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历史数据来看，液态奶行业满意度
指数自2010年开始基本呈现调整上升的
趋势，与此同时，人均液态奶消费量和乳
制品企业利润总额均水涨船高。对于
2016年液态奶行业感知价值得分相比去
年出现较大幅度下降，究其原因，有业内
人士告诉记者：“目前消费者对于市场上
液态奶的降价促销等活动的新鲜感和认
可度下降较多，同时物价上涨带来的负面
情绪也从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消费者对于
液态奶感知价值的满意程度。”

虽然满意度下降，高温灭菌奶仍然是
市场上的主流产品，巴氏杀菌奶的增长趋
势和认可度也不容忽视。数据显示，六成
的被访消费者偏好纯牛奶，只有三成的消
费者偏好配制奶。偏好纯牛奶的消费者
中，超过半数更倾向于高温灭菌奶，一方
面是“高温灭菌”的方法让人感觉更放心，
另一方面是使用这种灭菌方法的液态奶
能够保存更长时间，包装也较为精致，更
符合现代人快节奏的生活。需要指出的
是，近年来消费者对于巴氏杀菌奶的认可
度稳中有升，尤其是随着“80后”和“90
后”对灭菌方法的认知加强，其对巴氏杀
菌奶的认可度明显高于其他年龄段。

值得注意的是，消费者定期饮用液态
奶的比例呈现逐年上升趋势，但消费者平
均饮用量与健康机构推荐饮用量仍存在
一定差距。测评结果显示，2016年，定期
饮用液态奶消费者比例进一步提升，已达

到77%。结合饮用量来看，“70后”和“80
后”消费人群的饮用量十分接近，六成人
每次饮用量在250毫升至500毫升之间，
年长者每次饮用液态奶多在250毫升以
下，随着年龄减小，每次饮用量达到250
毫升至500毫升的比例越来越高。“说明
中年和青少年人群对液态奶的需求量大
于中老年人群，但相比健康机构推荐的日
均饮用量300毫升来看，消费者的平均饮
用量还有一定差距。”该业内人士说。

从地区上看，华北地区（除北京和天
津两个直辖市外）整体比例较低，西部地
区比例很高，另外长江流域省份也相对较
高。一线城市消费者对于液态奶健康方
面的需求相对更加看重；二三线城市以及
其他中小城市则更加关注液态奶的味道、
美容减肥效果、满足小孩喜好等方面，且
更易受身边朋友影响。

综合年龄和区域分析发现，中老年
消费者和“70后”消费者的需求区域主
要集中于西部地区的中小城市；而对于

“80后”、“90后”和“00后”的消费者，需
求区域已经开始向东部地区的一二线
城市转移，液态奶厂商需要随时关注市
场需求的动向来决定未来营销、铺货的
策略等。

与此同时，消费者对于液态奶的营养
需求正在向多元化方向发展。测评结果
称，“营养丰富，容易吸收”和“补钙”是超
过半数被访者的饮用原因，特别是“60

后”和“80后”中，77%以上的人都是看重
液态奶的营养易吸收性。除了营养易吸
收外，“促进睡眠”和“增加免疫力”也是比
较集中的饮用原因。

测评结果还显示，消费者除关注蛋白
质和钙这两项营养指标外，对维生素B、
铁和钾元素的关注度也较高，希望可以标
注在包装上。年轻人更多地将液态奶作
为早餐饮品，老年人更多地将液态奶作为
睡前饮品。

在购买习惯方面，大型超市仍然是普

通消费者购买液态奶的首选渠道，其方
便、安全、卫生得到了消费者认可。接近
九成消费者会选择从超市购买液态奶，其
次是便利店（38.1%）和订购配送（26.4%），
网购比例最低，只有不到两成。测评结果
指出，在消费者心中，超市仍是“最方便”
和“最安全卫生”的购买渠道，其次是厂家
订购的配送渠道，仅有18.2%和13.7%的
被访消费者认为便利店和网购是“最方
便”和“最安全卫生”的购买渠道。

（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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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讯

