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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聚共识、启迪智慧、促进互动、实
现共赢，为全球种业创新发展增添新的
力量。”8月 6日，在世界奶业大会期间，
以“科技创新·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的“国
际种业创新发展高峰论坛”在呼和浩特
举办。全国畜牧总站党委书记时建忠，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国际黑土研究院
主席、中国畜牧业协会草业分会会长韩

贵清，中国奶业协会副秘书长陈绍祜、蒙
牛集团执行总裁李鹏程、首农畜牧总裁
乔绿出席活动并致辞。

对于如何推动种业振兴，时建忠指
出，重点要在四个方面发力：强化国家奶
牛核心育种场建设；举全行业之力自主
培育优秀种公牛；重点培育具备国际竞
争力的种业企业；着力提升饲草种子制
种繁种能力。

“种业就是‘芯片’”。韩贵清表示，

“草业则是大食物观重要组成部分，而且
内蒙古把草业作为主业来发展，取得了
很好的成效。”

陈绍祜指出，我国种业高质量发展
迎来历史性的发展机遇，希望全行业从
商业化联合育种不断创新、完善自主育
种组织建设、夯实育种基础工作、拓展育
种资源群体、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完善疫
病防控体系等多方面不断发力，逐步实
现我国奶牛种业科技自立自强，核心种

源自主可控。
李鹏程表示，蒙牛自成立以来始终

坚守强乳兴农使命，积极布局推动“种养
加、草牧奶”全产业链生态协同发展，持
续强化种业建设，创新驱动全产业链高
质量发展，为国产优质饲草种植技术攻
关、种植推广奠定了实践基础。蒙牛旗
下现代牧业积极推进奶牛基因改良和高
效扩繁技术，加速推进国家种业振兴进
程。

蒙牛集团副总裁、现代牧业董事局
主席赵杰军表示，蒙牛将围绕“乳、牧、
草、种”平台的全面建设，引领奶业高质
量发展，实现真正育好种、种好草、养好
牛、产好奶、建好链。

对于奶业而言，奶牛良种是畜牧业
的“芯片”。为科学实施奶牛基因改良计
划，提高奶业自主育种水平，蒙牛集团、
首农畜牧、现代牧业、蒙元种业在活动现
场，共同启动了《中国百万奶牛基因改良
计划项目》。据了解，“百万奶牛基因改
良计划”主要围绕“核心育种群建立、自
主种牛培育、种牛自主评价体系、良种奶
牛种质提升”四个方面，将重点突破奶牛
单产水平、健康长寿性、群体整齐度等三
大指标的提升。

该项目依托蒙牛百万头奶牛布局的
优势资源和蒙元种业种质精准鉴定、精
准选配与高效块繁优势等技术，通过强
强联合、优势互补，形成“1+1＞2”的综

合效果，并借助国家奶牛胚胎工程技术中
心和农业农村部奶牛遗传育种与繁殖重点
实验室研发能力，开展联合科研攻关，提升
良种水平，推动我国种业高质量发展。

当天活动中，蒙牛旗下现代草业有
限公司还与中国农业科学院都市农业研
究所签署了项目合作协议。此次合作对
于缓解我国饲草料资源短缺、补充优质
饲草缺口、推动畜牧业养殖规模不断扩
大等具有积极意义。

据悉，“‘科技创新·高质量发展’国
际种业创新发展高峰论坛”由中国奶业
协会、中国畜牧业协会草业分会、蒙牛集
团等联合主办，是世界奶业大会的重点

活动之一，行业组织、知名企业代表、科
研院所和专家学者等共聚一堂，共商中
国奶业振兴、种业创新和草业发展大计。

全球奶业看中国，中国奶业看内蒙
古。内蒙古高度重视奶业种源基础建设
和创新发展，不断加强优质草种、奶畜的
良种培育和繁育推广，实施了一批新品
种选育及产业示范“揭榜挂帅”科研项
目，建成2家国家级核心育种场和5家种
公牛站，自主供种能力持续提升。其中，
以蒙牛为代表的中国奶企，将坚持可持
续发展理念，探索种业科技创新新路径，
筑牢高质量发展根基，携手各界共同谱
写新时代奶业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

