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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粮农组织：7月全球食品价格
指数反弹

据联合国粮农组织近日消息，受“黑海谷物倡
议”终止以及最新大米贸易限制政策实施的影响，
国际食品价格指数7月出现回升。

粮农组织食品价格指数是衡量一揽子食品类
商品国际价格月度变化的尺度。2023年 7月，粮农
组织食品价格指数平均为123.9点，环比上升1.3%，
与2022年7月同期相比下跌了11.8%。

7月食品价格指数反弹的主要原因是植物油价
格指数显著上升，较6月环比增长12.1%，扭转了连
续七个月的跌势。国际葵花籽油价格环比反弹超
过 15%，原因是在俄罗斯决定终止实施“黑海谷物
倡议”后，出口供应的不确定性再次出现。而由于
主要生产国的产量前景引发担忧，棕榈油、大豆油
和菜籽油的世界价格均出现增长。

粮农组织乳制品价格指数7 月环比下跌0.4%，
与去年同期相比下跌20.6%。世界奶酪价格在经历
数月的急剧下跌之后 7月略有反弹，反映出炎热天
气导致欧洲季节性牛奶供应下降。 （中国证券网）

加拿大拟允许在酸奶及其相关产品中
强化维生素D

近日，加拿大卫生部发布提案，拟允许在酸奶
及其相关产品中强化维生素D。同时拟规定强化维
生素D的酸奶及其相关产品豁免符合包装正面营
养标签要求，即标签上无需标注表示产品强化了维
生素D的营养符号。该提案意见反馈期截至 2023
年8月28日。 （食品伙伴网）

上半年乌拉圭乳制品出口额
同比增长7%

据报道，乌国家牛奶研究所（Inale）数据显示，
前六个月乳制品出口额同比增长7%，达4.451亿美
元，出口的主要目的地是巴西、阿尔及利亚和中
国。全脂奶粉出口额增长 25%，达 2.94亿美元；脱
脂奶粉出口额下降 57%，为 2210万美元；黄油出口
额为2700万美元，增长41%；奶酪出口额为5940万
美元，同比增长 14%。Inale称，乌牛奶产量每年足
以供应 2000万人，是乌人口的六倍，而其所用生产
面积仅占国土面积的 5%。

（商务部）

印度要求进口牛奶和牛奶产品应符合
新的兽医卫生证书综合规定

近日，印度农牧业和乳品部发布官方备忘录
（L- 11/1/2019-Trade(E-11542），要求进口的牛奶和
牛奶产品应符合新的兽医卫生证书综合规定，实施
日期为2023年12月31日。主要内容包括：

1、如果相关产品提单、由出口国签发的兽医卫
生证书在 2023年 12月 31日以后签发，在海关清关
时应提供新的综合兽医卫生证书；2、此前于2023年
3月 31日发布的官方备忘录第 4部分规定仍然有
效，出口国应符合各自国家相关专业法规要求。出
口国可签发经官方兽医证明的单一兽医卫生证书
或者在附录中加以说明的证书；3、相关卫生条款应
由官方兽医加以证明，食品安全条款应由食品安全
官员加以证明。如果出口国签发由单一机构证明
的单一证书涉及卫生和食品安全条款，则相关证书
应由官方兽医加以证明；4、卫生和食品安全条款证
明应符合印度农牧业和乳品部、印度食品安全标准
局的格式要求，所签发的证书有效期为自签发之日
起90天。

（食品伙伴网）

中国成为巴西玉米最主要出口目的国
之一

今年 1月，即中国政府正式批准巴西玉米输华
后的第二个月，巴西玉米对华出口量达 98.3684万
吨，出口额 2.714亿美元，占当月巴出口总额 17.73
亿美元比重近15%。由此，中国也成为巴西玉米最
主要出口国之一，日本、伊朗、西班牙等国家紧随其
后。

（商务部）

进口奶粉二次配方注册量下降进口奶粉二次配方注册量下降

新季作物上市前全球大豆供应相对偏紧新季作物上市前全球大豆供应相对偏紧

□吴晓杰

美豆种植面积大幅下调
使其产量不理想

6月底，美国农业部年度作物
种植面积报告出乎意料地大幅下
调对2023/2024年度美豆种植面积
的预期，基本奠定了 2023/2024年
度美国大豆供应不会特别充分的
格局。

