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月14日，42个集装箱载着1113吨牛奶的货物专列，从七苏木国际物流园缓缓驶出。这是
2024年乌兰察布对外经济贸易合作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开行的首列“牛奶班列”。

据悉，该班列具有定点、定线、定车次、定时间等特点，装运的是来自河北蒙牛察北工厂和
河北蒙牛塞北工厂发运的优质鲜奶，主要发往合肥北、增城西、吴家山、乐化、无锡南等地区。

“近年来，公司积极营销客户，本次与乳制品企业展开深度合作，为其定制物流方案，开辟
了牛奶运输‘绿色通道’，让牛奶‘争分夺秒’发运。”乌兰察布对外经济贸易合作投资发展有限
公司七苏木铁路物流中心经理张磊介绍，在及时了解企业产、销、运情况的基础上，七苏木国际
物流园为企业提供24小时物流运输服务，备齐人力机具，最大限度匹配好运力，全力满足牛奶
运输需求，预计年底将完成发运2000个集装箱牛奶的任务。图为7月14日，七苏木首列牛奶班
列（乌兰察布——合肥）顺利开行。 （文/李璟 图/刘志帅）

七苏木首列蒙牛牛奶班列开行七苏木首列蒙牛牛奶班列开行

□孔文燮

近日，妙可蓝多发布2024年半年度
业绩预告，归母净利润同比增长约
128%—215%，扣除净利润同比大增约
1532%—2439%。业绩止跌回暖的同
时，妙可蓝多加大成人奶酪布局，加速行
业整合力度。业内分析人士指出，奶酪
业务对整个乳业的拉动有一定帮助，但
主要是消化奶源，短期内破局的效果不
会很明显，奶酪市场的培育还需要很长
一段时间。

业绩回暖
近日，多家上市乳企发布2024年半

年度业绩预增公告，其中妙可蓝多的业
绩实现回暖，表现十分抢眼。

妙可蓝多发布的公告显示，经公司
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公司2024年半
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6500 万 —9000 万 元 ，同 比 增 长 约
128%—215%；预计 2024年半年度实现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为4500万—7000万元，同比增
长约1532%—2439%。

关于报告期内业绩预增的原因，妙
可蓝多表示，“报告期内，公司原材料采
购成本下降等因素导致毛利率较去年同
期上升。同时公司积极推进各项降本增
效措施，销售费用率和管理费用率同比
均有所下降，加上去年同期存在少数股
东权益等因素，公司归属于母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同比大幅上升”。

此外，报告期内，妙可蓝多归属于母
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较去年同期增长约 1532%—2439%，主
要是本期收到的政府补助减少，同时去
年同期公司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基数较低所致。

万联证券投资顾问屈放表示，根据
妙可蓝多半年度业绩预告，原材料采购
成本的下降和各项费用的降低是净利润
大幅提升的关键。“虽然本次公告没有涉
及营收的具体数据，但从一季度营收数
据来看，营业收入下降-7.14%。因此公
司利润的提升更多是成本端的下降，而
不是营收的大幅增加。”

今年上半年，当国内奶酪品牌还在
儿童奶酪赛道厮杀的时候，妙可蓝多直
接跨到了成人零食应用场景。4月，妙
可蓝多在面对投资者关于即食营养系列
奶酪业务占比的问题时回复称，“公司主
营业务为以奶酪为核心的特色乳制品的
研发、生产和销售，公司奶酪产品进一步
细分为即食营养系列、家庭餐桌系列和
餐饮工业系列。”5月，妙可蓝多又加码
成人零食市场，一口气发布花酪棒、手撕
奶酪、鳕鱼奶酪、一口奶酪等六款奶酪新
品。

实际上从去年开始，妙可蓝多已经
有意识地加大成人奶酪占比。2023年，
妙可蓝多即食营养系列奶酪产品收入占
整体奶酪产品收入的比例为60.61%，家
庭餐桌系列和餐饮工业系列奶酪产品收
入合计占公司整体奶酪产品收入的
39.39%。在即食营养系列的基础上，妙
可蓝多围绕成人奶酪需求，丰富和优化
产品结构，开发针对更多年龄群体和消
费场景的新品。

