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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吸管难觅踪影
聚乳酸吸管现身市场

在北京的一家商场，笔者走访
多家连锁饮品门店发现，曾经风靡
的纸吸管，已经很少见到踪影，一
种叫作PLA的可降解吸管占据了
主流。这些吸管的外包装上标注：
PLA吸管也叫聚乳酸吸管，它以玉
米、小麦、木薯等植物中提取的淀
粉为原料，可以全生物降解。

在一家饮品店观察发现，这种叫
作聚乳酸的可降解吸管外观、硬度与
塑料吸管所差无几。

店员介绍，它的适用温度大约
在-10℃到70℃，冷饮热饮都能满
足，和纸吸管相比，大部分消费者
也更青睐这种聚乳酸吸管。

有饮品品牌负责人介绍，他们
的塑料吸管的采购成本每根在5、6
分钱左右，纸吸管大概在7、8分钱
左右，而聚乳酸材质的吸管，每根
大概要到1毛2到1毛3左右。尽
管成本高了不少，但从用户体验的
角度，他们还是决定把大部分吸管
都换成聚乳酸吸管。

国内纸吸管订单大幅萎缩
生产设备低价甩卖

一边是聚乳酸吸管的扩张，另
一边自然是纸吸管的落寞，对于
纸吸管生产商来说，过去一年多
的时间，从大起到大落，这场过山
车般的经历，到目前为止还在消
化当中。

在浙江一家纸吸管工厂笔者
看到，厂房里24台机器只有5台处
于开机状态，正在进行生产的工作
人员也只有两三人。一位生产人
员表示，去年初，是他们订单最
火爆的时候，所有机器全部
投产，要两班倒才能完成
生产计划，如今相比那时
可以说格外清闲。

浙江某纸制品公
司生产组长田仁才：每
天这台机器产量最少
也是八九万根，最忙的
时候，一台机器最多产过
14万根。

这家纸吸管企业的
负责人周小玲表示，过
去的一年多他们的经营
状况像是经历了一次“过
山车”。

浙江某纸制品公司总
经理周小玲：2020年的10
月份开始到2021年的4月
份之间，纸吸管产能每天可
以三到五百万支，每天都要
出几百箱货。然后就是
PLA(聚乳酸吸管)出来了，奶
茶店的老板们说客户体验纸
吸管不好，一下跌下来，没有

什么订单。
国内纸吸管行情急转直下，令

周小玲的公司一度陷入低谷，不过
去年下半年，随着国际疫情形势好
转，她终于通过出口贸易找到了转
机，目前纸吸管国外订单的生产占
比超过7成，但产能仍不足高峰时
期的五分之一，目前她正在着手研
发竹浆纸吸管，来提高产品的竞争
力，而她身边，早已有不少同行开
始甩卖设备，选择停产或者转产。

安徽舒城县某竹工艺品厂厂
长苏豪表示：“我们从去年就改行
了，现在要扩大刀叉勺的生产车
间，都需要厂房。所以我把这个机
器处理掉，现在便宜卖了，原价十
分之一都不好卖。”

保质期短性能下降
聚乳酸吸管报废率高

纸吸管“节节败退”，被业界寄
予厚望的聚乳酸吸管会成为新的
替代品，大规模占领市场吗？通过
媒体采访中发现，目前，聚乳酸吸
管的市场表现远远没有达到预期，
未来还需多方发力。

在浙江义乌一家吸管企业的
仓库里，企业负责人李二桥正在和
仓库管理员商量一批过期吸管的
处置问题，这是他们在2021年年初
生产的一批聚乳酸吸管，由于超过
了一年的质保期，性能已经大幅下
降，用手一捏已经呈现一种降解粉
碎的状态，这个仓库里有接近3000
箱这样的报废吸管，损失货值大约
有四五十万。

浙江义乌某日用品有限公司总
经理李二桥：2021年元旦之后，我们
对于常规的产品，也就是可降解的
PLA吸管，是做了一些常规的库存，
做得比较多。但是从2021年3月
份之后，整个PLA吸管产品的销
量出现了一个大幅度的下降。

李二桥表示，由于聚
乳酸吸管价格更高，一些
经销商又私下恢复了采
购塑料吸管的状态。

从长远来看，随着监
管制度的推进、环保消费
意识的增强，以及技术迭代
带来的可降解吸管成本下
降，可降解吸管未来仍有长
足的发展空间。

中国塑料加工工业协
会降解塑料专业委员会秘
书长翁云宣表示：“2020年
的时候，聚乳酸的国内产能
只有6万吨左右，现在聚乳
酸的产能已经在15万吨了。
随着产能的增加，聚乳酸价
格也会下来。我相信随着纸
吸管或者生物降解塑料吸管
性价比的提高，用量应该会逐
渐提高。”

（据央视财经）

本报讯 2021年度消费
关键词包括“悦己消费”、旗
舰产品、地标农产品、全渠
道融合、国货国潮等。在高
质量消费崛起过程中，乳品
行业的发展是一个鲜明的
例证。

