%

#

#

#或
!""

$

%

#

#

!或

!"&

$

%

#

#

%!表明
$

地区
%

种畜产品具有竞争力!其

值越大!优势越明显'相反!如果
!"#

$

%

$

#

#或

!""

$

%

$

#

!或
!"&

$

%

$

#

%则说明
$

区域
%

种畜产品

在国内处于比较劣势!不适宜在
$

区域发展
%

种畜

产品生产'

!'"

区域集中度
!

产业集中度是描述产业市场结

构性状及其市场控制力的概念!它反映某一产业市

场卖者或买者的规模结构'衡量市场集中度的指标

有产业集中度#

-*

D

%&赫芬达尔
6

赫希曼指数

#

LL1

%&熵指数#

21

%&基尼系数#

MADAF%GNNAFAGDO

%

等(

;=5

)

'

其中!

-*

D

因其简单易行而广泛应用于实证研

究'

-*

D

是指规模最大的前几位企业的有关数值
'

#销售额&增加值&职工人数&资产额等%占整个市场

或行业的份额'计算公式如下.

(!

)

>

%

)

$

'

$

"

%

*

$

'

$

$ #

;

%

式中!

(!

)

为某一产业中前
)

家最大企业的区域集

中度$

'

$

为某一产业中第
$

位企业的产值&产量&销

售额&销售量&职工人数或资产总额等数值$

)

为某

一产业内在某一方面排名前几位的企业数$

*

为某

一产业内的企业总数$

(!

)

值在
7

#

#

!越接近于
#

!

说明市场垄断程度越高$越接近于
7

!说明越接近于

完全竞争市场'

)

的取值决定于计算需要!通常取

)>;

或
)>4

!这时!产业内前
;

位和前
4

位的集中

度指标分别为
(!

;

和
(!

4

'王聪和宋慧英(

9

)参照

P@AD

对不同垄断竞争程度产业的市场结构所划分

的产业内前
;

位产业集中度标准#表
#

%!对我国证

券市场集中度进行了研究'

表
!

!

产业内前
$

位的区域集中度#

%&

$

$评判标准

'()*+!

!

,-.

/

0+1232(1.(4.5671.-3247(*8518+124(2751

.+

/

4++7129+6743265-4

#

%&

$

$

标准值

0O@DH@QHR@&BG

判别类型

SAIOADFOA%DO

CT

G

#

35:

极高寡占型

2UOQG?G&

C

VA

E

V%&A

E

@QFVO

CT

G

95:

#

35:

高集中寡占型

LA

E

VF%DFGDOQ@OGH%&A

E

%

T

%&

C

O

CT

G

57:

#

95:

中#上%集中寡占型

WAHH&G

#

@X%RG

%

F%DFGDOQ@OGH%&A

E

%

T

%&

C

O

CT

G

85:

#

57:

中#下%集中寡占型

WAHH&G

#

BDHGQ

%

F%DFGDOQ@OGH%&A

E

%

T

%&

C

O

CT

G

87:

#

85:

低集中寡占型

/%YF%DFGDOQ@OGH%&A

E

%

T

%&

C

O

CT

G

$

87:

原子型#竞争型%

+O%?O

CT

G

#

F%?

T

GOAOARG

%

!'#

成本收益理论
!

成本#

,-

%即经济活动主体

购买的生产要素的货币支出!既包括从要素市场上

购买的显性成本!也包括经济活动主体自身所拥有

的且被用于生产过程的各类要素的总价格'简言

之!收益#

,*

%就是经济活动主体的销售收入!即按

一定价格出售一定量产出时所获得的全部收入'利

润#

,

$

%即收益与成本之间的差额'

+

!

>+!6+('

#

5

%

显然!每一个经济活动主体其从事某项活动归

根结底为了利润最大化'

"

!

甘肃省牛!羊肉产品竞争力测算与分析

以甘肃省特色畜产品牛&羊肉为研究对象!以全

国平均水平为基准!根据公式#

#

%

#

#

8

%测算了牛&羊

肉历年规模优势&产量优势以及综合比较优势!并与

全国其他畜牧大省进行横向比较!反映甘肃省特色

畜产品总体竞争力状况$鉴于数据资料的可获得性!

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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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选取甘肃省牛&羊肉产量前
;

位的区域进行

测算产业集中度即
-*

;

!并参考集中度评判标准!分

析牛&羊肉产品生产向优势区域集中的程度和市场

控制力$运用成本收益理论!从微观角度出发!测算

出牛&羊肉投入产出状况!进而分析影响经济竞争力

提升的主要制约因素'测算过程中所涉及的数据均

根据历年*甘肃年鉴+和*中国畜牧业年鉴+整理得

到'

"'!

