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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每年春节期间是牛肉消费的高峰期，然而，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这一惯常的消费市场秩序被打破，养殖

场、屠宰厂、牛肉批发市场、餐饮企业等这一链条上的各个环节，都因牛肉消费端主体的变化而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

疫情当前，牛肉消费市场到底发生了哪些新变化？这些变化对肉牛养殖企业及中小养殖户又有哪些影响和启示？请看

由本报记者和肉牛行业专家带来的前沿报道和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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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观点

□□ 王玉斌 李杰 周振明 孟庆翔

随着疫情防控进入战略决胜的新阶段，
党中央、国务院以及农业农村部等多部门密
集出台保障畜产品供应、推动养殖业复工复
产的政策措施，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牛羊饲养
面临的饲料供应、活畜运输及用工等方面的
压力，但由于部分地区防控任务依然艰巨，过
渡施政与缺乏因地制宜措施等情况，仍在一
定程度上制约着农牧交错带牛羊产业的全面
复工复产。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给农牧交错带牛羊
产业造成的影响包括：在饲料生产环节方
面，随着饲料企业陆续复工，饲料短缺压力
将会逐步缓解，但部分饲料原粮仍显严重不
足，受油料加工、酿造等企业复工不足影响，
豆粕、棉粕、酒糟等价格与运费普遍上涨。
在养殖环节方面，养殖主体普遍存在补栏不
足和出栏不畅问题，外购架子牛、架子羊育
肥受疫情短期影响较大，且规模越大影响越
明显，繁育或自繁自养因配种技术人员复工
不足、冻精和液氮供应不畅，可能导致未来
一段时间犊牛与羔羊供给短缺。在产销对
接环节方面，受疫情影响，屠宰场、餐饮店、
企事业单位食堂等纷纷停业，生产、加工、销
售等环节之间出现严重错位，终端消费受
限，养殖加工企业现金流入减少，各个环节
成本均有上升，现金流短缺与还贷压力并
存，甚至出现资金链断裂。

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剧烈冲
击，牛羊养殖场户在逆境中坚定信心、抓好防
控、守望未来，积极探索创新产业发展新模
式，努力寻找市场新出路，抢抓行业发展新机
遇。我们相信，随着国内畜禽产品消费结构
不断调整和优化升级，牛羊肉消费占比将进
一步扩大，疫情过后牛羊产业将迅速进入快
速发展的全新时期。

畜禽产品本身节后消费相对处于淡季，
加上售卖方式的变化，牛羊肉消费受到一定
的抑制。疫情缓解后，肉类消费将迅速恢复
并很快迎来一个季节性回涨。据调查，疫情
居家期间，消费者基于对储蓄与消费、健康与
养生等的思考，消费理念在悄然发生变化，变
得更加注重即时消费体验，更加追求和向往
健康、营养、高档、多元化的食品。伴随着近
年肉类消费中牛羊肉消费占比连年较大幅度
上涨、猪肉消费比重持续稳步下降的趋势，加
上2018年开始的非洲猪瘟疫情影响，生猪生
产供给能力与猪肉消费需求均遭受重创，牛
羊肉消费需求将及时替代补位持续走高，牛
羊产业将进入快速发展通道。

线上销售引发消费升级。基于疫情防控
需要，广大市民不得不选择“宅在家里做贡
献”，这有效促进了“宅经济”发展。由于线下
采买渠道大幅缩减，大型商超采购又因人流
量大具有潜在的防控风险，这时熟练应用电
商平台的年轻消费者群体就担当起了家庭抗
疫时期线上生活用品和防护用品采购的主

力。线上调查表明，疫情防控以来，生鲜肉、
蔬果等的电商交易占比大增，在满足家庭日
常基本消费的同时也带给消费者新鲜、方便、
快捷、安全等更多体验。正如SARS期间引发
的淘宝、京东等电商板块快速成长一样，相信
此次疫情居家消费期间消费者对诸如快消
品、半成品、即食品、熟食品等的选择变化会
对未来终端市场产生持续影响，进而传导到
牛羊产品的生产端。“新电商模式”在一定程
度上改变着传统畜禽产品购销模式，为后疫
情时期牛羊产业发展拓展了销售渠道，也对
牛羊企业供给侧转型升级发展提出新要求。

