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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发展现代赛马产业的思考

一、引言

在国家 政策的大力支持引

导下，我国体育产业规模不断扩

大。2018 年全国体育 产业总规

模达到 2.4 万亿，按照体育产业

十三五规划，到 2025 年体育产

业总规模将超过 5 万亿。从这些

数字当中可以看出，体育产业的

发展是未来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

方向，体育产业的发展必然带动

赛马运动的发展。内蒙古是一个

马业大区，2018 年全区马匹数量

超过 84 万匹，传统马产业发展

已经不能满足市场需求，转型发

展成为必然趋势，而赛马产业正

是转型发展的重要模式。

我国赛马运动历史悠久，但

是赛马产业的发展相对滞后，没

有形成完善的赛马产业链，不能

有效地带动经济发展。从近代产

业发展来看，英国是最早发展赛

马产业的国家，主要是以竞速赛

为主要方式，相比古代赛马，具

有完善的赛马规则，主要包含，

场地赛马、越野赛马、轻驾车

和障碍赛马等比赛形式。随着

赛马运动产业化的不断发展，到

19 世纪，赛马彩票风靡全球，

促进了赛马运动逐渐实现全球

化，并通过产业带来了巨大的经

济效益，成为了很多国家的经济

支柱。

1991 年，全国第一次有奖赛

马在西安长乐跑马场举行，1993

年，广州开展博彩赛马试水，1999

年被叫停。2002-2005 年，国家出

台相关政策严禁赌博性质的赛马

运动。目前中国纯种马数量仍然

与赛马运动发达的国家差距巨大，

2017 年公马、母马、马驹的种马

总数为 409 匹，仅占全球纯种马

数量的 0.17%。而欧洲、美洲、大

洋洲等发达的赛马国家马匹总数

均在万匹以上，可见目前我国赛

马产业仍然非常落后。

内蒙 古作为全国五大牧区

之一，是蒙古族聚集的地区，马

匹则是其最具 有民族特色的牲

畜之一，发展赛马产业具有地域

优势，可有效带动相关产业发

展。赛马和娱乐用马将带动育马

业发展，为满足新的市场需要，

必然带动饲养、繁 育赛马、旅

游乘马、马术用马、民族表演、

展览用马的发展。

内蒙 古正在不断对民族传

统文化进行深入挖掘和保护工

作，为草原文化的传承 和发 展

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赛马运

动作为草原文化的核心内容，其

重要性愈发显现。蒙古族被称

为“马背上的民族”，除了生产生

活需要马，休闲娱乐活动也离不

开马的存在，赛马已经深深融入

内蒙古人民的精神世界之中。内

摘   要 ：马，作为六畜之首，历史上在解决社会发展动力、开疆拓土、促进经济和市场繁荣、加速

社会变革和民族交融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内蒙古自治区作为我国五大牧区之一，是蒙古族聚集的

地区，马匹则是其最具有民族特色的牲畜之一，赛马运动有着辉煌的历史。本文从问题出发研究内蒙古

赛马产业的发展，着重回答四个问题 ：“是发展内蒙古马产业还是国际马产业？是做少数人的马产业还是

老百姓的马产业？是做实物产品商品的马产业还是文化商品的马产业？是做规模型马产业还是做效率型

马产业？”，并以产业理论为基础，明确了内蒙古赛马产业未来的发展方向，从体制机制建设、产业融合

发展、品牌和人才培育等方面入手，提出了提升内蒙古赛马产业核心竞争力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 ：赛马产业  产业链  融合

殷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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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作为国家“西部大开发”及

