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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传统马产业向集经济、文化、体育、娱乐为一体的现代

马产业转变。国外发达国家已基本完成马产业的转型，而中国还处于转型初期。中国

发展现代马产业有丰富的资源和良好的基础条件，本文在分析国内外现代马产业主要

发展模式的基础上，剖析中国现代马产业发展现状及存在问题，通过借鉴发达国家的

成功经验，提出促进中国现代马产业发展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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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国内外现代马产业发展模式

全世界现有１５０多 个 国 家 和 地 区 拥 有 马 匹，其

中美国和 中 国 的 马 匹 数 量 分 别 居 第 一 位 和 第 二 位。

美国、德国、英国、法 国、日 本、澳 大 利 亚 等 国 的

现代马产业 发 展 迅 速，提 供 了 大 量 的 就 业 机 会，已

成为重要的 经 济 增 长 点。跟 国 外 相 比，中 国 现 代 马

产业主要 是 博 彩 赛 马、体 育 马 术、休 闲 娱 乐、马 业

产品等几种 模 式，产 值 不 高，对 国 民 经 济 的 贡 献 较

小［１］。

马业产 品 是 指 生 产、加 工、经 营 马 肉、马 奶 及

其生物制品等产品。马 业 产 品 是 传 统 马 产 业 的 主 要

发展模式，但现代马产 业 也 在 不 同 程 度 上 包 含 马 业

产品。俄 罗 斯 培 育 了 肉 用 马 品 种，用 于 生 产 马 奶、

马肉产品的马匹约有２５万匹。以哈萨克斯坦为代表

的中亚国 家，马 奶 产 品 已 经 形 成 工 厂 化 生 产 规 模。

澳大利亚每年有４．５万 马 匹 用 于 向 国 际 市 场 提 供 马

肉产品，主 要 销 往 日 本 和 欧 洲。中 国 马 匹 数 量 多，

马业产品原料丰富，年生产马肉２０．１６万ｔ，占世界

总产量 的２７．４３％，居 世 界 首 位，此 外 还 大 量 生 产

结合雌激素、孕马血清 促 性 腺 激 素 和 精 制 生 物 马 脂

等生物制品。

２　国外现代马产业发展经验

２．１　健全的法律体系

国外在发展 现 代 马 产 业 的 过 程 中，通 过 制 定 健

全的法律体系，对马产 业 的 生 产 经 营 活 动 进 行 严 格

的规范管理，保 障 了 现 代 马 产 业 的 良 好 发 展。日 本

制定了 《赛马法》和 《中央赛马会法》，构建了赛马

业的基本法律框架，此 后 多 次 对 两 部 法 律 进 行 修 改

完善，保证赛马 的 公 正 性，促 进 了 日 本 赛 马 业 的 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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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管理和规范运营。俄 罗 斯 制 定 了 《联 邦 马 业 和 马

