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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线调查

图为宁夏万头牧场80位转盘挤奶机正在挤奶。 高 兴摄（中经视觉）

各大城市跑来抢奶源，房地产商抢着建牧场，“宁夏奶”

怎么这么抢手？作为西部省份，虽然拥有先天禀赋，也有养

牛历史，但在国内奶源地的“版图”中，宁夏似乎不经常被人

提及。但是，情况正在发生变化。

借国家大力振兴奶业的“东风”，宁夏正在重塑自己的

奶业链条，激发既有优势，补齐发展短板。一块国内新的奶

源地“初露峥嵘”。

本版编辑 王薇薇 李 景

邮 箱 jjrbyxdc@163.com

“一提到枸杞就会想到宁夏，没想到现
在宁夏奶产业也火起来了！”不久前，记者
拼车时邂逅一位中国农业大学的博士周鑫
宇，他是中国农业大学国家奶牛技术体系
项目的带头人。与他的一段谈话，引起了
记者的兴趣。“能想到吗？现在国内各大城
市都到这里抢奶源，宁夏房地产商抢着建
牧场，抢着进口国外奶牛。一句话，奶业火
得一塌糊涂！”

宁夏奶业果真这么火？记者决定到宁
夏银川市灵武市、石嘴山市平罗县和吴忠
市利通区几个大型牧场转一转，看看到底
是啥情况。不走不看不知道，这个西部的

“小地方”正在改变国内奶源地的“版图”。

奶业巨头纷至沓来

日前，记者驱车从银川出发来到石嘴
山市平罗县红崖子乡瑞丰源牧场。手机镜
头高高举起，几千头奶牛“摩肩接踵”，几头
奶牛甚至开始“抢镜头”。“这里占地2700
亩，目前存栏奶牛4100头，大多是从澳大
利亚引进的，少量来自新西兰。‘五一’前后
还要引进2000头，今年底存栏将达到1万
头，届时我们将成为宁夏最大的现代牧
场。”瑞丰源牧场场长董学满脸笑意。

一同前来的宁夏畜牧局局长张和平介
绍说：“不仅是最近，这几年一直在抢

‘宁夏奶源’。只不过今年国内各大奶业知
名企业锁定的目标更明确了。比如，上海
光明在中卫市沙坡头区收购，新希望集团
在吴忠市利通区收购，君乐宝在吴忠市利
通区、青铜峡市收购，小西牛在利通区收
购……”

其实，最早来宁夏“抢奶源”的是伊利
和蒙牛。宁夏伊利乳业有限责任公司（吴
忠）成立于2010年8月份，总占地323亩，
累计投资25.5亿元，主要生产纯牛奶系
列、金典系列、舒化系列、安慕希系列、儿童
奶系列、功能奶系列、乳饮料系列、奶油系
列等高端产品20多个品项，日产能2400
吨，去年底宁夏伊利实现产值61亿元，已
发展成全国最大奶产品生产基地。蒙牛集
团在宁夏投资的工厂2011年6月份投产，
日加工鲜奶1500吨，年产值37.2亿元，蒙
牛今年计划在现有银川市开发区日产
1500吨复合型工厂基础上，继续在宁夏布
局乳制品产业集群项目，再投资建设一个
日处理鲜奶2000吨的高端加工工厂。

并非国内传统奶源地的宁夏，这两年
可是变化不小。有一组数据很说明问题。
据统计，截至2019年底，宁夏全区奶牛存
栏43.73万头，牛奶总产量183.4万吨，占
全国日产鲜牛奶的10.7%；成年母牛年均
单产8500公斤，比全国平均水平高1000
公斤，居全国第三位；人均鲜奶占有量
265.3公斤，居全国第一位。

自然禀赋得天独厚

说到宁夏奶业眼下的火爆场景，平罗
县畜牧中心主任朱学荣认为：“国内各地看
好‘宁夏奶源’，是因为我们的品质好，这源
于本地得天独厚的自然禀赋。宁夏气候不

冷不热，日照充足，气候干爽，空气纯净，是
国际公认的‘黄金奶源带’。”

为什么被称为“黄金奶源带”？张和平
介绍说，宁夏地处北纬38度附近，几乎与
西方奶业大国同纬度，平均海拔1100米，
年平均日照3000小时以上，年平均降水量
200毫米左右，年平均气温8.5摄氏度，冬
无严寒，夏无酷暑，奶牛既无冷应激，又无
热应激，因而被业内看好。

这种先天禀赋到底给宁夏打造奶源地
带来了什么优势呢？宁夏农业农村厅副厅
长罗晓瑜列出了一组数据。截至去年底，
宁夏存栏100头以上标准化规模奶牛场达
到232个，其中年均单产9000公斤奶牛场
20个，1万公斤以上奶牛场13个，平均单
产最高达到11022公斤。“单产量高正是宁
夏作为奶源地的优势，尽管国内奶源地有
很多，但未必能拿出宁夏这样的年均单产
数字。说得通俗点，因为先天禀赋，宁夏奶
牛不容易生病，单产量能不高吗？”罗晓
瑜说。