“一带一路”战略的重要节点，

发掘赛马产业的潜在价值，对

于塑造自治区文化名片、带动相

关产业链条的发展、推动内蒙古

经济结构转型尤为重要。

二、马产业与赛马产业

链分析

图 1  马产业链

图 2 赛马产业链

马产业 是 指 运 动 赛 马业、

休闲赛马业、马产品（马制品）、

马衍生产业及马产业可替代产业

的集合。从全产业链的上、中、

下游产业来看，马产业上游产业

涉及马种质资源、马的养殖，中

游产业涉及产品初加工、马的屠

宰、马具制造，下游产业可延伸

至产品深加工、体育竞技、休闲

娱乐、旅游文化、生物制药（雌

激素、阿胶等）。

马产业的发展 对 社会 经济

的贡献和拉动作用不可小觑。赛

马运动在欧美等地起步较早，所

以欧洲已经形成一条良性的赛马

产业链，这条产业链的项目都运

作的非常好，现已逐渐成为欧美

等国家的支柱产业。现代赛马运

动，是将养马、育马、骑马、赛

马等多样化内容融合的产业，它

与体育产业、商业、农业、休闲

娱乐业等多个领域相关，且分布

广、种类多。我国赛马产业价值

链的上游主要围绕马匹的供给、

育马、养马、驯马，价值链中游

主要是赛马赛事的筹备，产业链

下游主要是广大赛马参与人群，

包括赛事观众、骑乘消费者。

三、内蒙古发展现代马

产业存在的问题

“是发展内蒙古马产业还是

国际马产业？是做少数人的马产

业还是老百姓的马产业？是做实

物产品商品马产业还是文化商品

的马产业？是做规模型马产业还

是做效率型马产业？”这是内蒙

古发展现代马产业必须要解决的

现实问题。

从总体上看，内蒙古现代马

产业还处于起步阶段，发展中面

临着一些突出问题 ：一是随着马

的传统役用功能减退，马匹数量

特别是蒙古马大幅减少 ；二是由

于市场需求不足，导致马的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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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程度较低，缺乏有带动力的龙

