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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马产业发展现状

1.1马养殖规模及发展情况

锡林郭勒盟草原上现有的马品种，主要以蒙古马

和锡林郭勒马为主，还有良改马。改良马主要是蒙古

马与引进马品种杂交改良的。速度、耐力、体格各方

面更适合当今市场经济需求的一种品种。近几年从国

外引进的马品种主要有顿河马、纯血马和阿哈—捷金

马等。根据2022年牧业年度统计数据，全盟马匹存栏

数量26万匹，占全区马匹数量的30%，主要集中分布

于北部旗市。其中:西乌珠穆沁旗5.4万匹、东乌珠穆

沁旗5.2万匹、苏尼特左旗3.1万匹、锡林浩特市2.3

万匹、阿巴嘎旗2.2万匹。

蒙古马作为世界著名马种，2000年被列入国家级

畜禽品种资源保护名录，主要分布于锡林郭勒盟西乌

珠穆沁旗、东乌珠穆沁旗、苏尼特左旗、苏尼特右旗

和阿巴嘎旗，存栏13.5万余匹；蒙古马更适合锡林

郭勒草原干旱气候情况。另外一种主要品种为锡林郭

勒马。锡林郭勒马是蒙古马与卡巴金马杂交育种的培

育品种，于1987年正式命名为“锡林郭勒马”，主

要分布于锡林浩特市巴音锡勒牧场，存栏500余匹；

锡林郭勒马速度、耐力突出，适合速度赛马产业的新

品种。阿哈—捷金马主要分布于太仆寺旗，存栏520

匹；顿河马127匹、纯血马41匹，分别分布于锡林浩

特市和二连浩特市；其他马12 . 3 8万匹。总体上来

看，近几年锡盟马匹数量逐年增加。

1.2马品种保种与育种情况

1.保种方面：近年来，锡林郭勒盟以保护、发展利用蒙

古马资源为重要切入点，推动现代马产业发展。2018年以

来，锡林郭勒盟在蒙古马主要分布旗县实施蒙古马保护和

保种场建设工程，积极开展蒙古马品种资源普查、鉴定、

登记工作，分别在东乌珠穆沁旗、西乌珠穆沁旗、阿巴嘎

旗等蒙古马主产区实施保护补贴政策，对蒙古马饲养规模

较大的养殖专业户、核心群，每匹母马连续5年每年补贴

1000元，补贴母马共3040匹。

保护蒙古马资源建设，推动保种场建设工程，同时抓好

蒙古马家系保护工作，是更好保护和发展蒙古马资源的重

要措施。于是锡林郭勒盟在东乌珠穆沁旗建立蒙古马保种

场的同时，在东乌珠穆沁旗和西乌珠穆沁旗开展乌珠穆沁

马家系保护工作，初步建立起以保种场为主、保护区为辅

的蒙古马遗传资源保种体系。目前，以养马家庭牧场为载

体培育国家级蒙古马保护区和自治区级保种场。

2.育种方面：锡林浩特市白音锡勒良种马培育基地、草

原马场（竞技型锡林郭勒马新品系培育基地）、蒙古马保

护基地（东乌旗、西乌旗、阿旗等地）和太仆寺旗皇家御

马苑是我盟主要马匹育种基地。推进马品种改良作业，全

面优化和升级地方马生产性能水平。现已初步形成“种畜

场+种公马调剂（马人工授精站）+马匹养殖户”的马良种

繁育生产体系。目前改良马匹存栏数额达到2.3万匹，年均

增长10.5%。初步接近于现代化马产业生产体系的要求。改

良马匹最典型案例载体，是以锡林郭勒马为母本，是以英

国纯血马为父本，进行杂交导血培育的锡林郭勒马的新种

群—速度型锡林郭勒马（太阳花马）。目前主要分布在锡

林浩特市巴音锡勒牧场内蒙古草原纯血马培育有限公司，

饲养规模为500匹。为了提高现代马产业国际化发展水平，

在锡林浩特、二连浩特等地区建设进口马纯种繁育场，进

口卡巴金马、顿河马、英纯血马等品种。

1.3马产品开发利用情况

1.马奶加工：近年来，依托自治区现代马产业项目，推

进马奶加工建设工作，积极开发马奶产品，提高附加值，

带动马产业发展。目前，全盟挤奶马匹约1.6万匹，年产鲜

马奶0.5万余吨，常年生产马奶产品大型企业3家，季节性

马奶加工户262家，其中小作坊31家。3家大型马奶产品生

产企业日处理鲜马奶能力11吨，3家企业与周边牧区养马牧

户签订送鲜马奶协议，辐射带动牧区养马散户马奶市场。

内蒙古伊澌格生物科技公司在酸马奶中筛选出益生菌，

加工生产醍醐酸乳粉、醍醐酸乳片等产品，创造了马奶产

探究马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途径
——以内蒙古锡林郭勒为例

萨仁图亚

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中国·内蒙古 锡林浩特市 026000

【摘　要】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有悠久的马文化历史，如今马产业与传统马文化有衔接的需求日益增长。本文

立足于锡林郭勒盟马产业的基本情况，分析和探究马产业发展的新途径。

【关键词】马产业；发展；马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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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的升级版，定位中高端市场，产品销往北京、天津、上