2020年以来，疫情让消
费者更加重视健康，不仅表
现在购买保健品，也有大量
由内而外提升自身体能和免
疫力的消费行为，例如运动
品类消费持续增长和以乳品
为代表的健康食品热销。

京东销售数据显示，“吃
得更好、更健康”成为2021年
消费者的普遍追求，食品饮
料与生鲜类线上消费均实现
持续高速增长，食品饮料类
商品的人均消费金额同比提
升20%。牛奶乳品的成交额
增速更是亮眼，其近3年的年
均增长率达到58%。

线上乳品销售增长的
不仅是“量”，更有“质”的持
续提升，乳品作为消费升级
指 征 品 类 的 地 位 不 断 巩
固。通过分析消费数据发
现，饮品市场上消费者对
“功效”“成分”的偏好明显，
正在逐步超越“颜值效应”；
健康型饮品消费渐成主流，
大量功能细分产品得到目
标消费群体的认可。京东

超市数据显示，2021年，活
性乳酸菌饮品成交额同比
增长205%，植物蛋白植物奶
成交额同比增长77%，成为
健康食饮的领头羊。

分析消费者选择和消费
习惯，也不难发现他们对食
品品类，特别是乳品的品质
愈发关注。购买食品饮料
的消费者中评价关注人群
占比明显高于全站均值，细
分品类中，评价关注度最高
的是饮料冲调。数据的背
后意味着大量消费者在选
择乳品等饮料时会仔细阅
读其他用户的点评，甚至会
因为点评而改变自己的购
买目标。因为追求健康而
更加在意品质，已经成了乳
品消费的典型趋势。

春节期间，可以观察到
线上消费的另一个趋势，即
线上消费的“日常化”，以食
品、饮料、生鲜为代表的日常
消费占比持续增加。展望
2022年，乳品线上零售的地
域、人群渗透将进一步提升，
仍将保持较高增速；乳品消
费升级趋势不变，品质化、功
能化和细分化趋势将更加明
显；乳品行业线上线下融合
步伐加快，消费新业态新模
式将持续拓展。

（据《经济日报》）

本报讯 预制菜产业的发
展，能够推动农村一二三产业
融合发展，激发乡村振兴新活
力，促进农业丰收、农民增收、
人才振兴。近日，“中国味道?
粤品粤香”预制菜推广月活动
日前在北京和广东两地启动，
掀起了一股预制菜的热潮，该
活动由农业农村部农业贸易
促进中心(中国贸促会农业行
业分会)和广东省农业农村厅
共同主办，旨在通过系列活动
将3月打造成广东预制菜推
广宣传月，为以预制菜为代表
的精深加工农产品搭建全方
位促进平台，推动预制菜产业
高质量发展。

在广东湛江吴川，一公
斤罗非鱼的成本是四元，制
成预制菜后以四十元价格出
售，是成本价的十倍;在广东
汕头澄海，一只六斤的狮头
鹅的价格约为一百元，制成
卤鹅后售价超四百元;在广东
罗定，一只活鸡卖到一百二
十块左右，做成预制菜，则可
达到三百块左右。越来越多
的农户加入了为预制菜提供
原料的队伍，原有的生产线
扩大了，农民的收入也得到
进一步的提升。

2022年全国两会期间，

全国人大代表、仲恺农业工程
学院院长程萍将目光投放到
预制菜新兴行业，就预制菜产
业发展建言献策。程萍建议，
加快推动建立国家标准和行
业标准，建立全过程可溯源质
量安全监管体系，加强预制菜
技术研发，开展预制菜产业人
才培训，加大对预制菜产业的
运营、管理和工程化职业技术
人才培训力度。产业要发展，
人才是关键。“食品、农业、包
装、经济等各行各业的人才我
们都需要。”广东国联水产研
发经理黄勇说道。

预制菜行业不仅需要餐
饮领域的人才，也需要更多
食品专业、外贸人才及金融
人才等加入，才能够更好解
决标准化、规模化生产中的
各种问题，研发出更好的产
品。广东省全力推进预制菜
产业发展，广东省农业农村
厅二级巡视员罗惠兰在“中
国味道?粤品粤香”推广活动
中发布了广东省农业农村厅
支持预制菜产业发展十大措
施，其中强调培育专业领军
人物，推动建设预制菜人才
实训基地，支持各县市(区)培
育预制菜产业专业人才。

（消费日报网）

乳品市场需求
细分化趋势明显

预制菜推广月活动
在北京、广东两地启动

被称为史上最严的“禁塑令”，规定了全国餐饮行业禁止使用不可降解一次性塑料吸
管。纸吸管由此登上市场，成为塑料吸管的首选替代品，然而，一年多时间过去了，笔者
在北京走访餐饮企业时发现，纸吸管在市场上已经难觅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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