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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奶行业初现触底迹象
“最近乳企收奶相对正常了，不过

价格还是比较低。”河北省某大型牧场
负责人徐刚告诉记者，虽然目前3.6元/
公斤的收奶价格依然低于牧场的成本
价，但市场积极的变化还是让他松了一
口气。

徐刚经营着一家存栏超过4000头
的大型现代规模化牧场，由于其原奶质
量较好，在2022年行业困难时期，徐刚
的牧场依然能拿到较理想的收购价格。

但到2023年初，徐刚也有些“顶不
住了”，当地收奶价格开始一降再降，从
4.2元/公斤回落到 3.7元/公斤到 3.9元/
公斤，最后跌至 3.6元/公斤。3.6元/公
斤的收奶价格已经低于了徐刚的生产
成本。

此前由于经济下行、消费疲软等因

素影响，加上成本的高企，乳制品加工
企业和畜牧企业都面临严重的困难，原
奶供给出现阶段性过剩，让今年成为
2008年以来行业最困难的一年。中国
奶业发展战略高层论坛上，国家奶牛产
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李胜利透露，国
内原奶行业亏损面已经超过60%。

不过记者了解到，近期原奶市场已
经有了触底企稳的迹象。

8月 14日农业农村部公布的信息
显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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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是今年
以来奶价首次环比上涨。

市场上也有感受，河北、山东多地
奶农反映，目前市场散奶的价格已经从
2.5元/公斤上涨至 2.8元—3元/公斤，
淘汰牛（被当肉牛卖掉的奶牛）的价格
也上涨了 5元/公斤，回到了降价前的
水平，乳企也都恢复了正常收奶。

徐刚告诉记者，这与中秋节乳企会
提前备货，以及开学在即学生奶生产恢
复等都有关系，最困难时部分乳企在当
地限收，目前也都恢复正常了。

另一方面外界认为，目前市场变化
也与行业供给量的变化有关。

记者了解到，随着原奶行业再次下
行，部分中小奶农选择卖牛退出，大牧
场也加快了奶牛淘汰的速度，变相减少
了供给量。

在此前举行的世界奶业大会上，李
胜利公布的调研结果显示，辽宁省受调
查的牧场17万头奶牛中少了2万多头，
国家奶牛产业技术体系辐射牧场 5月
3000头以下的辐射牧场存栏数减少了
6.28%。

这几个月里，徐刚的牧场也忍痛处
置了500头产奶效率不高的奶牛，在他
看来这也是低奶价时代牧场“唯一的办
法”——提升牧场的效率，并用出售牛
只的资金来缓解牧场的资金难题。

独立乳业分析师宋亮告诉记者，虽
然随着国内奶牛存栏数快速减少、市场
需求弱复苏，行业有所好转，但原奶能
否算触底仍待观察。虽然中秋备货期
临近，但渠道库存水平并不低。而且对
于上游原奶行业而言，此前乳企将大量
过剩的原奶喷粉储藏，这些奶粉也需要
时间去消化，也会影响原奶行业复苏的
进程。

而李胜利也预计，今年国内原奶供
给过剩总量超过110万，每天过剩量为
3000吨奶左右。

高成本危机仍存
造成原奶行业困境的一个主要原

因除了奶价下滑之外，也与不断上涨的

饲喂成本有关。
近期国内主要原奶生产企业优然

牧业、现代牧业、澳亚集团、中国圣牧日
前陆续发布盈利警告，今年上半年净利
润均出现了大幅下滑。

其中，现代牧业预计上半年净利润
将出现57%到61%的大幅下滑；中国圣
牧则预计净利润减少89%到91%；而澳
亚集团则预计上半年综合亏损净额在
4000万美元至 5000万美元；优然牧业
也预计净利润亏损9.5亿到10.3亿元。

上述原奶企业净利润大幅下滑的
原因，主要受奶价的下滑和饲喂成本的
上升，以及生物资产公平值减销售成本
变动（一般被认为与加快奶牛淘汰有
关）等因素的影响。

虽然近期原奶市场有触底迹象，但
饲料价格又开始再度上涨，让原奶行业
面临新的成本危机。

记者了解到，目前豆粕的价格已经
又从年初的 4000元/吨，上涨至目前的
5000元/吨左右。2022年由于俄乌冲
突，导致全球粮食和饲料价格上涨，
2022 年底，豆粕价格曾超过 5500 元/
吨，但豆粕价格此后逐步回落。

