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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伊利发布 2023 年三季
报显示，1 月—9 月，液态奶营收
654.32亿元，同比增长 2.07%，第三
季度增速达8.48%。此外，常温白奶
市占率提升至43.4%。据悉，当前伊
利液奶业务稳居行业第一，并呈现
出逐“季”走强趋势。

随着天气转凉，乳品消费也逐
步迎来销售旺季。从整体消费市场
来看，从去年持续至今，各个乳制品
的价格促销此起彼伏，与此同时，伴
随着奶业市场“供需”端逐渐的平衡
以及乳品销售渠道的下沉越来越

“广”，乳品消费增长空间也被广泛
看好。

乳品促销力度不减
进入秋季以来，乳品市场的产

品促销力度不减，在呼和浩特市大
中超市以及社区便利店中，酸奶、牛
奶、奶酪、奶粉等乳制品均有不同程
度的价格折扣，让很多消费者直呼
划算。

10月 31日，在呼和浩特市锡林
郭勒南路的华联超市，一款新西兰
牧恩淡味黄油产品250克/块的价格
由原价 39.9元降至 19.9元，消费者

李志告诉记者，“平时购买这款黄油
基本都不打折，现在降了一半的价
格。”

“这款淡黄油是刚刚开始促销，
促销时间持续到今年年底。”促销人
员表示，“这样的促销力度还是第一
次。”

记者在酸奶区域也看到，多个
品牌的酸奶都有不同力度的促销
活动，其中不乏今年的新品。各品
牌酸奶的业务员竞相推销，用免费
品尝来招揽客人。一位业务员称，
打折促销不是因为保质期临近，而
是已经成为常态。此外，以低温鲜
牛奶为代表的一众高端白奶促销活
动也非常频繁。

在位于丰州路的一家社区便利
店里，益得鲜牛奶、君乐宝悦鲜活鲜
牛奶均有周末“买一送一”的促销活
动。在大学东路的维多利超市巴氏
鲜奶柜台前，伊利金典鲜牛奶、蒙牛
每日鲜语、圣牧塞茵苏鲜牛奶等品
牌巴氏奶都有不同力度的促销活
动。

今年以来，“促销”几乎成为了
整个乳制品行业的关键词之一，独
立乳业分析师宋亮接受记者采访时
曾表示，大面积的产品促销让整个
销售量提升明显。“上半年的产品

促销中很大的因素就是‘消化’奶
源，今年下半年，企业产品打折促
销依然还会是市场‘主旋律’，消费
市场的培育以及消费量会进一步
增长。”

在记者采访中，很多消费者也
表示，选购乳制品时看价格以及配
料表是最先选择的因素，“现在的牛
奶和酸奶价格越来越高，相比原价
产品，促销产品的性价比更高。”市
民马来向记者表示。

一方面是消费者希望买到更高
性价比的产品，另一方面乳制品行
业上半年也在面临奶源过剩的特殊
情况，反映到终端就是大幅度的打
折。

在业内人士看来，当前乳品企
业应当着眼于新的消费趋势，开发
更加新鲜、更具性价比的乳制品，不
断丰富乳制品供给模式，解锁乳制
品消费新场景，开辟乳制品销售新
渠道。

销售渠道多方位“下沉”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

2023年上半年，全国牛奶产量 1794
万吨，增长 7.5%；2023年 1—8月乳
制品产量 2008.9 万吨，同比增长
3.6%。

尽管牛奶产量继续保持较高速
增长，但乳制品加工量增速则仅有
3.6个百分点，这也侧面反映出下游
消费端明显疲软。

在乳品消费颓势的当下，乳企
们清晰地认识到乳制品消费市场的
局限性。

随着新型消费不断深入，乳品
销售的线下渠道不仅从商超、大卖
场“一统天下”的模式走向便利店、
食杂店等消费群体相对集中的“近
场”消费，同时，各大乳制品企业纷
纷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自建连锁渠
道，包括社区营养专卖店、兼具乳品
新式茶饮售卖、现制酸奶饮品店、鲜

