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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奶牛养殖业成本居高不
下的原因是什么？如何破局？

宋亮：曾经，由于农民标准化生
产管理难度大，投入高，土地政策改
革滞后、用于再生产投资大、融资难
使得原有散养模式不能短期解决需
求问题。为满足市场对于安全、品
质原奶需求，近二十年来，中国走向
以资本推动为导向规模化养殖，在
资本推动下，养殖业实现规模化、机
械化、数字智能化发展，奶业单产水
平得到极大提高，多项指标快速达
到并超过欧美国家，牧场管理能力
极大提高，推动奶业整体产值比
2000年翻两番。

但这种“高投入高产出”发展模
式有其自身缺点，主要是以资本推
动为主，与农业结合不紧密，单纯追
求单产和牛奶的高蛋白含量，而忽
略单产边际收益和成本，从而使得
养殖成本居高不下，难以抵御市场
及自然风险。

养殖业成本高，重点体现在制
度性成本和系统性成本两个方面。
养殖业制度性成本主要是指由于土
地流转等问题带来租赁性成本以及
产权和使用权分离造成投入不足带
来生产成本高问题。第三方经营主
体用于奶牛养殖和配套饲料种植的
土地都需要租赁，这成为奶牛养殖
主要成本之一。由于产权和使用权
分离，租赁方掌握话语权，难以满足
养殖业对土地长期稳定低成本需
要。其次，由于租赁期限短，并可以
随时回收，在土地进行大规模再投
入风险大，摊销成本高，而投入不足
会进一步增加养殖成本。

养殖业系统性成本主要是指因
配套环节落后、基础设施不完善、上
游供应链衔接不紧密等因素造成的
生产成本高问题。奶牛养殖业系统

性成本主要有三大方面：一是因品
种落后，不得不每年需要从国外进
口大量优质奶牛和高蛋白苜蓿满足
高速生产需求；二是配套饲料种植
加工、防疫、机械设备、养殖管理等
跟不上带来高成本。这些年国家在
苜蓿等种植加大投入、机械设备逐
步国产化、防疫及生产管理水平极
大提高，使得养殖成本有明显改善，
但从根本上改善难度大。三是种养
不能一体化，饲料不能够自种自用，
特别是优质饲料更多依靠第三方外
部，自种自用可以抵消饲料环节利
润，从而使得外部成本内部化。比
如，饲料企业经营是要利润，饲料企
业利润是养殖企业成本一部分，实
现自种自养就可以抵消饲料经营利
润，同时要考虑到饲料种植成本，规
模化是有边界的，要围绕边际收益
率和边际成本来衡量。但无论种植
还是养殖，土地成本是最主要的。

在配套完善情况下，以家庭为
单位的种养结合，是可以做到边际
成本最低。欧美、新澳及日本奶业
百年发展历史总结经验教训，也是
结合本国自然禀赋资源和农业现状
走出一条符合自身的发展之路，基
本都是种养相结合，适度规模化。

未来中国奶牛养殖业要走一条
多种规模并存，各自发挥优势，极大
提升抗市场风险能力之路，要围绕
以提高边际收益率为核心建立起考
核指标，放弃原有以单产和提高牛
奶的蛋白含量为主的考核模式，让
其具有明显经济性。

记者：针对当前的经济发展形
势，您对中国奶业的发展有何建议？

宋亮：在中国当下工业产业二
次升级和智能化发展及国际格局剧
烈变化大背景下，中国奶业发展要
有明确定位，要符合国家发展利益
和战略，要成为中国农牧业振兴引

领者，要在国际市场具有较强竞争
力，要能够不断满足消费者日益变
化消费需求。

未来中国将会成为全球最大消
费市场之一，中国也将进一步深化
对外开放，进口乳品将成为中国市
场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我们要从宏
观上清楚理解，对于资源性的产品
我们需要进口，这背后代表着土地、
水等资源使用。奶业发展根本在于
要把高附加值留在国内，把大量消
耗土地、水等资源型的作为进口重
点。通过乳业发展，将“青山绿水”
和带动农牧业健康持续发展结合起
来，走精细化节约型发展之路。因
此，我们不需要以自给率为指标给
乳业划供给红线。