液态奶消费量增速放缓

王老吉日前宣布，与浙江
卫视达成战略联盟，其独家冠
名浙江卫视某真人秀节目。
而记者从签约仪式上释放出
来的信息了解到，明年王老吉
或将提价。

王老吉方面近日表示，在
经历了连续五个年度的供需
过剩之后，今年下半年以来国

内糖价出现较大幅度上涨。
在蔗农和糖企共享糖价上涨
红利的同时，饮料企业将面临
原材料成本上涨的压力。此
外，罐体价格、运营成本等也
都在上涨。

该说法是否意味着明年
王老吉价格将出现调整？对
此王老吉方面未置可否。但

就在不久前，王老吉推出无
糖、低糖凉茶，零售价最低都
达到5元，远远高出市场上3~
4元的普通王老吉。业内人士
表示，从王老吉主动透露成本
上涨压力以及新品定价策略
可以看出，其普通装王老吉明
年很可能会提价。

（中经网）

日 前 ，农 夫 山 泉 举 行
17.5?橙新闻发布会。农夫
山泉董事长钟睒睒表示，今年
农夫山泉果汁工厂仍会面临
亏损，只有在年产量达到10
万吨的时候才能止亏。农夫
山泉董秘周力表示，今年农夫
山泉工厂产量能达到5万吨，
随着销售情况转好，市场需求

量提升，农夫山泉预计在三年
内实现扭亏。

据了解，饮料商布局上游
所遇到的困难很多，农夫山泉
方面表示正在积极应对。运
用现代化的土壤与农事管理，
提升橙子品质，同时，依托于
数据进行管理，通过叶片营养
检测和土壤肥力检测的对比

诊断，给每一个果园制定针对
性的施肥，希望通过多个措施
在三年内扭亏。针对橙子生
产周期问题，周力表示，水果
在进行榨汁处理后，由于会进
行冷冻处理，可以进行两年以
上的保存，国内橙子40天的生
产周期对于果汁的生产并不
影响。 （北京商报网）

近日，国家质检总局组织专家对“烟台绿茶”申报地
理标志产品保护进行了技术审查，“烟台绿茶”顺利通过
了审查，将成为烟台第九个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

专家审查组听取了烟台绿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申
报领导小组作的陈述报告，审议了申报资料，就“烟台绿
茶”种植方面的有关情况和问题进行了现场提问。经过
充分质询与讨论，审查组认为“烟台绿茶”具有一定的区
域知名度和较鲜明的产品质量特色，符合《地理标志产
品保护规定》要求，在公示期内未有异议，一致同意通过

“烟台绿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技术审查，建议国家质检
总局予以批准。这一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的申报成功，对
于更好地保护该市的产品资源和声誉，推动烟台绿茶产
业的健康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烟台绿茶的种植历史，最早可追溯到南宋末年至元
代初年间。建国后，山东省实施“南茶北引”，从安徽、浙
江引进茶籽，在东南沿海试种，1966年烟台开始大面积
种植。近年来，烟台绿茶解决了关键栽培技术，茶叶种
植面积年年递增，目前已达到3万多亩，并已探索出一
套科学合理的栽培操作规程，烟台绿茶产业经济收入实
现稳步增长。烟台是我国纬度最北的绿茶适栽区。由
于烟台特殊的地理位置，烟台绿茶茶树生长较慢，茶叶
营养成分积累多，品质优良，干茶色泽比相同等级的南
方茶较深，条索粗壮，身骨重实，烟台绿茶具有香气浓、
汤色碧绿明亮、滋味鲜爽、耐冲泡等特点。

此前，烟台已经成功地申报了“烟台苹果”“烟台葡
萄酒”“龙口粉丝”“烟台海参”“烟台鲍鱼”“烟台大樱桃”

“莱阳梨”“莱州梭子蟹”的地理标志产品保护，总量居山
东省第二位。 （国家食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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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老吉明年或调产品价格

近日，中国质量协会发布2016年度全国液态奶行
业消费者满意度测评结果显示，2016年液态奶

行业满意度得分76分（满分100分），比2015年降低1
分。品牌形象、感知质量和感知价值指数相比去年出
现了不同程度下降，人均液态奶消费量增速也在放
缓。专家表示，液态奶企业应重视影响消费者满意度
的因素并掌握未来液态奶的消费需求动向，以此作为
未来营销方向重点。

农夫山泉果汁工厂欲三年内扭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