头企业，难以促进农牧民普遍增

收 ；三是马产业与文化旅游、体

育竞技、休闲健康等产业融合度

较低，马文化的感染力和影响力

有待进一步提升 ；四是现代赛马

产业发展缺乏科学系统可行的产

业化发展思路和政策支持，蒙古

马等地方品种资源保护和马产业

投入不足，基础设施建设滞后，

资源优势没有得到有效发挥。

（一）对发展内蒙古马产业

还是国际马产业的认识

一段 时间以 来， 国内以发

展 现 代 速 度 赛 马 和 马 术 为 标

杆，许多马产业 从 业主和有关

部门大量进口国外纯 血马和温

血马， 不但 炒高了国际马匹价

格， 还因为国际所有马业 发 达

国家 禁止 从中国进口马匹， 使

中国成为世界极少数只进不出

的马匹 纯 进口国家， 这种局面

不仅打压了国内马匹的销售，还

客观促 进了一些发 达国家的马

业 繁荣，不仅不利于国内马产

业 发展，而且 对内蒙 古马产业

也带来了巨大 压力。 要发 展现

代马产业，必 须 要加强国内马

品种保护、改良及繁育。

（二）对做少数人的马产业

还是老百姓的马产业的认识

由于国内少数投资人的非理

性投资和购买，中国马业目前已

成了少数人的马业，而绝大多数

养马、爱马人士和农牧民群众并

没有在中国马业大跃进的背景下

获得收益，反而养殖规模越大，

负担越重。这种局面非常不利于

马产业的发展，更不要谈通过养

马育马让农牧民摆脱贫困。要发

展现代马产业，就要调动广大农

牧民养马育马的积极性，提高老

百姓对现代马产业的认识，大力

培育现代马产业文化。

（三）对做实物商品马产业

还是文化商品马产业的认识

发 展现代高端 竞技马产业

是发展马产业的现实途 径，但

是仅仅发展国际高端马品种的

马竞技 业对内蒙古发展马产业

并没有多大裨益，还需要发 展

与马相关的产业，带 动整 个马

产业的发 展。 因此， 除了发 展

马文化商品，还要研发、开发马

实 物商品， 如马肉、 马奶、 马

药用产品、马材质工艺品等才

能使 蒙 古马增值。因此，要发

展现代马产业， 必 须打造马文

化商品，构建和完善马产业 发

展相关的产业链，培育现代马

产业市场。

（四）对做规模型马产业还

是做效率型马产业的认识

据有关专家测算，一匹马对

草原的消耗是八只羊的消耗总

量。因此，内蒙古发展马产业还

要控制规模，无序大规模发展

蒙古马数量会对内蒙古生态保护

带来较大负担和危害。因此，既

要控制马匹数量的总规模，又要

提高马产品的产出效率，才是正

确的发展之路。要发展现代马产

业，既要有序控制规模，又要突

出区域特色、提升效益和水平。

四、内蒙古发展现代赛

马产业的对策与建议

（一）制定内蒙古特色赛马

产业规划

在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统

一领导和部署下，由内蒙古自治

区体育局、发展改革委、文化旅

游等相关部门，制定符合内蒙古

区域特色的、科学的、有指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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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内蒙古发展特色赛马产业发

