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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畜产品经营专业化发展研究 *

———以甘肃省庆阳市下庄羊肉专业村为例

李朝阳

(陇东学院 历史系,甘肃 庆阳745000)

摘 要 农畜产品经营专业化发展是目前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方向。甘肃省庆阳市下庄羊肉经营专

业村的发展颇具特色,其专业化经营是以销售为龙头,以屠宰加工队伍为主体,连带肉羊养殖、副产品回收加工

和利用等环节,形成了以定向交易为纽带,具有合理分工和协作关系的专业化产业组织系统。其生产组织特点

显示,农畜产品经营专业化发展具有以销售为龙头、专业队伍建设为基础、技术和经营创新为动力、产业分工为

关键、区域化交易网络为纽带的发展机制。在发展中具有明显的技术、成本、市场和组织优势,有利于推动农民

创业和区域经济发展。其发展方向体现出专业化发展中需要发挥地缘优势、区域特色优势和推进市场化开发的

重要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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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农村经济发展中的重大问题是农村非农产

业的发展和农村剩余劳动力非农化转移,而大力发

展农畜产品加工和经销,走农畜产品经营专业化发

展道路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途径。甘肃省庆阳市

下庄村在继承传统羊肉加工技术的基础上,以市场

为导向,经过创新发展,建立起了一个羊肉经营专业

村,打造出了名扬全市、影响周边的“下庄羊肉”响亮

品牌,带动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羊肉经营产业链,吸纳

了农村大量劳动力就业,增加了农民收入,创造了独

具特色的农民自主创业发展模式。本文以下庄羊肉

专业村为例,旨在为如何发展农村经济、如何为农民

增收予以启示。

  一、下庄羊肉专业村的生产组织

特点

  根据下庄村委会提供的数据,下庄村位于庆阳

市区西北方向3km处,管辖13个自然村,有农户

960户,人口4300多人,地形塬、沟兼有,耕地较少,
共计473.33hm2,人均仅0.11hm2,低于庆阳市人

均0.13hm2 的标准,但荒山荒坡面积较大,达到

800hm2。受这样的地理环境的影响,养羊业成为

该村的特色产业,曾经牧羊存栏量2万只,现有羊存

栏量5000多只。在此基础上下庄村积极发展活羊

交易和羊肉加工输出,供应庆阳市场并远销省内外,
目前全村有400多个家庭从事羊产业,占到总户数

的40%,带动兼业从业人员1000多人,形成了以羊

肉的加工输出为主,包含肉羊养殖、活羊交易、羊屠

宰、羊肉餐馆经营及副产品利用的产业链,使下庄村

成为名副其实的羊肉经营专业村。全村年屠宰和输

出活羊总量在15万只左右,占庆阳市羊出栏量的

20%,加工销售羊肉600万kg,创造销售收入近2
亿元,增加了农民收入。2008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为

2900元,比所属彭原乡平均水平高出400元。
下庄羊肉专业村是以羊肉餐馆、贩运大户和本

地市场零售为销售龙头,以活羊贩买、临时喂养和屠

宰送肉的专业户为主体,连带羊杂肉摊、副产品回

收加工交易、肉羊养殖等生产的发展,形成具有一

定分工和协作关系的专业化产业组织系统,如图1
所示。其产业组织具有下列特点。

1.以屠宰加工专业户为主体

下庄在发展中形成了300多个活羊贩买、临时

喂 养和屠宰加工的专业经营户。专业从业人员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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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下庄羊肉专业村产业链示意图

多人,带动兼业从业人员达1000多人,形成了强大

的羊肉加工输出能力,成为整个羊产业发展的重要

支撑。他们经营灵活,采用边买入活羊,临时喂养储

备,边根据市场需求加工配送,对调节羊肉的市场供

求平衡起到了重要作用。下庄村羊肉加工输出能力

占市区羊肉供应量的70%,保证了市区羊肉的稳定

供应,也支持了羊肉对外输出的发展。屠宰户的经

营处于产业组织的中心环节,前向联系三大销售龙

头,后向带动周边和本村羊养殖业发展,侧向连接了

副产品的加工利用,推动了产业的一体化发展。

2.以多样化的经营开拓销售市场

下庄人利用城市近郊的优越区位条件,为羊产

业的发展打开了3条重要的市场销售渠道,年销售

羊肉达600万kg。一是在全市范围内成功地开办

了50多家“下庄羊肉馆”,打造出了深受消费者信赖

的“下庄羊肉”知名品牌,为羊肉产业发展打开了一

条稳定的市场销路,年销售羊肉约300万kg,占市

区羊肉总需求的30%;二是发展市区生羊肉零售。
下庄在市内市场从事生羊肉零售的业主有20多人,
年销售羊肉200万kg,占市区羊肉总销量的20%;
三是发展羊肉对外输出。以下庄为基地,年对外批