海等地，打造出品牌销售模式。

充分利用酸马奶的医疗疗效，将临床医学与酸马奶市场

相结合的方法，进一步扩大了酸马奶的市场定位。盟蒙医医

院研究酸马奶中的营养成分，通过研究认定出酸马奶中含各

种菌群、PH值的控制，在临床中获取准确科学的数据，应用

酸马奶对高血压、高血脂和慢性萎缩性胃炎患者进行临床治

疗，获得良好的效果。每年接诊患者1.5万余人次。

2.孕马血清：苏尼特左旗乌蓝善都千马科技有限责任

公司是全盟唯一一家常年生产孕马血清、孕马尿的企业，

现有320匹母马，可以采孕马血清的母马占80%一90%，平均

每匹马一个采血季可以采集50公斤左右的血浆，产值1.2万

元左右。主要生产方式是完成血液提取、分离和冷冻保存

后以原料形式提供给生物制剂公司。立足于锡盟马产业优

势，通过产业链延伸将牧区养马与生物原辅材料生产深度

融合，最大化挖掘和发挥“马匹价值”，致力于马匹养殖

与健康医疗应用转化的高新技术企业。

3.马匹销售方面：养马资源较丰富的旗县，依托本地区

畜牧业资源优势，鼓励养马的合作社、家庭牧场建立大型

的活畜交易市场，为周边的牧户提供畜禽出栏平台服务。

东乌珠穆沁旗额吉淖尔镇哈日阿图嘎查“额吉音高毕”活

畜交易市场从2016年建立以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模式，

将外地的客商与当地牧民直接联络进行交易。2021年来该

交易市场每周一、周三、周五集中交易牲畜，改变了以往

的单季出栏方式，可以常年持续出栏，2023年截止到目前

交易次数7200余次，大畜（主要以牛、马为主）26500头，

小畜25000头。形成了东乌珠穆沁旗乃至全盟规模最大的交

易市场。

1.4马旅游项目建设情况

着力寻求马产业与旅游业融合发展渠道，是推动我盟

吗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着力打造“中国马都”品牌的关键

环节。因此我盟近几年在马业资源与旅游业态较优势的地

区开展马产业与旅游业融合发展的项目。这些项目主要分

布在锡林浩特市、阿巴嘎旗、太仆寺旗、正蓝旗、多伦县

等地区。现已形成马产业与旅游业融合发展的核心区域。

具体来说有锡林浩特建成中国马都核心区文化生态旅游景

区、“黄金草原巴音锡勒”马奶疗养基地、太仆寺旗建成

太仆寺御马苑旅游区、国家马匹性能测定中心，西乌珠穆

沁旗建成白马文化园。为了延伸产业链、弥补我盟马产业

与旅游业融合的高端骑乘项目空白，投资1.37亿元资金，

实施锡林浩特市“百里马道”项目、多伦县300公里最美风

景大环线马术穿越项目，优化马产业与旅游业融合发展格

局，为马产业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

锡林浩特市中国马都核心区完成自治区级旅游休闲街区

初审和实地验收，太仆寺旗御马苑建成具备国际赛事标准

的专业赛马场2个。进一步优化马产业营商环境。

1.5重点活动及赛事情况

