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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博思数据发布的《2014-2019年中国马饲养行业发展现状分析与投资建议研究报告》对我国

马饲养的市场环境、生产经营、产品市场、品牌竞争、产品进出 口、行业投资环境以及可持

续发展等问题进行了详实系统地分析和预测。并在此基础上，对行业发展趋势做出了定性与

定量相结合的分析预测。为企业制定发展战 略、进行投资决策和企业经营管理提供权威、充

分、可靠的决策依据。 

    马为草食性家畜，马的祖先始祖马起源于北美，在5000年前被人类驯服，成为人类生活生

产重要的工具。曾是农业生产、交通运输和军事活动的主要动力。随着科技水平与生产力的

提高，马在现实生活中所起的作用正在日益减少，马如今主要用于赛马业、马术运动、骑乘

马业和生产乳肉，饲养量大为减少，现代马业已经成为一种综合文化、体育、经济、休闲于

一体的新型第三产业。但在有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马仍以役用为主。我国拥有适合马匹发

展的先天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马匹数量和马品种资源都相当可观。但由于马业转型缓慢、

社会经济效益低下以及重视程度不够等原因，我国马业仍停留在传统阶段和产业转型初期。

因此，马产业作为一个亟待开发的新型第三产业在我国拥有无限的潜力和广阔的前景。如果

能够成功转型，势必能够成为未来我国重要的支柱产业之一。

    2013年我国马产业市场规模达到了53.5亿元，同比2012年的45.4亿元增长了17.84%，近几年

我国马行业市场规模情况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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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是养马大国，新中国成立至1985 年，养马业都是一个很重要的产业，主要用途为军马

、农耕役用，少量有食用和少数民族地区的娱乐用途。这一阶段我国养马业呈快速发展阶段

，马匹数量快速上升，至1977 年达到最高峰1144.5 万匹，占世界第一位。1985 年以后，随着

我军由摩托化和机械化代替了骡马化，骑兵作为一个兵种被取消，全军仅象征性地保留了两

个骑兵营和几个骑兵连，以适应西部边防特殊自然环境的戍边需要，担负影视片拍摄和参加

民族地区重大庆典礼仪等任务。随着我国经济发展的转型，机械化和现代化发展迅速，机械

耕作和运输逐步替代了畜力，军马和农耕役用马的大量退出，使我国的养马数量呈现锐减趋

势，到2012年我国马匹存栏量为减至633.5万匹，较历史最高年份减少了400多万匹。

1996-2012年全球及中国马存栏量对比：万匹         中国   全球       1996年   871.5   5922.6       1997年  

891.2   5794.1       1998年   898.1   5767.4       1999年   891.4   5772.7       2000年   876.6   5770.3       2001年  

826.0   5780.5       2002年   808.8   5688.5       2003年   790.0   5772.2       2004年   763.9   5844.4       2005年  

740.0   5934.6       2006年   719.5   5960.8       2007年   702.8   5983.0       2008年   682.1   5980.8       2009年  

678.5   6022.7       2010年   677.1   5964.1       2011年   670.9   5843.2       2012年   633.5   5890.0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FAO

中国马匹存栏量占全球市场份额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FAO

全球马匹存栏量区域分布

资料来源： FAO

    但是，我国养马总数量排在世界前列，仅次于美国的950 万匹。但马匹的用途发生了变化，

大部分用作国内外举办各种赛事的骑乘型马、各旅游景点的旅游娱乐用马和用于食品开发的

乳肉用马。由传统马产业转入现代马产业赛马、马术、体育娱乐、旅游、健身等）行列。



中国马饲养行业产业链示意图

资料来源：博思数据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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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因此，马产业作为一个亟待开发的新型第三产业在我国拥有无限的潜力和广阔的前景。

如果能够成功转型，势必能够成为未来我国重要的支柱产业之一。

    2013年我国马产业市场规模达到了53.5亿元，同比2012年的45.4亿元增长了17.84%，近几年

我国马行业市场规模情况如下图所示：

2007-2013年我国马行业市场规模情况

 

数据来源：中国畜牧业协会 博思数据整理

2013年我国马行业市场细分产品市场规模情况     细分领域   市场规模（亿元）       马肉及制品  

49.2       体育用马   2.5       其他   1.8       合计   53.5  

数据来源：博思数据网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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