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扎堆扎堆””大促大促 牛奶牛奶““抵饮抵饮””
□曾繁莹

虽刚过立秋，然而对于广州天
气而言，炎热依旧。热辣的天气带
动饮品热销，包括纯牛奶。近日，有
市民大呼“最近买牛奶好抵饮！”

记者走访市场发现，近期零售
端多个品牌纯牛奶正在大促，甚至
有乳品挂出“腰斩”的特价。那么，
为什么牛奶近来频频有“笋价”？记
者就此展开调查。

市场：
有纯牛奶促销价格“腰斩”

“我最近在购置牛奶时比较了
几个购买渠道，发现都在做特价活
动。之前虽然时不时也有促销，但
没有像最近这样‘扎堆’，品牌这么
集中。”市民王女士告诉记者，虽然
平时有常喝的牛奶品牌，但是看到
促销力度大的产品，她还是忍不住
买了一箱来试试。

记者调查见到，在某生鲜平台
上，“认养一头牛”的金装纯牛奶（规
格 250ml×15/箱）原价 69.9元，页面
上写着“惊爆价 43.9元”，相当于一
盒2.93元；伊利纯牛奶（规格250ml×
24盒/箱），一箱原价75元，特价66.9
元，即一盒2.79元；新疆天润浓缩纯
牛奶（规格180ml×12盒/箱），原价45
元，打完8.2折后，售价36.9元，即一
盒3.07元。

产品当中，促销力度最大的当
属皇氏乳业，其两款纯牛奶促销力
度都高达 5折，比如皇氏乳业上思
牧场纯牛奶 200ml/盒，原价卖 3元，

现在只卖1.99元，生产日期还很新，
在7月8日生产；皇氏乳业浓醇纯牛
奶（规格200ml×12/箱）原价49.9元，
当前只需19.9元。

记者留意到，这些全国化乳品
品牌在大力促销活动当下，单盒纯
牛奶价格甚至比部分本地乳企品牌
纯牛奶价格更低，以燕塘纯牛奶（规
格 200ml × 16 盒/箱）为例，一箱卖
49.9元，并无促销折扣，换算下来一
盒纯牛奶卖 3.11元，高于以上所有
促销品牌的纯牛奶价格。

探因：
奶品市场供需变化引起连锁反应

缘何多家乳企“不约而同”搞起
促销呢？“通过低价促销策略，促进产
品销售，尽快清库存，缓解原奶阶段
性供给过剩问题。”独立乳业分析师
宋亮告诉记者。另一位业内人士武
先生分析表示，夏季是饮品销售畅旺
的季节，常温奶也分了一杯羹，在琳
琅满目的货架前，纯牛奶特价促销活
动能吸引消费者关注，拉动消费。

宋亮进一步分析，去年下半年
以来，奶源扩张过快以及乳制品消
费低迷，导致我国原奶供给出现阶
段性过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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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2020年到 2021年这两年，奶制品市
场 8.5%的高消费增速戛然而止；
2022年液态奶消费出现首次下滑，
幅度高达8.6%。据农业农村部数据
显示，2022年我国奶类产量 4027万
吨，首次突破 4000万吨大关，位居

全球第四位。供大于求导致原奶供
给阶段性过剩，从而造成原奶价格
大幅下跌。

奶牛体系监测显示，2023年 6
月奶价 3.84元/公斤，同比下降 0.36
元（全成本仅下降 0.05元），公斤奶
利润空间仅为0.1元，远低于景气阶
段的 0.5元，行业亏损面超过 60%。
据农业农村部监测，2023年7月第3
周主产省生鲜乳价格 3.75元/公斤，
同比下跌9%。

连锁反应环环相扣，奶价大幅
下跌挤压行业利润。7月底，大型奶
牛养殖企业澳亚集团发布盈利警
告，预计 2023年上半年综合亏损净
额在 4000 万美元至 5000 万美元。
现代牧业也预计上半年净利润减少
57%至61%。

“甚至，因为亏损导致现金流中
断，今年 5月已有牧场开始退出市
场。奶牛体系辐射场2023年5月奶
牛存栏46.84万头，同比减少3.42%；
2023年5月3000头以下辐射场存栏
16.85万头，同比减少 6.28%。”李胜
利说。

建议：
拓展乳制品品类如奶酪等或能突围

“通过结构调整，适当放慢生产
和扩张速度，平衡供需关系。中国
奶牛养殖是周期性行业，有必要建
立产业宏观监测和预警引导机制，
平缓养殖周期。”李胜利说。

当前，解燃眉之急的做法是进
行“喷粉”。“喷粉”是指液体的原料
奶经过灭菌、喷雾干燥等处理，成为

奶粉状态。根据调研，2023年 2月
龙头乳企平均每天“喷粉”的生鲜乳
达到 1.08万吨，占收奶量的 17%左
右，高于 2022年 12月调研的 13%。
2023 年 7 月每天“喷粉”生鲜乳在
3000—4000吨，数量有所下降，2023
年过剩生鲜乳量预计超过 110 万
吨。截止2023年2月龙头乳企的大
包奶粉库存 17.8万吨，折合生鲜乳
140万吨左右。