甘肃省牛"羊肉产品综合比较优势显著

且稳步提升!但与全国畜牧大省相比差距依

旧明显
!

从规模优势指数看!甘肃省牛肉生产并

不具有规模优势!而羊肉生产仅仅具有微弱的优势!

反映出目前甘肃省牛&羊养殖依然以散养为主!而专

业化&大规模的养殖依然不多#表
!

%'从产量优势

指数看!甘肃省牛&羊肉生产都具有较强的比较优

势!尤其是羊肉!而且!牛&羊肉产量优势呈现不断提

升的趋势'在规模优势和产量优势共同作用下!甘

肃省牛肉自
!77!

年以来!综合比较优势日趋凸显!

而羊肉的综合比较优势则稳步提升'

!774

年甘肃省羊肉劳均生产量是全国平均水

平的
#'53

倍!排在全国第
3

位#表
8

%'牛肉劳均

生产量低于全国水平!位于第
#;

位'尽管在全国

范围内甘肃省牛&羊肉劳均生产量排位居中上!畜

产品劳动生产率相对较高'但是!与我国西部重

要畜牧业省份相比!差距较大!仅高于广西和四

川!而与内蒙古&新疆&青海的差距十分巨大!

!774

年甘肃省牛肉&羊肉劳均生产量仅分别为内蒙古&

新疆 和 青 海 的
!;'45:

&

!!'7":

和
88'!!:

!

#8'#!:

&

#9'!7:

和
!4'"":

!究其原因!很大程

度上归因于目前传统的小规模散养方式!散养比

例超过
97:

!致使单产水平低!经济效益不高!既

难以满足市场需求!也无法确保畜产品安全!又增

加了防疫工作的难度'

"'"

甘肃省牛"羊肉产品生产的优势区域日

趋凸显
!

从甘肃省牛&羊肉产品生产的区域集中

度变化状况#表
;

&表
5

%不难看出!甘肃省牛&羊肉产

品区域集中度基本属于中#上%集中寡占型!生产的

区域优势显著'甘肃省牛肉生产的区域集中度较羊

肉处于相对较高的水平'

!77#

年牛肉生产的区域集中度为
59'#7;9:

!

主要集中在平凉&甘南&庆阳和武威!

!774

年牛肉生

产的区域集中度略有上升!达到
53'"8!9:

'从区

域布局看!平凉和甘南历来是甘肃省牛肉产品的主

产区'经过多年的发展!到
!774

年!张掖&武威两市

取代庆阳和临夏!与平凉和甘南一起构成甘肃省牛

肉产品的主要生产基地'

!77#

年甘肃省羊肉的主要产地为张掖&临夏&

庆阳和甘南!总产量占全省羊肉总量的
57'5";7:

!

而到
!774

年!羊肉产品主要集中在白银&武威&酒泉

和张掖!羊肉生产的区域集中度为
;4'"#43:

!尽管

较
!77#

年有所下降!但羊肉生产的优势区域逐步向

河西走廊优势区集聚的态势明显(

3

)

'

表
"

!

甘肃省牛!羊肉产品综合比较优势指数

'()*+"

!

'9+850

:

4+9+137;+850

:

(4(27;+(.;(12(

/

+56)++6(1.0-225171<(13-

:

45;718+

年份

ZG@Q

规模优势
0F@&G@HR@DO@

E

G

牛肉
PGGN

羊肉
WBOO%D

产量优势
ZAG&H@HR@DO@

E

G

牛肉
PGGN

羊肉
WBOO%D

综合优势
-%?

T

QGVGDIARG@HR@DO@

E

G

牛肉
PGGN

羊肉
WBOO%D

!777 7'3#94 #'#8#; #'835# !'59!5 7'""!4 #'37!3

!77# 7'3!#7 #'#!9! #'837# !';535 7'""8" #'9989

!77! 7'3;;4 #'#775 #';#89 !'58!; #'7!9# #'99";

!778 7'35!3 #'#877 #'8"9; !';"3; #'7!5! #'93""

!77; 7'398! #'#9!9 #';9"3 !'58!! #'75"# #'3#53

!775 7'39"4 #'#3;5 #'58#8 !'5355 #'7453 #'38"!