“硬核”支撑一流奶质

继石嘴山瑞丰源牧场之后，记者一路
向北，又来到银川市兴庆区的月牙湖、灵武
白土岗两个新型牧场，这里的产业化、规模
化、标准化等现代畜牧业发展模式给记者
留下深刻印象。

“你们一定要去吴忠的五里坡牧场看
看，那是宁夏集约化水平最高的牧场。”同
行的宁夏畜牧站副站长温万说。一路采
访，记者了解到宁夏各县区养牛已经有少
则几十年、多则几百年的历史，可是为啥宁
夏奶源地做大是近几年的事？对此，罗晓
瑜认为：“一流奶源必须与一流生产标准、
现代工艺和集约化管理相匹配，这才是奶
源地发展真正的‘硬核’。”

近几年，国家高度重视奶业振兴工
作。2018年 6月份，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关于推进奶业振兴 保障乳品质量安全

的意见》，确定了奶业的战略定位，对加强
优质奶源基地建设等提出了明确要求。
2019年中央一号文件又提出“实施奶业振
兴行动”。正是借助这股“东风”，宁夏回族
自治区明确产业空间布局进一步优化，重
点任务是调整优化奶源布局，确定了到
2022年奶源基地日产优质生鲜乳7000吨
以上的目标。

在科技支撑上，宁夏积极与中国农业
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等科研院所合作，
不断强化现代养殖业关键技术创新，如奶
牛绿色养殖与优质生鲜乳生产体系研究示
范、奶牛主要疫病防控技术研究与应用等
一批科研攻关项目走在同行业前列。同
时，按照国家先进的饲养理念，宁夏实现了
奶牛营养调控、精准化饲喂、机械化挤奶、
程序化生产测定、智能化管理等一批关键
配套技术全覆盖。

在五里坡牧场，记者看到每头奶牛身
上都有编号、耳后都有耳标。罗晓瑜介
绍说，为了达到国际规模化养殖标准，近
些年宁夏推行统一编号、统一佩戴耳标、
统一建档立卡、统一采购冻精、统一选育
方案、统一智能化管理的“六统一”，引进
国外优秀种公牛冻精，个体精准化选
配。选育核心群1.71万头，305天产奶量
达11193公斤、乳脂率达到3.81%、乳蛋
白率达 3.24%，体细胞数低于 29 万/毫
升，违禁添加物抽检合格率连续9年保持
100%，且主要质量卫生指标达到欧盟
标准。

“这个五里坡牧场还是宁夏实施‘引牛
上山’建设的第一个也是最大的新型牧
场。”罗晓瑜说，按照一亩地能养殖10头奶
牛估算，建一个万头牛规模的牧场，需要
1000亩地。宁夏耕地面积共1016万亩，
按照今年规划新建68个大型牧场计算，在
引黄灌区难以找到这么大块用地建设奶牛
场。只有实施“引牛上山”，利用荒山、荒
坡、荒滩等，才能解决这个问题。为此，自
2018年开始，宁夏规划建设了灵武白土

岗、利通区五里坡四期、平罗河东等新的养
殖基地。

补齐短板谋划长远

走过宁夏这些现代牧场，记者不禁又
产生了新的问题：这么多现代化设备，这么
多进口奶牛，得需要多大的投入？宁夏农
业农村厅厅长王刚给记者算了笔账。这几
个牧场，大多是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进口
的优质奶牛，算上航运、汽运等长途物流运
输费用，每头奶牛投入在2万元左右，也就
是说，建设1万头奶牛牧场，需要投入资金
4亿元左右。尽管国家这几年加大了对奶
业发展的扶持力度，但这样的成本一般种
养大户也很难企及。

正是因为高投入，近几年宁夏也出现
了不少房地产商从“卖楼”改为“养牛”的现
象。曾从事房地产开发的金志华接受记者
采访时说：“尽管养牛有风险，但我们看好
未来宁夏奶源的市场行情，关键是近几年
从国家到地方各种政策支持也是企业进入
这一行业的最佳节点。”这些令他“动心”的
政策，金志华一口气能说很多。2019年，
宁夏获得中央粮改饲补助资金6550万元，
种植优质高产苜蓿，每亩补助资金600元；
支持规模养殖场建设粪污资源化利用设施
装备，每个新型牧场升级改造给予补助10
万元；2020年到2022年农业农村部加大
了实施奶业提质增效建设工程的扶持力
度，仅宁夏就能拿到一笔1.2亿元的扶持
资金。同时，宁夏出台的扶持政策就更具
体了。日收购生鲜乳200吨以上的企业每
吨补贴100元；建设奶牛节本增效科技示
范点22个，每个示范点每年将获得扶持资
金98万元……

