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由于销售价格不足以支付
生产成本，中国的一些奶农正遭
遇亏损。在部分企业拒绝收奶、
进口乳粉大量涌入的压力之外，
奶农还要面对更头疼的问题
——有些企业用廉价复原乳冒
充常温奶或巴氏奶。

奶价低迷奶农：混不下去了

养了18年奶牛，奶农董长
林说，今年“混不下去了”。

董长林所在的浙江省宁波
市横街镇某合作社原本有四家
奶户，1250头牛，但如今只剩董
长林一人养着最后的200头牛。

他向本地乳企供应原奶。企
业收购价是每公斤4.3元，但每公
斤成本是5元，也就是说，每生产
1公斤原奶就会亏损7毛钱。全
算下来，一年亏损额高达100万。

许多奶农只好选择退出。
其实，与北方产区相比，董长林
所在镇的原奶价格还在相对高
位。兴业证券发布的报告显示，
从今年7月开始，北方主产省区
奶价连续数周在3.39~3.40元/
公斤的价位波动。

除了奶价低迷，部分乳企拒
收现象也让奶农受到打击。内
蒙古、黑龙江等奶业大省的多名
奶农抱怨，乳企每天限量收购原
奶，多一滴也不要。

兴业证券在报告中指出，
2016年上半年，主要省拒收限
收的奶量达到总奶量的10%，小
奶农和奶站产能继续淘汰。

原奶产能过剩

让奶农陷入困境的原因之

一是原奶产能过剩。
刘江城在奶牛养殖大县

——哈尔滨市双城区做过奶牛
养殖场厂长，据他回忆，几年前，
消费者对国产奶制品的信心有
所恢复，许多人开始进口奶牛、
投资建厂。

据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在
《2016年度乳制品行业形势分
析及下年度工作思路》中发布的
数据，从2011年至2015年的5
年间，我国进口奶牛共计69.46
万头，进口量是2001年至2010
年10年间的1.67倍。

数据显示，仅今年上半年收
集到的媒体报道信息，共有签
约、开工、投产项目16个，其中万
头以上牧场11个，总饲养规模
26.8万头，总投资近120亿元。

“许多人贷款养牛。”刘江城
说，根据当地政策，奶牛数超过
300头、并符合其他条件的话，可
以获得300万元补助，但养殖场
真正能拿到手的补助只有一半。

“现在奶价跌了，当地多数
奶农都想把厂子卖掉。”他说。

对此，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
指出，由于奶牛养殖业的盲目发
展，导致原料奶产能过剩，一些
地方出现卖奶难，乳品企业和奶
牛饲养业都承受了很大的压力。

进口乳粉冲击国内市场

一方面是原奶产能过剩、奶
农卖奶难，另一方面，乳企正大
量收购进口的大包粉。

所谓大包粉，就是用原奶制
成的原料粉。“进口乳粉卖2万
元一吨，国产乳粉成本就要3万
多一吨，乳企当然会选便宜的。”
刘江城说。

国产原奶在价格上处于明
显劣势。根据国际奶业经济学
会的数据，2015年全球全年原
奶平均价格为1.85元/千克，美
国2.37元/千克，新西兰1.65元/
千克，我国10个主产区原奶平
均价格为4.05元/千克。

饲料价格高、单产量低是背
后原因。刘江城说，我国的奶牛
一般每头每天产奶20公斤，年

产6吨，而国外品种较好的奶牛
每头年产量高达10吨以上。

饲料方面，董长林说，粗饲
料中的苜蓿草在美国400元一
吨，在宁波卖3000元一吨，精饲
料中的玉米在美国2毛多一斤，
在宁波便宜点也要9毛多一斤。

“成本不在一个起跑线上，
怎么跟人家竞争？”董长林反问。

被冒充的常温奶和巴氏奶

在董长林看来，进口乳粉对
市场的冲击并不是主要问题。

“巴氏奶是用巴氏消毒法处
理的鲜奶，很难被进口乳粉取
代，因为保质期短，本地奶源具
有优势。”董长林说，但问题是，
有些企业用复原乳冒充常温奶
或巴氏奶，廉价销售，断了奶农
最后一点竞争希望。

他说：“宁波过去有1万头
奶牛，鲜奶销量为一天20吨，现
在只剩下3000头奶牛，销量却
增加到120吨，这多出来的100
吨鲜奶是哪里来的？”

