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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　本文主要从内蒙古的马奶产业发展的状况入手,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内蒙古马奶产业发展的对策和建议,仅
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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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奶俗称是马乳,是内蒙古等草原地区具有特色的少

数民族奶食,并搭配酸马奶和马奶酒,作为蒙古人的主要

饮食。由于马奶源自天然绿色,营养价值较高,是接近母

乳的一种饮品,深受少数民族和广大汉族同胞的喜爱。在

牧区,耕地少,人们可以发展的主要产业就是马奶产业,它
是一个朝阳行业,既能发挥牧区天然原料的优势,又能增

加就业,保障一方人民的安居乐业,具有深远的意义。

1　现阶段的内蒙古马奶产业发展现实

将马奶产业发展为内蒙古草原的优势产业和支柱产

业,对于当地的经济发展,牧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具有推动

作用。中国主要的马奶产业主产区就在内蒙古草原,这里

地理位置和自然,具有得天独厚的马奶产业发展优势。在

改良马的品质、建设马奶基地、发展产品流水线、产业化经

营以及提高产品质量方面,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规模效应和

产业效应,具体表现如下。

1.1　生产资源现状

内蒙古拥有着中国占比最高的天然草场,也是全国五

大草原之首。全区共有草场资源达8800万公顷,草原的

总面积在全区国土面积中的比例是74%,其中有6800万

公顷的草场可以开发利用。如此优厚的自然条件,可以孕

育优质的马匹,生产出高质量的马奶资源。虽然内蒙古地

区的种植业也比较发达,但是相对全国的其他粮食产区,
优势欠佳。发展草原畜牧业一直是内蒙古的工作重心,国
家和当地政府对草原畜牧业持续重视,先后在内蒙古地区

改良和培育了优质的畜种,如有三河马、内蒙古细毛羊和

科尔沁马等等,这些都成了内蒙古具有代表性的“王牌”。
截止到2018年底,经数据统计显示,内蒙古全区的畜牧业

总产值达到了294.31亿,在农林牧渔总产值当中占比是

43.35%,畜牧业综合水平位居全国之首。
面对这样的发展优势和天然条件,可内蒙古的马匹存

栏量只有63.83万匹,在全国的排名中,次于四川省和新

疆维吾尔自治区,位居第三名,直到2018年底,马匹的存

栏量首次突破并赶超了四川,成为全国第一。
当前,市场上主要的马奶产品都来自内蒙古,在内蒙

古有大型的马奶加工企业,形成了产业链发展模式,可见,
近年来内蒙古的马奶产业发展势头良好,具有很大的市场

潜力。未来可以预见,基于内蒙古的马奶产业发展基础良

好,产业配套技术成熟,将拉动整个地区的畜牧业生产经

营水平,带动周边的旅游产业,进而提高牧民收入。

1.2　加工技术现状

传统的马奶属于手工制作,形成的食物品种有酸马奶

和马奶酒,主要是作为牧民家庭的主要食物来源。而今,
开发和大力发展马奶生产经营,主要是为了发展产业化经

营,带动经济发展,开发草原的旅游资源等等,不能停留在

家庭化的小作坊生产方式阶段。市场上对马奶的需求量还

是很大的,除了牧民食物的需求,还有全国其他地区对于马

奶饮品的需求,作为养生保健和滋补身体,马奶可以说是一

种纯天然的绿色食品,深受广大群众喜爱。但是,马奶的产

量较少,且不容易储存,无法远距离运输和旅游途中携带,
造成马奶的产量和市场的需求量不成正比,供求严重不平

衡。牧民过着游牧的生活方式,无法集中起来形成规模化

或者集中化的生产,造成马奶的产量难以提高。
当前,发展比较成熟的内蒙古马奶加工企业主要有内

蒙古中蕴马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和阿巴嘎旗照富经贸有限

公司。其中,中蕴马产业集团有限公司成立最早,目前发

展最成熟,从2016年开始,就吸取了产业园的发展模式,
建立产品研发、检测、生产等配套化体系,集合马产业、马
文化和马科学为一体,经过多年的发展,已经初具规模,形
成了标准化的示范马场、自动化、规模化的马奶产品生产,
是当地马奶产业的标杆企业。“极马力”系列酸马奶活力

饮品和“元一”元玉浆(酸马奶乳酸菌)饮品是内蒙古中蕴

马产业集团的代表饮品,营养价值高,产品质量好,享誉海

内外,且成为全球首创。马奶的产量一直是决定企业发展

的关键,只要能解决好产量问题,就有生产的后劲。对于

阿巴嘎旗照富经贸有限公司来说,突破产量的技术问题,
就是企业生存的希望。2013年,该企业邀请了我国的著

名专家芒来为企业专门设计了全自动的不锈钢酸马奶发

酵装置设备,解决了产量的难题,给企业发展带来了动力。
此后,阿巴嘎旗照富经贸有限责任公司积极探索,不断发

展,与57家牧户合作,保证了马奶的新鲜和品质,开启了

“公司+牧民”的新模式,形成了生产、加工、销售、仓储为

一体的基地,保证源源不断的生产供应需求,并不断在开

创马奶特色产品上下功夫,公司的代表饮品品牌阿巴嘎策

格,因为产品质量好、品质高、价格优,在国内外也获得了

市场和消费者的一致好评,为内蒙古的马奶产业发展注入

了新鲜的活力。目前,还有其他的一些新兴企业在陆续地

发展中,仍然需要解决大量的技术难题,需要人力和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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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量支持。