冷链物流发展成新常态。近年来冷链物
流产业发展原本较为迅猛，此次疫情让牛羊
肉等生鲜产品成为线上新宠，对于生鲜肉运
输配送冷链物流业发展是一个重大加速器。
近年来，伴随着非洲猪瘟、布鲁氏菌病等的发
生扩散，关于适当减少活畜长距离运输、有效
降低疫病传播风险、切实保障食品安全的呼
声越来越高，同时屠宰、运输、检验、防疫等方
面的政策也在趋于规范，这对于牛羊生鲜产
品冷链物流体系建设及其作用发挥，都是重
大利好。对于产业链相关冷链物流企业来
说，随着消费升级和产业转型，须在其辐射半
径、配送时效以及服务能力等方面积极跟进
并及时完善。

现代管理理念深入人心。我国众多私营
中小农业企业与其他行业一样，原本以“家族
式经营”为主，近年来随着现代企业管理制度

的兴起和市场竞争的持续加剧，以及资本市
场的选择倒逼，现代企业管理制度越来越受
到企业所有者关注和重视。疫情骤然来袭，
牛羊企业受到冲击的程度有所不同，其中完
善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强化生物安全管理的
企业在此次战“疫”中优势明显，甚至“化危为
机”主动出击迅速成长为保障肉品供应的骨
干力量。先进的管理方式与规范的制度体
系，有助于企业及时采取相应对策措施，迅速
调整优化配置产能与饲喂节奏，联合上下游
企业实行抱团取暖，有效提高总体应急处置
水平，增强风险管控抵御能力，将经济损失与
冲击降到最低，甚至能够实现逆势增长。

适度规模化养殖成为牛羊产业未来发展
的重点。调研发现，此次疫情对牛羊养殖环
节的冲击主要来自饲草料以及原粮供应短
缺、活牛活羊运输不畅、技术用工不足和流动
资金紧张等方面。适度规模养殖，因其资金
把控灵活性较强、精细化管理水平较高、雇工
依赖性较低等而具有较强的风险抵御能力，
因其饲喂与防疫较规范、社会化服务水平较
高、粪污处理较及时、废弃物资源化利用较充
分、种养结合规模经济性较好、对产业市场变
化较敏感而具有独特的经济合理性与竞争优
势，适度规模化养殖将越来越成为牛羊养殖
产业未来发展的重点和趋势。

（作者系中国农业大学“农牧交错带牛
羊牧繁农育关键技术集成示范项目”专家
组成员）

□□ 本报见习记者 王焱麒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各地餐饮企业、批
发市场等人员密集场所全部关停，牛肉生产
企业的主要销售渠道受阻。面对此种突发情
况，复工复产后的肉牛生产企业开始着力挖
掘新的销售渠道，寻找新的消费主体，开发适
应新的市场终端需求的产品类型，这些悄然
的变化正在逐渐改变着牛肉消费的模式和人
们的消费习惯。

复工复产助力产业恢复

“我们刚刚驰援湖北50吨牛肉。”呼伦贝
尔肉业集团是代表内蒙古自治区支援湖北、
供应牛羊肉的企业之一。据董事长邵堃介
绍，集团在全国共有5处基地，肉牛屠宰加工
能力为 32 万头，去年销售量达 6 万吨。除了
位于湖南益阳的基地返岗工人还在隔离阶
段，其余设在内蒙古呼伦贝尔、赤峰、辽宁铁
岭、天津等4处基地均已复工复产。“随着肉牛
产业上下游企业陆续复工复产，估计再有十
天至半个月，我们企业差不多就能基本恢复
到正常状态。”邵堃说。

