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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奶源者得天下。前有蒙牛增持认
购中国圣牧成最大股东，后有中地乳业
拟引入伊利为主要股东。8月3日，中地
乳业股价创上市以来第二大涨幅，截至
收盘，涨幅达118.97%。据悉，中地乳业
此次股价大涨，是受拟引入伊利为主要
股东消息的刺激。而就在一周前，蒙牛
刚刚成为了中国圣牧第一大股东。头部
乳企纷纷增资入股中小乳企，瞄准的是
其背后的奶源地，国内低温奶市场竞争
加剧、奶源地逐渐减少、大牧场瓜分殆
尽，乳企奶源争夺战已至高潮。

纷纷入股中小乳企

8月 2日，伊利发布公告称，为进一
步稳定原料奶供应，其全资子公司金港
控股拟以约 2.03亿港元的价格，认购中
地乳业约 4.33亿股。认购完成后，金港
控股将持有中地乳业16.6%的已发行股
本。

伊利表示，本次投资将有利于公司
进一步稳定原料奶供应，提升市场竞争
力，对公司长期发展和战略布局具有积
极意义。

公告显示，中地乳业主要从事牧场
经营业务和进口贸易业务，以原料奶生
产及销售为收入支柱。截至 2019年 12
月 31日，中地乳业资产总额为 53.24亿
元，负债总额30.59亿元，资产净额22.64
亿元。

事实上，蒙牛不仅收购了中国圣牧
下游资产，还入主国内最大上游乳企现代

牧业，战略投资了全产业链乳业公司富源
牧业，并战略入股“奶酪第一股”妙可蓝
多。相比之下，2019年7月，伊利旗下优
然牧业以 22.78亿元现金购买新三板乳
企赛科星58.36%的股权，成为后者第一
大股东、控股股东。2019年，伊利还通过
全资子公司香港金港商贸控股有限公司
收购新西兰第二大乳业合作社威士
兰。此项收购完成后，伊利将获得新西兰
本土4%的原奶供应量。

经济学家宋清辉认为，头部乳企争
先恐后入股中小乳企，是为了进一步争
夺奶源地。

奶源抢占殆尽

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副秘书长刘超
在 2019年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年会的
首创论坛中表示，目前各大乳企充分看
到奶源的重要性，或参股或独资，大力发
展规模饲养、大力发展自有奶源，从牧草
饲料种植、奶牛饲养到乳制品加工，实施
全产业链管理新模式，大有得奶源者得
天下之势。

以目前中国最大的奶牛养殖企业现
代牧业为例，蒙牛和新乳业分别是现代
牧业的大股东和二股东，权益占比分别
为66.77%和9.28%。现代牧业董事长高
丽娜对记者表示，“在奶源供给上，现代
牧业给蒙牛的供奶量约 80%，给新乳业
的供奶量约10%”。

现代牧业 2020年上半年盈利预告
显示，现代牧业上半年成乳牛年单产突

破11吨，产量和销量均实现近两位数增
长。目前，现代牧业全国建有26个万头
规模牧场，拥有超过23.5万头奶牛，年产
奶量超过139万吨。

业内人士认为，如今国内的大型牧
场几乎都被各大乳企抢占一空。目前国
内的优质奶源基本被瓜分，龙头企业的
奶源争夺已经接近尾声。

乳业专家宋亮说，目前国内的大型
牧场几乎都被收购了，只剩黑龙江和新
疆地区还有一些大牧场，而中小牧场的
收购意义不大，预计乳企这一轮的奶源
争夺战将暂时告一段落。

低温奶时代来临

各大乳企入股牧场、争夺奶源的背
后是奶源供应紧缺、低温奶产业利好。

“龙头乳企加速奶源布局主要基于
两方面原因。”宋亮表示，一方面，近几年
我国奶牛存栏量不断下降，目前奶源供
应偏紧，预计未来还会持续下降。

中国奶业协会发布的《中国的奶业》
白皮书显示，过去几年，养殖亏损和环保
关停导致大量存栏量较低的牧场退出。
根据国家奶牛技术产业体系的统计，从
2014-2018年底，荷斯坦奶牛存栏量由
857万头下降到504万头，2019年中国的
荷斯坦奶牛存栏量约470万头。