广东省奶业协会顾问王丁
棉指出，巴氏奶能保存绝大部分
的营养，但复原乳要经过多次高
温、脱水、加水的过程，会造成营
养成分的流失。

根据《乳品质量安全监督管
理条例》，使用复原乳作为原料
生产液态奶的，应当标明“复原
乳”字样，并在产品配料中如实
标明复原乳所含原料及比例。

2005年出台的《关于加强
液态奶生产经营管理的通知》明
确规定，在巴氏杀菌乳生产中不
允许添加复原乳。

记者调查发现，目前市场上

标注“复原乳”的产品很少，多数
液态奶包装上会标注“生牛乳”。
对此，王丁棉说，乳企使用复原乳
而不进行标注的现象并不少见。

寻找出路

艰难生存的奶农正在寻找
新的出路。

近几年，通过对生鲜乳进行
及时加工，向消费者提供新鲜乳
品的“鲜奶吧”迅速普及。董长
林也开了一家“鲜奶吧”，用来弥
补养殖场的亏损。

“早上5点取奶，最晚卖到
下午5点，有些新鲜牛奶能在出
炉半小时之后被喝掉。”他说。

王丁棉认为，奶农在议价、
定价方面是弱势群体，“鲜奶吧”
是被乳品企业压价和拒收奶逼
出来的。

他说，“鲜奶吧”的经营者多
有自有牧场或生鲜奶源，经营更
具专业性，主营新鲜的牛奶和低
温奶品。有助于奶农的增收，也
能使奶农降低市场风险。

与互联网结合的商业模式也
开始发展。“人人牧场”是一个平
台，用户能通过平台认养奶牛，并
享受鲜奶配送上门的服务。

人人牧场创始人王景星说，
奶农把原奶交给乳企，需要经过
层层代理才能到达消费者手
中。人人牧场大大缩短了销售
渠道，消费者能享受到价格与质
量上的双重优惠。

“奶农如果只靠给乳企供应
原奶，生存会非常困难。”王景星
说，我们现在还算不上雪中送
炭，但也希望能帮奶农解决一些
问题。 （中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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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场动态■ 资讯

小奶农为何“败”给了复原乳？

本报讯 王晓梦 近
日，在中国杯装奶茶市场
上占据60%份额的香飘
飘在上海发布了一款以
液体原汁为基础的冲泡
类奶茶产品。

据了解，该产品以荷
兰奶源及印度红茶为主
要原料，采用低温冷冻鲜
牛奶加工及“物理高渗透
压”保鲜技术，可以在
10℃至30℃的冷水中迅
速溶解，不含添加剂和防
腐剂。

新品的目标消费群
是那些在一二线城市、关
注健康和个性化体验的
高端人群。目前，这款产
品已经通过天猫、1号店、
京东做线上渠道的铺货，
未来也会进入商超渠
道。资料显示，该公司产
品目前已有椰果系列、美
味系列。公司董事长兼
总经理蒋建琪称，未来五
年内，公司仍将专注于奶

茶类产品，尤其是杯装奶茶，聚焦奶茶
类产品可以避免公司资源内耗。“我们
不会去做咖啡、香蕉牛奶这样的产
品。未来会做液体类的奶茶，但还是
以杯装奶茶的方式。”

近期，本土葡萄酒行业虽然利好连
连，但葡萄酒原材料价格大幅下跌影响
市场信心，业内人士对本土葡萄酒与进
口葡萄酒“对抗赛”的胜算表示质疑。

网络热卖大多是进口酒

记者登录几大酒类电商网站看到，
大多数热卖的葡萄酒品种都是进口酒，
价格从一百多元到三四百元不等。一个
大型酒类电商网站甚至以59元的低价
销售一款原来定价118元的法国拉奥尔
勃艮第干红葡萄酒（750ml）。“进口葡萄
酒的口碑一直好于本土葡萄酒，一旦进
口葡萄酒打‘价格战’，本土葡萄酒恐怕
难以招架。”一个葡萄酒销售人员称。

1919供应链管理公司总经理蒋常宇
告诉记者，目前进口葡萄酒的增量和增
速明显高于国产葡萄酒。有统计表示，
2015年国产葡萄酒销量∶进口葡萄酒=
6.5∶3.5，但就1919的渠道销售统计，国
产葡萄酒的销量不到进口葡萄酒的1/3。

据有关数据显示，2015年中国葡萄
酒进口金额 20.4亿美元，同比增长
34.3%。2016年上半年，中国葡萄酒进口
金额为11.9亿美元，同比增长27.8%。同

时，2006-2015年年均进口额增速为
34.6%。

中国食品产业评论员朱丹蓬认为本
土葡萄酒工艺以及品牌、传播都比进口的
差很多，“整个市场的进口葡萄酒有七成，
本土的只有三成，而且前者占据了高端市
场。”从消费结构看，沿海发达地区以进口
葡萄酒为主导，而内地市场以本土葡萄酒
为主导。

本土葡萄酒企全面发力

在朱丹蓬看来，目前本土葡萄酒市
场还是处于“群龙混战”状态，虽然很多
白酒企业也开始进军葡萄酒板块，但葡
萄酒只是它们多元化经营的结果，“还是
要依靠专业葡萄酒企业来拉动中国本土
葡萄酒的产业结构和高度。”

事实上，并不是所有进口酒都是好
酒。有业内人士透露，进口葡萄酒的经
营企业队伍处于非常不稳定状态，进口
商年淘汰率高达50%，而进口酒市场良
莠不齐，此前遭遇库存问题就是因为部
分差的进口葡萄酒口感、质量不高。本
土葡萄酒则没有什么库存问题，一是产
量以销定产，二是很多经销商不敢轻易

存货。
“本土葡萄酒其实并不便宜，因各种

成本和风土原因，同样品质的酒，国外的
酿造成本通常要比国内便宜很多。”蒋常
宇告诉记者。

业内人士分析，本土葡萄酒企业近
年来其实已全面发力。近日中国食品向
隆华集团出售君顶酒庄及君顶酒业债
务，业内人士认为这是中国食品将集中
全力发展葡萄酒业务的信号。（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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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葡萄酒不敌“舶来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