!779 7'3483 #'#;78 #'9798 !'55#8 #'#!!7 #'3753

!773 7'34"# #'#3;3 #'3547 !'4;53 #'#334 #'4!4;

!774 7'3"3! #'#!5" #'3!!! !'"9;; #'#3#3 #'4!9"

注.表中数据根据历年*甘肃年鉴+统计数据整理计算得到'下表同'

(%OG

.

S@O@ADOVGO@X&GYGQG%XO@ADGHX

C

F@&FB&@OA%D@FF%QHAD

E

O%IO@OAIOAF@&H@O@%NF@&GDH@Q

C

G@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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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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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表
#

!

"==>

年典型畜牧大省牛!羊肉劳均生产量及排序比较

'()*+#

!

'9+

:

45.-82751

?

-(1272

@

56

:

+48(

:

72()++6(1.0-22517129+2

@:

78(*70

:

542(129-3)(1.4

@:

45;718+371"==>

指标

1DHGU

内蒙古

1DDGQW%D

E

%&A@

广西

MB@D

E

UA

四川

0AFVB@D

甘肃

M@DIB

青海

[AD

E

V@A

新疆

\AD

J

A@D

E

全国

(@OA%D@&

羊肉"
]

E

/人6#

WBOO%D

"

]

E

/

T

GQI%D

6#

#5"'8 #'" ## !7'" 3!'# #!"'7 #8'8

在全国排序
Q̂HGQAD-VAD@ # !" #; 3 ; ! 6

牛肉"
]

E

/人6#

PGGN

"

]

E

/

T

GQI%D

6#

47'" 4'! #8'# !7'# 97'5 "#'7 !#'5

在全国排序
Q̂HGQAD-VAD@ ; !8 #3 #; 5 ! 6

表
$

!

甘肃省牛肉产品生产的区域集中度变化状况

'()*+$

!

A(47(275135671.-3247(*8518+124(2751.+

/

4++56)++671<(13-

:

45;718+

年份

ZG@Q

牛肉产业集中度
PGGNADHBIOQA@&F%DFGDOQ@OA%D

"

:

张掖市

_V@D

EC

G

武威市

B̀YGA

平凉市

)AD

E

&A@D

E

甘南州

M@DD@D

庆阳市

[AD

EC

@D

E

临夏州

/ADUA@

-*

;

评价结果

2R@&B@OA%D

QGIB&O

!77# 6 "'59;! #9'8#44 #"'73;4 ##'#;94 6 59'#7;9

!77! 6 #7'44#3 #3';;4# #5'79!; 6 #!'!;5" 55'984!

!778 6 ##';;48 #3'549! #5'7";; 6 #!'!453 59';#;9

!77; 6 ##'9;#" #4'#!!8 #8'3"95 #!'8338 6 55'"847

!775 6 6 #4'!854 #8'3"48 ##'493# ##'!!98 55'#!3;

!779 6 6 #4'#349 #8'55;3 ##'8443 ##'#;;5 5;'!995

!773 6 6 !7'3;9" #;';;75 #8'#!49 #!'#8;" 97';574

!774 ##'77!# #7'4!"8 !#'79;8 #5'789" 6 6 53'"8!9

中#上%集中寡

占型

WAHH&G

#

@X%RG

%

F%DFGDOQ@OGH

%&A

E

%

T

%&

C

O

CT

G

表
B

!

甘肃省羊肉产品生产的区域集中度变化状况

'()*+B

!

A(47(275135671.-3247(*8518+124(2751.+

/

4++560-225171<(13-

:

45;718+

年份

ZG@Q

羊肉产业集中度
WBOO%DADHBIOQA@&F%DFGDOQ@OA%D

"

:

白银市

P@A

C

AD

武威市

B̀YGA

酒泉市

aAB

b

B@D

张掖市

_V@D

EC

G

临夏州

/ADUA@

庆阳市

[AD

EC

@D

E

甘南州

M@DD@D

-*

;

评价结果

2R@&B@OA%D

QGIB&O

!77# 6 6 6 #;'##8; #7'"5;5 #8'"733 ##'9#4; 57'5";7

!77! 6 6 #!'33!; #;'7;!4 #!';5"5 #8'#93; 6 5!';;!7

!778 6 6 #5'7#3; #;'793; #!'!387 #8'7775 6 5;'8548

!77; 6 6 #5'5### #8'938! #!'##33 ##'3#5" 6 58'7#3"

!775 6 #!'7939 #5'5"33 #8'8;9# #!'!757 6 6 58'!#98

!779 6 #!';7"5 #5'4555 #8'!87! #!'5";3 6 6 5;'74"4

!773 6 #!'5499 #3'#458 #8'""#8 #8'3!93 6 6 53';4""

!774 #7'745; #7'""78 #9'937" ##'#3!# 6 6 6 ;4'"#43

中#下%集中寡

占型

WAHH&G

#

BDHGQ

%

F%DFGDOQ@OGH

%&A

E

%

T

%&

C

O

CT

G

"'#

甘肃省牛"羊肉产品价格和生产成本均

具有较强的竞争力
!