奶吧等，形式不一而足。
对于呼和浩特市市民王冉来

说，开在家门口的一家蒙牛社区服
务站让她购买牛奶更加的方便、快
捷。“丰富的产品品类让我们有了更
多的选择。”

从 2019年起，蒙牛与重庆别提
多美品牌管理公司以战略合作的方
式推出一站式营养健康新生态——
社区营养专卖店，再到今年，“萌小
牛”社区服务站，蒙牛借助社区门店
新兴服务模式，实现了乳品消费的
便利性。

当前，随着咖啡、茶饮店、烘焙
赛道兴起，兼具乳品、新式茶饮及冰
品售卖的业态渠道也是近年来乳企
探索的方向之一。

为了改变传统供货经销的商品
零售模式，完达山今年成立了新零
售事业部，全力开启连锁渠道建设
的战略步伐，以店名“乳此新鲜”亮
相于北京、上海及东北市场。目前
完达山共开有 36家店，包括直营门
店16家、加盟店20家。店内主要售
卖品类除了完达山常规乳品外，还
有冰淇淋、茶饮、炒酸奶等。

除了自建零售渠道，乳品企业
也在通过借助餐饮消费渠道布局产

品线。
在呼和浩特市意林连锁烘焙店

中，简爱的多款酸奶产品整齐摆放
在冷藏柜中，记者注意到，在烘焙店
中的酸奶产品与大型超市中销售的
产品并不同，且销售价格相比较为

“亲民”，一站式满足了乳制品与烘
焙食品的搭配消费需求。

在杭州市拱墅区凤起路地铁站
的一鸣真鲜奶吧里，新推出的“很有
鸣·盐渍青梅酸奶”和“盐渍青梅大
果粒酸奶”两款咸酸奶产品受到消
费者喜爱，成为店里销量最高的产
品。一鸣食品开创的奶吧模式，作
为其最具差异化、竞争力的业务优
势，与众多乳企一开始便走上了不
同的渠道模式。与此同时，一鸣食
品也在不断加速奶吧市场布局，加
大加盟门店拓展力度。

可以看到，以乳制品赛道为核
心，布局覆盖更多消费人群的渠道，
现下已是众多乳企积极应对消费市
场，提升乳品消费的“必答题”。

在宋亮看来，企业破局的关键不
在于企业，而在于消费者，“消费量是
个缓慢提升的过程，不是一蹴而就
的，只有当人均消费量提高了，未来
乳业消费才会有一个长足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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奶酪棒内卷触及天花板奶酪棒内卷触及天花板————

奶酪股改卷烘焙和早餐市场奶酪股改卷烘焙和早餐市场
□栾立

随着儿童奶酪棒品类发展遇到
天花板，国内奶酪企业开始谋划要
从烘焙企业手中抢占市场。

妙 可 蓝 多 近 日 公 布 了 三 季
报，第三季度儿童奶酪棒市场环
比有所改善，但业绩表现依然疲
软。在近日举行的业绩说明会
上，妙可蓝多管理层透露将在下
月推出“快手奶酪”，切入早餐市
场谋求增量。

今年前三季度，国内乳制品消
费整体有所回暖，但被行业寄予厚
望的奶酪业务仍未脱困。三季报
显示，妙可蓝多前 9 月实现收入
30.8亿元，同比减少 19.7%，实现归
母 净 利 润 3388 万 元 ，同 比 减 少
76.4%。第三季度妙可蓝多实现收
入 10.1亿元，同比减少 18.3%，实现
归母净利润 531 万元，同比减少
54.4%。

从具体业务上看，妙可蓝多前

三季度奶酪业务实现收入 24.2 亿
元，同比减少 18.4%，其中第三季
度奶酪收入 7.7 亿元，同比减少
15.9%。虽然第三季度的业绩表
现较上半年整体有所好转，但整
体业务表现相较于前几年仍显疲
软。

