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奶牛养殖业如何破局

本报讯吕学泽潘兴亮 从全面小
康到全面现代化，人民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已从“有没有”转向“好不
好”，对农产品的需求已由“吃得饱、
吃得好”向“吃得健康、吃得营养”转
变，鸡蛋作为绝大多数人的生活必
需品，正在引领着这股消费风潮。

目前市场上出现的富硒鸡蛋、
叶酸鸡蛋、欧米伽3鸡蛋、叶黄素鸡
蛋、虾青素鸡蛋等各类营养强化鸡
蛋琳琅满目。用天然的功能性添加
剂饲喂蛋鸡，不仅使得鸡生长更健
康，而且产的鸡蛋蛋黄大、色泽黄、
蛋清稠、无腥味，同时，鸡蛋中还富
集了大量的对人体有益的天然功能
性营养物质。比如虾青素鸡蛋富含
的天然卵质虾青素，具有强大的抗
氧化功能，富硒鸡蛋可以提高人体
免疫力，欧米伽3鸡蛋则具有降脂
和滋养神经系统的功效。更重要的
是，鸡蛋作为天然营养物质的绝佳
载体，适口性更好、吸收率更高。

笔者在北京地区养殖场和销售
市场的调研发现，一些中小型养殖
场悄然兴起了营养强化鸡蛋的定制
生产，极大地提高了养殖效益。在
春播网上，用生物活性硒生产的富
硒油鸡蛋每枚价格卖到4.5元，天然
虾青素鸡蛋卖到了每枚5元，并常常
供不应求。

营养强化鸡蛋不仅满足了消
费者的需求，而且鸡蛋附加值高，
通过为特定群体和市场定制化生
产不同种类的营养强化鸡蛋，可以
满足相关人群个性化消费需求。
目前，营养强化鸡蛋产业方兴未
艾，也成为各地发展特色产业助力
乡村振兴的一个有力抓手。

相比一些发达国家营养强化鸡
蛋10%以上的市场占比，我国营养强
化鸡蛋的发展刚刚起步，虽然形成
了类型众多、功能特性多样的系列
产品，但仍存在标准不健全、质量不
稳定、市场不规范等系列问题。需
从源头规范引导，保障营养强化鸡
蛋产业健康发展。

加强技术支撑。集聚农业、食
品、医学等学科力量，对功能性营养
鸡蛋的产业发展、技术创新、产品安
全展开研究，建立标准规范的生产
技术体系，明确不同功能性营养鸡
蛋对人体生理机能的影响，为功能
性营养鸡蛋生产和消费提供理论和
技术支撑。

完善行业标准。建立完善各类
营养强化鸡蛋行业标准，并配套相
关生产、储运、使用技术规范，鼓励
第三方组织开展产品认证，建立统
一的标识、分级、分类制度，进一步
规范功能性营养强化鸡蛋的生产、
运输、销售等各个环节，确保产品的
质量稳定。

加大科普宣传。由政府、专家、
媒体共同组织开展宣传、科普工作，
并开展体验式消费展示、展览，为营
养强化鸡蛋正名，引导公众科学消
费、健康消费。

营养强化鸡蛋产业顺应了国家
大健康战略，满足了消费者对优质
农产品的需求，市场发展潜力巨
大。由于其高附加值、低投入属性，
可作为乡村特色产业转型升级的重
要抓手，助力畜牧产业高质量发展。

近日，10个主产省份的生鲜乳价
格同比下跌。在河北省生鲜乳价格协
调会上，经测算的生鲜乳交易参考价
从最低不低于 3.93元/公斤下调到
3.85元/公斤，逼近成本价。原奶生产
形势总体如何？近期价格为何走弱？
如何推动奶业高质量发展？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2年我
国牛奶产量 3932万吨，同比增长
6.8%。按此增幅和2021年全年奶类总
产量，2022年奶类总产量预计将达到
4030万吨，首次超过4000万吨。同
时，按表观消费量计算的我国奶源自
给率将实现自2016年以来的首次回
升，达到67%。但是，由于乳制品需求
下降和饲料价格攀升，2022年中国奶
牛养殖业也面临价格下行与成本上涨
双向挤压的突出困难。