从畜产品价格来看!

!774

年甘肃省牛肉&羊肉价格分别为
87'#7

和
!3'49

元/

]

E

6#

!售价较全国均价分别低
8'#;

和
;'97

元/

]

E

6#

#表
9

%'牛肉售价区域相差不大!最高为

广西省的
8;';5

元/

]

E

6#

!最低为青海省的
!4'45

元/

]

E

6#

!甘肃省在所涉及的
9

个省份中位于第
;

位'与其他畜牧大省相比!羊肉销售价格和内蒙古

基本持平!高于青海
!'3!

元/

]

E

6#

!而分别低于广

西&四川和新疆
4';8

&

;'37

和
8'54

元/

]

E

6#

'由此

可见!从单位产品销售价格上看!甘肃省牛&羊肉较

全国和其他畜牧大省具有较强的价格优势'

443#



##

"

!7#!

草
!

业
!

科
!

学 #第
!"

卷
##

期%

!!

从畜产品生产过程中所投入的显性成本看!上

述
9

省中!只有内蒙古各类饲料总成本为
#;'#;

元/

]

E

6#

!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5'!;

元/

]

E

6#

%!其

余
5

省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甘肃省各类饲料单位

质量总成本为
#5'5#

元/

]

E

6#

!基本与全国平均水

平持平!较广西&四川&青海和新疆
;

省!分别低

7'45

&

7';3

&

#'!7

和
#'#5

元/

]

E

6#

'可见!甘肃省

单位质量饲料总成本较全国畜牧大省同样呈现出较

强的优势'

表
C

!

"==>

年全国畜牧大省牛!羊肉价格与饲料价格对比 元/

]

E

6#

'()*+C

!

D478+;(47(2751560-2251

%

)++6(1.65..+47129+1(2751(*70

:

542(129-3)(1.4

@:

45;718+371"==>

!!

-(Z

/

]

E

6#

地区

*G

E

A%D

羊肉

WBOO%D

牛肉

PGGN

玉米

-%QD

豆粕

0%

C

XG@D?G@&

小麦麸

V̀G@OXQ@D

进口鱼粉

1?

T

%QOGHNAIV?G@&

全国均价
(@OA%D@&@RGQ@

E

G

T

QAFG 8!';9 88'!; #'99 8'34 #'5! 4'!4

内蒙古
1DDGQW%D

E

%&A@ !3'48 !"'!# #'97 8'49 #'57 3'#4

广西
MB@D

E

UA 89'!" 8;';5 #'49 8'"; #'4! 4'3;

四川
0AFVB@D 8!'59 8#';# #'34 ;'!" #'98 4'!4

甘肃
M@DIB !3'49 87'#7 #'55 ;'#7 #'89 4'57

青海
[AD

E

V@A !5'#; !4'45 #'4; ;'87 #'53 "'77

新疆
\AD

J

A@D

E

8#';; 8#';8 #';" ;'75 #'5" "'58

#

!

政策建议

#'!

加快畜牧业发展方式的转变!实现牛"羊

肉生产由散养向规模化"集约化养殖转变
!

尽管甘肃省牛&羊肉产品具有较强的综合比较优势!

但是牛肉生产不存在规模优势!而羊肉的规模优势

也比较低!反映出目前甘肃省牛&羊养殖依然以散养

为主!而专业化&大规模的养殖依然不多'因此!应

发挥政策导向作用!引导农牧民改变当前的,家家养

畜-的分散经营状况!努力实现规模化&集约化养殖!

提高整体竞争力(

3

)

'

#'"

加快农业结构调整!将畜牧业置于促进

农业发展的突出地位
!

