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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对湖北省肉牛产业发展的影响1 

易四凤，余巍，万西峰，张力青，杨凌 

(湖北省畜禽育种中心，武汉 43070) 

【摘 要】2020年初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对湖北省肉牛产业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冲击。从当前湖北省肉牛产业发展

形势以及新冠肺炎疫情对产业发展造成的短期冲击和长期影响等方面进行了探讨，并针对产生的影响提出了相关建

议，旨在推动湖北省肉牛产业健康有序发展。 

【关键词】肉牛产业发展；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建议；湖北省 

【中图分类号】S823 【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007-273X(2020)09-0032-02 

D01:10.16733/j.cnki.issnl007-273x.2020.09.015 

近几年来，湖北省肉牛养殖业热度持续上涨，活牛及牛肉市场价格创历史新高，肉牛产业得到稳定发展，但 2020年初新冠

肺炎疫情的暴发对湖北省肉牛产业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冲击。为着力破解疫情期间肉牛产业发展难题，力争疫情防控和肉牛产业

发展两不误，主要从当前湖北省肉牛产业发展形势以及新冠肺炎疫情对产业发展造成的短期冲击和长期影响等方面进行了探讨，

并针对产生的影响提出了相关建议。 

1 2019 年湖北省肉牛产业发展形势 

1.1 全年活牛及牛肉市场价格创历史新高 

2019 年受非洲猪瘟疫情等因素的影响，市场肉源趋紧，牛肉供需关系紧张，牛肉价格一路高涨，可谓“牛气冲天”。2019

年全国活牛及牛肉市场价格普遍上涨，育肥牛价格区间主要在 30.5-34.2 元/kg,价格最高点比 2018 年峰值高 20.4%；全国牛肉

批发均价达 73.2元/kg,同比上涨 12.26%o据调查，2019年湖北省活牛及牛肉市场价格波动趋势与全国市场价格变化趋势基本一

致。 

1.2 行情利好惠及肉牛养殖业 

2019年部分饲料原料价格下跌，养牛饲料成本有所下降,加之活牛及牛肉市场价格持续高位攀升，带动省内肉牛养殖业经济

效益整体向好,据调查，年度头均利润在 3000-5000元。同时肉牛养殖相比生猪养殖更有利于规避周期性市场风险，当前很多养

禽户、养猪户都开始转向养牛，但因牛源趋紧，而牛肉市场需求量大，肉牛育肥模式已开始从“架子牛育肥”向“犊牛育肥”

转型。 

1.3 政策扶持促进肉牛产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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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湖北省把肉牛产业作为调结构、兴产业的重要抓手，在增强发展后劲上动真刀，通过一系列项目补贴政策和奖励

机制，提高养牛业主的积极性和自我发展能力，适时引导扩大能繁母牛养殖规模,巩固牛源基础建设，产业发展后劲十足。 

2 新冠肺炎疫情对湖北省肉牛产业发展的影响 

2020 年初新冠肺炎在湖北省突然暴发，迫使一切陷入了“休止”状态，为全面助力疫情防控，省内大面积实施交通管制措

施，政府虽提出确保通往畜禽养殖场、畜产品屠宰加工和交易市场等关键场所道路通畅等政策，但在实际执行中遇到很大障碍，

致使肉牛产业发展遭受短期冲击和长期影响。 

2.1 新冠肺炎疫情对湖北省肉牛产业发展的短期冲击 

肉牛产业发展遭受短期冲击主要表现在：一是肉牛养殖户饲料供应出现了严重危机。2020年 2月湖北省饲料原料全线告急，

载着饲料的船在长江沿线码头无法进入湖北，东北的铁路也发出通知对湖北禁运，中国畜牧业协会当天发出紧急倡议，呼吁全

国饲料生产企业对口支援湖北。二是规模肉牛养殖场和屠宰加工企业遭遇雇工短缺的严重冲击。屠宰加工是产业链雇佣人工最

多的环节，因疫情和防控措施使得工人无法也不愿意复工。三是产业主体资金回流受限。特别是由于受市场和产品输送的影响，

育肥牛无法正常交易，大部分产业主体资金回流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2.2 新冠肺炎疫情对湖北省肉牛产业 