场发展 法》、 《育 种 成 绩 法》、 《联 邦 牲 畜 良 种 繁 育

法》、《保护牲畜基因法》等一系列法律规范，明确

规定实行登记制度，公 民 饲 养 或 经 营 马 匹 需 要 在 地

方管理机 构 登 记，并 从 基 因、数 量、繁 育 条 件 等 方

面对纯种马匹的持有 者 做 出 明 确 规 定，以 扶 持 繁 育

本国优良马种。

２．２　政府的大力扶持

国外重视现代马产业的发展，通过政策、税收、

补贴、公共产品 等 手 段，加 强 对 现 代 马 产 业 的 统 筹

协调和引导扶持。俄罗 斯 大 力 支 持 涉 及 增 加 社 会 福

利产品的养 马 业，通 过 定 期 发 放 许 可 证，调 控 企 业

的经营活动以及纯种 马 匹 的 出 口。英 国 重 视 马 产 业

人才的教育培训，全国 各 地 都 设 有 赛 马 学 校 和 培 训

基地，为马产业 发 展 培 养 高 素 质 人 才，此 外 还 成 立

了动物卫生 信 托 基 金，资 助 对 马 病 诊 断、兽 医 方 面

的研究。

２．３　行业组织的规范管理

国外充分发 挥 行 业 组 织 的 作 用，通 过 制 定 马 产

品的质 量 标 准、品 种 信 息 登 记、种 马 鉴 定 及 测 试、

品种选育等方面的标 准，对 现 代 马 产 业 进 行 规 范 和

自律。法国马会负责组 织 法 国 所 有 的 赛 马 比 赛 和 训

练，对养马场制 定 了 科 学 的 管 理 体 系，在 兼 顾 马 匹

使用价值的同时，还根 据 遗 传 需 要 保 留 了 品 种 的 多

样性。英国 掌 管 赛 马 业 的 主 要 机 构 是 赛 马 委 员 会，

由来自不同协会的会 员 组 成，分 别 负 责 制 定 赛 马 政

策、计划、人员 培 训 安 排 等。日 本 赛 马 会 是 赛 马 管

理、科研、福利机构的综合体，负责制订训练计划、

注册章程以及颁发考 核 执 照。德 国 马 术 协 会 是 世 界

上规模最大的马术协 会，同 时 负 责 马 术 赛 事 与 马 种

繁育两大 方 面 的 工 作。美 国、英 国、澳 大 利 亚 等 现

代马产业发达国家由品种协会 对 赛 马 实 行 品 种 信 息

登记，依据 登 记 证 书 管 理 赛 事、拍 卖 马 匹、保 护 马

种资源。

２．４　先进的科研水平

世界马产 业 发 达 国 家 都 设 有 专 门 的 马 业 科 研 机

构，从事繁育、营养、疾病、遗传等多个与马相关的

研究工作。加拿大按照科学技术要求，严格管理马的

饲养、繁殖、育种等环节，国内的艾伯塔州每年有６０
多个马场集中７　５００匹怀孕母马收集马尿，提取结合雌

激素。德国经过多年选育，培育出了以汉诺威马为代

表的优良温血马品种，满足了马术运动的用马需求。

美国有７０个公司、１３个实验室专门设计营 养 物 质、

微量元素和维生素全价平衡的马匹日粮，还有１６０个

兽医院和康复中心为种马场和赛马场服务。

３　中国现代马产业发展现状及存在问题

中国是传统 养 马 大 国，也 是 世 界 上 养 马 历 史 最

悠久的国家 之 一。中 国 马 匹 大 部 分 分 布 在 新 疆、内

蒙古、广 西、四 川、云 南、贵 州、吉 林、辽 宁、黑

龙江 等 省，拥 有１５个 地 方 品 种 和１１个 培 育 品 种，

占全世界马匹总量的１０％。其中，青海河曲马、内

蒙古三河马、新疆伊犁马是中国３大名马。２０世纪

７０年代，中国马匹数量居世界之首，达到１　１４４．７万

匹，此 后 马 匹 数 量 逐 年 下 降，目 前 全 国 存 栏 马 匹

７００多万匹。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后，随着现代马产业在

国内逐步兴起，１９８２年成立了中国马术协会，２００２
年成立了中国马业协会。广州、武汉、北京、西安、

成都、呼和浩特等地相 继 兴 建 了 具 有 国 际 水 准 的 赛

马场，目前全国约有超过１　０００家马术俱乐部，各地

还成立了马 业 协 会、马 术 协 会 等 行 业 协 会 组 织，举

办了马业展览会、马业博览会等活动，扩大了社会影

响。马产业的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也不断深入，在马

的克隆、基因序列分析等方面已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

果，中国农业大学、内蒙古农业大学等高校建立了马

研究中心。全国有１０多所院校开设了马术、赛马等

学历教育或课程，教育层次包括研究生、本科、专科

等。目前，中国经济总量已位居世界第二位，跨入中

等收入国家水平，随着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

高，社会对体育竞技、健身娱乐的需求也随之提高，

对竞技 用 马、娱 乐 用 马 的 需 求 量 增 大［２］。据 统 计，

２０１１年中国进口马匹数量达到了４　０００匹。可以预见，

中国现代马产业的发展速度将更加迅速。

但与国外发达的现代马产业相比，中国现代马产

业还存在以下问题：①政府部门对现代马产业重视不

够，思想认识不足，缺乏整体规划和正确引导。②资

金投入和政策扶持不足，马产业的科技投入较少。③
保种措施不完善，导致马匹质量不高，跟世界优秀马

种还有相当差距。④马产业市场程度很低，马产品和

传统赛马的产 业 化 运 作 水 平 不 高，没 有 形 成 消 费 热

点。⑤受到国家产业政策的限制，目前马产业开发还

不成熟，特别是博彩赛马，对其运作模式的研究还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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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空白。⑥马业技术推广体系不健全，马业技术人才

