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地时间2023年4月22日，德国下萨克
森州，奶牛在牧场上撒欢儿，数百名游客来
牧场观看。

（中国青年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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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全面禁止进口
吉尔吉斯斯坦乳制品

俄罗斯联邦兽医和植物卫生监督局近日消息：
该局正式通知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兽医局，宣布自
2023年4月21日起全面禁止进口该国乳制品。

2023年4月10日至16日，俄兽植局对吉尔吉斯
斯坦乳制品生产企业和生乳收购站进行检查的过
程中发现该国乳制品监管体系不健全，无法保证输
俄产品的质量安全要求。

官网称，吉尔吉斯斯坦乳制品监管体系存在的
主要漏洞包括：国家流行病学监测、动物源产品质
量安全监测方式不恰当，如实验室检测范围未包括
俄罗斯和欧亚经济联盟立法规定的大部分指标项
目要求；产品缺乏追溯系统，原料来源不明，终产品
缺乏文件说明和标签标识内容。

俄兽植局要求吉尔吉斯斯坦方面重新审核所
有乳制品加工企业对俄出口产品的资质并向俄方
提供保证后，将进一步考虑是否恢复其输俄资质，
随后俄方将对其作进一步的官方检查。

（食品伙伴网）

法国食品价格夏末前将持续高企

近日，法国国家统计与经济研究所(INSEE)确
认，法国3月通胀比预期更高，食品价格持续上涨。

当地时间4月23日，法国总统马克龙在接受媒
体采访时谈到了法国目前遭遇的通货膨胀，他表
示，法国食品价格在夏末之前都会一直高企。

此前，法国政府已经敦促食品制造商和大型分
销商提前重启价格谈判，以便降低食品价格。

按照法国国家统计局 4月 14日发布的数据，3
月法国通胀率为 5.7%。在过去的 12个月中，法国
食品价格加速上涨，无论水果和蔬菜等新鲜产品，
还是面包、谷物、肉类、奶酪、巧克力、饮料等非新鲜
产品，都受到涨价的影响。 （周璟）

缅甸玉米价格上涨

缅甸玉米商消息，因泰铢汇率上涨，因此国内
玉米价格也跟随上涨。

目前，缅甸玉米以免税权通过妙瓦底口岸出口
往泰国，除玉米本身价格上涨外，泰铢对缅币汇率
也上涨，因此缅甸国内玉米价格也跟随上涨。

3月份时，仰光市场上，玉米 1拽为 1170缅币，
而进入 4月份后，近期玉米 1拽上涨到了 1200多缅
币。泰国境内，15公斤装 1桶玉米价格获得 170多
泰铢左右。缅甸玉米向泰国免税出口期限为2月1
日至 8月 31日。每年缅甸国内产玉米 250万吨左
右，主要出口往泰国和中国，然后通过海运以正常
贸易少量出口往印度和越南。缅甸豆类、玉米和芝
麻商协会主席表示，玉米对外出口，对比去年，海运
出口量最多，完结的财年中，玉米出口量增长。

（食品资讯中心）

森永乳业将对日本市场上的49款商品
实施价格调整

日前，森永乳业宣布 6月起将对日本市场上的
26款饮料、22款婴儿乳制品、1款甜品共计49款商品
实施价格调整，原因为原材料、包装材料和能源成本
上涨，以及劳动力短缺导致的劳动力和分销成本上
升。调整后价格将高出5.8%—20%。 （食品新闻）

达能一季度销售收入超69亿欧元

4月26日，达能发布的2023年第一季度财报显
示，公司实现销售收入 69.62 亿欧元，同比增长
10.5%。与此同时，达能调高了2023年度业绩目标，
预计全年销售收入同比增长4%至6%。

达能在财报中按照基础乳制品和植物基产品、
专业特殊营养、饮用水和饮料三大业务品类，公布
净销售额、经常性营业收入及利润等。财报显示，
所有品类的销售收入在一季度均实现强劲增长。
其中，专业特殊营养产品实现销售收入 21.43亿欧
元，同比增长 12%；饮用水和饮料业务实现销售收
入10.51亿欧元，同比增长12%；基础乳制品和植物
基产品销售收入达到37.68亿欧元，同比增长9.3%。