随着一揽子农产品稳产保供政策的逐一
落实，此前养殖业遇到的饲料供不上、物资运
不进、产品销不出、用工回不来等问题开始得
到有效缓解。

“对肉牛产业来说，疫情对肉牛产业及肉
牛产品本身供需影响有限，短期内影响不
大。”国家肉牛牦牛产业技术体系产业经济研
究室有关专家表示，如果疫情持续时间较长，
对肉牛产业会有一定的影响。

“肉牛养殖周期较长，因为有全株青贮玉
米等饲料喂养，可以多养十天半月，影响整体
要小于其他畜禽。但从整个产业链来说，产
业链长，受市场终端影响，肉牛产业资金占用
规模大，资金周转困难等，急需政府的政策支
持，通过金融机构发放临时性资金贷款，帮助
企业渡过疫情复工难关。”阳信亿利源清真肉
类有限公司董事长杨振刚告诉记者，他们是
一家集优质牧草种植、饲料研发，肉牛繁育，
高档肉牛育肥，有机肥加工，牛肉及牛副产品
深加工，牛肉溯源研发，冷链物流配送等为一
体的肉牛产业化示范企业。2月20日全部复
工，目前，正在磨合原料供应和对接市场需
求，努力恢复到企业正常的运转状态。

国家肉牛牦牛产业技术体系产业经济研
究室专家分析表示，受疫情影响，许多活禽市
场关闭，或带来牛肉需求增多。按照历史经

验来看，即使本次疫情结束，活禽交易市场也
不会在短期内开放，部分消费势必转向猪肉
和牛肉，而受非洲猪瘟影响，猪肉价格居高不
下，有些消费者就会转向购买牛肉。所以，牛
肉消费需求的增加，有利于促进肉牛养殖业
的发展。

线下渠道转到线上消费

“这次疫情让我们的销售渠道发生了重
大改变！”这是令邵堃感触最深的地方。“我
们有 60%的牛肉销售给餐饮企业，疫情的出
现，严重抑制了餐饮消费的需求。”过去只占
少部分的家庭消费，现在成为消费的主体。

“我们开始大力开发 C 端市场，不再是像过
去那样，只销售给企业，而是直接面对个体
的消费者。”邵堃说，目前，他们一方面拓宽
线上销售渠道，另一方面加大本地及周边地
区的市场开发。

每年正月初八开工以后都是一个销售旺
季。复工后，所有生产线都在抓紧生产，但
是，目前市场端的销售情况让杨振刚感到棘
手。“以前，销售对象主要是餐饮、熟食加工
厂、冷冻批发市场，现在这些地方未全部开
放，意味着原来的销路不畅通，我们不得不开
辟新的以家庭消费为主的消费市场，适应市
场的需求。”杨振刚表示，市场终端需求的变
化也让他们不得不做出相应调整，加大线上
销售力度，缓解传统批发市场销售的压力。

国家肉牛牦牛产业技术体系产业经济研
究室专家也表示，为了避免人群聚集，全社会
逐渐思考运用信息网络平台下单，采用统一
采购统一配送，分区分栋供应模式。对肉牛
养殖企业或屠宰加工企业来说，应适应当前
防治新冠肺炎工作的要求，通过网上采购、网
上销售等方式，积极拓展网上交易业务，为肉
牛产业的发展拓展新的渠道。

“疫情发生以前，我们也在线上铺货，和
京东、阿里等平台合作，但这部分销售仅占公
司总销售额的5%左右。现在，我们正在加快
开发线上销售渠道，和更多线上销售平台洽
谈合作，以减少原有市场端受阻给我们带来
的不利影响。”据邵堃介绍，现在呼伦贝尔肉
业 集 团 每 个 月 的 线 上 销 售 额 能 达 到 800
万-900万元，是同期线上消费额的3倍以上。