发输出羊肉100万kg左右。从而,为羊肉产业开拓

了广阔的销售市场,成为带动下庄羊产业专业化发

展的龙头。

3.建立了以定向配送为主的交易网络

从下庄羊肉产业的交易关系来说,屠宰加工户

与羊肉销售业主之间大多建立相对稳定的交易关

系。羊肉的交易以定向配送为主,而且因为下庄村

羊肉经营的专业化,大部分交易在下庄村内部完成,
增加了交易的稳定性,降低了经营风险。同时兼有

其它交易方式,主要是以固定配送为主,随机交易为

辅,以本地销售为主,对外输出为辅,以村内合作交

易为主,外部交易为辅,加工与销售紧密结合,提高

了经营的稳定性与灵活性。

4.发展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

在羊肉的加工和销售两大环节的相互推动下,
带动了产业队伍的不断壮大和产业链的发展完善。
羊肉的输出带动了本村和周边羊养殖业的发展,保
证了活羊供应,同时带动了副产品加工和交易发展,
如羊杂肉的经营、辅料回收等。形成了覆盖养殖、活
羊交易、屠宰加工、销售、餐饮经营,羊肉厨师培训等

环节的完整产业链,提高了资源利用率,增强了产业

发展效益。

  二、农畜产品经营专业化的发展

关键

  根据下庄羊肉专业村的发展分析,可以了解农

畜产品经营专业化发展的关键。

1.销售是专业化发展的龙头

产品销售环节是实现产业效益的决定性环节,
农畜产品的销售同样是拉动农业专业化发展的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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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下庄人以羊肉的销售为突破口发展羊产业,积
极开展市场经营,为羊肉产业发展打开了三条销售