独立乳业分析师宋亮表示，妙可蓝多
业绩回暖主要有三个方面原因，“一是今
年以来，原制奶酪的价格相对便宜，使得
妙可蓝多的整体成本有明显降低；二是从
去年到今年，妙可蓝多出了很多新品，特
别是今年一些新品切入到烘焙赛道，销量
不错，对业务提升有一定的拉动作用；三
是传统奶酪棒业务尽可能降本增效，放到
性价比更高的线上，同时降低了流通成

本，对整个利润的提升也有帮助”。

加速整合
业绩回暖下，以妙可蓝多为代表的

奶酪头部玩家正加速行业整合。
2024年 6月 28日，妙可蓝多拟 4.48

亿元收购蒙牛奶酪获通过，以实现蒙牛
方面入股时作出的将奶酪及相关原料业
务注入妙可蓝多的承诺，解决同业竞争
问题；同一天，天津邦士发生股权变更，
新增股东太仓凯辉，注册资本从1760万
欧元变更为1885.7143万欧元，天津邦士
为全球第五大奶酪集团 Savencia From⁃
age & Dairy旗下品牌百吉福在中国市场
投资的生产基地。

一个是国内市占率最高的本土奶酪
品牌，一个是在中国销售超过30年的国
际奶酪品牌，两个头部玩家资产扩容，释
放出加速行业整合的信号。不过两家扩
容的原因各不相同，妙可蓝多收购蒙牛
奶酪的原因是，为解决公司与承诺人在
奶酪业务上存在的同业竞争问题，并进
一步增强公司盈利能力及核心竞争力，
巩固公司奶酪品类领导者地位；而据此
前消息，Savencia集团将借助凯辉基金
的支持，利用自身在产品创新、市场适应
性和技术方面的优势，进一步拓展中国
市场。

“中国奶酪业务竞争非常激烈，头部
企业通过集中资源优势，能在市场上获
得更强的话语权。”宋亮表示，从国际市
场的角度来看，中国的原制奶酪生产成
本还是偏高，不具有竞争优势，还是以奶
酪进口为主，这种情况下，对于本土奶酪
业务来说，要发展高附加值的产业，目前
能明显看到的主要就是零食产业。

屈放表示，“奶酪行业由于技术门槛
较高，加之上游原材料渠道有限，因此行
业集中度偏高。奶酪行业的加速整合一

方面有利于更加集中市场份额，另一方
面可以依托乳品企业的原材料渠道来降
低生产成本”。

不过，知名战略定位专家、福建华策
品牌定位咨询创始人詹军豪在接受记者
采访时表示，这也给中小企业带来了更
大的竞争压力，要求它们不断创新求变，
寻求差异化发展路径。“奶酪行业头部企
业加速整合，意味着行业正在经历一场
深刻的变革和重构。这种整合趋势一方
面有利于优化资源配置，提高产业集中
度，增强头部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和抗风
险能力；另一方面，也有助于推动行业技
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提升整体产品质量
和服务水平。”

能否破局？
妙可蓝多业绩回暖，显示出奶酪行

业的巨大韧性，但奶酪能否成为乳业破
局的关键还有待观察。

尼尔森 IQ的零售指数研究数据显
示，2023年，奶酪棒占据中国奶酪市场
销售额 75%以上份额。除奶酪片、芝士
片、奶酪碎外，占比最小的“其他形状”奶
酪产品增速反而最快，达到7%。很多奶
酪厂商主打年轻消费群体，而不是儿童
等特别细分的人群。奶酪的零食化趋势
已从儿童拓展到成人领域。消费场景
上，出游、健身都有发展空间。

詹军豪表示，“在乳业整体承压的情
境下，奶酪市场作为细分领域之一，确实
展现出了巨大的潜力和活力。随着消费
者健康意识的提升和对高品质生活的追
求，奶酪等高端乳制品的需求不断增长，
奶酪不仅富含优质蛋白质和钙质，还具
有多样化的口感和用途，能够满足不同
消费群体的需求。然而，这也需要企业
不断加强技术研发、优化产品结构、拓展
市场渠道，以适应快速变化的市场环