“另一方面，当前中国乳业转型，国
家出台低温产业发展的利好政策，伴随
低温产业的来临，各大龙头乳企都在加
码高端低温产品，对优质奶源需求更

大。”宋亮表示。
“低温奶的拓展依奶源地遵循‘圆

心—半径’理论，奶源地为圆心，冷链
为半径。”业内人士表示，低温奶对品
质要求高，需要高品质的分布式奶源和
冷链物流配送储运体系配合，保质期一
般也不超过 7天。当前技术水平下，覆
盖半径往往不超过 300公里，因此低温
鲜奶也是区域乳企的专利，各乳企划片
而治。

公开信息显示，目前光明乳业在全
国巴氏奶市场份额近 40%，位列第一。
其他巴氏奶品牌主要分散在各区域，如
四川新希望、北京三元、辽宁辉山、黑龙
江完达山等。

在业内人士看来，各大乳企纷纷加
码低温鲜奶品类，看重的是低温鲜奶品
类的高增速。

据凯度消费者指数中国北区总经理
赵晖介绍，2018年7月—2019年7月，低
温鲜奶销售额增幅为 19.5%;2018 年 8
月—2019年 8月，低温鲜奶国内市场渗
透率为33.6%，比上年同期提升1.5%;网
购低温鲜奶销售额与上年同期相比增长
142%。

宋清辉认为，区域乳企目前占优的
主要还是传统订奶渠道，但在大型KA
卖场、电商平台以及中小超市、便利店等
渠道，伊利、蒙牛有着相当强的统治力。
虽然区域乳企在低温奶领域抢占先机，
但是传统乳业龙头的力量仍然不可小
觑。

（钱瑜 白杨 王晓）

近期，国内外主要奶粉企业陆续公布了半年报业
绩，疫情下，行业增长呈现分化态势，占据三至五线市
场的国内头部奶粉企业上演逆袭式增长，而传统的外
资奶粉的增长似乎遇到了瓶颈。

与此同时，记者了解到，婴幼儿配方奶粉新国标
指标或已基本确定，业内认为新国标对婴幼儿配方市
场的影响或不亚于婴幼儿奶粉配方注册制。

内外资奶粉企业增长分化

从整体业绩上看，相比于一季度的集体增长，二
季度国产头部奶粉品牌的增长更为迅速。

8月18日晚，国内最大的婴幼儿配方奶粉企业中
国飞鹤公布了半年报业绩，上半年收入 87.1亿元，同
比增长48%，净利润27.5亿元，同比增长57%。其中，
中国飞鹤旗下的高端婴幼儿配方奶粉上半年实现营
收 67.7亿元，同比增长 73%，这也是中国飞鹤业绩增
长的主要原因。

AC尼尔森数据显示，2020年第二季度，飞鹤在中
国婴幼儿配方奶粉总体市场份额从一季度的13.4%增
长至14.5%。

同期发布半年报的澳优情况也类似，虽然二季度
营收增速有所放缓，但半年报澳优收入为 38.6亿元，
同 比 增 长 22.6%，净 利 润 为 5.75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32.1%。

而相比之下，传统的外资奶粉的增长似乎遇到了
瓶颈。

雀巢和达能此前公布的半年报显示，雀巢旗下惠
氏婴幼儿配方奶粉的销售情况有所好转，但销量依然
在下滑；上半年达能专业特殊营养品业务销售收入增
长了2.7%，第二季度专业特殊营养业务在中国市场的
销售收入与上季度基本持平。

纽瑞滋母婴事业部总经理刘世锋告诉记者，从他
拿到的第三方数据来看，目前中国婴配粉行业的整体
增长速度是4.52%，相比之下，国产头部品牌的增速远
超行业其他企业，一方面与目前品牌化趋势下的市场
集中度快速提升有关；另一方面或受益于疫情带来的
高线城市人口向三至六线城市的回流。

新国标影响或不亚于配方注册

2018年 9月，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公布了婴配粉新的国家标准(下称“新国
标”)并公开征求意见，新国标增加了对部分营养素的规定，对蛋白和乳糖的比例做
出更明确要求；同时对维生素、烟酸、叶酸，以及钠、钾、铜等营养素的用量的上下
限，进行了严格的规定。

记者了解到，2020年6月18日，新国标进行了内部再次征求建议。有奶粉企
业透露，虽然新国标还在征求意见，但主管部门已经在鼓励企业按照新国标征求
意见稿，来做配方研究生产和后期试验，并鼓励、认可企业在新国标发布之前做的
试验数据。如此看来，说明新国标的指标已基本确定，今年年底明年年初出台的
可能性很大。

