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健康中国，奶业先行。今年
初发布的“十三五”全国奶业发
展规划指出，奶业是现代农业
和食品工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于改善居民膳食结构、增强
国民体质、增加农牧民收入具
有重要意义。

经过了十余年的推广，喝奶
已经融入中国人的饮食习惯，
牛奶、酸奶等乳制品消费量正
逐年增长。如今，我国乳业发
展的当务之急是满足高品质消
费，解决了“喝奶”问题之后，还
要解决“喝好奶”的问题。

国产牛奶质量不差

牛奶是一种营养成分丰富、
组成比例适宜、易消化吸收、营
养价值高的天然食品，可以为
人们提供优质蛋白质、钙和多
种营养素，且营养素组成比例
适合消化吸收，对人体补钙尤
其明显。

走进超市，牛奶、酸奶等产
品堆满货架，并伴有各种促销
活动。正在选购牛奶的李先生
告诉记者，自己喜欢健身，每天
都会喝牛奶补充蛋白质，更愿
意买德国或新西兰的牛奶，价
格跟国产的差不多，有些甚至
更便宜。“外国人身体那么强
壮，他们的牛奶肯定营养更丰
富。”李先生说。

近年来，进口牛奶纷纷进入
国内市场，不论电商平台还是
线下渠道，进口牛奶已占据很
大市场份额。粗略统计，目前
中国市场进口牛奶品牌约有近
百种，来自近30个国家，销量最
好的几个品牌来自德国、法国、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受早年食品安全问题影响，
不少人担心国产奶制品的安
全，更倾向于购买进口产品。
但是，进口牛奶真的比国产牛
奶好吗？

7月19日，中国奶业协会和
农业部奶及奶制品质量监督检
验测试中心（北京）发布的《中
国奶业质量报告（2017）》显示，
我国乳品质量安全水平大幅提
高，乳品企业竞争力稳步提升，
乳品质量持续提升，2016年生
鲜乳抽检合格率99.8%，乳制品
抽检合格率99.5%，在食品中保
持领先。

在今年6月份召开的第八
届中国奶业大会上，中国奶业
协会乳制品工业委员会副主
任、优质乳工程专家顾佳升表
示，国产奶不比进口奶差，甚至
很多指标已经超过进口奶，“目
前国产牛奶已经发生脱胎换骨
的变化，质量非常棒”。

多项调查证实，国产牛奶质
量和进口牛奶没有差别，而且
从营养成分保存上看，国产牛
奶甚至优于进口牛奶。能够保
留食物原本的新鲜和营养才是
好的产品，国外进口的常温奶
营养价值远远比不上国内生产
的低温奶。

常温奶和低温奶是市场上
两种主要的牛奶种类，不同的
保存方法代表着两种不同的灭
菌工艺——超高温瞬间灭菌技
术（UHT）和巴氏消毒法。UHT
奶的生产工艺是在 137℃至
145℃下加热数秒杀菌，然后在
无菌条件下灌装，不添加防腐
剂，保质期延长至6个月到12个
月，常温下保存即可，无须冷
藏。不过，因为采用高温处理，
牛奶的一些不耐热营养成分会
遭到一定程度的破坏。巴氏消
毒奶采用巴氏消毒法灭菌，在
80℃左右经数秒钟杀菌，需全程
在4℃至10℃的环境下冷藏，可
以最大程度地保留牛奶中的营
养成分。

优质牛奶和奶制品的指标，
除蛋白质和脂肪含量外，最重
要的是生物活性物质，这才是

提高人体免疫力的关键。绝大
部分进口牛奶都是超高温灭菌
奶，且具有超长保质期，长达9
个月到1年，国内常温奶保质期
多为6个月。中国乳业高级分
析师宋亮告诉记者，牛奶作为
动物饮料，通常在5个月到半年
就会出现分层现象，蛋白质开
始析出，油和水开始分离，牛奶
的香气、风味、甜度、口感、颜色
都开始下降。真正牛奶中最具
有功能性的是200多种氨基酸、
活性蛋白，随着保质期延长逐
渐消失。“保质期达到一年的牛
奶无论是蛋白质、钙都很难被
吸收，活性氨基酸也都流失了，
也就失去了喝牛奶的意义。”宋
亮说。

