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近一段时间，中国牛肉
市场颇不平静。美国牛肉来
袭，在消费者、经营者、生产者
心里都掀起了不同程度的波
澜，价格、品质、产业冲击等成
为热议话题。美国牛肉14年后
再入华，会给中国市场和肉牛
产业带来什么影响？中国肉牛
产业现状如何？面临什么挑
战？面对激烈市场竞争，该如
何转型升级绿色发展？

美国进口牛肉冲击有限

据国家质检总局公告，中
国此次允许进口的美国牛肉需
满足多重条件，包括月龄、可追
溯养殖记录、不得检出中国法
律法规禁止的非天然产生的兽
药、促生长剂、饲料添加剂和其
他化合物等。再加上各种税及
通关代理等费用，价格优势并
不突出。此外，首批上线开售
的美国牛肉是“冷鲜”而非冷冻
的肉品，必须空运加全程冷链
才能保证。这些因素都造成美
国牛肉质优价更高的现实。

另据业内人士分析，从长
期来看，受运输周期和距离影
响，美国出口中国的牛肉多数
只能以冻肉形式存储，这并不
符合中国人偏爱冷鲜肉的消费
习惯。并且，重新放开美国牛
肉进口，不会贸然提升总进口
规模，因此，美国牛肉造成的竞
争将主要在澳大利亚、巴西等
出口国之间展开。

伴随中国肉牛产业整整走
过20年的从业者，内蒙古科尔

沁牛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李
和认为，放开美国牛肉进口对
中国市场冲击并没有想象中那
么大。“中国牛肉市场经历过好
几个世界级牛肉大国的进口冲
击波，无论澳大利亚还是巴西
牛肉，都没对中国牛肉产业带
来颠覆性影响，美国牛肉的到
来也没那么可怕。”

中国已成为全球牛肉消费
增长最快的地区，也是全球第
二大牛肉进口国。数据显示，
中国人均牛肉消费水平从上世
纪 80年代初只有 0.1～0.2公
斤，增长到了现在的5.5公斤；
2003年牛肉进口总额仅为1500
万美元，到2016年已达到约26
亿美元，进口量达到 57.98万
吨。业内人士普遍认为，中国
牛肉市场增长空间巨大，随着
牛肉消费从少数民族为主转为
全民性消费、从区域性消费转
为全国性消费、从季节性消费
变为全年性消费，未来几年有
望继续保持增长势头。

中国肉牛产业挑战重重

虽然中国肉牛产业并未受
到较大冲击，但是肉牛从业者
还是普遍感觉到了压力。“我国
在肉牛生产体系方面与国外的
差距非常明显，效率太低。”李
和说，“去年我在美国参观了一
个牛场，15万头牛只有28个人
管理，我现在有7个万头牛场，
一个万头牛场需要60个人，而
这已经是国内最领先的了。”

陕西秦宝牧业发展有限公

司定位于中高端牛肉供应，董
事长史文利说：“这些年我们一
直在探讨肉牛养殖效益为什么
低下？最后得出结论，一是缺
乏有效的品质管理体系，二是
缺乏科学化的繁育体系。”

“我国肉牛产业发展起步
晚、底子薄，生产方式总体落
后。”中加肉牛产业合作联盟理
事长王智才谈到，肉牛产业一
直是畜牧业的短板。肉牛在畜
牧业规模化标准养殖中的比例
是最低的，分散养殖仍占有主
导地位，年出栏50头以上的肉
牛场只占总量的 28.5%。与美
国、加拿大等肉牛业发达的国
家相比，无论是产业的集中度、
养殖规模、人均养殖头数、饲料
转化效率、技术应用和管理方
面，中国肉牛产业都存在明显
差距。在美国、加拿大排名前5
的肉牛育肥企业占本国出栏总
量的 25%，围栏育肥场的人均
饲养量为1200头，每公斤增重
饲料干物质消耗为5.5公斤，而
我国相应指标只有0.5%，80头、
7公斤。“这与我国肉牛产业生
产效率低、技术水平低、应用技
术不足有关。”

“ 观 念 上 的 转 变 至 关 重
要。我们不少从业者还是传统
思想，认为养牛嘛，很简单，其
实不然。”中国农业大学肉牛研
究中心主任孟庆翔教授说，“人
才的观念也需要转变。我们大
学培养出来的人才不愿去养牛，
更愿意呆在城市里，这一点跟国
外不一样，国外常常祖祖辈辈几
代人都从事这一个行业，人家培

养的博士硕士都能够在牛场里
干。人才培养也是我们产业转
型中很重要的环节。”

加强合作促进产业转
型升级

当前，中国正深入推进农
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上进
口牛肉的倒逼，双重作用之下，
中国肉牛产业必须加速转型升
级、绿色发展的步伐。发达国
家的肉牛产业多数已经实现了
现代化，观念技术方面遥遥领
先，因此，加强国际间产业合
作，学习国外先进技术经验，快
速提升国际竞争力尤为必要。

史文利谈到，在引入澳大
利亚的肉牛管理及繁育等先进
技术并进行转化后，秦宝牧业
迎来了快速稳健发展阶段。李
和认为，中国亟需建立从饲料、
带犊母牛、育肥牛，到屠宰加
工、牛肉消费的整个肉牛生产
体系，“可以借鉴北美、南美、欧
洲、澳大利亚的模式，总结他们
的经验教训，当然我们不能完
全照搬，具体实施要形成中国
自己的特色。”