境”。
2023年，我国人均乳品消费量 42.4

公斤，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
按照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推荐的奶及奶制
品日均摄入量 300—500g标准，同时随
着“喝奶”向“吃奶”转变，奶酪等干乳制
品消费显著增长的发展趋势，消费者对
乳品的营养价值和健康功能越来越重
视，未来奶业发展潜力巨大。

在不久前结束的中国奶业大会上，
原农业部党组成员、中国奶业协会战略
发展委员会名誉副主任毕美家明确表
示，“奶酪是乳业新的增长点和突破口。
大力发展奶酪产业是调整乳业结构，促
进消费升级的重要路径和重要抓手”。

宋亮表示，“从长期来看，中国奶酪

业务的发展，还是要按照中国人的消费
习惯和消费偏好进行创新，逐步进行消
费者教育和引导。目前奶酪在中国不是
一个纵深度很强的市场，业务提升相对
缓慢，虽然餐食、烘焙消费场景能对奶酪
业务的增长起到帮助，但还远远不够，要
让中国奶酪融入到餐食中，需要在餐食
方面做更多创新”。

屈放也表示，“未来奶酪行业的增长
空间在成人家庭奶酪和快餐连锁奶酪制
品的增长，与中国饮食习惯相近的日韩
等国也是经过近 30年的增长逐渐提升
奶酪产品市场渗透率。因此奶酪行业的
发展一方面需要时间的沉淀和饮食结构
的改变，另一方面与国民收入增长关联
性较强”。

妙可蓝多业绩回暖妙可蓝多业绩回暖，，奶酪行业谋破局奶酪行业谋破局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杨丽霞杨丽霞 摄摄

□王子扬

7月 16日，杯装奶茶企业香飘
飘发布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显
示，公司针对奶茶、Meco（蜜谷）杯装
果茶和冻柠茶三个品类的销售配称
动作是不同的，将加大奶茶新品创

新研发力度。
香飘飘总裁杨冬云表示，公司

将继续坚持“双轮驱动”战略，推动
和提升Meco杯装果茶的运营成果、
加快完成冻柠茶模式探索的基础
上，加大力度完成对奶茶新品的创
新研发，重新激活和焕新香飘飘奶

茶系列业务。
针对具体销售问题，香飘飘表

示，奶茶业务公司已经形成一套较
为成熟的销售体系，奶茶新品推出
后，公司将会探索开拓新的渠道和
销售模式；Meco杯装果茶目前由全
品销售团队和即饮销售团队共同经

营，公司期望通过优化策略，充分发
挥团队的协同效应；兰芳园冻柠茶
产品，当前处在产品和渠道适配优
化的阶段，公司目前以原点渠道和
势能渠道销售为主，流通渠道仍在
探索过程中。

对于已经到来的销售旺季，香

飘飘表示今年公司在冰冻化的质和
量方面同比去年将会有所提升。目
前公司拥有 1万多台自有冰柜，同
时配合购买冰道资源，实现即饮产
品的冰冻化陈列。今年，公司也在尝
试创新终端冰冻化陈列形式，后续动
销反馈情况还需要进一步探测。

香飘飘香飘飘：：加大奶茶新品创新研发力度加大奶茶新品创新研发力度

□伊宣

以标杆实力，创领中国乳业智
造未来。7月 16日，备受瞩目的第
六届智能制造系统解决方案大会在
北京举行，会上中国电子技术标准
化研究院为“智能制造标杆企业”授
牌，伊利旗下内蒙古金泽伊利乳业
有限责任公司凭借先进智能制造实
力和前瞻产业布局再度登上权威舞
台，同时也是此次中国乳业唯一获
此殊荣的企业，充分彰显了伊利在

“智改数转”、“数实融合”领域的深
厚积淀与卓越实践。

深耕产业，智造实力再获肯定
“智能制造标杆企业”评选由智

能制造系统解决方案供应商联盟组
织开展，旨在择优确定一批智能制
造实施成效突出、具有行业代表性
和示范效应的标杆企业，引领智能

制造先进经验与成功模式复制推
广，推进智能制造高质量发展。伊
利奶粉金泽工厂成功入榜并获此殊
荣，进一步体现了权威机构和专家
对其智能制造综合实力及行业标杆
示范意义的肯定。