虽然新国标的整体思路是进一步提升婴幼配方奶粉的安全和科学性，但多位
乳企负责人认为，新国标一旦落地，对于行业的影响将不亚于配方注册制。

婴幼儿奶粉配方注册制也被称为“史上最严新政”，让国内的奶粉品牌数从
3000多个减少到目前的1000多个。

据了解，目前各奶粉企业都已经针对新国标在做准备工作，但按照新国标的
要求，奶粉企业必须对配方进行“大改”，而且还更换包装，重新注册，一个配方系
列的全成本在1000万元左右，而全过程可能需要1年半至2年，按照一个工厂可以
注册3个配方系列，全部重来一遍的时间和资金成本都很高，对于生产研发能力落
后的小厂而言是极大的考验。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新国标尚未出炉，但国内乳企的内部整合已经暗流涌
动。近日中牧集团旗下纽瑞滋召开了品牌战略升级及新品发布会，纽瑞滋是新西
兰全产业链乳企，但当天推出的A2奶粉新品挚优贝则是与黑龙江某乳企战略合
作，即由中牧集团引入A2奶牛，利用后者拥有的配方系列生产上市。而在此前，
贝因美(002570.SZ)则是直接收购了黑龙江小型乳企呼伦贝尔昱嘉乳业，并收编了
其管理团队。

在独立乳业分析师宋亮看来，今年以来，由于品牌集中度的提升，以及疫情带来
母婴店进店人数的减少，很多中小奶粉企业的业绩大幅下滑40%到60%，新国标和新
一轮配方注册无疑将加速中小品牌的淘汰速度和市场集中度的进一步提升。（一 财）

最近，很多经常逛便利店、超市的
消费者发现，货架上的酸奶品类越来
越多，价格也越来越贵，放进购物车的
时候也没那么“自由”了。难道是乳企
借疫情涨价了吗？

记者走访后发现，酸奶市场的整
体售价在今年上半年并未出现明显涨
幅，消费者关于酸奶变贵的感受，更多
是由于新品集中走向高端化所致。便
利蜂等冷链完善的新兴零售渠道，成
了这些高端酸奶的主战场。

中高端酸奶已成市场主流

记者在北京一家便利蜂门店看
到，一款三元黑加仑果肉酸牛奶的售
价为 5元，和去年底一致。另一款蒙牛
北欧芝士酸牛奶的售价为 7.5元，也和
去年底的价格一样。不过，货架上的
酸奶单价普遍超过了 5元，仅有君乐宝
的 2款产品还停留在 3元档，几乎是全
场底价。

据记者观察，货架上一共有 65 款
不同品牌、不同口味的酸奶，其中 5-10
元产品占据了一大半，共有 37款，占比
高达 57%。在这个相对中端的价格区
间，伊利、蒙牛、三元等大型乳企的产
品占据了主流，畅轻、冠益乳等子品牌
在此鏖战，成为竞争最激烈的细分市
场。

高端酸奶市场则出现了很多新面

孔，乐纯、卡士、和润等新生企业步调
一致的把售价定在 10元以上。乐纯的
三款产品、以及卡士的风味发酵乳卖
出了 16 元以上的高价，成为酸奶高端
化的代表。据记者统计，便利蜂单价
超过 10元的在售酸奶有 17款，占比已
达 26%。

与中高端市场的繁荣相比，乳企
对低价酸奶的热情显得有些不足，仅
有君乐宝、三元、伊利等大型企业还在
坚守。据统计，便利蜂在售的 5元及以

下产品仅有 11款，还不到 17%，其中君
乐宝的产品占了近一半。

便利蜂方面告诉记者，今年以来，
超过 8 成的酸奶新品定价都在 5 元以
上，中高端市场已经成为主流，不过同
类产品这半年来并未出现明显涨价。

大打“健康牌”争抢便利店客群

低糖低脂、零添加这些健康概念，
给了酸奶越来越贵的底气。记者发

现，味全、和润、简爱等多款产品，都在
包装和名称上把无添加作为卖点。乐
纯则打出了三倍浓缩的招牌，农夫山
泉还首家推出了植物酸奶，主打低饱
和脂肪、零胆固醇……

这些让人眼花缭乱的概念，究竟
哪些为实？哪些为虚？真实价值能否
支撑酸奶的高价？

专家表示，酸奶的营养成分主要
看蛋白质和菌种。按照国家标准，每
一百克酸奶中应含有不低于 2.9 克的
蛋白质。单从蛋白质含量看，确实有
部分产品远超国标，如乐纯每百克酸
奶蛋白质含量达到了 7.9克，简爱也有
3.8 克，但这些产品售价也高出同类酸
奶数倍，是否具有性价比消费者应依
据自身情况做判断。