未来中国牛奶消费
温和增长趋势不变

——国家奶牛产业技术体系首席
科学家、中国农业大学教授李胜利

“中国是世界最大的乳制品进口
国，也是最大的活牛进口国，还是仅次
于日韩的苜蓿草进口国，更是世界最
大的全脂奶粉进口国，我国奶业和国
际奶业形势密不可分。日前，全球乳
制品和奶价均不同程度下降，世界奶
业的周期性也在动荡当中，欧盟包括
整个美国、新西兰奶价都在下降。”国
家奶牛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中
国农业大学教授李胜利表示：“中国奶
业和世界奶业周期基本上重叠在一
起，只不过我们比他们快一点，我们奶
价去年跌，但是欧盟和新西兰今年开
始跌。”

对于行业面临的阵痛，李胜利建
议，有必要建立产业宏观监测和预警
引导机制，利用大数据平缓养殖周期，
避免出现大起大落。

从长周期来看，奶业是朝阳行
业。李胜利信心坚定地说：“未来中国
牛奶消费温和增长趋势不变，中国
GDP 增长，牛奶肯定会增，2025 年中
国需要牛奶供应量是 6000 万吨。同
时，国家一些政策的改变能使我们自

有奶源更好发展。”

我国奶牛育种
将步入4.0阶段

——中国农业大学动物遗传育种
系主任、国家科技部“十四五”奶牛育
种重点研发项目首席科学家孙东晓

“随着生物育种和大数据育种技
术的进一步研发和应用，育种将会步
入4.0阶段。”中国农业大学动物遗传
育种系主任、国家科技部“十四五”奶
牛育种重点研发项目首席科学家孙东
晓表示，目前我国奶牛育种技术在国
内外都是处于一个育种3.0阶段，即基
因组选择阶段，就是把高密度的芯片
利用基因组基因信息进行评估。

孙东晓表示，尽管到目前为止，我
国育种已建成全国 DHI 测定中心、
DHI标准物质制备实验室、全国奶牛
数据中心等奶业育种技术体系的主要
框架。但是也存在一定差距，主要体
现在我国核心种源仍然自主率偏低，
表现在育种核心群小，基因组选择参
考群体小，评估准确性有待提高，国际
竞争力有待进一步提高。

对此，孙东晓强调说：“自主设计
我国奶牛中高密度SNP与育种芯片非
常必要，同时我国奶牛高产、优质、高

效、健康性状基因挖掘与育种价值验
证也十分必要。”

奶牛个体饲料转化率
是实施改良的核心

——荷兰奶牛饲料效率基因改良
项目创始人 皮特·范·古尔

“从全球来看，牧场可变成本中占
比最高的是饲料成本，未来几年饲料
成本仍然会上涨。提高饲料效率可以
有效地提高牧场收入和降低成本，同
时可以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荷兰奶
牛饲料效率基因改良项目创始人皮
特·范·古尔指出，提高饲料效率需要
建立全面的测定与记录体系，对生产
牛奶的每千克产量、奶牛个体饲料转
化率、饲料采食量、体况评分、健康性
状、甲烷排放等相关数据进行准确测
定。

皮特·范·古尔表示，奶牛个体饲
料转化率是实施改良的核心。更高的
饲料效率对于奶牛的优选优育有着积
极的作用。通过后裔性能验证，饲料
转化率育种值具有高可靠性。同时，
种公牛更高的饲料效率育种值能带来
后代更高的饲料利用效率。而且饲料
效率基因选育可以显著降低甲烷排
放，实现更可持续的牛奶生产。

对此，皮特·范·古尔提出，实施饲
料转化率基因选育，选择最佳饲料效
率基因潜力种公牛，这对于奶农应对
全球行业挑战是一个很好的解决方
案，不仅可以帮助奶农获得更多的利
润，而且还将实现更少的排放。

牧草工厂化
将有效支撑牧草种业振兴

——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中国
农业科学院都市农业研究所党委书
记 杨其长

面对如何降低饲料成本、提升动
物健康、稳定生产、不受气候影响等行
业热点问题，来自国际欧亚科学院院
士、中国农业科学院都市农业研究所
党委书记杨其长提出关于未来牧草生
产的探索和想法——植物工厂，即实
现从种子到农产品全程工厂化。