因此即使美国农业部的 7月
供需月报中再次出乎意料地没有
下调对2023/2024年度美国大豆单
产的预估，并且通过上调期初库存
和下调出口的手段去平衡期末库
存，2023/2024年度美豆期末库存
也就是 3 亿蒲式耳，处于偏低水
平。这样的库存水平决定了CBOT
大豆新作合约价格的重心抬升。

而且因为种植面积的大幅调
降，市场对美国大豆单产的变化更
加敏感，毕竟2023/2024年度美豆3

亿蒲式耳的期末库存是建立在 52
蒲式耳/英亩的单产预期上，能不
能实现这个历史最高单产预期是
7—8月国际大豆市场的交易重点。

6月美国大豆产区严重偏少的
降雨导致包括堪萨斯、密苏里、内
布拉斯加等州大豆作物生长情况
并不理想。

但是 6月是初花期，这时候的
大豆需水量不多，而且今年 6月美
豆产区虽然降雨不多但是温度同
样偏低，对作物生长影响相对有
限。7—8月才是美国大豆生长的
关键期，是需水量最大的阶段，也
是市场交易产区天气的主要时间
窗口。

7月前三周产区天气出现了非
常明显的改善。美国中西部广大
产区降水良好，温度偏低，伊利诺
伊州等地的大豆生长得以改善，所
以截至 7月 14日当周大豆作物优
良率环比出现4个百分点的上升。

但美豆周度优良率改善并未
对CBOT大豆价格造成压力，因为
通常在交易时间窗口，期货价格里
包含着市场对未来半个月天气和
作物生长情况的预期。从最新的
天气预报来看，7月底至8月初，包
括爱荷华、密苏里以及大平原北部
这些产区的降雨正常，但温度有所
升高，可能会再次拖累大豆作物生
长，52蒲式耳/英亩的单产预期仍
然承压。

美豆关键生长期还要延续 3
至 4 周，也就是到了 8 月中旬，
2023/2024 年度美豆才会基本定
产，而在这之前天气仍是美国大豆
的交易焦点。如果7月底至8月中
旬的天气情况对作物生长有利，目
前 1400美分/蒲式耳的CBOT大豆
价格里的天气升水肯定要挤出去；
如果天气对作物生长不利，CBOT
大豆 11月合约价格的高点可以参
考2022年天气交易时期的1450美
分/蒲式耳附近。

主产国对下半年大豆出口
贴水报价较高

2023年因为巴西大豆创纪录
产量和其国内仓容不足的问题导
致出口贴水波动特别大，远超市场
认知。

3月中旬到 4月中旬，巴西大
豆对中国的出口贴水持续走低，5、
6、7月船期都出现过负值的贴水报
价；4月中旬至7月初，巴西贴水触
底反弹，但仍维持历史相对低位；7
月初以后，随着近月销售结束，三、
四季度巴西大豆贴水报价大幅上
涨，与美豆同期贴水几乎持平。

截至7月中旬，2022/2023年度

巴西大豆的销售进度已经接近
70%，7月底预计可达75%，农民销
售压力将大幅放缓，巴西贴水的压
力也会小很多。而且从历史来看，
随着巴西大豆国内库存的消化，7
月以后巴西贴水会有明显反弹，逐
渐与四季度美豆贴水报价接轨。
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在四季度的
大豆进口贴水成本将比二、三季度
高很多。

今年巴西大豆丰收，3至 6月
出口持续旺盛。按照Anec数据，
1 至 7 月巴西大豆出口量达到
7405万吨，比去年同期的 6215万
吨高出 19%。按CONAB在 7月报
告中对 2022/2023 年度巴西大豆
9564万吨的出口预估来看，未来
8至 12月巴西大豆可出口量还有
2159万吨，为最近四年同期偏高
水平。

但仅看三季度，从全球可出口
量来看，到了 8月底，阿根廷大豆
大幅减产的效应会再次发挥作用，
G3国家在 2022/ 2023年度的期末
库存比去年同期更低，是最近 6至
7年的低点。所以在美国新季大豆
大量上市以前，全球大豆在三季度
的供应是相对偏紧的。

