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农业科技与发展·2025� 第4卷�第4期

97

包头市饲料生产情况的调查报告

张 贺
包头市农牧科学研究所 内蒙古 包头 014010

摘� 要： 随着养殖业的快速发展，各种牲畜养殖规模不断扩大，我市的饲料工业产业体量不断扩大、规模持续提

升、科技创新加快、结构优化调整、质量安全水平持续保持高位运行。饲料工业进入了一个由大向强、由多向精、由

数量向质量的新发展阶段，为支撑包头市畜牧业稳定发展、粮食安全和农业经济持续增长做出了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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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包头市饲料生产总体情况

过去五年，包头市饲料工业高速增长，实现规模扩

张与产业升级，2022年达到生产规模的历史峰值。据饲
料工业统计系统数据，当年全市饲料工业总产量70.35
万吨，同比增长6.72% ；总产值25.67亿元，同比增长
14.61%。这得益于包头市畜牧业蓬勃发展，规模化养殖
企业增多，饲料需求攀升，以及饲料生产企业在技术创

新和产品研发上的投入，提升了产品品质与生产效率，

扩大了市场份额。

然而从2023年起，包头市饲料工业发展态势转折，
步入下行通道。2023年，全市饲料工业总产量降至61.61
万吨，同比下降12.4%；总产值21.85亿元，同比下降
14.88% 。2024年1 - 10月，总产量45.87万吨，同比下降
9.96%；总产值14.45亿元，同比下降20.76%。产量与产
值双下滑，主要是因为养殖业市场行情低迷，畜禽价格

波动大，养殖利润空间压缩，养殖户积极性受挫，养殖

规模缩减，饲料采购需求减少。同时，玉米、豆粕等原

材料价格上涨，增加了饲料生产成本，企业盈利难度加

大，抑制了饲料生产规模的扩张。

尽管受养殖业不景气影响，包头市饲料工业产量和

产值阶段性下降，但产业基础与发展潜力良好。2024
年，本市优化营商环境，吸引3家饲料生产企业入驻，新
增5条饲料生产线。目前，全市有29家饲料生产企业，
产业布局更均衡，九原区9家、高新区7家等分布在各区
域。饲料生产线达51条，类型多样，涵盖反刍、畜禽、
预混料等生产线。多元化布局提升本地饲料供应稳定性

与多样性，为行业可持续发展奠基。此外，包头市响应

国家绿色农业政策，鼓励企业在绿色环保饲料研发、生

产工艺节能减排上加大投入，推动饲料工业绿色低碳转

型，为行业发展注入新动力。

2 我市饲料行业发展特点

2.1  饲料生产季节性较强

受居民生活习惯与传统节日影响，养殖业会在春节

前大量出栏，因此每年2月饲料产量降至全年最低水平。
经过3、4月份的波动回升，之后几个月饲料产量趋于稳
定、并逐渐有所增加。进入冬季后，养殖户为应对寒

潮、雨雪天气，会囤积饲料过冬，这使得饲料产量一般

在每年 12 月或次年 1 月达到全年的峰值。
2.2  饲料产品结构稳定
我市饲料产品结构中，普通饲料占比达 89%，为生

产主体。其中，配合饲料占普通饲料的 88%，是优势品
类，这反映出养殖户偏好营养全面的饲料。浓缩饲料占

比 11%，因价格偏高，且需与玉米、谷物、饲草等能量
物质搭配使用，养殖户为降低成本，选用较少。添加剂

预混合饲料主要用于提升饲料品质和养殖效益，因生产

企业多兼产配合饲料，多直接用于自家配合饲料加工，

市场流通量少。

2.3  以反刍饲料生产为主
目前，国内饲料主要以肉禽饲料和猪饲料为主，反

刍饲料仅占到饲料总产量的5.22%，这与目前阶段我国生
猪养殖和家禽养殖规模化程度和趋势要明显强于反刍动

物养殖有关。但内蒙古自治区作为国家重要农畜产品生

产基地，是国家肉库、奶罐和绒都，畜牧业发展有着举

足轻重的地位。2024年七月，全国工业饲料产量2650万
吨，反刍动物饲料产量超过100万吨的省份有6个，其中
内蒙古以343万吨位居第一。
我市作为内蒙第二大城市，由于地缘和气候的影