目前，植物工厂在食物安全中发
挥重要作用，同时由于能源和运营成
本下降，推广和普及速度进一步加
快。杨其长表示，中国是植物工厂发
展最快的区域，我国现在已有 250 座
以上大型植物工厂，未来拓展到牧草
工厂化，能够为牧草育种提供重要支
撑，能够大幅缩短作物生育期，可为牧
草育种产业提供重要手段，有效支撑

牧草种业振兴。

耕地种草
要因地制宜开展套作、混播模式
——国家牧草产业技术体系首席

科学家、中国农业大学教授张英俊
现如今，面对优质饲料供给能力

较弱、优质饲草缺口相对较大、现有耕
地非常紧张的情况下，如何因地制宜
增加饲草的产量呢？国家牧草产业技
术体系首席科学家、中国农业大学教
授张英俊提出，首先，需要一个高产优
质的品种，而且在中国不仅高产优质，
还要抗逆性好；其次，在种子扩繁、栽
培管理、生产模式、产品加工、机械设
备方面均需要变革。

“我们国家如果要想在耕地里种
草，我认为需要做套作、混播这些模
式。”张英俊进一步强调，一定要因地
制宜，根据区域气候条件和种植需求，
研发适宜的套作种植模式。

种植新模式
提升饲草生产经济性及效益
——法国塞伦斯公司/市场部经

理法比安·蒙梅亚斯
“牧场自产饲料对于维持利润

和竞争力至关重要！”法国塞伦斯

（CERIENCE）公 司/市 场 部 经 理 法
比安·蒙梅亚斯结合欧洲以及法国
的做法，分享了他们提升饲草生产
的经济性以及经济效益的实践经
验。

法比安·蒙梅亚斯详细介绍了两
种种植模式，一是利用互补型草种使
草地饲草产量最大化、提高饲草的持
久性，如羊草、苜蓿等。这样做既节
约了氮肥，降低了农场主生产成本，
又能很好地储存氮，从而增加土壤当
中的氮含量，促进作物生长。同时，
在使用各种草种混合去种植的时候，
它的持久性更好，而且不需要除杂
草，杂草和作物之间不会进行相互竞
争。二是进行混合种植。通过混合
种植模式，所产生的饲草平衡性较
好，其中的能量和常规饲草一样，但
是蛋白质含量更高，并可直接用于动
物采食。法比安·蒙梅亚斯说，相较
于单一饲草，将持久性更好的饲草进
行混播，可以带来更大的收益。同
时，由于每年的气候都是不同的，使
用不一样的草种，还可以保证始终有
一个草种可以适应相应环境，从而保
证当年的饲草产量，带来更高的饲料
价值。

（本报记者 封斌 实习记者 赵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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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奶业为奶业““加芯加芯””
国际种业创新发展高峰论坛国际种业创新发展高峰论坛————

□文/图 本报记者 杜兆侠

在“中国乳都”呼和浩特举行的世
界奶业大会期间，由中国食品土畜进出
口商会主办的 2023中国国际乳制品行
业大会暨乳制品行业国际贸易论坛也
于同期召开。本次大会作为“世界奶业
大会”的系列活动之一，得到了伊利集
团、雀巢集团、惠氏营养品和美国乳品
出口协会等单位的大力支持。本届大
会围绕国际乳制品贸易及我国相关市
场准入政策、乳制品创新发展和可持续

发展等行业议题进行解读和讨论，并实
地参观了伊利现代智慧健康谷、敕勒川
生态智慧牧场（小里堡）和国家乳业技
术创新中心。

大会由食品土畜进出口商会副会长
于露主持，商务部、海关总署和国家市场
监督管理总局、内蒙古自治区商务厅等
政府代表，新西兰、荷兰、爱尔兰、英国、
意大利、乌拉圭、白俄罗斯、瑞士、智利等
国家政府及驻华使馆官员，以及来自国
内外乳制品行业协会、生产及贸易企业
等近300人参加了本届大会。