一般而言，饲料成本约占奶牛养殖
成本的65%到70%，而豆粕等蛋白类饲
料又是奶牛饲料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饲料成本的过快上涨也让多位受访奶
农表示担忧，因为“豆粕上涨会带动蛋
白饲料价格整体上涨”。

宋亮也认为，受自然灾害影响，今
年全球多地出现干旱等极端天气，也会
影响豆粕、玉米包括苜蓿草的价格，这
也会进一步加大原奶行业的成本压
力。

（文中徐刚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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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赖进口
在乳制品中，益生菌分为两种用途，

一种起发酵作用，是酸奶等发酵食品发
酵的必需品；另一种主要作为食品添加
剂，在酸奶发酵后，额外添加进酸奶，可
起到改善肠道菌群、提高免疫力等症
状。不过，由于缺乏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菌种，我国益生菌产业长期以来一直受
制于外。

阿里健康数据显示，2022年中国益
生菌行业市场大部分份额仍被海外大厂
所占据。目前，我国益生菌原料市场的
半壁江山由杜邦掌控，35%的市场份额
落在科汉森口袋，剩余 15%的市场份额
由国产厂商瓜分。

为了破解菌种的“卡脖子”问题，草
原酸奶世家兰格格自 2020年以来加大
对草原菌的研发力度，与中国农业大学
组成项目团队，每年盛夏深入内蒙古大
草原，进入牧民家庭采集传统发酵乳制
品的样品，从中分离菌株，目前已梳理出
符合草原酸奶特点的菌株20株，并已进
入产业化应用研发阶段，其中自有草原
菌LanggJZ-08已在兰格格8个主要产品

中应用。
在前不久举行的第五届中国草原酸

奶大会上，正式成立草原酸奶菌种资源
库。内蒙古兰格格乳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崔继平表示，“此举将为草原菌的采集、
分离、筛选、驯化、应用、保藏等工作，搭
建现代化、标准化、信息化系统，为草原
菌、草原酸奶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也
为我国菌种资源的安全、菌株多样性的
保持起到重要作用”。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加工研究所
研究员逄晓阳表示，“菌种的作用不仅仅
是将牛奶发酵成美味可口的酸奶，更重
要的是对人体有很多益生功能，比如改
善肠道菌群、提高免疫力、抗过敏等。”但
是要把有这些功能的菌群应用在酸奶加
工上，也是不容易的，首先要选择安全来
源的样本，并且要做分离鉴定、益生功能
评价等。消费者买到的是一杯小小的酸
奶，这背后有很多筛选的环节，所以说菌
种是酸奶的灵魂。

国标空白
益生菌自上个世纪进入中国，但目

前我国尚未出台益生菌产品相关国家标
准。

独立乳业分析师宋亮认为，国家之
所以一直没出台相关标准，是由于对这
方面不太了解，出于谨慎起见，“但是目
前益生菌市场非常混乱，所以需要出台
关于益生菌的菌种、菌数和活性标准，其
目的就是防止‘劣币驱逐良币’。”

从目前市售的预包装酸奶可以看
到，双歧杆菌、嗜热链球菌、干酪乳杆菌
等益生菌已被广泛运用，“活菌数”更是
众多酸奶企业及品牌大力宣传的卖点。

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常务副理事长
兼秘书长、国际乳品联合会中国国家委
员会副主席兼秘书长刘美菊表示，“一株
高质量的益生菌，生产和研发需要非常
复杂的过程，要经过筛选、基因分析、安
全性评价、遗传稳定性、益生特性及生产
可行性等多个环节，并且需要全产业链、
多个学科共同完成”。

虽然缺乏相关国家标准，但近年来
国家也出台了一系列相关政策，不断完
善益生菌等食品制造业的监管体系。如
2017年5月，国家出台《“十三五”食品科
技创新专项规划》，明确提出要解决一批
食品生物工程领域的前沿关键技术问
题，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效发酵
剂与益生菌。2021 年 3 月，国家出台