“预计，2023年乳企库存奶粉可
能会维持在 20万吨库存的高位，加
上奶牛养殖企业过剩奶源‘喷粉’的
库存，奶粉库存量在 25—30万吨。”
李胜利说。他认为，今年有机会实
现产能调整，达到供需平衡。

“从长期看，国内外经济发展能
够促进牛奶消费增长，我国牛奶消
费市场未来仍是温和增长趋势。”李

胜利说，分析表明，人均 GDP 每增
长 1000美元，人均奶类消费量可增
加 1.1 公斤，据此预测，2025 年、
2030年中国奶类消费可达 6200万
吨、6900 万吨，增量约 500 万吨、
1200万吨。

农业农村部总畜牧师张天佐
说，总体上看，中国奶业正处于转型
关键时期，必须加强基础能力建设、
加快调整优化产业结构，走高质量
发展之路。应对消费市场需要，拓
展乳制品品类，研发推广适合国人
消费的奶酪、黄油等乳制品，大力发
展特色奶食品加工等。

中国奶业协会名誉会长高鸿宾
建议，一方面乳企要靠科技进步，提
升单产、提升效率和降低成本；另一
方面发展低温奶产品和奶酪产品等
多元产品，以求突围。

■■近期零售端多个品牌纯牛奶举办促销活动近期零售端多个品牌纯牛奶举办促销活动。。视觉中国视觉中国

近年来，西藏那曲市聂荣县色庆乡立足牧业根本，大力发展
奶制品加工业，生产奶渣、奶皮、传统酸奶、果酱酸奶等特色产品，
在带动当地牧民群众增收致富的同时，帮助157名低收入群众稳
定就业，实现年人均增收3.5万元。图为当地牧业合作社的工作
人员正在晾“拉拉”（一种奶制品）。 （洛桑）

牛奶里的牛奶里的““致富曲致富曲””

责任总编：赵敏 责任主任：张耀 编辑：董仙鹤 版式策划：董仙鹤 一读：许冬雨
032023.08.18乳业 报

DAIRY TIMES 周历Week calendar

行业
动态

（本报所采用部分文图无法联系到作者，请相关著
作权人持权属证明与本报联系，本报将支付稿酬。）

《《奶真实性鉴定奶真实性鉴定 实时荧光实时荧光PCRPCR法法》》团体标准顺利通过审定团体标准顺利通过审定
□本报记者 封斌

近日，由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
畜牧兽医研究所奶业创新团队、农
业农村部奶产品质量安全风险评
估实验室（北京）、农业农村部奶及
奶制品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北
京）、国家奶业科技创新联盟和中

优乳奶业研究院（天津）有限公司
共同起草的《奶真实性鉴定 实时荧
光 PCR 法》团体标准顺利通过审
定。

近年来，除牛奶外，水牛奶、牦
牛奶、山羊奶、绵羊奶、马奶、驴奶、
骆驼奶等特色奶因具有营养全面易
吸收、低致敏性、功能因子多样等特

点也逐渐进入大众视野。然而，受
产出量、稀有度以及营养价值不同
的影响，不同奶制品差价显著，衍生
出市场中以低价奶掺伪特色奶的问
题频发。奶源掺假问题不仅对消费
者合法权益造成损害，而且对牛奶
过敏消费者的健康构成一定威胁。
因此，如何快速准确的鉴别奶制品

真伪，对于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和
保障特色奶的市场秩序具有重要意
义。

基于以上问题，奶业创新团队
开展了奶真实性鉴定技术研究，建
立了多重 real-time PCR方法，研制
了《奶真实性鉴定 实时荧光 PCR
法》团体标准，解决了传统方法耗

时长、操作繁琐、检测目标单一等
问题，实现了“奶牛、水牛、牦牛、
山羊、绵羊、马、驴和骆驼”8 种奶
源成分的高通量快速鉴别，检出限
低至 0.01%—0.5%。本方法具有
特异性强、灵敏度高、稳定性好等
优点，为奶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技
术支撑。