以旅游、民族赛马、竞技赛马为龙头，持续打造品牌赛

马赛事。培育打造西乌珠穆沁旗“白马文化节”、阿巴嘎

旗“黑马文化节”、草原那达慕等多个知名马文化旅游节庆

品牌，连续多年举办白马文化节、黑马文化节、中国草原皇

家御马文化节、贡宝拉格草原马奶节等节事活动，成功举办

10届中国马术大赛、8届中国马都大赛马、1届中华民族大赛

马等拳头赛事，十年来累计吸引参赛和观赛游客超1200万人

次，带动旅游综合收入超300亿元。借鉴香港、澳门等地区

赛马活动经验，赛马团队、裁判团队及骑手队伍日益成熟，

各项赛事规则日益完善，观赏性和娱乐性日益增强，在旅游

高峰时期全盟每年用于旅游休闲骑乘和马术运动的马匹近千

匹，从事旅游相关的马业就业人员近万人，间接带动就业5

万人，就业人员年均增收2.4万元，每年带动就业增收超14

亿元。“中国马都”的马赛事品牌越发响亮，正逐步成长为

知名全国、出圈海外的锡林郭勒赛马名片。

1.6马文化旅游业态情况

培育马主题俱乐部10家，开发骑乘、研学、摄影、马奶

疗养、马术表演等以马文化为载体的旅游业多元素项目，

调整马旅活动内容，推出马文化+旅游研学项目。深入挖掘

马文化衍生产品，依托“锡林郭勒印象”“锡林好礼”等

锡盟特色文创品牌，设计生产马玩具、马工艺品、小马鞍

摆件等文创产品。优化马旅游产品结构，为马产业与文旅

融合发展提供新发展机遇。

养马牧户充分利用马头琴文化，生产制作马头琴，开拓

马头琴产品市场。

1.7马文化内涵挖掘情况

为了深层挖掘马文化潜力，提高“中国马都”知名

度，创造了《蒙古马》《远望镜》等一系列马文化优秀作

品。2020年7月，《蒙古马》实景剧被列为“2020年度内

蒙古自治区重点文化产业项目”已经成为向国内外观众宣

传、展示马文化魅力的一张靓丽的名片。

1.8赛马业升级发展情况

为了带动养马牧户的生产经营效益，牧区养马牧户联

合，带动牧户利用“赛马+信息化直播平台”，改变牧民

销售马匹的渠道。成功举办2022年首届“百匹马赛马”活

动，用“闪拍”平台宣传比赛活动，成功销售马匹，并与

外地的商家订单销售，带动了牧民经济收入。

2　存在的问题与不足之处

2.1经营方式粗放，养殖效益提升不够。

目前，全盟饲养马匹主要以自然放牧为主，虽然部分牧

户用以机械挤马奶、机械搅拌“策格”（酸马奶），但这

种机械化生产模式范围不广阔，只出现在个别养马牧户马

奶生产中，多数养马牧户加工马奶生产环节基础设施建设

落后、劳动力效率，经营方式粗放、产业化、组织化生产

程度和饲养水平比较低。由于常年自然放牧为主，养马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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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需要大批量租赁草场、随着自然灾害延续，来回走“奥