响，在饲料工业生产上也呈现出以反刍饲料为主的特

点。全市51条饲料生产线中，有25条反刍饲料生产线，
占比49.2%，生产的反刍饲料产量占总体的87%。

2.4  肉羊全混日粮为特色产品
肉羊全混日粮是农牧民们对肉羊配合饲料的俗称。

由于肉羊全混日粮中不仅含有传统的玉米、豆粕等能

量、蛋白物质和多种提供营养的饲料添加剂，还加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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苜蓿、玉米秸秆、葵皮等提供纤维的饲草，增强了饲料

的适口性、更加符合羊反刍的特性、有更均衡的营养，

因此受到了农牧民和养殖者的欢迎。包头市生产的肉羊

全混日粮不仅在本市受欢迎，在周边养殖肉羊集中的地

区也有较好的口碑，具有区域特点，是包头市的标志性

饲料产品。

3 影响饲料工业发展的主要因素

饲料行业是连接着种植业和养殖业的中间行业，从

行业属性角度看，饲料行业进入壁垒较低，产品差异性

较小，下游养殖业议价能力较强，饲料价格波动多由原

材料端驱动，销售量则多取决于下游产业景气度。

3.1  上游饲料原料影响饲料价格
饲料行业生产饲料所需的主要原材料包括玉米、大

豆、鱼粉等大宗商品，且为饲料产品成本主要组成部

分，因此上游主要原材料的价格波动对成本具有较大影

响。经过近3年的涨价，2024年饲料原料成本高位回落，
目前，我市玉米平均价格2391元/吨，同比下降了14.8%，
豆粕平均价格3462元/吨，同比下降23.4%；配合饲料平均
价格3479元/吨，同比下降了5%，浓缩饲料平均价格4105
元/吨，同比下降了7.6%。虽然企业加工利润改善，但受
养殖行业低迷拖累，饲料整体增长疲弱，企业盈利难度