8月份第2周生鲜乳

平均价格3.76元/公斤

据对全国500个县集贸市场和采集点的
监测，8月份第2周（采集日为8月9日）所有
监测品种价格全部上涨。

生鲜乳价格。内蒙古、河北等10个主产
省份生鲜乳平均价格3.76元/公斤，比前一周
上涨0.3%，同比下跌8.7%。

饲料价格。全国玉米平均价格 3.01元/
公斤，比前一周上涨 0.3%，同比上涨 0.7%。
主产区东北三省玉米价格为2.75元/公斤，与
前一周持平；主销区广东省玉米价格3.13元/
公斤，比前一周下跌0.3%。全国豆粕平均价
格4.61元/公斤，比前一周上涨1.8%，同比上
涨4.5%。育肥猪配合饲料平均价格3.89元/
公斤，比前一周上涨 0.3%，同比上涨 0.8%。
肉鸡配合饲料平均价格3.99元/公斤，比前一
周上涨 0.5%，同比上涨 2.8%。蛋鸡配合饲
料平均价格 3.68 元/公斤，比前一周上涨
0.5%，同比上涨2.5%。 （农业农村部）

市场监管总局鼓励

企业标注乳制品食用期限

市场监管总局组织研究并广泛征求乳
制品行业意见，结合正在开展的“乳制品质
量安全提升行动”，制定发布了《关于鼓励企
业标注乳制品食用期限的公告》。

乳制品是深受广大消费者喜爱的食
品。市场监管总局聚焦人民群众关心的“放
心消费 品质消费”问题，在深入开展“我为群
众办实事”实践活动中调查发现，消费者反
映部分短保质期乳制品包装上标注的生产
日期不好找、保质期到期日不好算，容易造
成消费不便，产生过期食品，导致食物浪费。

《公告》明确规定，乳制品生产企业应当
按照《食品安全法》规定，在生产的乳制品包
装上标注生产日期、保质期，鼓励乳制品生产
企业率先在需冷藏保存的鲜奶、酸奶等短保
质期乳制品上，明确标注保质期的到期日，让
消费者更直观地辨别所购食品何时过期。

《公告》指出，为降低企业成本，企业可
以将文字说明内容提前印制在包装标签上，
在生产过程中将具体日期喷印在包装的显
著位置。考虑到不同含量乳制品包装大小
不同，企业可以采用保质期至****年**月**
日，请于****年**月**日前食（饮）用，生产
日期与保质期到期日见某处等表述方式，既
实现标注内容易读，又做到产品包装简洁。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内蒙古三季度原奶交易

参考中间价为3.85元/公斤

本报讯（记者 杨丽霞）8月 13日，内蒙
古自治区生鲜乳价格协调委员会召开第三
次全体会议，会议通报了全区上半年奶业生
产形势、农牧部门助企纾困的具体措施和第
二季度生鲜乳交易参考价格执行情况。乳
企委员、养殖场委员、专家委员围绕第二季
度奶牛养殖成本变化、生鲜乳收购情况以及
第三季度交易参考价格预期进行了交流发
言。

在第三方机构对全区第二季度生鲜乳生
产成本测算基础上，经议价委员讨论协商，共
同商定内蒙古自治区 2023年第三季度生鲜
乳交易参考最低价为3.70元/公斤，交易参考
中间价为3.85元/公斤。

会议强调，生鲜乳价格委员会要继续做
好交易参考价格的议定、发布和监测工作，
搭建好乳企与养殖场沟通协商的平台，及时
协调解决奶业发展中遇到新困难、新问题，
保护好奶业各主体的利益。乳品企业，特别
大型乳企，要有胸怀、讲担当，要立足全区奶
业振兴工作大局，执行好生鲜乳交易参考价
格，加强与养殖场的沟通、合作，实现平等互
利、合作共赢。各级农牧部门要强化责任担
当，抓好奶业振兴项目资金拨付、奶业新型
经营主体项目实施、金融帮扶政策落地、生
鲜乳质量安全等重点工作，推动助企纾困政
策措施落地见效。

（上接01版）
农牧业“数智”快马加鞭

智慧农业是未来农业发展的重
要方向，打通数字化与农业农村深
度融合的可能，也意味着打开农业
的新未来。

在蒙农智慧节水灌溉有限公司
展位前，工作人员正在向观众们展
示如何用数字后台实时掌握田间动
态。

在现场，各种农业“黑科技”让观
众大饱眼福：数字监管平台、气象环
境传感器、小虫体智能测报系统、智
慧农业信息化平台……这些设备集
中展示了近年来农业物联网、农业
AI+大数据、智能装备、智能灌溉等智
慧农业新技术、新装备、新模式。

企业经理高作龙为记者介绍了
智能灌溉设备，“将滴灌器埋入土壤
下方，水滴精确地供应到植物的根
部，以实现农田的节水灌溉。这种
设备的应用可以显著提高农业水资
源的利用效率，并在干旱地区和水
资源有限的环境中发挥重要作用。”