目前主产国对三、四季度大豆
的出口贴水报价较高。9至 10月
船期的巴西大豆和10至11月船期
的美国大豆贴水报价都保持在200
美分/蒲式耳以上，对应中国在9至
11月船期的进口大豆压榨利润倒
挂接近300元/吨。

对于中国来说，在二季度油厂
买了一大批便宜的巴西大豆贴水
以后，三、四季度首先面临的是贴
水成本的大幅上升，推高国内豆粕

估值。目前油厂对四季度的买船
进度偏慢带来国内供应不确定性，
市场担心四季度和明年一季度国
内进口大豆和豆粕的供应能力。

天气风险完全缓解前
交易维持多头思维

美国农业部把2023/2024年度
美豆种植面积大幅下调至 8350万
英亩，对本季美豆产量来说可谓

“釜底抽薪”，基本断送了丰产可
能，最好的情况是期末库存和去年
基本持平。但目前产区天气并不
乐观，经过短暂改善后 7月底再次
面临高温，52蒲式耳/英亩的单产
预估实现存在困难，因此市场交易
美豆产量担忧，CBOT大豆价格维
持高位。

但随着时间推移，目前美豆结
荚率达到35%，留给天气交易的时
间窗口还有 3至 4周。如果未来 3
至 4 周美豆产区天气改善，目前
1400美分/蒲式耳以上的 CBOT大
豆价格相对过高，需要挤出部分天
气升水。到了 8 月中旬定产后，
CBOT大豆价格或从目前高位回调
至1200至1250美分/蒲式耳区间。

如果未来3至4周产区维持高
温干旱的不利天气，CBOT大豆或
仍有上涨空间，1450美分/蒲式耳
为第一目标位。

可以看出，未来 3至 4周的产
区天气是国际大豆市场焦点，决定
了本季美豆的供应能力。

从交易角度来看，经过一个多
月的交易后，天气因素对价格的上
涨驱动减弱，美豆短期或高位振
荡，但天气风险完全缓解前，CBOT
大豆维持多头思维。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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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铁

据业内人士透露，婴幼儿奶粉
新国标及配方注册管理办法等对
企业生产、研发等各项能力提出了
更高要求，海外奶粉工厂现场核查
相对不便，加之注册申请时间较长、
综合成本可达 500 万元到 800 万
元，一些海外中小奶粉品牌因此退
出申请，还有一些未通过注册的企
业转向成人粉、营养品或跨境购方
向，但前景不被看好。

海外工厂二次配方注册量占比不足15%
不久前，市场监管总局修订并

发布《婴幼儿配方乳粉产品配方注
册管理办法》，对如何进一步严格配
方注册、优化审批流程、促进配方研
发、鼓励企业创新等从立法层面予
以明确。

《婴幼儿配方乳粉产品配方注
册管理办法》可追溯到 2016年，当
时被业内形容为“史上最严”的婴幼
儿奶粉法规。其中规定，一个工厂
最多只能申请注册3个系列、9个配
方，且 5年有效期届满后需重新申
请注册。这也意味着 2017年首批
通过配方注册的婴幼儿奶粉需在
2022年之前重新递交申请，即开展

“二次配方注册”。作为二次配方注
册的重要标准依据，国家卫生健康
委制定的婴幼儿配方食品系列新
国标已于 2023年 2月 22日正式实
施。

据第三方统计，2020年底，共
有 440个系列 1311个配方通过首
轮注册。截至2023年6月30日，市
场监督管理总局共批准107家工厂
的259个系列、749个婴配产品通过
注册，其中包括境内 88家工厂的
642个配方，海外 19家工厂的 107
个配方。

以 2020年首轮配方注册数为
参照，目前二次配方注册获批数量
仍相对较少，其中海外工厂配方数
量占比不足15%。

已获得二次配方注册的 19个
海外工厂集中分布在荷兰、爱尔兰、

德国、丹麦等欧洲国家以及大洋洲
的新西兰，其中通过注册数量最多
的国家是荷兰，约占海外工厂配方
总数的29%，新西兰以27%的占比
排在第二。这些工厂涉及的奶粉
企业及品牌主要包括惠氏、雀巢、美
赞臣、达能、菲仕兰、伊利大洋洲乳
业、澳优荷兰 Pluto工厂和 Lypack
工厂、雅士利新西兰乳业、蓝河乳
业、新莱特乳业（a2奶粉生产方）等，
其中惠氏荷兰公司、蓝河乳业有限
合伙公司、美赞臣荷兰公司均有 9
个配方通过注册。