如今，中国奶业已经到了一个
新的发展节点，或者说要进入一个
新的发展阶段。过去那种“高投入
高产出”发展模式如今要转变为精
细化发展模式。从上游养殖来看，
就是走一条种养结合、适度规模、可
持续发展之路。要实现养殖经济效
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达到平衡，
推动可持续发展。所谓经济效益是
根据各地自然禀赋资源，因地制宜
发展规模养殖，重点不是单纯看产
出指标，而是看单位边际收益率是
否最优，饲料转化最充分等，从而实
现一定范围内具备抗市场风险能
力；所谓社会效益，就是能够解决农
村就业、增加农民收入等问题，所谓
生态效益就是自种自养下，实现低
碳排，低污染，一头牛五亩地，解决
饲料自给、粪污及高氮自然降解、碳
中和问题。

从下游看，过去四十年，奶业发
展实现了从无到有，从有到安全再到
普及，从普及到品质化发展。未来对
于基础营养要提升性价比，要实现奶
业“就近、就鲜、就简”，提升消费频
次，对于高附加值产业要从基础营养

转向功能营养。中国乳业在未来发
展就是技术和品牌创新，将高附加值
产业作为重点留在国内，并在全球功
能营养制高点有话语权。

从产业发展空间结构来看，我
们要根据各地区自然禀赋资源发展
奶牛养殖及加工业。构建全国统一
大市场，对于奶业来说就是要统筹
各地奶业发展，打破各地区边界，让
优势地区发挥优势特长。近几年，
奶业过剩问题从根本上是由于各地
推进农牧业振兴，大力发展养殖、加
工造成总供给过快增长，造成供求
矛盾突出，土地、水、牛等资源浪
费。未来整个养殖及工业产能需要
国家统筹规划，防止产能过剩。

记者：对于 2025年奶业发展形
势，您有哪些预判和建议？

宋亮：2024年下半年开始，国内
生乳供求关系开始加快调整，据农
业部监测数据显示，2024年奶牛存
栏同比减少4.5%；原奶产量4079万
吨，同比下降 2.8%，自 2018年以来
首次出现下降。相比较进口下降幅
度更大，根据海关数据显示，2024年
中国进口各类乳制品共计 276.8万
吨，同比下降 9.5%。但消费形势依
然严峻，2023年由于促销影响，消费
量略有增长，增长约 2%—3%，销售
额呈现下降趋势，下降约 5%—
7%。2024年各类乳制品消费总量
预计下降5%左右，消费量累计下降
幅度超过 7%。从 2024年整体供求
看依然呈现过剩局面。

2025年开始，预计未来两年，乳
制品消费总量仍处在低谷阶段，消
费形势严峻。由于前期终端促销带
来消费量增长已到边界，短期再难
增长，预计未来两年消费量平均下
降幅度超过 3%左右。但由于企业
逐步恢复市场价格，终端销售额下
降幅度会趋缓。乳制品进口总量仍

呈下降趋势，随着国际奶粉价格上
涨，新澳等国奶粉向欧美市场倾斜。

2024年下半年，养殖存栏加快
调整，预计 2025年上半年仍然呈加
快调整之势，下半年供求关系有望
进一步改善，同期受饲料价格上涨
以及社会化牧场退出加快影响，奶
价有望止跌呈震荡波动态势，2026
年供求关系进一步调整，奶价有望
逐步得到恢复。

重塑家庭牧场及合作社存在诸
多困难，主要有两点：一是当前中国
奶牛养殖主要以自建、自控及社会
化千头以上牧场为主，家庭养殖占
比不足 10%，大量从事奶牛养殖专
业人员退出市场多年，年轻人缺乏
养殖管理、防疫等经验；二是从事养
殖再投入资金缺乏，农民个体银行
融资困难，如果让牧场扩展到加工
环节，那么存在加工设备、生产管
理、产品安全、检测及标准和市场准
入等诸多问题。

与此同时，当前奶业正处于去产
能、供求关系再调整阶段，所以当下
不是推进家庭奶牛养殖的最佳时机，
不然又会造成新一轮产能增加。要
等到供求关系调整过来后，随着需求
增长，从供给端逐步推进各地家庭牧
场发展，这样衔接才能对整体市场带
来较小影响，调整相对顺利。