一方面!在传统牧区!将

畜牧业发展同当地草原承载力紧密结合起来!实现

,以草定畜-促进当地经济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另

一方面!农区和农牧交错区#甘肃中部和西部地区%

加强农业结构调整!加快农作物秸秆饲料化利用!发

展舍饲畜牧业!实现种植业和畜牧业的有机结合!使

农区成为甘肃畜牧业发展的另一主战场(

4="

)

'

#'#

促进牛"羊肉生产的合作组织发展!提高

组织化程度!增强市场竞争力
!

甘肃省牛&羊肉

产品无论在价格还是投入成本方面均具有较强的竞

争力!但是分散的生产经营状况致使农牧民在日益

区域化&全球化的市场进程中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

弱小'因此!努力建立农牧民自己的合作组织!将分

散的农牧民有效的联合起来!形成,农户
6

企业-稳

定利益联盟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

#

)

!

韩天虎!王汝富!王俊梅
'

甘肃发展草产业优势分析及

对策(

a

)

'

草业科学!

!775

!

!!

#

5

%.

99=37'

(

!

)

!

农业部
'

全国优势农产品区域布局规划#

!7746!7#5

年%(

2P

"

/̂

)

'

(

!7##=#7=87

)

'VOO

T

.""

DGYI'B44'FD

"

cU

"

IVA

T

ADcAUBD

0

?A?A@D&GA

"

39#797'VO?

(

8

)

!

李瑾!秦向阳
'

基于比较优势理论的我国畜牧业区域结

构调控研究(

a

)

'

农业现代化研究!

!77"

!

87

#

#

%.

9=#7'

(

;

)

!

黎丽!邵云飞
'

产业集群集中度测量研究111以成都装

备制造业为例(

a

)

'

科技进步与对策!

!7#7

!

!3

#

4

%.

4;=43'

(

5

)

!

高宇列!沈月琴!黄坚钦!等
'

中国山核桃产业成长阶段

分析(

a

)

'

北京林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7#7

!

"

#

!

%.

#89=#;7'

(

9

)

!

王聪!宋慧英
'

我国证券市场集中度研究(

a

)

'

金融市

场!

!7#7

#

4

%.

93=37'

(

3

)

!

侯扶琴!袁航!侯扶江
'

动物生产的地境适应性(

a

)

'

草

业科学!

!7#7

!

!3

#

5

%.

##!=##9'

(

4

)

!

谢文章!孙义
'

陇东黄土高原草地农业资源利用现状分

析111以甘肃环县为例(

a

)

'

草业科学!

!7##

!

!4

#

!

%.

88#=888'

(

"

)

!

苏加义!赵红梅
'

加速发展社会主义现代化草原畜牧业

(

a

)

'

草业科学!

!779

!

!8

#

##

%.

48=43'

"43#



)*+,+-./,.*+/0-12(-2

#

$%&'!"

!

(%'##

%

##

"

!7#!

E1(*

@

37351850

:

+2727;+

:

5F+4(1.4(73+85-12+40+(3-4+356)++6(1.

0-2251

:

45.-82371<(13-D45;718+

/1.Z%D

E

#

!

-L2([A@D

E

=

b

A@D

E

!

!

Z2SG=?AD

E

!

#

#'M@DIB)Q%RADFA@&0FA=OGFV1DN%Q?@OA%D1DIOAOBOG

!

/@DcV%B387777

!

-VAD@

$

!'-%&&G

E

G%N2F%D%?

C

@DHW@D@

E

G?GDO

!

M@DIB+

E

QAFB&OBQ@&.DARGQIAO

C

!

/@DcV%B387737

!

-VAD@

%

E)324(82

.

P@IGH%DF%?

T

@Q@OARG@HR@DO@

E

G ?GOV%HI

!

ADHBIOQA@&F%DFGDOQ@OA%DHG

E

QGG@DHF%IO=QGRGDBG

?GOV%HI

!

OVGF%?

T

GOAOARG

T

%YGQI%N&ARGIO%F]

T

Q%HBFOIADF&BHAD

E

?BOO%D@DHXGGNYGQGF@&FB&@OGHADM@DIB

T

Q%RADFG',VGQGIB&OIV%YGHOV@OOVGXGGNV@HD%@HR@DO@

E

G%NIF@&G@DH?BOO%DV@H@&AOO&G

!

XBOOVGQGY@I

%XRA%BI@HR@DO@

E

G%N%BO

T

BON%QX%OVXGGN@DH?BOO%D'.DHGQOVGF%?XADGH@FOA%D%N@HR@DO@

E

GI%NIF@&G

@DH%BO

T

BO

!

OVGF%?

T

QGVGDIARGF%?