前几年在儿童奶酪棒风潮下，
妙可蓝多一直保持着高速增长，
2019年到 2021年三年营收分别增
长了 42.3%、63.2%和 57.3%。但在
2022年以来，随着各大乳企纷纷进
入奶酪棒等零食奶酪市场淘金，叠
加外部因素影响，导致 2022年国内
奶酪行业销售额整体增速从30%下
降至6.5%。

在日前举行的行业论坛上，奶
酪从业者普遍认为，中国奶酪以奶
酪棒为主要产品的 1.0时代已经结
束了。由于中国消费者并没有日常
消费奶酪的习惯，从日韩市场的先
例看，国内奶酪行业发展依然要走
扩大消费场景的路线，要从奶酪棒

业务中突围。
业绩会上，妙可蓝多总经理柴

琇透露，妙可蓝多正在试图摆脱奶
酪棒依赖症，计划在巩固儿童健康
营养产品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奶
酪+”成人休闲零食品类，以及包括
早餐在内的家庭餐桌应用场景，在
产品上，则会在西点烘焙、冻品等餐
饮领域加大投入。

记者了解到，妙可蓝多瞄准的
正是烘焙和早餐市场。

妙可蓝多对记者表示，目前快
手早餐系列奶酪产品已经进入上市
日程，计划在 11月中下旬上市。快
手早餐产品预计会包括一系列短暂
加热即可食用的含奶酪面包等西点
产品。

独立乳业分析师宋亮告诉记
者，在目前国内奶酪棒消费已经暂
时触及天花板的情况下，妙可蓝多
是在寻找新的业务增长点。

艾媒咨询报告显示，我国烘
焙 食 品 市 场 规 模 由 2018 年 的

1956.1 亿元增长至 2022 年的 2853
亿元，预计 2025 年将达到 3518 亿
元，年均增长率约为 7%。而这一
规模明显要大于奶酪行业现有市
场体量。

从烘焙企业的三季报看，相比
于奶酪行业，烘焙业整体收入也较
为平稳。桃李面包前三季度面包业
务收入 48.3亿元，与 2022年同期几
乎持平。元祖股份前三季度中西糕
点收入约为 13 亿元，同比增长了
1.5%。

另一方面，妙可蓝多也希望通
过进入更高频的市场，来推动奶酪
消费的增长。

中国奶业协会数据显示，2022
年国内人均奶酪消费仅为0.2公斤，
相比于日本人均 1.2公斤和英法的
人均5.5公斤和13.9公斤的消费量，
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从 2022年开始，妙可蓝多在内
的国内奶酪品牌在儿童奶酪棒业务
外，大多也在增加早餐的芝士片、涂

抹奶酪、餐饮用马苏里拉奶酪等产
品，试图在其他渠道获取新增量，但
这一市场将直面国际乳业巨头的竞
争。同时，近年来国内消费者对奶
酪营养的认知在提升，但消费频率
一直是行业增长的痛点。

酪神世家创始人郭本恒在近期
举行的行业论坛上表示，很多奶酪
的产品口味很好，市场渗透率很高，
但消费频次很低，也阻碍了行业发
展。比如马苏里拉做披萨饼很好，
但家庭中一年做不了几次。

独立乳业分析师宋亮告诉记
者，餐饮和烘焙是奶酪消费大户，但
由于国内奶酪企业大多不生产原制
干酪，主要从国外乳企进口奶酪原
料再加工，而后者本身也在通过上
述渠道抢占中国市场，因此国内奶
酪企业在传统产品竞争上并不占优
势，只能在高附加值的品类上寻找
突破口。快手奶酪产品本身也是一
种延伸，但能否做大品类体量，还有
待市场进一步检验。