主渠道,形成了稳定的市场销售发展能力,开拓了羊

肉产业发展的市场空间,培育了产业发展的龙头,带
动了整个产业的发展壮大。

2.专业人才队伍是发展的基础

人才队伍是支撑产业专业化发展的支柱。他们

的专业技术水平决定了产品质量,他们的数量影响

着专业化发展规模。下庄人在羊肉产业发展中培育

出了一支羊肉加工和营销的专业化队伍,从事活羊

交易、屠宰和羊肉加工的专业人员达到300多人,在
全市从事羊肉餐馆经营的业主50多人,对外羊肉输

出经纪人10多人,市场生肉零售业主20多人,羊杂

肉经营摊主10多人。他们分布于活羊交易、屠宰、
羊肉加工、烹制、销售等环节,他们都具有不同生产

环节的专业技术和经营知识,成为羊肉产业专业化

发展的重要基础。

3.产业分工是专业化发展的关键

生产过程的分工发展程度是产业发展水平高低

的重要标志,分工发展利于提高生产的专业化水平,
提升产品质量,提高劳动生产率[1]。下庄羊肉产业

内部形成了明确的分工,生产过程分化为活羊养殖、
羊肉供应、羊肉销售、副产品回收利用四大环节。每

一环节又进一步分化,销售分化出羊肉餐馆、对外批

发、本地零售3条主渠道。羊肉供应分为贩买、临时

喂养、屠宰、送肉等环节,并在家庭内部形成了特定

的劳动分工关系。
一般活羊贩买、送肉主要由供肉业主本人完成,

屠宰由其家庭成员辅助完成,临时喂养由其家庭其

他成员承担。
活羊来源主要有村外贩买和本村养殖两种形

式。副产品的回收利用可以分羊皮收购、羊蹄回收

加工、羊杂肉加工等环节。通过产业分化和产业链

延伸,提高了各环节的加工工艺技术和生产效率。
同时,各生产环节之间形成了合理的分工协作关系,
提高了产业的专业化发展水平。其分工关系如图2
所示。

图2 下庄羊肉专业村产业分工示意图

  4.技术和经营理念的创新是发展的动力

现代产业的发展离不开技术和经营理念的创

新,这是提高产品质量和效益的动力源泉。在下庄

羊肉产业发展中,下庄清汤羊肉烹饪技术和经营理

念的创新发挥了重要推动作用。下庄人在继承本地

传统清汤羊肉制作技艺的基础上,一批致富带头人

创新性地发展了羊肉餐馆经营。首批经营者在改革

开放后就开始了羊肉餐馆的经营,他们的发展可分

为4个阶段:1982-1990年为传统工艺的继承阶

段,在继承传统烹饪工艺的基础上开创性地进行市

场经营;1991-1999年为技术的创新发展阶段,经
营者在羊肉的选料、调料配方、烹制技术等方面都进

行了改进;2000年以后为羊肉餐馆经营成熟阶段,
紧跟市场需求变化,在清汤羊肉的基础上开发了清

炖羊肉、烩羊肉、羊肉加工面、爆炒羊肉、羊刀炖、凉
拌羊头、凉拌羊肚、羊血汤等羊肉食品,使羊肉食品

向多样化发展。经过长期的钻研和探索,发展形成

了以特色“清汤羊肉”为主,并辅以多样化的羊肉食

品的餐饮经营特点。同时,在屠宰加工技术上也不

断改进,使肉羊的选择更合理,羊肉质量更可靠,分
选更科学,产品更多样,市场适应能力更强,增强了

产业对外竞争力。

5.合理的交易网络是专业化发展的保障

产业分工的结果使交易关系复杂化,合理的交

易网络的建立可以节省交易成本,增加产业发展的

稳定性。下庄村在羊肉加工经营专业化的发展中,
形成了以地缘和亲缘关系为纽带的交易网络,交易

主要在本村组或本家族成员之间进行,成为产业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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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发展的保障。通过对西峰市下庄羊肉馆的调查发