T

@Q@OARG@HR@DO@

E

G%NXGGNY@IXGF%?AD

E

?BFV?%QGQG?@Q]@X&G@DH

OVG?BOO%D@HR@DO@

E

GA?

T

Q%RGHIOG@HA&

C

',VGR@&BG%NADHBIOQA@&F%DFGDOQ@OA%DHG

E

QGG%NXGGN Y@I

53'"8!9:AD!774

!

XBO%D&

C

;4'"#43:N%Q?BOO%D'1OF%B&HXGF%DF&BHGHOV@OOVGQG

E

A%D@&@HR@DO@

E

G

Y@IYG@]N%Q?BOO%D@DHQG?@Q]@X&GN%QXGGN'1D@HHAOA%D

!

OVG@HR@DO@

E

G@QG@I

!

YVGQGXGGN@DH?BOO%D

YGQG

T

Q%HBFGH

!

YGQG@

EE

&%?GQ@OAD

E

O%Y@QHIOVGLGUAQG

E

A%D@DH@QG@IADV@XAOGHX

C

OVG?AD%QAO

C

D@OA%D@&A=

OAGI'P%OVIG&&AD

ET

QAFGI@DH

T

Q%HBFOA%DF%IOI%NXGGN@DH?BOO%DADM@DIBV@RGIOQ%D

E

F%?

T

GOAOARG@HR@DO@=

E

GIF%?

T

@QGHYAOV&GRG&I%NOVGD@OA%D@&@RGQ@

E

G@DHOVG?@

J

%QYGIOGQD@DA?@&VBIX@DHQ

CT

Q%RADFGI'dAD@&=

&

C

!

I%?GF%BDOGQ?G@IBQGI@DHIB

EE

GIOA%DI@QG

T

BON%QY@QHAD%QHGQO%Q@AIGOVGF%?

T

@Q@OARG@HR@DO@

E

GI%N

HAIOADFOARG&ARGIO%F]

T

Q%HBFOI'

G+

@

F54.3

.

&ARGIO%F]

T

Q%HBFO

$

F%?

T

GOAOARG

T

%YGQ

$

F%?

T

@Q@OARG@HR@DO@

E

G?GOV%H

$

ADHBIOQA@&F%DFGDOQ@OA%D

HG

E

QGG

-%QQGI

T

%DHAD

E

@BOV%Q

.

Z2SG=?AD

E!

2=?@A&

.

C

GHG?AD

E"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B'GHB'FD

"=!"

年
!=

月国内市场主要畜产品与饲料价格分析

猪肉批发价格西部分别高于东&中部
7'3:

&

8'5:

$牛肉批发价格中部分别高于东&西部
8'8:

&

!'8:

$羊肉批发价格东部分别高于中&西部
#'#:

&

8';:

$鸡肉批发价格西部分别高于东&中部
#5'9:

&

4'!:

$鸡蛋批发价格西部分别高于东&中部
4'5:

&

7'3:

'进入
#7

月份!猪肉和鸡蛋批发价格环比分

别下降
7';:

和
;'!:

$牛肉&羊肉和鸡肉批发价格环比分别上涨
8'8:

&

!'4:

和
##'#:

'

玉米价格西部分别高于东&中部
##';:

&

##'9:

$大豆价格西部分别高于东&中部
8'#:

&

3'5:

$豆

粕价格西部分别高于东&中部
4'7:

&

;'#:

$棉粕价格东部分别高于中&西部
#7'4:

&

#4'9:

'玉米&豆

粕和棉粕批发价格环比分别下降
;'7:

&

4'8:

和
#'5:

!而大豆批发价格环比上涨
8'9:

'

!

表
!

!

!=

月国内市场主要畜产品批发价格
!!

元/

]

E

6#

畜产品
东部

地区

中部

地区

西部

地区
平均

猪肉
#"'5; #"'7# #"'94 #"';#

牛肉
;!'74 ;8';9 ;!'57 ;!'94

羊肉
;4'!5 ;3'38 ;9'93 ;3'55

鸡肉
#;'53 #5'59 #9'4; #5'99

鸡蛋
4'9# "'!4 "'8;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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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国内市场主要饲料价格
!!!

元/

O

6#

饲料
东部

地区

中部

地区

西部

地区
平均

玉米
!;74 !;7; !948 !;""

大豆
;"5# ;357 5#79 ;"89

豆粕
;7;5 ;#"" ;837 ;!75

棉粕
!4!9 !557 !848 !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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