达能首席执行官盛睿安表示：“达能在2023年
第一季度开局强劲，这得益于稳健的定价策略和具
有韧性的销售表现，所有品类和地区都为这一卓越
的业绩表现做出了贡献，特别是北美和中国、北亚
及大洋洲地区。”

据介绍，一季度在中国、北亚及大洋洲地区的
销售收入为 8.24亿欧元，同比增长 16.0%。在中国
市场，婴幼儿营养品业务销售收入在出货量增长的
推动下实现今年的开门红；成人和儿科医学营养品
销售收入均取得两位数增长；饮用水和饮料业务方
面，脉动取得令人鼓舞的开局业绩，经营状况有所
改善。 （孙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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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培一季度销售额雅培一季度销售额9797亿美元亿美元，，婴幼儿营养品双位数增长婴幼儿营养品双位数增长
近日，停止在中国市场婴幼

儿营养品销售的雅培公布 2023年
一季度财报显示，其全球销售额
达 97亿美元，除去新冠检测产品
对销售额的影响，同比增长 10%，
创 10年来最大涨幅。其中，婴幼
儿 营 养 品 全 球 销 售 额 实 现 了

18.4%的增长。
第一季度，雅培包括医疗器械、

药品和营养品在内的核心业务板块
均实现了两位数增长，因此预计
2023年公司全球销售额在排除新冠
检测产品的影响后，有望实现高个
位数增长，调整后稀释每股收益预

期保持不变，为4.3美元至4.5美元。
雅培营养品业务第一季度全

球销售额达 20亿美元，同比增长
10.3%。其中，婴幼儿营养品全球
销售额实现了 18.4%的增长。由
于“全安素”销售成绩优异，医学营
养品全球销售额同比增长 4.2%。

雅培药品业务全球销售额达 12亿
美元，同比增长 11.1%。其中，包
括巴西、中国、东南亚地区在内的
多个新兴市场表现亮眼。

2022年12月14日，雅培营养品
宣布业务调整，逐步停止中国市场
婴幼儿和儿童营养品的运营和销

售，加码医学营养品业务。雅培跨
境购电子商务平台不受影响，将
继续运营，从全球市场向中国消
费者提供雅培婴幼儿及儿童营养
产品等。雅培在中国的其他业务
包括诊断、医疗器械和药品等领
域均不受影响。 （据《新京报》）

为何我国乳清粉进口需求较大为何我国乳清粉进口需求较大
□秦韶聪

乳清粉是我国进口量较大的
一类乳制品，仅次于鲜奶和奶粉，
占乳制品进口总量近两成。据中
国海关数据显示，2012—2022年我
国乳清粉进口量由 37.6万吨增至
59.9 万吨，年均增速约 4.8%。目
前，我国乳制品深加工尚未发展成
熟，加上国内居民消费习惯及生产
成本等因素制约，国内乳清粉产量
远远无法满足市场需求，主要依靠
进口。

乳清粉是生产原制奶酪和黄
油的副产品。主要成分是乳糖、乳
清蛋白、矿物质等。乳清粉可以改
善产品的色泽、风味和质地，并提
供许多营养价值，在食品、饮料、饲
料行业等领域应用广泛。

乳清粉分为含盐乳清粉和脱

盐乳清粉。脱盐是指去除乳清中
的一部分矿物质，常见的脱盐率是
40%、50%、70%、90%，分别表示为
D40、D50、D70、D90。其中，D40和
D50乳清粉通常用于加工巧克力、
面包或糕点等食品。D70 和 D90
是生产婴幼儿配方奶粉的主要原
料，主要用于平衡蛋白质、灰分及
乳糖的比重，使其更接近母乳，在
配方奶粉中比例高达40%—50%。