10月份第4周生鲜乳

平均价格3.72元/公斤

据对全国500个县集贸市场和采集点的
监测，10月份第 4周（采集日为 10月 25日）
生猪产品、家禽产品、牛羊产品、饲料产品价
格环比全部下跌。

生鲜乳价格。内蒙古、河北等10个主产
省份生鲜乳平均价格3.72元/公斤，比前一周
下跌0.3%，同比下跌10.1%。

饲料价格。全国玉米平均价格 2.95
元/公斤，比前一周下跌 1.0%，同比下跌
3.0%。主产区东北三省玉米价格为 2.70
元/公斤，比前一周下跌 0.7%；主销区广东
省玉米价格 3.08 元/公斤，比前一周下跌
0.3%。全国豆粕平均价格 4.59元/公斤，比
前一周下跌 1.7%，同比下跌 15.3%。育肥
猪配合饲料平均价格 3.88元/公斤，比前一
周下跌 0.5%，同比下跌 4.4%。肉鸡配合饲
料平均价格 3.99 元/公斤，比前一周下跌
0.5%，同比下跌 2.0%。蛋鸡配合饲料平均
价格 3.69元/公斤，比前一周下跌 0.3%，同
比下跌 2.4%。

（农业农村部）

内蒙古天然草原可食牧草

产量突破3000万吨

10月 31日，内蒙古草产业高峰论坛在
呼和浩特市举办。内蒙古自治区农牧厅相
关负责人介绍，目前，内蒙古青贮玉米、苜
蓿、饲用燕麦、羊草等人工饲草种植面积近
1800万亩，产量超过 2000万吨，秸秆饲料化
利用率达到 63%，天然草原可食牧草产量
突破 3000 万吨，饲草保障能力持续增强。
与此同时，内蒙古培育了 217个草品种，草
种繁育基地达 26.5万亩，达产面积 17.6万
亩。

（刘晓波 呼和牧仁）

一批次优启蓓®孕妇及乳母

营养补充食品抽检不合格

11月 1日，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官方
公众号发布2023年第39期省级食品安全抽
检信息，其中，一批次特殊膳食食品“优启
蓓®孕妇及乳母营养补充食品”被检出不合
格。

公告显示，抽样自上海昊润家实业有限
公司的、标称宁波希诺亚海洋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生产的优启蓓®孕妇及乳母营养补充食
品（375g/盒，生产日期 2023—03—24），抽检
结果“胆碱”项目低于标准要求不合格。

（郭秀娟 张函）

内蒙古呼伦贝尔市市场监管局

推动乳制品质量提升

为提升乳制品质量安全总体水平，推动
乳品产业高质量发展，呼伦贝尔市市场监督
管理局坚决贯彻落实内蒙古市场监管局相
关部署，持续提升乳制品质量安全监管效
能，压实企业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助力奶业
振兴。

呼伦贝尔市现有获得《食品生产许可
证》乳制品生产企业 17家、特色乳制品企业
1家。其中，液体乳生产企业5家、乳粉生产
企业 13家、其他乳制品生产企业 8家，共有
6家乳制品生产企业通过HACCP管理体系
认证。地方特色乳制品加工坊 74家，其中
16家加工坊通过自治区标准化试点评价验
收。

目前，呼伦贝尔市乳制品生产企业质量
安全总体水平不断提升，已到达“五个一
百”：原辅料、关键环节与产品检验管控率达
到 100%，食品安全自查率达到 100%，发现
风险报告率达到 100%，食品安全管理人员
配备率100%，抽查考核通过率100%。

（李奇）

内蒙古内蒙古：：推动乳品全产业链创新推动乳品全产业链创新
□张景阳

这头牛状态还不错。”“这头牛
吃得有点少，一会儿要检查一下
……”在伊利集团合作牧场，工作人
员每天在办公室只需凭借一部手
机，就能精确全面地掌握每一头牛
的健康状态。这是位于伊利集团的
国家乳业技术创新中心（以下简称
乳业国创中心）依靠数字赋能实现
的真实场景。