“荷兰是最早就婴幼儿奶粉配
方注册与中国签署合作备忘的国
家，我们也是首批开展现场核查、
完成配方注册的海外企业。”菲仕
兰中国区高级副总裁杨国超向记
者透露，开展合作备忘需要申请
企业、所在国政府等各方力量推
动，“2021年中荷相关政府部门签
署合作备忘后，2022 年 1 月我们
老国标产品就批下来了，今年 1月
皇家美素佳儿新国标产品也已获
批。”

连锁母婴品牌“爸爸爱”创始
人唐利认为，与进口奶粉相比，目
前国产品牌竞争优势更为明显，渠
道对通过二次配方注册的产品更
有信心，消费者也不用担心断货问
题。以目前的注册通过情况来说，
市场选择国产奶粉的机会大于进
口奶粉。而已通过注册的进口奶
粉也会获得渠道和消费者认可。

随着本地化操作、渠道下沉、
控货稳价和市场管理更加精细
化，外资奶粉在华业绩自 2022年
起止跌回升。2023年上半年，雀
巢婴儿营养业务在能恩特殊营养
解决方案和惠氏启赋带动下，实
现中个位数增长。同期，达能爱
他美奶粉在中国市场继续稳健增
长，市场份额进一步提升。得益
于婴幼儿奶粉“皇家美素佳儿”在
中国市场超高端品类的稳健增
长，今年上半年，菲仕兰专业营养
品业务收入增长 17.1%至 5.82 亿
欧元，营业利润增长 30.9%至 1.27

亿欧元。

有海外企业主动放弃注册申请
也有一些海外奶粉工厂仍在

苦等“过关”，或主动放弃二次配方
注册申请。

一位奶粉贸易商告诉记者，其
早期合作运营的一款澳洲产婴配
粉主动放弃了二次配方注册申请，
原因包括国际关系环境、配方注册
对企业综合能力提出更高要求、此
前疫情对奶粉工厂现场审查的影
响，以及申请配方注册的时间成本
和金钱成本相对较高等。

“工厂想要拿到配方注册资
质，需拿到批量样品的全项检测报
告，仅此一项花费就在 180 万元
—200万元，再加上编写材料、咨询
费用、支付第三方法律法规的服务
费用等，综合成本在500万元—800
万元。首次配方注册时，海外工厂
按原认监委要求提供技术资料即
可，现在需要现场审查，审查内容更
细更多更严格，且相比国内工厂不
是那么便利，尤其在此前疫情期
间。”该贸易商说。

截至目前，澳洲尚没有一家工
厂拿到二次配方注册资质，其中就
包括网红羊奶粉Bubs。早在 2019
年，Bubs就与贝因美合作，后者既
是其当时在中国市场的独家运营
商，也为 Bubs奶粉在中国市场的
合规和奶粉配方注册提供建议，当
时Bubs还有意收购贝因美北海工
厂所有权以生产中文标签婴配粉，
但最终未能如愿。之后，Bubs又想
将黑龙江“Anjia”乳业的首轮配方
注册资质申请延续并为己所用，但
截至今年 6月底，尚未获市场监管
总局批准。为此，Bubs已要求“An⁃
jia”乳业撤回与 Bubs相关的配方
注册申请，并试图以其澳洲Delo⁃
raine工厂重新提交注册申请。

作为中小婴配粉品牌代表，
“坦图思慕尔”的配方注册过程也较
为波折。该奶粉2019年上市，由澳
洲坦图（Blue Lake Dairy Group，简
称“蓝湖乳业”）与杭州千岛湖康诺

邦健康产品有限公司（简称“康诺
邦”）联合研发。蓝湖乳业澳洲奶粉
工厂虽在2017年12月取得在华注
册资质，但产品配方注册申请迟迟
未能获批。另一方面，康诺邦公司
申请注册的“美仑加”系列婴幼儿奶
粉拿到首轮配方注册资质后并未
上市，而是在2019年9月经批准更
名为“思慕尔”，外包装商标也由“美
仑加”变更为“坦图光辉”。