全球乳清粉年产量约 570万
吨，产地主要集中在欧美地区。德
国、波兰、意大利、美国、法国是世
界前五大乳清粉主产国，合计产量
占全球总产量的 60%以上。世界
贸易总量在 300万吨左右，主要出
口国为美国、德国和法国，合计出
口量占到四成多。美国作为全球
最大的乳清粉出口国，年出口量约
50万吨，在全球贸易中占六分之

一。
我国乳清粉主要依靠进口且

市场集中度较高。我国是全球乳
清粉最大进口国，占全球进口总量
的五分之一。2022年我国进口乳
清粉59.9万吨，其中90%以上来自
美国和欧盟，自美进口占比高达
51.6%。从品质来看，欧盟乳清粉
优于美国乳清粉，单价也更高，约
为后者价格的 2倍。自欧盟进口
的乳清粉主要用于婴幼儿配方奶
粉生产，自美进口的乳清粉则主要
用作饲料。

事实上，我国乳清粉产量低并
非受制于生产技术，主要受国内居
民消费习惯、供需结构和生产成本
等因素影响。

一是受国内消费习惯制约，乳
清粉作为原制奶酪的副产品无法
实现量产。国内乳制品消费以液

态奶为主，占九成左右，奶酪消费
很少，这种消费结构导致深加工产
品少。据测算，要达到乳清喷粉的
合理规模，加工厂日处理原奶需要
保持在 300—350吨左右，相当于 2
万头高产奶牛的产奶量。

二是我国乳制品供需结构偏
紧，原奶产量有限，限制国内奶酪
产业发展。世界上奶酪主要生产
国和消费国，其国内生鲜奶长期处
于供大于求状态，为避免浪费和便
于储存，在一定程度上倒逼其国内
形成了奶酪加工产业。目前我国
乳制品自给率维持在63%左右，供
小于求的局面正好与国外相反，因
此进口一直保持在较高水平。

三是我国原奶价格长期处于
高位，导致乳制品深加工成本高、
利润低。受生产成本等因素影响，
我国原奶价格一直高于国际水平，

价差在 1元/公斤左右。而奶酪生
产消耗的原奶量较大，生产一公斤
硬质奶酪一般需要消耗 10公斤原
奶，供需矛盾加剧，价差扩大，加工
企业利润空间不大，主动开展深加
工的意愿受到一定制约。

虽然我国部分奶企也在尝试
进行乳清粉生产，如飞鹤、圣元在
国内外建设乳清粉生产线，但是总
体规模依然较小。2019年国家相
关部门联合印发《国产婴幼儿配方
乳粉提升行动方案》，提出“力争婴
幼儿配方乳粉自给水平稳定在
60%以上”。基于婴幼儿配方奶粉
对乳清粉的特殊需求，提升我国乳
清粉自给水平对于优化乳制品产
业结构、增强国产奶粉竞争力、早
日实现奶业振兴具有重要意义。

（作者单位：农业农村部农业
贸易促进中心）

□郭铁

海外供应链成本上涨，国内奶
源价格下降，进口牛奶在中国卖不
动了。

在中国市场连续多年保持双
位数增长的进口牛奶，正伴随成本
上涨而失去竞争优势。

“进口食品第一股”品渥食品
日前发布 2022年财报显示，受海
外供应链成本上涨等因素影响，其
营收、净利双双下滑，占我国进口
牛奶市场份额第一的德亚牛奶收
入减少 6.22%。其背后的统计数
据表明，2022年我国包装牛奶进口
量呈双位数下降，2023年 1月—2
月进口量几近腰斩，货值同比减少
35.1%。

据进口牛奶贸易商和渠道商
分析，以往进口牛奶相较国产牛奶
的竞争优势主要体现在性价比。
如今伴随海外供应链、能源、运费
等成本的上升，以及国内奶源及乳
品价格的下降，部分牛奶进口商处
于亏损或业务暂停状态，进口牛奶
在国内渠道的价格优势已被国产
鲜奶和纯牛奶取代，何时恢复元气
尚是未知数。