乳业国创中心于2022年1月15
日获科技部正式批复。今年 8月，
该中心总部正式启用，我国乳业唯
一的国家级技术创新中心正式开启
了快速发展之路。

乳 业 国 创 中 心 成 立 一 年 多
来，已有 100 多家成员单位，集聚
了 10 名院士、100 多名高级行业
专家、1000 多名核心科研人员和
超过 5000 人的全产业链创新队
伍。

开展关键技术攻关
“乳业国创中心作为新生事物，

工作做得很扎实。下一步，乳业国
创中心应继续加大科研攻关力度，
促进乳业技术进步，使我国乳业实
现从大到强的转变。”早在中心成立
之初，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农业大
学教授任发政就提出建议。

打造全球乳业标杆，关键技术
攻关是重中之重。今年，内蒙古自
治区科技厅按照《2023年度国家乳
业技术创新中心建设科技支撑方
案》，投入 4亿元专项资金，推动乳
业国创中心实施关键技术攻关、开
放性课题研究、青年科技基金等项
目，支持服务平台建设、运营管理和
总部创新能力建设等，全面提升乳
业国创中心的创新能力。

“特别是在关键技术攻关方面，
内蒙古自治区基于我国乳业战略需
求和产业发展需要，围绕奶牛繁育
与养殖、营养与健康、工艺技术与装

备、乳品安全与品质等领域开展 26
项关键技术攻关项目，重点解决青
贮玉米品种资源匮乏、奶牛育种体
系不健全、饲料转化率低、益生菌及
发酵剂国产化率低、乳基活性功能
原料和乳制品加工关键设备依赖进
口、乳品中潜在污染物有待识别和
防控等制约乳产业发展的核心问
题。”内蒙古科技厅相关部门负责人
向记者介绍。

发挥科创枢纽作用
在服务平台建设方面，内蒙古

围绕乳产业链创新需求，构建乳业
知识产权和标准化技术服务体系，
完善乳品标准法规体系，提升乳业
国际竞争力，实现乳业重点技术领
域国际标准突破。

在总部创新能力建设方面，内
蒙古围绕乳产业链核心领域，通过
配备行业内领先设施，搭建奶牛繁
育技术，牧草育种、种植、加工技术，

奶牛养殖技术，特色稀有乳蛋白原
料关键制备技术，乳酸菌筛选及工
艺开发技术，创建新型杀菌系统等
示范应用平台及乳业全产业链低碳
化数字化协同管理平台。

“科技创新平台的构建对引领
产业发展至关重要。从以前中国乳
业跟着世界乳业走，到未来世界乳
业看中国，始终离不开创新。期待
乳业国创中心发挥科技创新枢纽作
用，带领全国科学家、企业家，共同
助力乳业高质量发展。”任发政表
示。

成立一年多以来，乳业国创中
心创造性提出“三循环”运营管理机
制，即促进乳品行业共性技术大循
环、关键技术孵化中循环、兼顾服务
企业个性化发展小循环。乳业国创
中心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产业
问题，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聚焦
奶牛繁育与养殖、营养与健康、工艺
技术与装备、乳品安全与品质等领

域，已实施 134个项目，目前已经取
得了一系列突破性创新成果，破解
了一批长期困扰行业的共性技术问
题。

乳业国创中心作为中国乳业科
技枢纽，正在汇聚吸纳学术界、产业
界多方力量。正如中国工程院院
士、中国食品科学技术学会理事长
孙宝国所说：“乳业国创中心在批复
的第一年工作颇有成效，这是难能
可贵的。希望乳业国创中心继续主
办更多的学术会议，不断提升行业
影响力。”

对此，国家乳业技术创新中心
总经理何剑表示：“今年我们要继续
推进乳业国创中心总部建设，打造
集科学研发、学术交流、成果发布、
实验办公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性科
研场所，并举办乳业未来科技发展
峰会暨首届乳业国创中心学术年
会，提升乳业国创中心品牌效应和
影响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