专家还表示，从长远来看，此次疫情会加
速饮食方式的改变，进而加速养殖屠宰一体
化的形成，将改变国人的消费结构，将有利于
反刍产品特别是肉牛业的发展。肉牛屠宰加
工龙头企业将凭借防疫、成本、资金、土地、人
才储备等多元优势实现快速扩张，成长动力
充沛，而且随着农牧业产业化进一步加快，政
府管控力度会更大，肉牛屠宰加工行业将迎
来新的发展机遇。

预制产品或将成新需求

“从长远看，疫情有可能改变我们的消费

习惯。”邵堃以企业家的敏锐意识预判，未来，
随着人们对公共安全意识的提升，餐厅消费
有可能降低，而家庭消费转而升高，预制类牛
肉产品可能会受到消费者欢迎。

“预制产品，类似一道半成品的菜，不仅
是精细化切割，还要提前用料腌制好，回家只
要加热，或者经过非常简单的烹饪，就可以吃
到鲜美的菜肴，和在餐厅里的味道没有太大
差别，如煎牛排。”邵堃认为，消费场景变化
了，牛肉产品的形态必须也要随之改变。

“春节过后，牛肉消费进入淡季，根据往
年销售估算，淡季销售量仅占春节期间销售
量的1/5，疫情一来，与同期相比，销售量差不
多减少50%。”邵堃认为，开发预制产品可能成
为刺激家庭消费的新增长点，“我们具备预制
产品开发的条件，在疫情之前，就生产过这类
产品，但并不是主流产品。随着疫情导致的
市场端的变化，我们也在着手放大预制产品
的开发和生产。”

杨振刚告诉记者，自亿利源复工以来，
生产重点放在产品转型上。冷鲜牛肉需求
还没有进入正常的状态，现在的市场以家庭
消费为主，生产的产品必须要符合市场需
求。目前，主要生产家庭型小包装产品，如
牛排、牛肉粒、牛肉片、牛肉馅等。疫情发生
以前，适合家庭消费的产品只占 20%-30%，
现在要占到60%。“我们也研发了几种预制类
牛肉产品，目前上市的有家庭牛排、黑椒牛
仔粒，椒香牛柳、整切牛排等，还有一些新产
品也在研发中。”杨振刚说。

记者在北京一家物美超市看到，在放置
预制类产品的冷柜前，吸引的主要是年轻的
消费者。90后田甜告诉记者，她喜欢买加热
即食的牛排，回家用不粘锅一煎香味儿就出
来了，省事儿又好吃。挑选一番后，她拿了两
份小包装黑椒味西冷牛排，两份小包装菲力
牛排。

按照中国人的饮食习惯，牛羊肉的家庭
消费只占肉类消费很少的一部分，无法与猪
肉的销量相匹敌。受疫情影响，在餐饮企
业、加工企业、批发市场等传统消费渠道受
阻的情况下，牛肉生产企业纷纷寻觅新的消
费渠道，不约而同地将目光转向家庭消费，
由传统的企业与企业的商业模式，转化成企
业与消费者的商业模式，线上销售量比以往
明显增多。

记者了解到，不少牛肉生产企业为迎合
消费者口味，都在积极研发预制类产品。随
着新的牛肉产品类型陆续上市，或将引领新
的消费趋势。

线上销售引发消费升级

疫情改变消费习惯 牛肉生产企业开发增长点

呼伦贝尔肉业集团肉牛养殖基地。 资料图

记者调查

附件3

非洲猪瘟消毒规范
一、消毒产品推荐种类与应用范围

备注：1.氢氧化钠、氢氧化钙消毒剂，可采用1%工作浓度；2.戊
二醛类、季铵盐类、酚类、二氧化氯类消毒剂，可参考说明书标明的
工作浓度使用，饮水消毒工作浓度除外；3.含碘类、含氯类、过硫酸
氢钾类消毒剂，可参考说明书标明的高工作浓度使用。

