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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有消息称，“奶粉产品配方注册
管理办法”送审稿已报国务院，内容有所
变化，按照之前提出的方案二：原则上每
个企业不得超过3个系列（品牌）9种产品
配方。由于目前进口奶粉（包括跨境进
入）在国内总销售的占比越来越高，因此
配方注册制对市场洗牌效果关键在于进
口奶粉如何管理，而之前质监局已经发布
《进口奶粉配方注册管理办法》和《网购保
税模式跨境电子商务进口食品安全监督
管理细则》征求意见稿不久也将落地实
施。可以大胆猜测，进口奶粉无论线下还
是线上都将严格按照配方注册管理办法
执行，而跨境电商奶粉准入门槛也将与传
统贸易一致，这无疑将规避漏洞，将境内
外、线上线下奶粉无缝隙纳入到政策监管
上来。

“新政”出台将推动行业加快洗牌。
今年以来价格战已经迫使线下部分品牌
退出市场，渠道方面的整合也在加剧，三四
线以下地区母婴渠道连锁化程度有所提
升，但仅靠市场推动洗牌已经有些疲弱，国
内大型无论国产还是外资企业都在苦苦
支撑，外资美赞臣业绩大幅下滑，雅培、美
素增幅放缓，国产贝因美、雅士利业绩也明
显下降，仅伊利增长较好。而跨境线上奶
粉，又涌入一批小品牌蚕食市场，其中夹杂
大量不合格产品进入。如果不对跨境销
售及海外生产工厂做出与国内一致的管

理，那么未来中国市场将更加混乱，劣币
终将大型企业和大品牌淘汰殆尽。

当前摆在整个行业面前三座大山：一
是品牌众多、产能过剩，如何“去产能及品
牌化”；二是国内整体市场及价格与国际
快速接轨，给予企业及渠道应对时间太
短，今年整体通过跨境进入奶粉销售额将
超过200亿；三是如何推动线下渠道升
级，与线上融合发展。

“新政”出台将助力市场，推动行业洗
牌，重塑行业发展新格局。一方面，“新
政”在减少品牌的同时推动产能有效下降
并抑制新增产能，企业会更加珍惜现有品
牌，并全力维护品牌形象，对上游供应链
严格把关，对下游产品去向严格管理，全
新的产业链追溯体系将明显升级，效果显
著；一方面，抑制跨境过快增长，给予线下
传统渠道升级发展时间，由于品牌减少，
国内外价格差距缩小，促使门店加快线上
线下统一，建立封闭销售体系，提升奶粉
引流作用，同时由于产品价格下降，使得
门店加快转型，降低奶粉在门店盈利比
重，提升其他产品盈利性，也从侧面加快
三线以下地区门店的连锁化、标准化整
合；最后，新政实施，极大提升准入门槛，
抑制海外进口热情，并把大批不合规产品
挡在国门之外，同时也有助推动国内市场
竞争趋于良性。

笔者认为，此轮政策实施效果要好的

话，那么2017年中国婴幼儿奶粉行业将
恢复健康发展，并迎来新发展的春天。主
要表现：一是产品价格长期保持平稳并与
国际接轨，高毛利时代结束，但企业可以
获得正常经营利润；二是品牌数目大幅减
少，市场集中度进一步提升；三是行业准
入门槛严而高，政府构建科学监管体系日
益成熟，对线上线下，国内国外建立统一

管理和监管标准；四是消费者信心明显恢
复，外流购买现象大幅减少。

“新政”唯一美中不足，是对于那些工
厂产能超过10万吨企业，“一刀切”的仅
给三个系列，在短时期内会对企业生产和
经营造成很大压力，当然“去产能化”是一
个痛苦的过程。

（作者系高级乳业分析师）

本期专家
卞华伟 中山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营养科主任

专家解读（之三十九） 《网络食品经营监督管理
办法（征求意见稿）》不仅明确
了网络食品经营的范围，明确
了监管主体，更重要的是随着
修订后的《食品安全法》在今年
10月1日的实施，我国监管部门
依靠法律法规筑牢网络食品经
营安全边界的意识和决心愈发
坚定。