发展的中长期影响 

2.2.1母牛配种不及时，犊牛供应量减少  

一是品改员因受封村封路影响无法及时赶到肉牛养殖户（场）开展配种工作，从而错过了发情母牛的适时配种期。据统计

约有 24%的母牛养殖场母牛发情配种受到影响。二是液氮无法正常供给导致部分冻精报废。部分地区因液氮储备不够，导致肉牛

冻精无法低温保存而失活报废。据统计，截至 2020年 5月底，湖北省冻精使用量和冻配数较 2019年同期分别下降 T24.45%和 2

3.36%,这也必将造成产犊量下降。三是饲料短缺和人工雇佣受限导致受胎母牛和出生犊牛的饲养管理水平跟不上，母牛养殖状

况不佳，犊牛供应呈减少趋势。 

2.2.2育肥牛出栏数量减少，牛肉产能下降 

2020 年牛肉的消费旺季一春节较往年有所提前，从而导致育肥牛集中屠宰时间较早，再加上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限制了肉牛

正常交易，出栏与补栏空档期明显加大,虽然随着疫情的缓解，活牛市场也慢慢恢复交易状态，但因养殖环节空档期延长，导致

2020年乃至 2021年的育肥牛出栏量减少，使得省内牛肉市场供应量减少，从而加剧了牛肉的供求矛盾。 

2.2.3产业发展面临资金短缺压力，产业规模缩小 

2020 年年初，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活牛交易市场基本处于停业状态，活牛流通不畅，产销脱节，有一半以上的规模化养

殖场和屠宰加工企业都面临着运输受阻和资金短缺问题，特别是母牛养殖、肉牛育肥和屠宰加工 3 个环节的资金短缺，必然会

导致未来肉牛产业规模的压缩。 

3 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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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加快恢复肉牛生产,稳定产业发展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是一场持续的阻击战,一方面肉牛养殖、饲料生产和屠宰企业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基础上要加快恢复生产、

满足肉牛养殖饲料需求，增加牛肉产品有效供给。同时还要做好生产指导和技术服务，加强疫病防控，全力保障肉牛产业稳发

展。 

3.2 构建产销对接一体化模式 

肉牛养殖、饲料生产和屠宰等产业主体要借助大数据和物联网技术，建立从待宰肉牛到屠宰加工生产、批发、物流配送和

销售终端的互联互通平台，提高牛肉的线上交易比例。此外,在稳定其他销售方式的同时，还要完善配送体系和冷链系统，通过

产销对接等方式，利用超市微信公众号、京东到家、跑腿服务等线上平台购买，积极拓展社区团购销售。 

3.3 提高肉牛屠宰加工技术水平 

屠宰加工企业在受限制畜禽跨区域转运、限制或取缔城镇活畜禽交易的政策影响下，可提高肉牛的屠宰加工能力和加工技

术水平，由过去的“运畜”变为“运肉”。同时也要改变牛肉产品的加工结构和品种,提高牛肉及其副产品的深加工比例，增加

花色品种，开发适应消费需求和线上、线下产品保质期以及物流特点的产品，满足消费者对牛肉的不同需求。 

3.4 加大资金扶持力度 

肉牛产业是一个资金需求量大、回报周期长的产业，资金充足是产业平稳发展的重要支撑条件。近几年政府虽给予一定的

政策支持，但在新冠疫情的影响下，如果母牛养殖、肉牛育肥和屠宰加工 3 个环节的资金短缺问题得不到及时有效解决，必将

阻碍未来肉牛产业稳定发展。建议政府对养殖企业因疫情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给予适当补助，如因液氮供应链中断导致的冻精

报废等；同时结合当地贷款融资机构，对受疫情影响的产业主体在申请资金贷款时予以优先支持并给予一定的优惠政策；另外

对已有贷款的产业主体给予贷款延期或免息还款政策。同时要加大肉牛品种改良扶持力度，特别是能繁母牛保护政策,这样既有

利于改良肉牛品种，优化品种结构，还能增加犊牛供应量。 

4 前景展望 

近两年非洲猪瘟不断侵袭，当前新冠肺炎又在全世界大面积暴发，均对肉牛产业发展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但随着肉牛行情

利好，肉牛养殖行业热度持续上涨，肉牛产业化也迎来了时代机遇。因此，肉牛产业的发展一方面要顺应行业发展需求，明确

生产管理水平的精细化程度是当前决定肉牛养殖业投资回报率的核心要素，要不断提高生产管理的精细化水平,特别是对人才和

技术的要求要进一步提升，兼顾节本增效；另一方面还要有应对因疫情而衍生出的各类风险挑战的能力，肉牛产业的智能化转

型升级将成为企业突围发展的主攻方向，特别在当前及今后多重因素复杂叠加时期，通过智能化转型，可改变企业的经营模式，

降低成本，提高抗风险能力，适应未来互联网时代的发展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