一方面，原料奶供给出现阶段性
过剩并驱动价格下行。据农业农村
部数据，2022年12月末10个主产省
份生鲜乳平均价格为4.12元/公斤，
与年初相比下降3.1%，全年均价4.16
元/公斤，同比也下降3.1%。另一方
面，饲料价格攀升推动原料奶生产成
本持续上涨。据农业农村部数据，
2022年12月末全国玉米、豆粕均价分
别为3.05元/公斤和5.07元/公斤，与
2022年 初 相 比 分 别 增 长 5.9%和
33.4%。据国家奶牛产业技术体系监
测数据，截至2022年11月，辐射牧场
的原料奶平均生产成本为3.89元/公
斤，同比增长4.6%。

在双向挤压下，奶牛养殖收益大
幅下降，反映养殖效益的奶饲比处于
10年来的最低水平，由于乳制品企业
也面临喷粉量大幅增加问题，原料奶
拒收、限收风险明显升高。因此，在河
北省生鲜乳价格协调会将全省2023
年第一季度生鲜乳交易参考价最低价
确定为3.93元/公斤的情况下，养殖场
委员主动提出将最低价格下调至3.85
元/公斤，以促使乳企做到应收尽收和
如期续签收购合同。但是，该最低价
格已接近甚至低于部分养殖场的生产
成本。

“此轮原料奶产需失衡主要由短
期因素引起，需求短期快速下降与生
产能力刚性增长的矛盾导致了原料奶
的阶段性过剩。”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

发展研究所产业经济室主任、国家奶
牛产业技术体系产业经济室主任刘长
全表示，有两个问题需要关注。一是
当前的原料奶生产能力，包括新增的
生产能力，并不是过剩产能，只是相较
短暂下降的需求而阶段性过剩。近年
来，奶牛养殖场户和企业积极投资的
主要动力是乳制品消费需求的快速增
长及对未来还将有较大增长的预期。
虽然2022年需求出现了下降，但是中
长期的增长趋势没有改变，且2023年
将随着经济社会活动的恢复实现较大
增长。当前和新增的原料奶产能对保
障增长的乳制品消费需求非常重要。
二是中小规模养殖场的生产能力可能
受到较大冲击。近些年，国内养殖场
大规模建设，加工企业也向养殖端布
局，出现原料奶阶段性过剩情况，加工
企业必然首先稳定和保护自有奶源生
产能力，中小规模养殖场将更加脆弱
并承担大部分风险。

刘长全分析，饲料成本持续攀升
主要因为饲料粮长期供给不足的结构
性问题。据农业农村部数据，2020年
和2021年我国玉米均价分别同比上
涨了12.0%和26.0%；2022年年末玉米
和豆粕价格与2019年年末相比分别
上涨45.9%和55.0%。据国家奶牛产业
技术体系监测数据，2022年年末辐射
牧场原料奶生产成本与2019年年末
相比增长14.4%。虽然由于奶牛单产、
饲料转化效率等提升，原料奶生产成
本增幅小于饲料价格增幅，但是饲料
成本在原料奶生产成本中的占比仍
有较大上升，并大幅高于其他奶业发
达国家。2022年11月份，我国豆粕均
价一度高达5.58元/公斤，比2022年

年初价格高46.8%。
专家表示，破解奶牛养殖业当前

面临的困境要以保护中小规模养殖
场户生产能力和强化饲料粮供给为
重点，统筹采取短期和长期政策举
措。从短期来看，首先是尽快实施面
向中小规模养殖场户的政策性临时
收储，通过定向吸收过剩产出，稳定
原料奶价格和保障中小规模养殖场
户原料奶销售。具体可由中央财政、
主产省地方财政共同出资建立临储
基金，合理确定收储总量和收储养殖
户的养殖规模上限，在统一核算方法
基础上确定不低于单位现金成本和
不高于单位总成本的收储价格，由奶
站代收、加工企业代储。其次是多措
并举减缓当前的产出增长，包括提前
结束泌乳牛产奶、调整营养降低产
出、加快低产牛淘汰等。

从长期来看，要加快粮饲结构调
整，重点加快以全株青贮玉米为代表
的饲料粮种植，同时畅通口粮饲料粮
用途转化渠道，提高国内饲料粮供给
保障水平。强化科技对奶牛养殖的支
撑作用，通过现代育种、饲喂营养与智
慧养殖等技术提高效率、降低成本。
加强乳制品和原料奶产需监测、预测
和预警机制，确保原料奶产能有序增
长，既满足乳制品的增长性消费需求，
又避免“过山车”式的产业波动。

（乔金亮）

价格下行+成本上涨

鸡蛋消费进入
营养化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