特尔”，增加了养马牧户的生产成本，严重影响了养马经

济效益。

马奶受季节影响，产量不足、市场化程度较低。马匹选

育育种手段落后，现有马匹中乳用和竞技马匹数量比例较

低，只占全盟马匹总数的1%左右，导致了马匹畜群结构不

平衡、经济用途单一的局面。

2.2精深加工能力不够，产业链条短而不强

目前，盟内马产品基本以马奶、酸马奶等初端加工为

主，层次低、链条短。对马身上的其他类型产品开发利用

较少，对马肉、马脂、马鬃、马尾、孕马血清和孕马尿等

生产利用率不高。只有部分地区（苏尼特左旗马杜拉图镇

乌兰商都嘎查牧民）才开始利用孕马尿和孕妈血清传送外

地的生物制品企业，开发马身上潜在资源经济价值。

现有主要产品马奶市场上也存在不少问题。比如马匹产

奶量不高，产奶旺季短，专业化从业人员紧缺，马奶供给

不均衡等问题非常突出。无法深入大市场消费领域。马奶

生产加工环节需要进一步完善。鲜马奶收集、运输、储藏

技术有待突破。马产业其他科技产品的产业化比重低、产

值小，资源优势和产业潜力未充分发掘。目前，盟内暂无

开工的马肉加工企业，东乌珠穆沁旗蒙德源马肉屠宰加工

厂建厂以来始终未能投入使用。全盟每年盟外主要销售活

体销售马匹，销售规模为10万余匹左右。

2.3文化内涵挖掘不够，市场营销效果不理想

基于马文化创作的相关文艺作品较少，以马文化开

发的文创商品种类有限，无爆款商品，没有形成规模，

市场认可度低，且相关人才队伍短缺，直观反映出锡盟

地区马文化氛围还不浓厚。对马主题节庆赛事策划不够

细致入微，赛马比赛标准不完善，赛马还停留在比赛本

身，旅游攻略、业态植入。利用赛马与互联网平台结合

起来宣传当地特色品种，打开马业市场还有不少差距，

活动造势、引流转化方面还有不少短板，如何将马主题

赛事做大、做强、做出名气还需深入考虑。

2.4马都品牌不够亮，宣传策略需调整优化

“中国马都”作为锡林郭勒盟特色品牌，在全国

范围内具有唯一性，是体现锡盟马文化、马产业的特

别标识。但是新媒体时代，通过信息化平台宣传曝光

量不高。大数据在“中国马都”品牌中的应用不高，

虽然通过连续多年举办马主题赛事、文化节等活动，

但核心品牌的“中国马都”出圈率不高，造成盟外不

知情、区外不知名动态，宣传推广力度不够、方式传

统、渠道不宽等不足之处。

3　促进马产业发展途径

3.1更新养马牧户经营管理理念

产业升级是经济持续发展的动力，高素质劳动力

是产业升级的不可缺少的因素。定期开展养马牧户职

业技能培训，提高牧户饲养方式，提高经济效益。促

进牧区合作经济形式，提高牧户劳动生产效率，提高

土地使用效率，鼓励养马牧户互助合作，形成合作经

济模式，为马产业可持续发展打好基础。引导养马牧

户采取转包、出租等方式流转承包草场，解决承包草

场细碎化问题、应对自然灾害对马产业发展的冲击。

发展规模适度的养马家庭牧场，实质性解决养马中存

在的草场资源不足问题。走向规模化、专业化、产业

化发展路径，逐步实现“产加销”经营模式。抵御市

场经济对马产业的风险。

3.2完善马产业链条，增强核心竞争能力

畜牧业产业化是人们议论的热点问题，因此推动

马产业高质量发展，要提升马产业龙头企业的带头作

用，加强马产业产品品牌创建，构建从牧场到餐桌、

牧场到消费环节的完整产业链条。实施“互联网+现

代马产业”规划。扩大电子商务、大数据、冷链物流

等技术在马产业生产、流通、销售中的应用，提高全

产业链智能化平。缩短养马牧户生产周期、加快资金

流转速度，增强牧区马产业经济实力。

3.3深层挖掘马文化潜力，改变马产品市场营销模式

目前牧区的酸马奶生产与销售缺乏体验性宣传不

够全面。因此要打造体验型新业态，实现牧区马产业

从生产向生态、养身、健康生活功能渗透。以马文化

精髓影响消费者心理，以马文化、马背经济吸引市场

消费群体，加快马产品的品牌销售力度。

3.4加快推进马都品牌建设，深度宣传马文化与马

产业融合发展

强化职业教育科技创新驱动的引领作用，引导龙

头企业、职业院校、科研机构、家庭牧场联合发展精

深加工、精准畜牧业，扩大马产品类型，提高对马

鬃、马尾、孕马血清和孕马尿等生产利用率，加快推

进马产业品牌建设。

总而言之，深刻认识锡盟马产业发展现状，对发

展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层剖析，了解和把握马产业发

展前景，深入挖掘文化资源，推进马产业与马文化深

度融合发展，是推进锡林郭勒盟现代化马产业发展的

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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