进口量持续下降
进口牛奶在中国市场风向转

变，从品渥食品业绩下滑中可见一
斑。

2020年 9月上市的品渥食品
被称为“进口食品第一股”，旗下德
亚牛奶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七成
以上，更凭借21%的份额在中国进
口牛奶市场中稳坐第一宝座。然
而自 2021年起，品渥食品依存的
海外供应链体系成本上升，公司净
利润遭遇两连降。

2021年受疫情影响，品渥食品
出现了国外采购成本上升、海运费
用上升、运力不稳定等诸多困难。
部分产品延迟到货 30天以上，一
度造成产品无法正常按时供应国
内市场。品渥食品调整订单计划，
协调运力，加快产品研发和上游供
应链建设等来化解危机，但在营收
上涨 9.84%的情况下，公司净利润
下跌29.72%至9546.97万元。

最新财报显示，品渥食品2022
年海外供应链情况进一步恶化。
境外上游原材料供应链短缺，叠加
国际局势导致的能源价格上涨，提
高了供应商成本，继而导致品渥食
品采购成本上升，压缩了公司利润
空间。此外，国内终端需求下降，
部分区域因特殊原因增加了物流
配送难度和运输成本。种种因素
导致品渥食品 2022 年营收下降
6.78%至 15.39 亿元，净利润下降
88.26%至 1120.38万元，创 2017年
以来最低值。其中，德亚牛奶收入
12.02亿元，同比减少6.22%。

除品渥食品外，新西兰乳企恒
天然在华业绩表现也有所下降。
2022财年，由于原奶成本上涨影
响，恒天然大中华区的利润率被餐
饮服务和消费品业务的利润率下
降所抵消。2023上半财年，恒天然
大中华区调整后息税前利润为
2.15亿新西兰元，下降 1%。其中，
餐饮服务业务业绩依然坚挺，但由
于安怡品牌减值等因素影响，消费
品业务表现有所下滑。

品渥食品业绩下滑仅是进口
牛奶的一个缩影。2023年 1月发
布的中国奶业贸易月报显示，2022
年 我 国 共 计 进 口 各 类 乳 制 品
327.19万吨，同比减少 17.1%。其
中，包装牛奶进口72.19万吨，同比
减少 27.5%；进口金额 6.66 亿美
元，同比减少23.1%。

另据奶业上游杂志《荷斯坦》
统计，2023年1月—2月，我国进口
包装牛奶 8.04 万吨，同比减少
46.5%；货值0.85亿美元，同比减少
35.1%。其中，欧盟、新西兰、澳大
利亚为我国三大进口包装牛奶来
源地，1月—2月分别从其进口3.95
万吨、2.99万吨、1.04万吨，降幅分
别为55.8%、16.5%、55.3%。

价格优势不再
与如今的境遇相比，进口牛奶

在我国经历过较长一段时间的高
速增长。中国奶业协会统计数据
显示，2013年—2019年，我国液态
奶 进 口 量 从 19.48 万 吨 增 长 至
92.43 万 吨 ，年 复 合 增 长 率 达
29.62%；进口额从 27455.3万美元

增至 115990.83万美元，年复合增
长率达 27.15%。至 2021年，我国
液态奶进口量为 129.6万吨，同比
增长20.9%。

从事进口乳品贸易的骆先生
告诉记者，由于国外奶源成本较低
等因素，以往进口牛奶相较国产牛
奶的竞争优势主要体现在售价上，
如今这种优势已不复存在。“比如
波兰是中国超高温灭菌奶的一个
主要供应国，去年因国际局势等因
素，生产成本上升，同时中国奶价
显著下降，因此波兰牛奶在中国市
场的竞争力变弱，欧洲其他国家的
情况也大概如此。”

在南美一家乳品公司从事对
华贸易的田女士也向记者证实，去
年以来进口牛奶供应链、能源、运
费成本都在上涨，而国内奶源过剩
造成本土奶价下降，因此进口包装
牛奶失去了竞争力。

统计数据显示，2022年在进口
数量、进口金额双双下降的背景
下，进口包装牛奶的价格同比增长
6.1%至 923美元/吨。2023年 1月
—2月，进口包装牛奶的到岸价为
1058美元/吨，同比增长21.2%。