《“十四五”规划和 2035年远景目标纲
要》，提出严格食品药品安全监管，加强
和改进食品药品安全监管制度，完善食
品药品安全法律法规和标准体系，推进
食品安全放心工程建设攻坚行动，加大
重点领域食品安全问题联合整治力度
等。

2022年以来，相关协会、学会也陆
续公布了益生菌的团体标准，希望引导
行业良性发展。2022年 5月，中国营养
保健食品协会发布《益生菌食品活菌率
分级规范》，对益生菌食品中的益生菌活
菌率进行了分级；2022年6月，中国食品
科学技术学会牵头制定《食品用益生菌
通则》，要求食品用益生菌和含益生菌食
品均应标示菌种的中文名称和菌株号、
应标示在保质期内的益生菌活菌数量
等。

“没有菌种就没有酸奶这个行业。”
中国农业大学博士、北京和益源生物技
术有限公司总经理葛绍阳表示，“近几十
年随着益生菌功能研究的发展，酸奶作
为益生菌的载体，可以将优良的益生菌
带到人体体内，才让酸奶变成了如今的
健康食品”。

此前澳优乳业中国区副总裁、锦旗

生物董事长刘学聪曾表示，当前中国益
生菌产业处在发展关键期，社会关注度
高、消费需求旺盛，科学引领，核“芯”制
造，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

千亿市场
根据中国保健品协会数据，2018—

2022年，国内益生菌市场规模从 647.7
亿元增长至约 1093.8亿元，年均复合增
速达 14%，已经成为千亿规模的大市
场。

目前国内益生菌行业厂商可主要分
为三个竞争梯队。第一梯队的企业益生
菌粉年产能在1000吨以上，只有国际厂
商科汉森和杜邦；第二梯队的企业菌粉
年产能在 100—1000吨，主要有微康益
生菌、蔚蓝生物、科拓生物、一然生物以
及润盈生物等。

近年来，不管光明、伊利、蒙牛三大
乳制品公司，还是汤臣倍健、均瑶股份等
保健品巨头，都在益生菌食品赛道持续
扩容。均瑶股份在2022年报中表示，益
生菌业务作为公司重点打造的第二增长
曲线，2022年加速变现，全年实现销售
收入超过8000万元，同比增长43%。

作为国内益生菌上游头部企业，科

拓生物发布的2023年半年报显示，其营
收为1.4亿元，同比减少10.79%；净利润
为 4033.26万元，同比减少 10.01%。在
复配食品添加剂基础业务同比下滑的情
况下，食用益生菌制品营收逆势增长
60.53%，达到8625.28万元。

科拓生物表示，“受益于国民健康意
识提升，益生菌凭借其健康属性，成为营
养健康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报告期内
公司食用益生菌制品的销售已经超过复
配食品添加剂，成为收入占比最大、盈利
能力最强、市场竞争优势最明显的业务
板块”。

此外，仍有不少企业在益生菌赛道
狂奔。已获得“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称
号的微康生物，目前完成了6轮融资，最
近一次是 2020年 11月 19日，获得赣州
谦容的战略融资。

不过相关数据显示，相较于国外市
场近五成的渗透率，目前益生菌在国内
的渗透率不足 10%，还有更多的上升空
间。

宋亮表示，“益生菌的知识普及不是
一朝一夕，需要的时间很长。有句话叫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关键是要找出属
于自己一方水土的菌种。”

“零食霸主”奶酪棒

究竟真能补钙还是智商税？

如果有一个小朋友喜爱的零食
排行榜，那么奶酪棒一定榜上有
名。作为近几年最受孩子喜爱的零
食之一，Q弹的口感，软糯香甜，奶
香四溢，征服了许多小朋友的味蕾。

奶酪棒因为名字里有“奶”字，
往往被认为是给孩子补钙的“神
器”。由此，很多家长也产生了疑
问，奶酪棒就是奶酪吗？是不是吃
得越多越好？其营养价值真的可以
媲美牛奶吗？听听杭州市妇产科医
院儿童保健科主任医师许鹿舫怎么
说。

奶酪棒等同于奶酪吗？
许鹿舫介绍，我们常说的奶酪

是天然奶酪，也叫干酪，是一种发酵
的牛奶制品，类似酸奶，但浓度比酸
奶高。1公斤奶酪是由10公斤的牛
奶浓缩而成，含有丰富的蛋白质、
钙、脂肪、磷和维生素等营养成分，
是纯天然的食品，因此有“奶黄金”
的美誉。