展规划》。制定内蒙古赛马的统

一的标准和规则，打造公平的竞

赛平台。对参赛马匹的品种、血

统、年龄以及竞赛规则等制定统

一标准和要求，对赛马赛事的监

管、赛事专员的监控、马匹药品

及违禁物品、赛事从业人员等都

要有统一标准，打造“内蒙古赛

马标准”，并复制推广到全国。

（二）打造具有内蒙古特色

的赛马体系

一 是开展 速 度赛马。内蒙

古地区拥有全国省、市、自治区

最多的赛马场，33 个牧 业旗至

少都有一片赛马场，21 个半农半

牧旗县也有一半有赛马场，呼和

浩特市、包头市等盟市政府所在

地也大都有赛马场，一些旅游景

点也有一些赛马场，总计应该有

50 片以上赛马场。这些场地都可

以开展规范的速度赛马比赛。除

场地速度赛马比赛之外，还可以

开展轻驾马车比赛。二是竞技马

术。内蒙古自治区体育局马术运

动管理中心建制齐全，是国内最

早开展马术运动的地区，技术水

平和参赛成绩在国内处于领先水

平，可以其为平台大力开展竞技

马术活动，推广全区性的场地障

碍赛马活动。三是休闲赛马和民

族民间马术。休闲赛马一般在民

间举办，可在场地或野外进行，

具有较强的大众性和表演性。近

年来在内蒙古开展的十分火爆。

同时积极举办国际上较热的马术

绕桶赛、斗马大赛、牛仔擒马赛

等观赏性比赛。

（三）开展各类赛马注册制

度及运动型蒙古马基因库建设

发展内蒙古的赛马运动和赛

马产业，要与国际国内接轨，建

立内蒙古赛马马匹的注册、认证

登记机构，把中国境内蒙古马的

血统及其他发展、繁育等信息进

行注册登记，促进赛马运动中查

询和辨别马匹的年龄和血统，作

为马匹的参赛、免疫、繁育、交

易、进出口的有效凭证。同时，

按照中国赛马委员会对骑师的要

求，加强对骑师参赛注册和注册

骑师制度的有 效管理。2019 年

开始，蒙新莱德马业在全区开展

规范化的“内蒙古马赛”品牌活

动，已经开始了有益尝试。

（四）加强无规定马属动物

疫病区建设

为适应国际赛马运动进出

境检疫标准，确保赛马免疫环

境，按照《陆生动物卫生法典》

要求，选择适当区域，建设内蒙

古赛马进出口免疫区，加强对实

验室检测、免疫接种、身份 识

别、可追溯流动控制及生物安全

控制等措施，建立完善的技术

法规、兽医基础设 施、实验室

检测体系、运输保障计划等法规

和政策支持。积极与世界动物卫

生组织、国际马匹体育联盟谋求

合作，积极探索竞赛马临时国际

运输次区域的可行方案，破解运

动马匹国际间安全短暂运输的难

题，促进竞赛马匹区间运输工作

的持续发展。

（五）推进赛马活动和其他

产业融合发展

积极打造以育马养 殖为基

础、赛马赛事为牵引、文化旅游

为重点的现代马产业体系。不断

推动“赛马 +”“+ 互联网”与其

他产业融合发展，推动体育 + 旅

游、赛马与文化、旅游、医药卫

生健康业的融合发展，积极发展

育马、饲料、马匹交易、赛事运

营、马术俱乐部、表演娱乐、培

训、马博物馆、马骑乘等一系列

赛马周边关联产业，为经济发展

积蓄新动能。利用先进技术推动

完整产业链的构建，建立专门、

严谨、系统的组织架构，研究出

台保障赛马产业正常运行的法律

法规，不断提高民众对赛马产业

的认知度。强化马产业持续开发

支撑力度，统一规划布局，明确

分工，上下联动，推进马产业多

元化发展。

（六）积极向中央争取内蒙

古公益型竞猜赛马彩票发行试点

在内蒙 古开展赛马公益彩

票销售活动有利于加强国内国

际，特别是与蒙古国和俄罗斯

的经济、 文化、 人 文 交流。 内

蒙古应着力排除赛马彩票业在

财政、法律、意识 形态等方面

存 在的阻碍因素， 尽快向中央

政 府申请在内蒙 古自治区境内

开展公益型竞猜赛马彩票发行

试 点工作这一特 许政 策，作为

支持内蒙古又好又快 发展的有

力扶持政策，成为该领域的先

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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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鼓励马文化及马产业

特色小镇建设

可进一步挖掘与开发与国际

接轨的丰富马文化娱乐元素。利

用内蒙古得天独厚的马背文化，

打造以赛事为核心的赛马小镇，

以文娱休闲为核心的马文化体验

旅游景区、马文化公园小镇，以

马术 培训、教育为核心马术 小

镇，以表演、庆典、节日项目为

核心的马术特色小镇。积极推动

兴安盟科右中旗、锡林浩特、呼

和浩特、包头等周边城镇建设马

文化赛马产业特色小镇。

（八）培育内蒙古赛马品牌

实现马产业发展与社会、经

济、文化、军事、艺术、文学、

体育、 医 药、 健 康、 旅 游 等 相

关产业的有效衔接，积极主动

承 接、组织马的赛 事活 动，提

升现有赛事活动的档次和影响

力， 打造 知名品牌 赛 事。 内蒙

古目前已经重点培育“内蒙古马

赛”和“内蒙古马术节”两大品

牌 赛 事，各地也在积极 探索，

如两年一届的中国国际那达慕大

会，四年一届的内蒙古民族运动

会，每年一届的锡林郭勒盟夏季

那达慕，呼伦贝尔冬季那达慕，

通辽科左后旗的 8.18 赛马大会，

兴安盟科右中旗的 8.8 赛马节，

包头达茂旗草原游牧文化节，呼

和浩特驭马文化节，鄂尔多斯国

际马术绕桶大赛等。这些活动

吸引了区内马主、赛马好手以及

国内外大批马主参加，加大赛马

场标准化建 设，建 立一批私人

业主马术俱乐部。

（九）培养赛马产业人才

加大马业 发展复合型专业

人 才的培养。主要培养专业系

统的优良马匹交 易选购、专业

饲养、高品质种马选育以及科

学 管理经验 人 才，掌握马品系

建 档、 马匹调教 训练、 护理、

疫病防 治等方面知识的人 才。

将 依托区内高校与企 业、行业

协会联合培养职 业骑师、赛马

赛 事人 员、马业管 理 人 员、兽

医、赛马商业管理等 领域的人

才。加大 对赛马产业 应 用性人

才的培养，在区内高等院校培

养国内一流的骑师、 钉蹄师、

马匹育 种者、 练马师、 赛 事裁

判等，使之成 为国内一流赛马

产业管理应用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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