现,在他们供肉的人员中,70%是他们的同族人员,
其中具有较近亲缘关系的占50%,下庄同村人占

80%,还有10%的合作者和他们有亲戚关系,其他

合作者仅占10%。

  三、农畜产品经营专业化的发展

优势

  下庄村羊肉经营专业化的发展形成了农产品经

营集群,产生了明显的集群效应[2],体现出了农业专

业化经营的发展优势。

1.生产技术优势

集群内部由于大量同类生产活动的集中创造了

技术创新机制。主要在于同类生产活动集中分布有

利于专业知识的积累,创造了良好的技术交流环境,
促进了技术创新的快速传播,同时,也由于竞争压力

促使技术创新步伐加快,这些共同决定了集群内专

业技术发展的优势[3]。下庄村专业化发展中,羊肉

熟食的烹制技术和生肉加工技术都具备了明显的优

势,下庄人加工的生肉具有肥瘦老嫩适宜,分选科

学,健康卫生的特点,下庄人掌握了独特的清汤羊肉

制作技术,制作出的“汤鲜肉嫩、肥而不腻、香气四

溢”的美味清汤羊肉无与伦比,这都成为推动产业发

展的核心竞争力。

2.生产成本优势

农业产业集群中由于不同生产环节的生产者数

量众多,中间供应商增多,使总体供货价格下降。下

庄村羊肉产业的专业化发展中由于以下原因形成了

生产成本优势:一是从事羊产业经营的业主多,生产

竞争的结果使生产流程更加科学,使生产成本下降;
二是70%的交易都是在下庄村内部完成,降低了支

付频率和交易的监督约束成本;三是下庄羊肉加工

都是分散生产,投资小,决定了生产成本低;四是许

多人员属半农半副兼业生产,并带动家庭成员的非

正式从业,降低了劳动力成本。这些都决定了生产

的成本优势。

3.品牌和市场占有优势

农畜产品的地域专业化发展中,由于技术的创

新,生产规模扩大,使产品市场占有率提高,对外影

响力增强,最终形成地方专业品牌,这种品牌又会推

动专业化生产的进一步发展。随着下庄人羊肉生产

能力的扩大,羊肉加工输出品牌远近闻名,外地客商

认准了下庄羊肉,认可下庄人的羊肉交易及加工能

力,认可产品质量和经营信誉。在羊肉餐馆的经营

方面,下庄羊肉馆发展形成了覆盖庆阳各地,辐射周

边地区的分布格局,经营占庆阳市区羊肉餐馆经营

规模的60%,受到消费者的普遍认可。通过庆阳市

民对“下庄羊肉”品牌的信赖度调查结果显示:对清

汤羊肉消费中一定选择下庄羊肉馆的占71%,采用

临近原则选择的占17%,会选择非下庄羊肉馆的占

12%,这一调查结果说明“下庄羊肉”品牌已经形成

了较高的区域信赖度。可见,“下庄羊肉”品牌已经

成为下庄羊肉产业发展的生命线。

4.组织关系优势

农产品的专业化经营是分散农户在具体地域上

以某种产业为载体组织化发展的过程,既利于农户

自主生产经营,保持市场竞争活力,又利于通过组织

联合提高对外竞争力。下庄羊肉的经营者既是许多

独立自主的经营主体,又以羊产业为载体,以地缘关

系为纽带,在“下庄羊肉”品牌形象的凝聚下结成了

一体化的产业组织,因而,具有产业组织优势。特别

是羊肉的屠宰加工者半农半副,可进可退,以分散生

产为主,经营的灵活性大,同时,经营者数量多,利于

组织调动形成较强的羊肉加工输出能力。

  四、农畜产品经营专业化发展的

思路

  从下庄羊肉专业化发展的经验分析,可以得出

农畜产品专业化经营的以下思路。

1.充分发挥地缘优势

下庄村位于庆阳市区东北部,距离市区3km,
地形塬、沟兼有,这为羊肉加工专业化村发展提供了

优越的区位条件。从方位上说,它处于庆阳畜牧比

重较大的北部山区通往市区的交通路口,而且山地

广阔,饲草丰富,成为畜产品供应城区的理想中转

站,同时,具有利用中心区位发展畜产品对外输出的

优越条件。下庄人正是充分利用了这一优越的地缘

条件,经过长期的探索实践培育了该村的特色优势

产业。

2.立足区域特色

下庄村羊肉加工输出专业化的发展以庆阳市及

下庄村经济和文化特点为基础。首先,庆阳市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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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殖规模较大,特别是北部山区较大规模的羊养殖