较大。

3.2  下游养殖业需求影响饲料行业景气程度
饲料行业市场需求直接受下游养殖业影响，最终取

决于居民人均肉类消费情况。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和物质

极大丰富，巨大的肉类食品消费增量需求促进了畜禽、

水产、畜牧养殖业的快速发展，从而推动饲料行业不断

增长。但随着2023年开始肉类市场低迷，养殖业热度消
退，饲料行业也受到了冲击。长期来看饲料行业不具备

明显的周期性特点，但短期内受下游养殖业存栏量波动

变化的影响，饲料产品的需求量也存在一定变化。

3.3  饲料加工设备影响饲料生产产能和产品品质
饲料机械产品的类型、生产能力、使用寿命与相应

的配套技术直接影响饲料生产的产能和品质。从2020年
以来，包头市新建的饲料生产厂家和新设立的饲料生产

线，基本都采用了成套机械机组，有比较完善的生产配

套设备、自动化程度较高；较早成立的饲料生产企业，

仍沿用过去的小型机械，虽然近些年都进行了机械升级

改造等工作，但仍存在一些机械老化、设备落后、产品

竞争力不足的问题。

3.4  运输半径决定了饲料生产企业布局
由于饲料存在一定保质期，且受制于物流运输成本

的影响，饲料产品不适宜长距离、长时间运输，饲料行

业普遍存在运输半径的限制。即使部分企业将饲料推

广至其他地区，受区域内养殖结构和消费偏好的影响，

这些外地企业也很难在该区域内占据较大市场份额。全

国连锁的企业在包头市设立的企业大多主要生产反刍饲

料，市内本土企业也以反刍饲料的生产为主，已经开始

形成区域优势。

4 我市饲料行业发展展望

包头市饲料工业行业未来仍有很大发展空间。虽然

有环保压力持续存在、原料价格波动频繁、下游养殖企

业利润浮动压缩饲料行业生存空间等挑战持续存在，但

饲料加工企业能够通过技术创新、优化产品结构、提高

规模效益、利用现有加工能力开发优质产品等方式，加

强自身发展、提高市场竞争。未来包头市饲料工业行业

发展或有以下几点趋势：

4.1  饲料行业规模化转型升级
随着饲料行业内市场竞争日趋激烈，行业整体利润

水平被压缩，大型饲料加工企业在饲料配方研发、原料

采购成本控制、饲料产品质量控制、销售和品牌体系建

设及后续服务等方面体现出明显的竞争优势，且能够采

取兼并收购、扩产增能、加大研发投入等方式进一步夯

实企业综合竞争实力[1]；而综合管理能力较弱、规模较

小、研发技术水平弱的中小企业或因无法适应市场竞争

环境而被动或主动退出。未来包头市饲料行业或将面临

规模化转型升级，加速整合和产业结构调整升级阶段，

行业逐渐向规模化和集中化转变。

4.2  饲料原料配方不断优化
随着行业对原料功能认知提升、下游养殖业的持续

发展，饲料企业配方精准度和客制化程度不断提升，同

时社会经济环境和人们日渐提升的消费需求亦在不断推

动饲料配方企业在制定配方时更多考虑到低碳环保、肉

质改善和补充功能性成分等，低蛋白日粮饲料、功能型

饲料等饲料产品不断推向市场，未来饲料企业的原料配

方将持续优化。

4.3  提升饲料原料保障能力，控制饲料成本
工业饲料原料主要是能量原料玉米和蛋白原料豆

粕。2023年我市饲料行业消耗玉米13.95万吨，消耗豆粕
6.23万吨。近年来，包头市种植业结构逐步调整，推行豆
粕减量替代技术，一定程度上提高了饲料原料的自给能

力，但蛋白饲料原料主要依靠进口的现状仍然存在。国

际形势的不确定性也进一步对饲料行业原料保障的能力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提高饲料原料保障能力是稳定饲料

价格和品质的必然选择。

4.4  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生物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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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饲料是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之一。生物饲料指

对饲料原料和添加剂通过发酵工程、酶工程、蛋白工程

等生物工程技术开发的饲料产品，包括发酵饲料、酶解

饲料和生物饲料添加剂等[2]。现阶段饲料行业进入全面

禁抗时代，传统饲料原料价格高居不下，养殖业疫病防

控常态化，饲料及下游养殖业面临的压力与考验与日俱

增。生物发酵饲料产品凭借在饲料资源开发便利、保障

饲料与畜产品安全、改善生态环境等方面的优势，成为

全球畜牧领域研究与应用热点。

近年来，全国生物饲料产业链中的核心技术已经在

逐步建立，在菌种选育、饲料发酵工艺、加工设备、添

加剂营养配方及粪污处理等方面取得突破。未来，在禁

抗和替抗的背景下，生物饲料需求增量会更加迅速。目

前我市已有饲料生产企业开始生产生物发酵饲料，但生

产工艺还比较简单、产品种类单一。今后饲料生产企业

应配备更为标准化的生物饲料生产工艺与流程，建设发

酵饲料营养基础数据库与相应的效果评价体系，着力开

发新的生物饲料产品。

4.5  招商引资，发展宠物饲料
近年来，随着生活水平提升，宠物在人们生活中愈发

重要，宠物饲料需求日益增长，近10年我国宠物饲料平均
增长率达25%。宠物饲料即宠物食品，在宠物市场消费结
构里占比最大，约为三分之一。目前，我国宠物干粮年产

量约180万吨，主要产自河北、山东、江浙沪等地。
因服务对象特殊，宠物饲料与传统畜禽饲料差异明

显。传统畜禽饲养旨在为人类提供肉奶蛋、皮毛等产

品，关注饲料转化率、料重比、日增重等生产性能，追

求经济效益。而宠物被视为家庭成员，饲养时更关注其

健康指标与寿命，宠物主还追求更好的饲料适口性，关

注宠粮风味物质。所以，宠物饲料重点是提供营养全

面、均衡的日粮，满足宠物生命活动、生长发育、健康

成长所需营养，具备营养全面、消化吸收率高、配方科

学、饲喂方便、质量达标等优点。

由于宠物饲料在原料选择标准上要远高于传统饲

料，宠物饲料配方体系与传统饲料差异较大，且宠物饲

料的加工工艺会更加精细化、多样化，是饲料生产加工

工艺与食品生产工艺的结合，不同种类宠物饲料的加工

工艺还存在一定的差别，因此我市目前的饲料生产企业

均不具备开发生产宠物饲料的能力。

通过开展招商引资活动，引入有实力的宠物饲料生

产企业入驻我市，是发展宠物饲料的有效方式。具体可

以举办大型的招商会议，邀请国内、国际知名宠物饲料

生产企业来我市进行具体考察，商谈合作意向；或组织

招商团队，到有意向合作的宠物饲料生产企业宣传我市

发展优势，考察生产情况。

结束语

十四五规划”再次明确了“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行业发展规划，国务院颁布的《关

于加快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的指导意

见》也指出，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是

解决我国资源环境生态问题的基础之策。“绿色低碳环

保”是饲料企业实现真正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是未

来饲料行业持续重点关注的领域之一。未来饲料企业将

会持续打造专业的科研团队来研发前沿的生物技术，找

到绿色低碳与控制成本的平衡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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