近年来，随着移动互联网
的发展壮大，电商的食品经营
业务做得风生水起。但是，与
高效率和低成本相伴而生的，
是网络食品交易中种种不可忽
视的安全隐患。比如，缺乏食
品生产、流通、卫生许可证的

“三无”店铺普遍存在，虚假宣
传现象也并不少见。稍有不
慎，引起交易纠纷事小，引发食
品安全事故事大。

对消费者而言，在正当权
益遭到侵犯以后，维权之路艰
辛而漫长。今年3月，就有全国
人大代表对相关媒体表示过同
样的担忧：网上违法违规交易
信息可随意修改或删除，网购
又多属于异地购买，即便投诉
到卖家所在地的工商部门，也
很难找到真正的卖家。

对监管者而言，网购食品
监管还存在诸多难点。比如，
立法空白、食品标准落后、网络
经营主体不规范等等。更重要
的是，由于网络食品经营涉及食
药监、工商、电信、商务等多个政
府职能部门，监管主体不明确成
为困扰网络食品经营的顽疾，用

“九龙治水”形容并不为过。《网
络食品经营监督管理办法（征求
意见稿）》的出台，正是对这些问
题做出了明确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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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背景信息
现在食品安全问题频出，变质、添加

剂等成为了大家非常担心的问题。因
此，很多人养成了看食品保质期、配料表
的习惯，但是有一些人买了包装食物，往
往对保质期存在很多疑问。

二、专家解读
1.什么是食物的保质期
2011年5月13日，卫生部发布了

《 预 包 装 食 品 标 签 标 准 》

（GB7718-2011），取消了“保存期”的定
义，而对保质期进行了重新的定义：预包
装食品在标签指明的贮存条件下，保持
品质的期限。在此期限内，产品完全适
于销售，并保持标签中不必说明或已经
说明的特有品质。也就是说，食物在保
质期内应保持其固有的风味和原有营养
成分尽量少的损失，并且食用安全。

2.引起食品变质的主要因素
微生物、酶、氧气是引起食品变质的

三个主要因素。通常食物中水分含量越
高的食物，自然保存期就会越短。保存
环境越潮湿、温度相对越高，也越容易变
质。通过低温、干燥、浓缩、微波、腌制、
发酵、烟熏及适当添加防腐剂等方法也
可以延长食物的保质期。

3.常见食品的保质期

酒类：瓶装普通熟啤酒保质期为2
个月，特制啤酒4个月；瓶装葡萄果露酒
为半年。

饮料类：果汁汽水、果味汽水、可乐
汽水，玻璃瓶装保质期为3个月，罐装6
个月；果汁玻璃瓶装6个月。

罐头类：鱼肉禽类罐装、玻璃瓶装保
质期2年；果蔬菜类罐装、玻璃瓶装为15
个月；油炸干果、番茄酱、铁罐装、玻璃瓶
装保质期为1年；马口铁罐装奶粉为1
年，玻璃瓶装9个月，500克塑料袋装4
个月。

食糖类：饼干马口铁桶装3个月，塑
料袋装为2个月，散装为1个月；巧克力、
夹心巧克力保质期为3个月，纯巧克力6
个月，散装的1个月；调味品类酱油和食
用醋为6个月。

三、专家建议
食物的保质期并不是越长越好。食

物营养成分的损失与保质期延长往往是
成正相关的。比如蛋白质发生反应造成
流失，而维生素C、B1、D和泛酸等损失
则更大。同时，各种加工方法往往也会
对食物的感官、风味等造成不良影响。
就好像我们将普通的面条改制成为方便
面（拉面），保质期延长了，风味也不一样
了。

另外，我们购买食品的保质期一般
是指未开封的，像蜂蜜这类食品拆包装
后还需要放置很久的，建议开封后要尽
快食用完毕，时间越久，营养素破坏越
多，腐败变质的几率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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