成为下庄羊肉专业化发展的基地。2006年庆阳市

羊饲养量为229万只,出栏86.27万只[4],为下庄羊

肉专业化发展提供了充足的活羊资源。其次,下庄

村本身具有浓厚的牧业文化传统。下庄村耕地面积

小,荒山荒坡面积大,天然条件适宜放牧,长期以来

产业结构中牧业比重大。目前受退耕还林政策影

响,养殖规模减小,但养殖户比重仍达60%左右。
受历史传统和生产习惯的影响,村民都具有养羊、屠
宰和羊肉加工等方面的生产习惯与经验,具备了专

业技术交流和发展环境。而且,以血缘、地缘和亲缘

关系为纽带的技术传播,保证了生产技艺的完整传

承和逐代发展,促进了技术的创新,避免了传统技艺

因盲目扩散而退化。下庄村正是利用了这一区域特

色推动了产业的专业化发展。

3.重视产业市场化开发

生产只有适应市场才能发挥应有的效益,下庄

羊肉发展的关键在于抓住了市场。改革开放后,下
庄的致富带头人努力开拓羊肉销售市场,前往西安、
兰州、银川、郑州、福州,乌鲁木齐等大城市寻求羊肉

销售市场,以稳定可靠的产品质量和诚信经营与这

些城市的客商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在羊产业的市

场化经营中,下庄清汤羊肉餐馆的经营发展起到了

重要作用,在羊肉餐馆的市场化经营中发展了下庄

人的羊肉烹制技术,提高了市场经营能力,确立了

“下庄羊肉”的市场地位,推动了羊肉产业市场化的

全面发展。

4.提高组织化水平,增强发展能力

专业村在发展的早期阶段,一般都具有自发发

展特点,但最终都应走组织化、企业化经营道路。下

庄羊肉村目前组织化程度较低,技术传递以亲缘关

系为纽带,主要形式是师傅带徒弟,缺乏技术培训机

构,导致技术创新发展不足,传统技术优势没有得到

应有的发挥。内部没有形成行业协会等组织管理机

构,缺乏行业标准和行业发展的监管,没有形成合作

发展组织,投资发展能力不足,生产技术设备落后,
没有形成企业化的生产管理方式。清汤羊肉餐饮业

仅处在地方特色食品的发展阶段,还存在品种单一,
以肉食为主,油脂含量较高等问题,与现代人的健康

饮食观念有差距,今后发展应引入现代经营发展理

念,推行企业化经营管理,向全国连锁经营饭店企业

方向发展[5]。

5.增强品牌意识,扩大经营规模

类似于下庄的地方特色农产品经营都普遍存在

特色强,但发展规模小,品牌影响力小和经济效益低

的问题。下庄人经过继承和创新发展形成了美味的

“下庄清汤羊肉”烹制技术,它包含着传统的羊肉制

作秘方和科学的加工工艺,具有一定的技术含量和

市场开发价值,是区域发展中的宝贵资源。但品牌

的利用已经有泛滥之势,品牌监管和保护问题已经

非常紧迫。首先应进行品牌注册和保护,制定规范

的品牌使用办法和质量管理标准,通过规范管理提

高品牌信誉和影响力。其次,为了使这一特色产业

不断发展壮大,就应该开拓更大的外部市场,不断扩

大经营规模,把下庄羊肉店铺开到全国各地,使它由

“地方名吃”发展为“全国名吃”。为此,应采取“对内

合作,对外竞争”的策略,需要下庄羊肉产业的带头

人树立远大理想,建立辐射全市的技术培训基地,加
强技术人才的培养,满足羊肉加工大规模发展的需

要。使庆阳羊肉产业由专业村向专业市方向发展,
使下庄村带动庆阳市发展成为全国重要的肉羊养殖

业基地、羊肉加工输出基地和羊肉饭店连锁经营企

业总部。

6.重视农产品的加工经销与生产基地的一体化

发展

农畜产品的专业化经营实际上是农业产业化发

展的龙头,与相应农产品的生产相辅相成,只有和基

地之间建立合理的利益关联关系,形成一体化发展

机制,带动农业生产的发展,才能支撑加工和经营走

向规模化[6]。下庄羊肉专业化还未与全市养殖业基

地之间建立利益关联机制,在带动区域养殖业发展

方面还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庆阳市应以羊肉专业

村发展为动力,利用大面积荒山荒坡和秸秆资源,紧
抓当前舍饲养殖的发展机遇,积极发展肉羊养殖,在
养殖户与加工户及经销商之间建立合理的利益联结

机制,推动畜牧养殖业、羊肉加工输出及餐饮业的一

体化发展,才能使羊肉经营发挥更大的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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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esearchonProfessionalManagementofLivestockProducts

———InCaseoftheMuttonVillageofXiazhuang,Qingyang,GansuProvice

LIZhao-yang
(HistoryDepartment,LongDongUniversity,Qingyang,Gansu,745000)

Abstract Theprofessionalmanagementoflivestockproductsisjustthemajorstrategyofruraleco-
nomicdevelopment.ThedevelopmentofspecialmuttonvillageofXiazhuang,Qing-yang,GansuProv-
inceisauniquecase,whichtakessaleasaleader,theslaughteringandprocessingteamasthemainjoin-
ing,muttonsheepbreeding,by-productsrecoveryprocessingandreusingastheimplementation.Ithas
formedaspecializedindustrialorganizationsystemwithalinkofdirectionaltradingrelationshipanda
rationaldivisionandcollaborationoflabor.Theorganizationalcharacteristicsofitsproductionreveals
thattheprofessionaldevelopmentoflivestockproductsisequippedwiththesalesastheleadingrole,

professionalteamestablishmentasthebasis,technologyandbusinessinnovationasthedrivingforce,di-
visionoflaborasthekey,andregionaltradingnetworkasthelinktothedevelopmentofmechanisms.Its
developmenthasobviousadvantagesintechnology,cost,marketandorganization,whichisconduciveto
facilitatethefarmers’entrepreneurshipandregionaleconomicdevelopment.Itsdirectionofdevelopment
reflectstheimportantrolesofgeographicandregionalcharacteristicadvantagesaswellasadvancing
marketdevelopmentintheprofessionaldevelopmentoflivestockproducts.

Keywords livestockproducts;theprofessionalvillage;productionspeci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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