奶制品要喝更要吃

奶制品种类丰富，除了液体
牛奶，酸奶和奶酪也是重要的
牛奶种类。酸奶不仅保留了
牛奶的所有优点，而且某些方
面经过加工还能扬长避短，更
有益于营养保健。奶酪是一
种发酵的牛奶制品，浓度更
高，近似固体食物，营养价值
也更大。每公斤奶酪制品大
约由10公斤牛奶浓缩而成，营
养密度远高于牛奶，味道也更
加香醇浓厚。

美食当前，消费情况却并不
乐观。日前一项针对中国人喝
奶习惯的调查结果显示，我国
人均乳品消费水平低，近八成
国人奶制品摄入量极低，食用
量不达标。1988年，《中国居民
膳食指南》中第一次提出“300
克牛奶计划”，即我国居民每人
每天饮奶300克或相当量的乳
制品，相当于一年110公斤，但
实际消费量远远达不到。中国
奶业协会发布的《中国奶业质
量报告（2016）》显示，2015年中
国人均年消费乳品36公斤，仅

为世界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
宋亮告诉记者，欧美的乳品

消费量约为每年200公斤到300
公斤，但是单就喝奶的量，欧美
人与中国一二线城市的消费者
相差并不多。“我们一年大概喝
五六十公斤，他们一年大概也
就是七八十公斤。数量上的差
别主要是‘吃’的奶制品，也就
是奶酪，这是由饮食习惯决定
的。”宋亮说。

目前，国人对乳制品的消费
主要以喝为主，对于乳品的消
费还没有从“喝”转变到“吃”上
来。调查显示，超过七成中国
人日常选择牛奶和酸奶为主，
种类较为单一。

现如今，城市里开起了大大
小小的咖啡厅、蛋糕店和面包
房，有不少店面都在售卖奶酪
制品，极大地带动了奶酪黄油
等相关产品的消费，成为提高
奶制品消费的特殊渠道。宋亮
表示，目前奶酪产品国内供应
较少，大部分依靠进口。对此，
应调整奶业供应结构，大力推
进多元化奶制品的生产。

品类改造才是真创新

在超市的奶制品货区，各种
品牌和种类的奶制品让人眼花
缭乱，仅酸奶就有丹麦式酸奶、
日式酸奶、希腊式酸奶、冰岛式
酸奶、保加利亚式酸奶、炭烧酸
奶、有机浓缩酸奶、蒙古熟酸
奶、青海老酸奶……每一种都包
装精美、“功效”显著，令人颇难
选择。

宋亮表示，市场上的奶制品
品种和风味增多，这是消费升
级的表现，但这种升级并没有
建立在严格的产品研发和品类
改造上，整体技术含量不高。
目前，很多大乳企推出的产品
营养口感等方面越来越好，但
是从整个市场来看，很多企业

生产都是照猫画虎，“山寨”产
品充斥市场，这样的升级显然
是不太合理的。

“奶制品品质的提升需要沉
淀。我们希望国家对相关产品
设立更严格的标准，企业研发
也需通过市场来表现出它的价
值。通过好的研发转化成好产
品、表现出好品质并得到消费
者认可，才能形成乳业发展的
良性循环。”宋亮说。

宋亮表示，优化产品结构和
供应链也是中国乳业发展的当
务之急。目前我国生产的常温
奶比较多，低温奶相对少，但消
费者大多偏好购买低温奶产
品。因此，应尽力满足广大消
费者对于高品质低温产品的需
求，扩大低温产品及高附加值
固态乳的生产。

专家表示，乳品可研发和创
新的方向还有很多，比如针对
不同人群的生理特点研制多样
化产品，把产品“做细”。例如，
健康成人、儿童、中老年人对应
的产品各有不同，患有高血脂、
肥胖等疾病的人也需要特殊产
品。

还有一部分人群存在“不能
喝”的问题。《全国乳糖不耐受
大调研》结果显示，中国大约有
3.1亿人为乳糖不耐受，近3.5亿
人为疑似乳糖不耐受患者。也
就是说，在我国10个人中大约
有一半人喝牛奶后会有不适反
应。“乳糖不耐受患者的消化道
内缺乏乳糖酶，无法消化牛奶
中的乳糖。目前，市场上有不
少加入乳糖酶的低乳糖牛奶，
这种牛奶的乳糖大部分已经被
分解，可减少不耐受问题。”宋
亮说。

可以预见，随着国产乳品质
量的不断提升和品类的逐渐细
化，我国奶业将持续转型升级，
强壮民族体质。

（中经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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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乳业上半年营利双增
本报讯 8月29日，光明乳业