一个月前，由中国农业大
学肉牛研究中心与加拿大肉牛
业发展协会联合发起的中国—
加拿大肉牛产业合作联盟在北
京成立，致力于推动两国在肉
牛科研、人才培养、技术交流、
贸易等方面的合作交流。中加
肉牛产业合作联盟常务副理事
长、加拿大肉牛业发展协会主
席GarnerDeobald博士接受采访

时介绍，加拿大肉牛产业有一
些优势：生产方面，如何提高产
量等经验可供中国借鉴；品种
方面，加拿大被认为是全球肉
牛品种方面的佼佼者，可以帮
助中国培育出更多健康肉牛品
种，通过优选品种生产质量更
好、更安全的牛肉；还有牛肉市
场价值评估系统的技术等，可
以帮助中国加快产业转型升
级。

澳大利亚默多克大学肉品
营养学教授 DavidPethick博士
建议，中国肉牛产业应该参考
国际标准，在饲养、分割、销售
等各环节，尽快制订中国自己
的标准。他详细介绍了澳大利
亚肉类品质评价系统 MSA设
立的依据、应用及反馈，认为这
种面向消费者建立的评价机
制，适合中国牛肉市场，有利于
中国肉牛产业的规范发展。

“我国肉牛产业长期以来
是一个封闭的产业，主体是农
民、家庭农场、养殖场，但是反
观国际上的肉牛产业，特别是
美国、加拿大，年饲养和出栏几
万头甚至十几万头的规模化育
肥企业比比皆是，这也是我国
肉牛业需要考虑借鉴的主流发
展模式。”多年科研实践让孟庆
翔感到，加强合作交流非常必
要，“我们不仅要进口牛肉，还
要引进技术、引进智力和人才，
甚至资金，国外企业可以到中
国来发展，我们的企业也可以
借助‘一带一路’平台和机制到
国外去发展，实现产业共赢、产
品互通。” （中国网）

首都食品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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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动态

本报讯 冯文亮 由国家食品安全办
公室指导，中国烹饪协会主办，联合利华
饮食策划承办的“餐饮业质量安全提升工
程示范企业交流会”日前在中国国际展览
中心举行。此次交流会作为本届全国食
品安全宣传周的重要组成部分，落实“十
三五”国家食品安全规划相关要求，全面
提升餐饮业质量安全水平，在会上公布了
首批“餐饮业质量安全提升工程示范企
业”，呷哺呷哺、小南国、外婆家等十家餐
饮企业获此荣誉称号。

此次“餐饮业质量安全提升工程示范
企业”遴选工作从落实餐饮经营主体责任
情况、经营管理提升情况、企业诚信经营

情况与企业品牌文化建设情况四个层面
进行评估，将餐饮企业食品安全管理的落
实以及整个企业甚至供应链上下游各环
节的配合程度作为考察标准，力求以全面
的考察方式保证遴选工作的有效进行。

中国烹饪协会姜俊贤会长表示，“此
次‘示范企业’评选活动，不仅能更好地促
进健康安全餐饮产业建设，引导我国餐饮
产业持续健康发展，培育健康安全餐饮品
牌，还能够发挥品牌餐饮企业典型示范作
用，推动全行业不断提高食品安全水平，
实现诚信经营、依法经营、科学经营，切实
保障公众的饮食安全和实现企业自身的
健康发展。”

本报讯 崔岚 7月5日，主题为
“新机遇、新挑战、新格局——双轮驱
动下的连锁发展”2017东来顺连锁经
营主题年会在昆明召开。此次年会
共有来自全国区域加盟商、代理商近
200位代表参加，中国烹饪协会，中国
商业联合会中华老字号工作委员会，
北京市、区商务委员会，北京市、区民
族事务委员会，北京市烹饪协会等领
导莅临大会并作重要讲话。

会上，中国烹饪协会和北京烹饪
协会领导从品牌、品质、创新等角度，
肯定了东来顺品牌在文化技艺方面的
继承和发扬；同时，坚持品质餐饮定
位，走创新发展之路，再创品牌辉煌。

北京市商务委员会领导从国家、
地方两个层面针对老字号、清真企业
等一些优惠扶持政策进行了详细的
解读和指导。

东来顺集团连锁餐饮管理分公
司经理史蜀莉从市场及规模发展指
标、特许体系建设及运营情况、打造
品牌核心优势等几个方面，向大会作
了题为《新机遇源于内心 行于脚下》
2017年东来顺特许业务运营发展报

告。
东来顺集团常务副总经理周月

明针对本届年会主题作了东来顺双
轮驱动工作报告，从市场角度出发，
较为深入地解读“大餐饮”发展战略，
指明了下一步发展的工作内容和时
间节点。

主题分享环节，来自全国优秀加
盟商代表进行了门店案例分享，与参
会嘉宾一起探讨经营成功之处，介绍
经营亮点举措和先进管理经验。

此次年会还邀请了零点有数集
团餐饮行业总经理、中国饭店协会互
联网餐饮研究院研究中心主任张燕
玲，为参会嘉宾解读了当下新生代消
费群体的特点，并从五个方面给出品
牌升级建议。

最后，东来顺集团党委书记、总
经理周延龙作主旨讲话。他指出：要
正视尴尬，敢于面对目前所处的连锁
发展局面与国际标准连锁企业之间
的差距；要敢于破局，站在品牌发展
高度，通过顶层设计和技术层面，共
谋品牌发展大局；共迎东来顺品牌的
二次创业。

东来顺2017连锁经营
主题年会召开

中国肉牛产业如何中国肉牛产业如何““牛牛””起来起来

■ 行业信息

首批十家餐饮业质量安全
提升工程示范企业在京公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