菌种是酸奶的另一大营养价值。
按照惯例，使用保加利亚菌杆菌、嗜热
链球菌发酵的才可称为酸奶，发酵乳
则可以加进其他菌种以及果粒、燕麦
等添加物。

不过，专家建议，消费者在关注酸
奶益生菌添加量的同时，也要选准购
买渠道。酸奶中添加的益生菌很难在
常温下存活，往往在运输过程中就已
阵亡大半。这也是高端酸奶挤破头也
要进便利蜂的原因，因为没有智能化
的全程冷链支持，高端酸奶的营养价
值会大打折扣。

（文 财）

记者从内蒙古自治区农牧厅了解到，
2020年内蒙古自治区农牧厅计划安排 2亿
元资金，对部分奶牛中小规模养殖场进行
提升改造，以稳定民族传统奶制品产业奶
源供应，提高加工水平。

近两年来，地处黄金奶源带和全国奶
业主产区的内蒙古，依托良好的奶源基础，
下大力气培育发展民族传统奶制品产业，
制定标准、严控奶源、强化检验等工作已经
初见成效，但仍存在奶源供应不稳定、加工
水平不高等问题。

内蒙古农牧厅副厅长刘永志介绍，农
牧厅今年安排 2亿元奶牛中小规模养殖场
提升改造资金，重点支持牧区发展乳肉兼
用家庭牧场和合作社，特别是锡林郭勒盟
和呼伦贝尔市推动乳肉兼用西门塔尔和三
河牛适度规模养殖，推动机械化挤奶，着力

解决民族奶制品加工奶源不足问题。同
时，支持奶牛养殖场、合作社开办民族奶制
品加工厂和手工坊，支持民族奶制品加工
厂和手工坊建设自有奶源基地，推动养殖
加工一体化发展；鼓励民族奶制品加工园
区建设，引导民族奶制品企业入园，推动民
族奶制品加工企业集聚发展。

为突出抓好民族奶制品标准化加工，
内蒙古农牧厅今年还安排 3000万元资金，
支持 100个民族奶制品手工坊标准化升级
改造试点，重点支持生产设施、加工制作、
冷链运输、卫生管理等方面的标准化建设。

此外，农牧厅还会同自治区市场监管局
对100个试点实施点对点服务，指导试点在
经营机制、生产标准化和品牌创建以及产品
认证等方面取得可复制可推广的模式，逐步
推进民族奶制品提档升级。 （哈丽娜）

本报讯 8月13日，山东省市场监督管
理局组织全省 66家乳制品生产企业开展

“提升乳品质量、企业公开承诺”活动，得
益、圣元、伊利、佳宝等4家大型乳企负责人
在主会场作出郑重承诺，严格落实主体责
任，确保乳制品质量安全，接受社会监督。

山东省乳制品工业协会代表全省乳制品生
产企业发出了“提升乳品质量 我们共同行
动”倡议。企业通过公开承诺，“晒”出了责
任、亮出了承诺，表现了接受监督的勇气，
展示了确保质量安全的决心。近年来，山
东省乳制品从企业数量和产量都有了明显
增长，乳制品产量和消费量均居全国前列，
全省现有获证乳制品生产企业66家，省级
以上监督抽检合格率稳定在99%以上，质

量管理水平和食品安全水平稳定提升。
据悉，此次活动是贯彻山东省委、省政

府“开展食品安全放心工程建设攻坚行动”
的重要举措。通过监管部门搭台、行业协
会倡议、食品企业承诺，强化企业主体责任
意识，加大食品安全的宣传教育。要求，乳

制品生产企业要不折不扣的落实食品安全
主体责任，肩负起保障质量安全，实现高质
量发展的使命。协会要发挥政府和企业的
桥梁纽带作用，加强行业自律、推动乳制品
生产企业自觉维护和规范市场竞争秩序。
各级市场监管部门严格落实“四个最严”的
要求，进一步树立监管权威，坚持问题导向
和底线思维，不断提高乳制品监管能力和
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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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投资2亿元提升民族传统奶制品加工水平

抢占便利店 5—10元产品已占近六成

概念迷人眼概念迷人眼 高端酸奶高溢价的背后

山东66家乳制品生产企业

公开承诺提升乳品质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