经过多日采访，记者已经看到宁夏为
了成为国内知名奶源地的规划和行动。不
过，距离目标还有多远呢？

王刚告诉记者，下一步宁夏奶业将着
手补齐四个短板。

一是乳制品加工带动能力不强，乳制
品品种比较单一，乳制品以常温液态奶为
主，婴幼儿配方奶粉、奶酪等附加值较高的
精深加工产品占比较低。本土企业加工能
力弱。二是饲草供给与养殖分布不匹配。
宁夏青贮玉米种植面积不到玉米种植面积
的30%。引黄灌区年缺少青贮玉米、苜
蓿、燕麦草等优质饲草100万吨左右。由
于青贮资源区域间相对不平衡，跨县区甚
至跨省区调购青贮原料和饲草增加了运输
成本，拉高了饲草价格。三是生鲜乳利益
联结机制不完善。奶产业利益不平衡，奶
牛养殖场与乳品加工企业利益联结不紧
密，原料奶购销没有形成公平、合理、科学、
规范的定价机制。每年3月份至6月份消
费淡季时，生鲜乳平均收购价比全国同期
平均价低0.1元/公斤至0.15元/公斤。四
是健康养殖水平还需提高。虽然宁夏奶牛
生产整体水平较高，但与发达省区乃至发
达国家相比，仍有较大提升空间。牛群淘
汰率普遍偏高，奶牛使用年限过短，终生产
量和经济效益不高；牛群自繁增长乏力，依
靠外购后备牛维持产能是常态。

宁夏在全国牛奶总产量中的占比增幅位列全国第2——

国内新奶源地产业优势突出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许 凌

奶业是现代农业的标志性产
业，也是健康中国不可或缺的产
业。当前，我国奶业发展情况如
何？各主要奶源地的区域分布和变
化情况怎样，宁夏又有何优势和潜
力？对此，本报记者专访了中国社
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产业经济
室主任刘长全。他长期从事奶业经
济研究，也是国家奶牛产业技术体
系产业经济研究室主任。

记者：今年我国奶业总体情况
如何？

刘长全：2019年，中国奶业发
展势头良好，全年牛奶总产量同比
增长4.1%，是自2014年以来牛奶
总产量增幅最大的一年，有效保障
了非洲猪瘟疫情下国内对畜产品的
消费需求。2020年中央一号文件
提出保障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又
专门强调了支持奶业生产。根据年
初的预测，2020年乳制品消费需求
还将有明显增长，原料奶价格也将
维持较高水平。

不过，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
中国奶业发展受到了很大冲击，养
殖环节所受影响尤为突出。根据国
家奶牛产业技术体系调查，疫情期
间进口饲料成本、物流成本、人工成
本普遍上涨，奶牛场养殖成本上涨
10%以上。同时，消费需求受到抑
制导致原料奶过剩，乳品加工企业
每日通过喷粉转为库存的原料奶超
过1万多吨，原料奶收购价格也有
明显下降。虽然疫情冲击自3月中
下旬开始有所缓解，但疫情防控常
态化及经济下行压力仍对奶业经济

恢复和发展产生持续影响。
记者：近年来，主要奶源地的区域分布有何特点，有何比较优势？
刘长全：在《全国奶业发展规划（2016-2020年）》划分的五个产

区中，东北和内蒙古产区是适宜奶牛养殖的传统优势产区，养殖成本
低，2018年原料奶总产量占到全国的38.8%；华北产区、西部产区也
有适宜的气候和丰富的饲草饲料资源，养殖成本较低，两个产区
2018年原料奶总产量分别占全国的29.1%和18.9%；南方产区人口
规模大、经济发展水平高，虽然气候条件不是最优，但市场规模优势
明显，2018年原料奶总产量占全国的9.4%；大城市周边产区的养殖
成本更高、环保要求更严，但有较好的养殖基础，也有乳制品消费水
平高的市场优势，2018年原料奶总产量占全国的3.8%。

从2015年至2018年期间各产区原料奶产量占比变动情况看，
原料奶生产正在向资源条件优越的西部产区和市场优势明显的南方
产区集中。具体来说，西部产区占比增幅明显，上升了4.7个百分
点，南方产区增长了1.1个百分点，东北和内蒙古产区大幅下降了7.1
个百分点，华北产区下降了2.4个百分点，大城市周边产区稳中有
降，下降了0.4个百分点。

记者：宁夏奶业发展有何优势和潜力？
刘长全：宁夏是全国奶业主产省（区）之一。地处奶牛养殖黄金

地带，依托适宜的气候条件、优质的饲草料资源以及河套地区的区位
条件，近年来宁夏将奶牛养殖业打造成自治区“五优”农业特色产业
的重点产业，以吴忠、银川市为核心区的奶业产业带正在形成。
2018年，宁夏全区牛奶总产量168.3万吨，占全国牛奶总产量的
5.5%，在全国各省区市中排第7位。2015年至2018年期间，宁夏牛
奶总产量增长了23.3%，增速在全国排第2位；在全国牛奶总产量中
的占比上升了1.8个百分点，增幅也在全国排第2位。

未来，在做好粪便资源化利用、确保环境可承载的情况下，充分
发挥禀赋优势，宁夏奶牛养殖业仍有较大增长潜力，在实现全国奶业
振兴和畜产品稳产保供发展目标中还将发挥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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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德国克拉斯收获机在田间作业收割青贮玉米。 高 兴摄（中经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