2　未来的内蒙古马奶产业发展建议和对策

2.1　结合区域资源优势,形成具有特色的马文化产业

近年来,随着人员流失,牧民迁徙和自然条件的变化,
草原牧区的“三化”情况严峻,导致发展和资源不匹配,开
发与保护未能有效结合,绿色发展的理念还未深入到企

业,很多企业面临快速的发展与资源的短缺困境,压力很

大。草原的生态决定着马匹养殖的质量,也决定了马奶产

业的原料品质,一定要重视保护自然、维持资源良性循环,
加大对草原生态的保护力度。同时,政府要作为主导力

量,大力宣传草原生态的保护,积极做好生态平衡和产业

发展之间的协调工作,利用政策和行政力量,调整和整合

资源优势,鼓励社会各界力量的参与,共同努力维持草原

的生态平衡,营造一个健康、美丽的草原自然区域。同时,
政府可建立专项基金,用于草原生态的保护和修复,积极

践行绿色发展的理念,提升当地群众的环保意识,为发展

产业化、特色化的马奶产业做出努力。
马匹养殖业是关系马奶品质的关键因素。要促进农

牧区和牧区的综合联动,用现代养殖技术和方式,发展带

动马匹畜牧业的发展,为马奶的生产提供保障。产业化经

营是马奶产业发展的必然趋势,现代化的草原畜牧业才能

构建出现代化、特色化的马文化,通过马文化拉动当地的

旅游业,集中人力向马奶产业聚集,提供充分的人力资源

和劳动资源,让企业在产品研发、人才储备等方面有持久

的动力。企业自身要完善技术,加大技术研发和投入,政
府也要提供政策保证和扶持力度,鼓励企业自主化经营和

创新化经营。通过政府主导下引进资金和技术等,积极开

展与当地企业的合作和联办,让外界的先进生产理念和研

发技术进入牧区企业,用科技发展带动当地企业的马奶文

化和马奶产业。

2.2　吸引社会各界资源,培育现代化的马奶产业

国内外有很多地区或者很多企业,在畜牧业发展

方面技术已经较为成熟,市场开拓已经初具规模,产业

化经营的发展也取得一定的成绩,非常值得内蒙古地

区的企业学习和引进。在发挥当地资源优势的前提之

下,采用现代化的企业生产和管理模式,吸引国内外具

有实力的优质企业进入牧区,提供一定的政策优惠,以
资源换资本,以市场换技术,提高内蒙古地区畜牧业的

整体产业化水平。同时注重引进人才和技术,所谓科

技是第一生产力。只有科技能够变革企业的生产模

式,带动企业高质量发展的轨迹,让企业在产品研发方

面取得突破,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取得优势。
近年来,国家对西部的政策扶持和资金扶持力度

加大,截至2021年2月底,我国的脱贫攻坚战已取得

全面的胜利,这为牧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和牧民的生活

条件改善提供了保证。以往靠天吃饭的困境已经基本

通过技术和政策扶持进行了解决,当地牧民的生活水

平有了大幅的改善。但是,牧民的文化水准和思想意

识仍然需要不断变革和发展,这对于联合牧民发展马

奶产业和马文化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牧民的思想变

革了,接受新技术和新理念的速度就快了,转变了思想

就有了新的希望。现代畜牧业的发展是支持马匹养殖

业发展的基础,马匹养殖业的稳定发展又为马文化和

马奶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基础。
市场需求是多元化的,不仅要生产传统的马奶饮

品,还要根据当前时代发展的需求,人民群众对身体健

康和保养的需求,研发具有保健功能的马奶产品,为满

足不同群众的需求创造条件。产品要多元化、体系化,
价格要合理化,才能在市场的扩展中取得自己的一席

之地。优质的产品和优惠的价格,始终是深受人们群

众喜爱的产品,也能够让企业长期稳定发展。马奶食

品要丰富化,可以依据生产和需求进行量产,满足短途

或者远距离的运输,销往海内外。

2.3　搭建网上交易平台和马文化交流平台,带动

马奶产业的市场宣传

当今时代,网上购物成了居家百姓的一种重要的消费

形式。搭建属于自己的网络旗舰店铺和扩大市场宣传,都
是让内蒙古马奶被国内外了解和熟知的渠道。建立企业

网站,搭建一个马文化的交流平台,对带动当地的马匹养

殖业和马文化、旅游业都有极大的益处。收集社会各界的

建议和意见,让大家为牧区的马文化和马奶产业发展出谋

划策,共同进行探讨,共同为马奶产业的明天而努力。

3　结语

在当今商品经济时代,结合国外经验,进行马奶产品

的综合开发推广是养马各国的发展趋势,我国要充分利用

好内蒙古地区的资源优势,结合现代的产业经营理念和先

进的技术以及管理模式,带动当地的马奶产业发展,培植

一批具有特色的、具有发展潜力的当地龙头企业,为发展

一方经济和带动当地的发展做出努力,同时对当地的精准

扶贫奔小康做出积极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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