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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牛肉羊质量安全推进计划(2003 年-2007 年) 

 

 

质量安全现状 

 

 

(一) 基本情况 

 

 

1． 我国肉牛肉羊生产优势区域资源优势显著 

 

 

我国的肉牛肉羊生产优势区域主要包括中原肉牛带和东北肉牛带及中原肉羊优势

区域、内蒙古中东部及河北北部肉羊优势区域、西北肉羊优势生产区域、西南肉

羊优势区域。肉牛肉羊生产优势区域生产资源优势明显。中原肉牛优势区域拥有

我国 4 大著名地方良种黄牛(秦川牛、南阳牛、鲁西牛、晋南牛)，肉牛生产水平

高；东北肉牛优势区域主产玉米和大豆，为养牛业提供了丰富的饲料资源，肉牛

屠宰体重或胴体重一般高于其他地带，拥有较多的地方良种牛资源。中原肉羊优

势区域是我国肉羊的主产区，拥有全国 1／3的羊存栏量，羊肉产量占全国近 2／5。

内蒙古区域的绵羊个体较大，产肉性能好，并出现了一些有影响的畜产品加工龙

头企业。 

 

 

2. 肉牛肉羊产业带牛羊肉产量比重大幅度提高 

 

 

到 2001 年，内蒙古、甘肃、新疆、青海、西藏五大牧区牛肉产量占全国的比重从

1980 年的 44％下降到 23％；羊肉产量所占比重由 49％下降到 33％。同期河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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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河北、安徽四省牛肉产量由全国的 9．7％上升到 47．3％，羊肉产量由全

国的 20％上升到 33．7％；东北三省牛肉产量比重由 11％上升到 15．7％。 

 

 

(二) 主要问题 

 

 

1． 肉牛肉羊良种化程度低下 

 

 

目前我国肉牛、肉羊的良种覆盖率分别仅为 30％和 55％，肉牛平均胴体重 133 千

克左右，仅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 66％；每头存栏肉牛年产肉量仅相当于美国的

1／3，甚至低于墨西哥、阿根廷和巴西等发展中国家。我国羊胴体重只有世界平

均水平的 79％，是澳大利亚的 55％。此外，高档牛羊肉生产能力不足，我国高档

牛羊肉的比重不足 5％。 

 

 

2． 质量安全问题突出 

 

 

目前我国是仅次于美国、巴西的第三大牛肉生产国，是第一大羊肉生产国。2001

年全国牛肉产量 549 万吨，占世界牛肉总产量的 9％；羊肉产量 293 万吨，占世界

羊肉总产量的 24％。目前，我国肉牛肉羊生产成本及价格优势显著，出口潜力大。

肉牛肉羊生产成本一般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 50％左右，牛羊肉出口价格仅相当于

世界平均水平的 60％左右，周边国家及地区是牛羊肉的主要进口国和地区。 

 

 

3． 标准化生产水平低下 

 

 

我国的肉牛优势区域，尚未建立从肉牛繁育、饲养到屠宰、加工与销售的一整套

标准化生产体系，肉羊优势区域也存在类似的问题，严重削弱了我国牛羊肉的出

口竞争力。 

 

 

质量安全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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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确定的 2 个肉牛优势生产区域和 4 个肉羊优势生产区域良种覆盖率分别达到

70％与 85％以上，到 2007 年，优质牛肉、羊肉生产比重达到 20％，监督检查普

查率达到 85％，兽药、农药、有毒重金属、添加剂等安全指标达到无公害食品要

求。到 2007 年，共建设肉牛标准化养殖示范区(基地)60 个，其中中原肉牛优势区

域建设 37 个，东北肉牛优势区域建设 23 个。基地建设分年度实施，2003 年--2006

年每年新建标准化养殖示范区(基地)13 个，2007 年新建 8个，列入优势区域重点

发展的基地县，牛的存栏量在 8万头以上。到 2007 年，共建设肉羊标准化养殖示

范区(基地)60 个，其中中原肉羊优势区域建设 20 个，内蒙古中东部及河北北部建

设 10 个，西北地区建设 15 个，西南地区 15 个。列入优势区域重点发展的基地县，

羊的存栏量在 20 万头以上。 

 

 

推进措施 

 

 