作为全球乳业五强、亚洲乳业
第一，伊利一直走在探索产业数智
化转型的前沿领域，逐步发展成为
了持续推动行业进步升级、产业全
链创新的“数智伊利”。在全速推进
数智化建设的进程中，伊利打造了
遍及全国的智能工厂，率先完成全
产业链数字化布局，不断推动“数实
融合”纵深前行。

全端布局，创领乳业智造未来
此次获颁“智能制造标杆企业”

殊荣的伊利奶粉金泽工厂，位于伊
利现代智慧健康谷奶粉全球智造标
杆基地，目前已经完成了工业大数

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新一代数字
化技术与乳品先进制造设备的深度
融合应用，同时还打通了产品设计、
生产制造、供应链运营、客户服务等
全部链条，建成业内首个E2E全业务
链产品追溯体系。基于智能制造系
统的创新应用实践，金领冠系列产品
的生产效率、质量管控、成本与能耗
管理同步实现了全面优化升级。

例如工厂内，全自动机器人、无
人车、机械臂等现代化设备一应俱
全，从原奶到产品入库，均已实现无
人作业。此外，在关键环节，伊利还
运用NLP算法、OCR算法等先进技
术，显著提升了“从一棵草、一头牛
到一杯奶”全链路的智能化水平，持
续推动满足消费者多元需求的产品
研发和服务升级。

数字时代大潮中，加速数智化
升级是企业实现创新发展的必由之
路。未来，“数智伊利”将继续推动

“数实融合”纵深前行，伊利金领冠
也将坚持创新引领，不断将新技术、
新模式、新业态融入到奶粉的生产

制造过程当中，为中国乳业数智化
转型增添更多动能，也为消费者带
来更高品质的产品与服务。

金领冠金泽工厂获评金领冠金泽工厂获评20242024智能制造标杆企业智能制造标杆企业

创领乳业智造未来创领乳业智造未来————

■■伊利智控数字中心伊利智控数字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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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然牧业受让赛克星
8.5％股份完成过户登记

7月 15日，优然牧业受让华夏基耐乳业兴化
有限公司（简称“华夏基耐”）持有的赛克星总股
本 8.5%的股份完成过户登记手续。本次股份转
让后，华夏基耐不再持有赛克星股份，优然牧业
持股比例由58.36%增加至66.86%。 （郭铁）

三只松鼠进入乳饮赛道
期望3年销售20亿元

7月11日，“三只松鼠官微”微信公众号发布信
息称，三只松鼠甄养坚果饮品系列产品正式上市8
个月后，累计已销售1100万箱、2.5亿罐。三只松鼠
创始人章燎原宣布，三只松鼠与甄养一起进入乳饮
赛道，认为该赛道拥有3年销售20亿元的可能。

章燎原表示，目前国内植物蛋白饮品的市场
规模约1400亿元，但主要植物蛋白饮品品牌合计
份额不超过20%，剩下80%都处于白牌区域化的
过程。甄养将真正成为三只松鼠的合作人，合作
首先要落实的是甄养如何完成3年销售20亿元。

（王子扬）

纷美包装
创富融资获委任为独立财务顾问

7月 16日晚间，纷美包装发布公告称，创富
融资有限公司（即一家根据证券及期货条例可从
事第 6类(就机构融资提供意见)受规管活动的持
牌法团）已获委任为公司独立财务顾问，以就要
约尤其是要约是否属公平合理及应否接纳要约，
向独立董事委员会提供意见。该独立财务顾问
委任已根据收购守则规则2.1获独立董事委员会
批准。 （孔文燮）

澳亚集团
上半年预亏6亿元—7亿元

7月 11日，澳亚集团发布公告称，集团预期
截至 2024年 6月 30日止 6个月将取得综合亏损
净额约人民币 6 亿元至人民币 7 亿元，而截至
2023年 6月 30日止 6个月的亏损净额则为人民
币 3.1亿元。公告称，澳亚集团预期亏损主要归
因于，来自其他生物资产公允价值减销售成本变
动的亏损（重估亏损）增加。 （据《北京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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