培养渠道少，基层育马技术人才相对匮乏。

４　国外经验对发展中国现代马产业的启示

４．１　加强规划和扶持

政府部门要加强统筹指导，借鉴国外先进经验，

制订和完善现代马产业发展的长远规划，明确产业发

展方向、产业布局与重点，出台马产业及其相关产业

的准入目录、马产品质量标准等相关规章制度和政策

措施［３］。建立政 府 主 导、市 场 运 作 的 多 元 化 投 资 机

制，加大财政扶持力度，建立马产业发展专项资金，

对养殖户和加工企业实行补贴或税收优惠，加大对良

种引进和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资金投入。引导和鼓

励金融机构增加对马产业的贷款，在产业政策导向、

金融资金、土地规划等方面扶持现代马产业发展，扩

宽渠道吸收社会资金，鼓励各地成立养马协会和专业

合作社，成员由农牧民、加工企业、服务机构组成。

４．２　健全法律法规

法律法规是 现 代 马 产 业 发 展 的 坚 实 保 障，只 有

依法保障才能促进现 代 马 产 业 的 持 续 发 展。国 外 通

过制定法律来规范赛 马 业，中 国 规 定 不 得 开 展 具 有

商业性质的 博 彩 赛 马，赛 马 政 策 没 有 放 开，但 是 政

府开始重视发展赛马 运 动 这 项 高 端 第 三 产 业，开 展

商业性赛马赛事必须在相关法 律 法 规 和 政 策 的 允 许

下才能进行。对 体 育 赛 马 运 动，同 样 要 通 过 健 全 相

关法律，保障公 民 发 展 马 匹 养 殖 的 合 法 权 益，保 护

优良品种，规范 马 匹 管 理。依 法 保 护 中 国 纯 种 马 种

源，规定纯种马的所有 者 必 须 承 担 在 保 护 纯 种 马 数

量、基因、繁育 等 方 面 的 责 任，依 照 法 规 在 当 地 管

理机构进行登记，获得 纯 种 马 匹 身 份 证 才 能 进 行 纯

种马匹交易，并且还有 义 务 向 国 家 相 关 研 究 机 构 提

交纯种马匹的资料报告和详实数据。

４．３　加大科研和产品开发力度

马产业科研 主 要 包 括 马 的 品 种 繁 育 和 改 良、检

测和防治、产品研发研制等。应加大科技创新力度，

以产学研体系建设为 平 台，开 展 技 术 创 新 和 科 学 研

究［４］，积极推 广 良 种 繁 育、科 学 饲 养 技 术、饲 草 饲

料等方面的科研成果 和 生 产 实 用 技 术 的 应 用。做 好

中国地方 马 品 种 的 选 育 工 作，在 内 蒙 古、新 疆、广

西等地建设中国地方 马 匹 品 种 自 然 保 护 区，重 点 保

护内蒙古４大 名 马 （阿 巴 嘎 黑 马、铁 蹄 马、乌 珠 穆

沁白马、乌审马）、伊犁马和德保矮马，对品种进行

种群数量 恢 复，纯 化 繁 育，建 立 种 质 资 源 库。同 时

引进国外优良品种，对中国特有地方品种进行改良，

提高运动性能，满足市场对高质量运动马匹的需求。

进一步拓宽马产品开发的种类，深化产品加工深度，

对传统的马 产 品 如 马 肉、马 奶 要 形 成 特 色、树 立 品

牌、提高产品价 值；对 于 精 制 马 脂 要 积 极 开 发 马 脂

化妆品、日 用 化 工 产 品、工 业 用 品，扩 展 其 应 用 领

域；对结合雌激素、孕马血清，要开发科技含量高、

附加值高的科技产品，提高马业综合效益。

４．４　加强人才培养

制约中国现代 马 产 业 发 展 的 一 个 重 要 因 素 就 是

专业人才短缺。应借鉴国外马产业人才培养的经验，

制定人才优 惠 政 策，将 引 进 和 培 训 相 结 合。开 展 校

企合作，充 分 发 挥 高 校 资 源 优 势 和 企 业 经 营 优 势，

开设赛马经济、马术运动管理、马产业开发等专业，

培养市场急 需 的 马 种 繁 育、产 品 开 发、市 场 运 作 的

专业人才。积极 争 取 国 家 项 目 及 政 策 支 持，建 立 马

术培训基 地，加 大 对 非 学 历 层 次 的 人 才 培 养 力 度，

进行系统的技术培训 及 资 质 认 证，加 强 有 关 疾 病 防

治、饲养、育 种、繁 殖 等 专 业 知 识 的 培 训，提 高 从

业者的专业素质。

４．５　大力发展马文化旅游

现代马产业在 旅 游 业 中 具 有 较 大 的 市 场 空 间 和

开发价值，马文 化 旅 游 与 民 俗 旅 游 相 结 合，可 以 极

大地吸引游客的兴趣。积 极 开 发 以 马 文 化 为 主 题 的

旅游景区、精 品 旅 游 线 路、民 族 风 情 演 艺 节 目、手

工艺品等旅游产品，使 游 客 可 以 观 看 场 面 精 彩 且 激

烈的赛马 运 动，欣 赏 马 术 表 演、骑 马、驯 马 等 以 马

文化为依托的具有民族特色的旅游项目，达到旅游、

休闲、娱乐相结 合 的 目 的，既 大 力 推 广 宣 传 了 马 文

化，又提升了马产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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