在乳制品进出口贸易的政策解读方
面，商务部对外贸易司二级巡视员苏斌
详细讲解了我国乳制品进出口情况及相
关政策；海关总署进出口食品安全局三
处一级调研员胡舒则从我国进出口乳品
检验检疫监管制度方面做了详细的介
绍；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特殊食品安
全监督管理司婴配注册处处长李晓瑜博
士向与会国内外嘉宾介绍了我国特殊医
学用途配方食品注册管理的政策及制
度。

作为全球乳业的重要参与者，新西

兰、荷兰、爱尔兰、乌拉圭、英国驻华使馆
和意大利对外贸易委员会的代表也分别
在大会上分享了各自乳业概况和为乳制
品创新及可持续发展做出的努力；通过
视频连线的方式，美国乳品出口协会现
场也对美国及全球乳制品情况进行了专
业的回顾和展望。

大会邀请了伊利集团和惠氏营养品
的代表分享了各自企业在推动国际化及
乳业绿色低碳，实现可持续发展方面的
经验和途径。伊利集团副总裁杨超群在
发言中表示，近年来，全球乳业一体化加
速演进，伊利顺应行业发展趋势，将国际
化作为重要发展战略，坚持“以消费者为
中心”，主动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汇聚
全球优质资源，深化全球创新合作，打造
高品质产品，诚挚服务全球消费者。一
是汇聚全球资源，打造世界级品质。为

了满足消费者对于高品质健康食品的需
求，伊利持续开展“全球织网”行动，在亚
洲、欧洲、大洋洲、美洲进行广泛布局，不
断加强奶源建设的国际合作力度。在新
西兰，运营大洋洲乳业和威士兰乳业，与
当地 500多家奶源牧场建立合作。同
时，伊利还在荷兰、丹麦、乌拉圭等国家
和地区开展优质奶源合作。目前，伊利
已在全球建设75个生产基地，全球合作
伙伴总计 2000多家。二是深化全球创
新，加速产品研发。伊利通过汇聚全球
创新智慧，正着力打造“全球智慧链”，以
消费者需求为导向展开产品创新，打造
高品质的健康产品。在欧洲，伊利联手
荷兰瓦赫宁根大学建立了伊利欧洲创新
中心；在大洋洲，伊利与新西兰林肯大学
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成立大洋洲创新中
心；在亚洲，建设伊利东南亚创新中心、

日本创新中心。目前，伊利已在国内外
建设15个创新中心，面向全球前沿健康
课题开展科研攻关。三是开拓全球市
场，优化服务体验。为了服务全球消费
者，伊利正积极开拓国际市场，构建全球
市场体系。伊利在东南亚建设有伊利泰
国子公司和印尼乳业生产基地，已形成
辐射东南亚市场的“双中心”格局。去年
3月，伊利正式完成对澳优的收购，双方
在全球业务布局、供应链、渠道建设等方
面的高效协同得到进一步强化和深化。
去年 10月，伊利收购新西兰乳企Canary
Foods，进一步加码全球黄油市场。目
前，伊利旗下液奶、奶粉、酸奶、奶酪、冷
饮等相关产品已销往 60多个国家和地
区，正获得越来越多全球消费者的选择
和信赖。

在圆桌论坛环节，来自白俄罗斯驻
华使馆、伊利集团、恒天然集团、美赞臣
公司和兰特黎斯公司的代表，与食品土
畜产进出口商会副会长于露共同探讨了
从更天然、更健康、更智能的角度如何实
现产业创新、产品升级的话题，对乳制品
未来创新发展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讨
论。

记者在乳制品行业国际贸易论坛现
场采访中发现，许多参会企业代表表示，
本次大会为涉及乳制品进出口的企业详
尽解读乳制品相关政策，精准研判乳制
品未来贸易走势，为国内外乳制品同行
交流对接、贸易洽谈提供了重要平台，为
企业发展提供了实实在在的助力。

解读乳品相关政策解读乳品相关政策 研判未来贸易走势研判未来贸易走势
乳制品行业国际贸易论坛乳制品行业国际贸易论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