值得注意的是，海外供应链成
本上涨已直接影响到进口牛奶贸
易商和渠道商的运营情况。据骆
先生掌握的数据，去年以来，进口
超高温灭菌乳（纯牛奶）的成本大
致上涨了15%。成本上涨前，进口
牛奶的利润在 3%—5%，其中烘焙
用大宗原料奶利润较薄，零售用包
装牛奶利润尚可。“成本上涨后，进
口商几乎没有利润，甚至处于亏损
状态，特别是做烘焙奶的进口商基
本都停了。”

“我们销售的进口牛奶主要是
德亚、德运的 1升装和 200毫升 6
联包产品，主打家庭使用场景。从
去年国际局势发生变化开始，进口
常温牛奶的成本不断上涨，现在已
经没有性价比了。”在某生鲜连锁
超市从事牛奶采购的李先生告诉
记者，此前 1升装进口牛奶的售价
在 11.9元—12.9元，促销价为 9.9
元，如今促销价已上调至 10.9元。

“我们销售的一款同规格的国产巴
氏鲜奶，正常售价就是10.9元。另

一款200毫升×24瓶规格的国产纯
牛奶，售价 49.9元，折算下来比进
口牛奶价格更低。”

另一家连锁商超负责人也向
记者证实，从大趋势来看，进口牛
奶整体受供应链影响销售呈下降
趋势，国产牛奶销量呈上升趋势，

“现在用户更看重新鲜度，国产巴
氏奶更受欢迎。进口奶由于成本
影响价格走高，如果是相同营养结
构，国产奶的价格更有优势。”

颓势持续多久？
进口奶在中国市场的颓势将

会持续多久？骆先生认为，这一
趋势的长短取决于国内外的养殖
成本。“长久来看，中国养牛成本
高于国外。目前情况是，过去几
年国内奶牛养殖发展速度快于加
工和消费者需求，多出来的奶源
做成纯牛奶比直接喷粉利润好一
些，因此造成国产奶量大且价格
有所回落，削弱了进口奶的竞争
力。”

农业农村部数据显示，2022年
我国生鲜乳产量为 3932万吨，同
比增加 6.8%；奶牛主产区生鲜乳
12月平均价格为 4.12元/公斤，较
上年同期下降4.3%。2023年1月，
有多地奶协、奶农反映原料奶相对
过剩，乳企喷粉比例超过20%。今
年 4月第 2周，内蒙古、河北等 10
个主产省份生鲜乳平均价格为
3.94元/公斤，与前一周持平，同比
下跌5.7%。

《荷斯坦》杂志主编豆明此前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尽管过去
两年全国掀起牧场建设热潮，但并
未出现奶源过剩问题。据他掌握
的数据，2020年、2021年我国牛奶
产量增幅均在 7%左右，由于消费
旺盛，奶价相对坚挺。2022年，我
国进口乳品量下降约20%，原料奶
产量增长 8%左右，增幅与上两年
基本持平，但消费市场出现疲软，
全国性奶价下降，部分地区奶源过
剩问题已经显现。

独立乳业分析师宋亮预计，海
运成本和原料成本有望下降，预计
今年进口牛奶将呈现量增价减的
趋势，但难以恢复到 2021 年水
平。“进口牛奶是国内牛奶消费的
重要补充，有固定消费人群，只要
价格恢复到以前水平，还是会有人
买。”

为应对海外供应链的波动，
目前品渥食品、恒天然、明治乳业
等均在加强供应链建设。 2021
年，品渥食品完成对德国品渥好
沃德公司 50%股权的收购，进一
步对上游供应链进行控制。品渥
食品还在上海松江自建奶酪工
厂，预计 2023年下半年投产，并称
国际供应链风险或加剧，将进一
步加大国内供应链的开发。日本
明治食品 2022年对中国集团业务
划分为牛奶与酸奶、雪糕、巧克
力、运动类营养食品四大板块，总
投资近 45亿元在天津、广州建造
牛奶及酸奶新工厂。恒天然则表
示，未来会有更多奶粉产品在中
国工厂研发、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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