而小朋友们爱吃的奶酪棒，大
部分是再制干酪，即以干酪为原料，
再添加了水、糖、奶油奶粉、凝胶、乳
化剂、食用香精、食用色素、防腐剂、
稳 定 剂 等 制 作 而 成 。 根 据 GB
25192-2010《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再
制干酪》的规定，再制干酪中干酪的
比例大于 15%的干酪即可。1支 20
克的奶酪棒里含的奶酪可能只有 3
克。

“奶酪和奶酪棒的区别，简单来
说就像是猪肉和火腿肠、水果和水
果罐头的关系，后者是经过加工的，
口感上可能会更好一些，但是两者
之间是存在本质区别的。”

营养价值可以媲美牛奶吗？
许鹿舫表示，首先要看孩子对

钙的需求量是多少，每个年龄段的
孩子对钙的需求量是不一样的。作
为一个零食，奶酪棒具有高蛋白、高
钙、高脂肪等营养价值，每100克的
钙含量大概在 300 至 600 毫克之
间。而 100克的牛奶，钙含量最高
可以达到 104 毫克左右。相比之

下，奶酪棒的钙含量是要比牛奶高
一些。

“虽然奶酪棒的钙含量超过了
牛奶的钙含量，既使孩子不爱喝牛
奶，也不建议用奶酪棒完全代替牛
奶。”

奶酪棒虽然蛋白质、钙含量较
高，但是它同时具有高糖、高脂肪，
而且钠成分较高，每100克中，钠含
量可以高达300毫克以上。“奶酪棒
中的成分添加比较复杂，有十几种
的添加物。因此，奶酪棒作为一种
美味的乳制品零食，可以给孩子吃，
但一定要控制每天摄入的量。”

此外，许鹿舫还指出，日常食用
鱼虾蛋奶，以及适当的户外活动晒
太阳，既能补钙，也能促进钙的吸
收。

“当前家长们对奶酪棒这么追
崇的原因不外乎两点：补钙和长
高。很多家长存在误区，认为多补
钙就能长高。”许鹿舫表示，其实这
两者之间并没有直接关系。身高很
大程度上取决于遗传身高，骨龄，生
长激素、甲状腺激素等内分泌激素
以及性发育等相关。钙是人体骨骼
的重要组成成分,它对促进骨骼矿
化，增加骨骼的硬度有重要作用，对
长高起一定的辅助作用。

市面奶酪棒种类繁多
家长如何选择？

许鹿舫指出，首先，要选择优选
纯天然奶酪。从配料上即可分辨
出，一般纯天然奶酪成分表简单，仅
包含生牛乳、发酵菌、凝乳酶、盐这
几种，而再制奶酪含有各种添加剂、
香精等成分。所以家长们在挑选商
品的时候一定要仔细观察。

同时，必看营养成分表，算算钠
钙比。具体可以先看配料表，看看
排在前几位的是哪些配料？原制干
酪的占比是多少？一般占比高一点
的更佳。然后看营养成分，脂肪和
糖的含量低一点为佳。最后再看看
钠钙比，两者之比大于 1为佳。因
为钠的含量太高，会增加孩子肾脏
的负担。

□隋雪

益生菌有酸奶产业“生物芯片”的美誉，其应用场景却早已超

出食品的范畴，包括药品应用在内，一个千亿级的大蛋糕逐渐显

现。然而，目前我国尚未出台益生菌产品相关国家标准，行业呈现

野蛮增长状态，产品质量参差不齐，相关企业在加速狂奔的同时，

也需引导益生菌行业良性发展。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原奶行业有触底迹象原奶行业有触底迹象

今年亏损严重的原奶行业终于看到一些触底的迹象。

今年上半年，由于乳制品消费疲软，奶价持续下滑和养殖成本不断上升，让国内原奶行

业亏损面高达60%。但近期记者走访部分奶农发现，由于牛群存栏减少、乳企中秋备货、叠

加学生奶重启等利好，近期原奶市场情况较此前有所好转，不过再次冲高的豆粕等蛋白饲

料价格让原奶行业下半年依然面临成本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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