(一) 加快标准的制定修订工作 

 

 

为了规范生产，保证质量，在优势肉牛、肉羊产业区应加强标准制定与实施的力

度。一是要制定无公害肉牛肉羊产品质量评价认证等标准；二是要修订标准，包

括南阳牛、三河牛等品种标准。 

 

 

(二) 加强标准化养殖示范区(基地)建设 

 

 

大力推广无公害牛肉系列标准、无公害羊肉系列标准。到 2007 年，在肉牛、肉羊

优势区域内建设肉牛标准化养殖示范区(基地)60 个，其中中原肉牛优势区域建设

37 个，东北肉牛优势区域建设 23 个；共建设肉羊标准化养殖示范区(基地)60 个，

其中中原肉羊优势区域建设 20 个，内蒙古中东部及河北北部建设 10 个，西北地

区建设 15 个，西南地区 15 个。 

 

 

(三) 建立和完善检验检测体系 

 3



 

 

检验检测体系建设应积极围绕促进优势产区标准化生产和与国际检验检测体系接

轨的要求进行建设。按照农业部《全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检验检测体系建设规划》

的要求，分部、省、地(县)三个层次进行建设。 

 

 

检验检测体系建设总数应按照农业部统一规划实施，在中原和东北 2 个肉牛优势

生产区域的 8 个省和中原、内蒙古中东部及河北北部、西北和西南 4 个肉羊优势

生产区域的 16 个省建立 29 省、部级检测中心。 

 

 

(四) 例行监控制度 

 

 

主要监控内容包括：产地环境、投入品、检验检疫制度、疫情病害控制等。 

 

 

规划确定的 2 个肉牛优势生产区域和 4 个肉羊优势生产区域都应达到国家无规定

疫病示范区建设的目标要求，使疫病造成的畜禽死亡率在现有基础上降低 20％以

上。在牛羊优势区域连片的地方建设牛羊综合测定中心，测定范围涉及整个牛羊

生产的全过程。 

 

 

(五) 加快资格认证步伐，实施品牌战略 

 

 

在肉牛和肉羊的优势区域内深入开展肉牛肉羊无公害食品、绿色食品、有机食品、

产地检疫认证及HACCP、GMP等企业管理认证和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认证工作。到2007

年，肉牛优势区域认证优质肉牛及其制品品牌 31 个，肉羊优势区域认证优质肉羊

及其制品品牌 30 个。 

 

 

(六) 积极推进先进的质量安全提高和保障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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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肉牛和肉羊的优势区域内重点推广优良肉牛肉羊品种及配套饲养技术，主要疫

病综合防治、饲料配合等一大批适用的高新技术，同时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

充分发挥各类中介组织在优质安全牛羊肉产品经营中的作用。 

 

 

配套政策 

 

 

(一) 加强法制建设 

 

 

加快农产品质量安全立法，贯彻实施《草原法》、《动物防疫法》、《兽药管理条例》、

《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等专业法规，以确保优势肉牛肉羊的建立进入法

制轨道。 

 

 

(二) 加大投入 

 

 

在优势肉牛肉羊产业区内加大资金投入，集中动物保护、安全优质等专项资金。

扶持优势肉牛肉羊的产业发展；加大对优势肉牛肉羊实施免费检疫、免疫的制度，

将出口、鲜活肉牛肉羊费用降低，用于补贴肉牛肉羊的育种、培育等。 

 

 

(三) 完善补贴政策 

 

 

充分利用 WTO 协议中有关绿箱政策措施，加大对优势区域内肉牛、肉羊的财政补

贴，对肉牛肉羊的养殖大户实行鼓励支持减免利息等优惠政策；对优势肉牛肉羊

的资源品种、胚胎实施补贴；在优势屠宰地实行减免屠宰税、特产税等；对优势

区域内的肉牛肉羊实施耳标免费政策。 

 

 

(四) 改革和完善流通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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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优势产业区内实施农村税费改革政策，加强对优势肉牛肉羊地带的行业协会及

中介组织的扶持；推进农业管理体制改革，建立产供销、内外一体化的体制；在

优势肉牛肉羊产业区，建立拍卖、联销等经营体制，对优势产业区生产的肉牛肉

羊实施优质优价，培育市场经营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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