坦图奶粉操盘人、杭州高歌坦
图商贸有限公司总经理何康辉 7
月 31日向记者透露，蓝湖乳业之
后出于多种原因放弃了配方注册
申请，而“坦图光辉”奶粉至今仍在
等待二次配方注册“通关”。何康
辉已做好两手准备，今年 6月坦图
商贸成为光明乳业“致优”奶粉的
代理商。

转做跨境购前景不被看好
据何康辉了解，未通过配方注

册的海外奶粉品牌或运营商，主要
有两大转型方向，一是转做儿童奶
粉、成人粉，主打进口奶源牌；二是
产品通过跨境购或代购方式进入
中国市场。不过对于跨境购，何康
辉并不看好，“按照中国婴幼儿奶粉
标准来说，未通过配方注册的奶粉
实际上是达不到新国标要求的，在
国内消费者认知里是‘二等产品’，
不会有太大体量。”

独立乳业分析师宋亮也向记
者证实，一些海外婴幼儿奶粉品
牌已转做成人粉、儿童粉，多为代
加工企业。“这个方向难有大发
展，只能赚点小钱，主要原因是此
类企业没有研发实力，在终端产
品推广和消费者教育环节较为薄
弱。如果配方注册长时间不落
地，一些海外奶粉企业或转做跨
境电商，走的也是小众路线，无法
进入销量更大的线下渠道，前景
堪忧。”还有一些海外品牌或团队
因奶粉毛利下降，转做眼下渠道
正在热推的营养品。

受相关因素影响，2021财年，
Bubs对中国市场的直接总收入下

降11%，传统代购渠道对其澳洲市
场销售额的贡献急剧下降。为此，
Bubs重新制定了供应链和中国渠
道策略，试图通过保税仓模式进行
跨境购贸易，这一举措也抵消了代
购流失的部分损失。在经过 2022
财年的业绩上涨后，2023财年三季
度，Bubs总收入下降10%至1580万
澳元，美国和澳大利亚市场的强劲
增长被中国和其他海外市场的销
售不佳所抵消，其中国市场第三季
度总收入同比下降56%，且有大量
成品库存。

今年6月通过二次配方注册的
新西兰a2牛奶公司，跨境购业务也
曾受到冲击。2021财年，a2牛奶公
司婴幼儿营养品收入为 9.14亿新
西兰元，同比下降 35.8%；英文标
签配方奶粉（主要通过跨境电商和
代购进入中国市场）销售额下滑
51.8%至3.57亿新西兰元。a2公司
在 2月发布的 2023财年半年报中
称，在英文标签渠道中，代购销售
额下滑明显，预计英文标签奶粉市
场将继续受到不断变化的渠道和
继续向中文标签奶粉市场转移的
影响。

唐利告诉记者，过去跨境购
奶粉之所以受国内部分消费者青
睐，主要原因在于价格优惠。以
一款高端羊奶粉为例，当时国内
渠道一罐中文标签产品的零售价
在 400元—450元，而跨境购同一
品牌的英文标签奶粉价格仅要
190元—250元，巨大的价格差距
催热了奶粉跨境电商和代购生
意。如今伴随人口出生率下降，
市场集中度持续提高，前十大内
外 资 奶 粉 品 牌 市 占 率 可 达 到
80%，因此国内婴配粉市场已进
入集团化竞争阶段，大家都在投
入更多的资源抢夺新客，加之奶
粉渠道不断萎缩，奶粉价格战仍
然较为激烈。目前原价 300元以
上的国产大品牌奶粉实际零售价
仅 220 元左右，且产品间配方差
异越来越小，跨境购奶粉的竞争
优势不复存在。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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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修订并发布的《婴幼儿配方乳粉产品

配方注册管理办法》将于今年10月1日起实施，目前依然有不

少海外工厂尚未拿到二次配方注册资质。

据第三方统计，截至2023年6月底，市场监管总局共批

准107家工厂的749个配方产品通过注册，其中海外工厂19

家，涉及的107个配方占配方总数的比重不足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