二、场地及设施设备消毒

（一）消毒前准备
1.消毒前必须清除有机物、污物、粪便、饲料、垫料等。
2.选择合适的消毒产品。
3.备有喷雾器、火焰喷射枪、消毒车辆、消毒防护用具（如口罩、

手套、防护靴等）、消毒容器等。
（二）消毒方法
1.对金属设施设备，可采用火焰、熏蒸和冲洗等方式消毒。
2.对圈舍、车辆、屠宰加工、贮藏等场所，可采用消毒液清洗、喷

洒等方式消毒。
3.对养殖场（户）的饲料、垫料，可采用堆积发酵或焚烧等方式

处理，对粪便等污物，作化学处理后采用深埋、堆积发酵或焚烧等
方式处理。

4.对疫区范围内办公、饲养人员的宿舍、公共食堂等场所，可采
用喷洒方式消毒。

5.对消毒产生的污水应进行无害化处理。
（三）人员及物品消毒
1.饲养管理人员可采取淋浴消毒。
2.对衣、帽、鞋等可能被污染的物品，可采取消毒液浸泡、高压

灭菌等方式消毒。
（四）消毒频率
疫点每天消毒 3至 5次，连续 7天，之后每天消毒 1次，持续消

毒15天；疫区临时消毒站做好出入车辆人员消毒工作，直至解除。

应用范围

道路、
车辆

生产、
加工区

办公、
生活区

人员、
衣物

生产线道路、疫区及疫点
道路

车辆及运输工具

大门口及更衣室消毒池、
脚踏垫

畜舍建筑物、围栏、木质
结构、水泥表面、地面

生产、加工设备及器具

环境及空气消毒

饮水消毒

人员皮肤消毒

衣、帽、鞋等可能被污染
的物品

疫区范围内办公、饲养人
员宿舍、公共食堂等场所

隔离服、胶鞋等，进出

推荐种类

氢氧化钠（火碱）、氢氧化钙
（生石灰）

酚类、戊二醛类、季铵盐类、
复方含碘类（碘、磷酸、硫酸
复合物）

氢氧化钠

氢氧化钠、酚类、戊二醛类、
二氧化氯类

季铵盐类、复方含碘类（碘、
磷酸、硫酸复合物）、过硫酸
氢钾类

过硫酸氢钾类、二氧化氯类

季铵盐类、过硫酸氢钾类、
二氧化氯类、含氯类

含碘类

过硫酸氢钾类

二氧化氯类、过硫酸氢钾
类、含氯类

过硫酸氢钾类

附件4

非洲猪瘟无害化处理要求
在非洲猪瘟疫情处置过程中，对病死猪、被扑杀猪及相关产品

进行无害化处理，按照《病死及病害动物无害化处理规范》（农医发
〔2017〕25号）规定执行。

（上接第七版）

附件2

非洲猪瘟样品的
采集、运输与保存要求
可采集发病动物或同群动物的血清样品和病原学样品，病原

学样品主要包括抗凝血、脾脏、扁桃体、淋巴结、肾脏和骨髓等。如
环境中存在钝缘软蜱，也应一并采集。

样品的包装和运输应符合农业农村部《高致病性动物病原微
生物菌（毒）种或者样本运输包装规范》等规定。规范填写采样登
记表，采集的样品应在冷藏密封状态下运输到相关实验室。

一、血清样品

无菌采集5毫升血液样品，室温放置12至24h，收集血清，冷藏
运输。到达检测实验室后，冷冻保存。

二、病原学样品

（一）抗凝血样品
无菌采集5毫升乙二胺四乙酸抗凝血，冷藏运输。到达检测实

验室后，-70℃冷冻保存。
（二）组织样品
首选脾脏，其次为扁桃体、淋巴结、肾脏、骨髓等，冷藏运输。

样品到达检测实验室后，-70℃保存。
（三）钝缘软蜱
将收集的钝缘软蜱放入有螺旋盖的样品瓶/管中，放入少量土

壤，盖内衬以纱布，常温保存运输。到达检测实验室后，-70℃冷冻
保存或置于液氮中；如仅对样品进行形态学观察，可以放入100%酒
精中保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