公布2017年半年度业绩报告，业
绩实现双增长。报告期内，公司
实现营业收入109.23亿元，较上
年同期增6.36%；归属上市公司股
东净利润 3.66亿元，同比增长
52.17%。光明乳业表示，上半年
公司通过加强费用管控，夯实渠
道，优化产品结构等一系列管理
措施，让企业提质增效。光明乳
业上半年已实现“时间过半，任务
过半”，随着消费升级、品牌价值
持续提升，光明乳业将继续稳中
求进，提升企业竞争力。

值得一提的是，2017年上半
年上海光明荷斯坦牧业业绩凸
显，实现营业收入19.49亿元，同
比增长 32%；净利润 1.02亿元，
同比增长 109%。据悉，光明乳
业于今年 7月宣布收购荷斯坦
牧业 45%股权，交易完成后，荷
斯坦牧业将成为光明乳业全资
子公司。专家表示，奶源作为乳

企上游产业链的重要环节之一，
收购完成后光明乳业将加强对
其管控力度，不仅能继续完善光
明乳业全产业链建设，同时也将
提升企业的盈利能力。目前，经
过光明乳业对旗下资源的管理
整合，荷斯坦牧业规模发展迅
速，做到了经营稳定、生产稳定、
队伍稳定，达到公司业绩快速增
长的目标。

另一方面，光明乳业控股的
海外子公司新西兰新莱特上半
年营业收入也增长明显，实现营
业收入20.03亿，同比增长39%。
此外，为满足未来市场需求，新
西兰新莱特继续扩大产能，增加
了混合罐装生产线，进一步提升
婴儿配方奶粉的生产能力，为后
续发展打下基础。同时，新西兰
新莱特努力提高产品质量，再次
通过新西兰基础产业部的质量
审核，达到新西兰乳品工厂最高
质量标准。

葡萄酒企业加大电商线上线下融合
“以前买葡萄酒，除了商场专卖店，就是托

朋友从国外带”，在北京一家外企工作的陈雷平
日里的爱好是品尝和收藏葡萄酒，8月中旬，他
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现在选酒的渠道，逐渐从实
体店转向网络。“有几次经朋友介绍，认识了几
家在网上卖酒的经销商。一来二去，发现东西
不错，价格比实体店便宜不少，慢慢就转向这边
了”。

像陈雷这样的葡萄酒爱好者，这些年在国
内不断增加，而葡萄酒的进货渠道也越来越
多。数据显示，2016年我国葡萄酒产量113.7万
千升，下降2%，连续五年下降。与此同时，2016
年中国葡萄酒消费量初步统计达17.2亿升，同
比增长6.9%，增幅位居全球之首。

“我国葡萄酒近几年的产量虽没有明显增
长，但产品质量和市场营销能力都在逐步提
高”，中国国际电子商务中心内贸信息中心市场
分析师霍炜红表示，随着多国自贸协定的签订
以及跨境电商的快速发展，进口葡萄酒市场也
在逐步扩大。2016年，我国葡萄酒进口总量
62.6万千升，增长15.4%；进口额23.1亿美元，增
长16.7%。随着消费者对葡萄酒认知的提高，以
及国产葡萄酒和进口葡萄酒市场供应品种越来

越丰富，性价比不断提高。
数据显示，2017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葡

萄酒企业产量46.4万千升，同比下降10.4%；销
售收入225.4亿元，同比增长0.45%。葡萄酒进
口额12.1亿美元，同比增长4.3%，其中，瓶装酒
进口额11.5亿美元，同比增长3.3%。

更大的变化来自于营销模式的改变。据了
解，随着我国葡萄酒消费的快速增长，新型流通
模式兴起，酒类电子商务快速发展，大中型酒企
自建电商网站和中小酒企借助第三方平台的发
展步伐加快，像陈雷这样逐渐转向网上买酒的
并非个例。随着“互联网+”与酒类流通深入融
合发展，酒企提升精细化营销水平，利用微博、
微信等自媒体开展互动式营销渐成气候。

霍炜红特别提到，去年以来，各大葡萄酒企
业都在积极探索创新营销新模式，电子商务线
上线下融合发展加速。通化葡萄酒股权就收购
了北京九润源电子商务有限公司，2016年上半
年，通化葡萄酒营收总额约为2.35亿元，比去年
同期增长26.69%。其中电商业务营收将近2亿
元，同比增长69.22%，而传统葡萄酒产品营收约
为3551.2万元，同比减少56.37%。

（中国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