农技一小步，农业一大步。在
高作龙看来，现代化农业的发展速

度非常快，每 2—3年设备和技术就
会有一个新的“飞跃”，“比起过去顶
着烈日在田间作业的传统方式，现
在的‘数智’农业不仅提高了工作效
率，也让农作物的产量大幅、稳定提
升。”

以“数字技术”“数据要素”应用
为核心的数字农牧业，是实现农牧
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在北京大鹰
美尔农牧科技有限公司展位，“智能
反向定制饲料”让人眼前一亮。

销售总监王彦奎告诉记者，智
能反向定制饲料是在公司智能养殖
系统的大数据基础上进一步推出
的，“我们根据用户养殖牛的品种、
头数、牛群均重、地域、原料、价格等
变量因素量身定制出精准符合该养
殖场牛群生长需求的饲料。这一技
术创新不仅大大提升了养殖场饲料
原料的可替代性，而且在达到精准
营养指标的前提下饲料价格更低，
真正实现了一场一料、精准定制，性
价比最高。”

做强农业“芯”
农业现代化，种子是基础。
在内蒙古金岭青贮玉米种业有

限公司（下称“金岭种业”）展台前，
一穗穗颗粒饱满的青贮玉米摆满了
展台两侧，吸引了不少参会者驻足。

一粒粒小种子，迎来一双双热
切关注的眼眸。负责人金维波告诉
记者，种业发展一直受到政策层面
以及产业层面的高度关注，金岭种
业持续深耕青贮玉米优质种源 20
年，青贮玉米种子均为自主选育的
品种，现如今已经涵盖极早熟、早
熟、中熟、晚熟等全生长时期品种。
在金维波看来，畜牧业（节粮型）的
现代化离不开青贮玉米专业化、产
业化、规模化、商品化的饲料支撑和
优良青贮玉米品种的“芯片”保障，
未来青贮玉米种子发展空间广阔。

良种展示不局限于展厅，还拓
展到广袤田野上。近年来，内蒙古
坚持以拓面增量、提质增效为主攻
方向，扩大优质青贮玉米等优质饲
草种植，提高饲草自给能力。据统
计，截至 2022年底，内蒙古青贮玉
米达到 1400万亩，且 90%以上全株
青贮玉米达到良好以上水平。

当前，随着养殖产业快速发展，
智能设备的应用也成为牧场运营的
关键要素。在内蒙古华文科技信息

有限公司展台前，动物体尺智能测
量设备引起参会者的关注。

据负责人介绍，这款新型智能
体尺测量产品集成了多种工业设
备，包括红外感应器、高灵敏度感应
光幕、高灵敏读卡器、高清摄像设备
等，全自动操作，简约便捷。“这套智
能体尺测量系统精准程度高达97%
左右，平均误差±3CM；效率高，可实
现每小时百只羊数据获取；成本低，
数据稳定性高，投入到育种生产中可
以极大地减少人力，缩短工作时间。
大量投入到生产实践中将推动育种
基础数据收集，智能后台的育种模块
可以根据数据进行羊只品种选育，对
养殖场羊群中的优秀羊只进行筛选，
留下长得快、肉质好的羊只作为种
羊，增加养殖场经济效益和品牌实
力，推动国内养殖业发展。”

“生态畜牧业”正当时
本届农博会同期还举办了2023

年第二十届内蒙古畜牧业博览会暨
生态畜牧业发展论坛、第八届内蒙
古林产品博览会、内蒙古林草产业
发展高峰论坛、第八届内蒙古（秋
季）农业机械博览会等一系列配套

活动。
在以“发展智慧牧业、聚力生态

养殖”为主题的内蒙古生态畜牧业
发展论坛现场，看到最多的神情是
专注，听到最多的声音是“解渴”。
来自国家及地方权威专家和学者围
绕“以保护草原生态环境为前提、以
科学利用草场资源为基础、以草畜
平衡为核心、以转变经营方式为关
键、以促进人与自然和谐为目标，大
力发展生态畜牧业”为中心，分析研
究了内蒙古生态畜牧业发展现状和
制约因素，对当前内蒙古生态畜牧
业良性循环发展路径提出了诸多有
益的意见和建议。

不同于其他传统农博会，本次
内蒙古国际农业博览会，四会合一，
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据组委会相
关人员介绍，本次农博会力求“会”
与“展”的有机结合，参会嘉宾不光
能亲眼看到、亲身感受到现代农业
科技的智慧精品，还可以通过专家
学者的论坛和讲座学习到最先进的
农牧业种养殖技术和经验，在未来
现代化农牧业发展路上，能够带着
大会取得的共识和成果在产业改革
中谋发展，在自主创新上求突破。

““数字数字””农博会农博会 满满的满满的““科技力量科技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