近两年大量打工人员返乡，农村
再就业成为焦点问题，所以推进以家
庭为单位农牧业振兴需要全方位对
接，各职能部门需要协同。从生猪、
肉牛肉羊开始陆续推进，奶业家庭养
殖先暂缓，今明年奶业重点可以先从
目前社会化牧场开展加工着手。

长期看，中国奶牛养殖规模将
是多元化形式存在，各自发挥自身
优势，满足市场需求。立足当下，建
议牧场考核指标要实现经济性，以
降低边际成本为核心重塑供应链系
统，不再以单纯追求高产为主。

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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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奶界的酸奶界的““神仙打架神仙打架””谁才是消费者心中的谁才是消费者心中的““酸酸””王王？？

□文/图 本报记者 杨丽霞

在健康乳品的浪潮中，低温酸
奶以及现制酸奶正凭借新鲜、健康、
个性化的特点，成为饮品市场的宠
儿。

与此同时，在消费者新要求、高
标准的消费需求下，乳品企业不仅
需要在产品成分上做到透明、健康，
还要在口味、包装和品牌形象上不
断创新，以满足消费者多样化的需
求。

这道不易做的“多选题”，正在
使酸奶行业全面升级。可以看到，
从产品研发到供应链管理，从生产
工艺到品牌营销，乳品企业正在从
多个方面进行优化和创新。

不得不说，酸奶市场的竞争越
来越激烈。

酸奶市场降价潮来袭
近年来，乳品消费市场陷入低

迷期，尼尔森 IQ发布数据显示，2024
年 10—11月，乳品全渠道增速同比
下滑6.4%，其中，线下渠道增速同比
下滑9.6%。各大乳品品牌为挽回颓
势，纷纷采取降价措施，这其中，酸
奶产品的打折力度持续加大。

记者走访呼和浩特市多家超市
发现，伊利、蒙牛、君乐宝等多款酸
奶产品均有不同力度的折扣促销。
此外，众多高价酸奶品牌，如简爱、
乐纯、卡士、北海牧场、吾岛等，也下
调了部分产品的价格。这其中，简
爱超级桶价格为 10.9元，较前两年
降低5元左右；君乐宝、卡士、简醇等
酸奶也分别降价3—5元。不少品牌

更是推出了“买二赠一”“第二件 1
元”活动，促销力度比往年都大。此
外，记者也注意到，部分打折酸奶价
格回归到5元以下，且持续时间已有
1年以上。

价格下调，消费者也从中受
惠。呼和浩特市民赵楠告诉记者，
以前逛超市必买酸奶，发现酸奶越
来越贵之后连酸奶区都不去了，现
在酸奶搞促销，价格回到可接受的
范围，就又开始隔三差五买酸奶。
消费者马来也向记者表示，遇到买
一送一等打折促销时就会买一些，

“现在的酸奶价格还是比较亲民
的”。

记者注意到，酸奶市场降价潮
从前年开始变得明显。在业内看
来，低温酸奶集体降价的背后是高
价酸奶卖不动了。事实上，酸奶市
场的疲软早已显现。灼识咨询公
布的《2022中国酸奶行业蓝皮书》
显示，2016年到 2019年，酸奶市场
零 售 规 模 从 1046 亿 元 增 长 至
1491.8 亿元，但在 2020 年下滑至
1455.5亿元。据马上赢数据显示，
线下酸奶品类在 2024年一季度整
体销售额同比下降了 11.46%，销量
同比下降了 12.69%。据第一财经
商业数据中心调研数据显示，低温
酸奶的行业产品均价从 2022年的
80元/件左右降至 2024年的 20—40
元/件之间。

独立乳业分析师宋亮曾表示，
从2013年开始整个酸奶行业高速发
展，其中也包括酸奶的高端化发展，
到2020年红利期已经结束。面对当
前乳品消费市场低迷，宋亮表示，

“对于下游企业来说，还是要加大产
品的出货力度，通过各种促销手段
让平价产品能够更多的走入消费市
场，提振乳品消费，确保整个产业链
运行的进一步平稳。”

记者在采访调查中也发现，目
前，不论是大中型商超，还是社区、
街边连锁便利店，市场上的酸奶品
牌琳琅满目，希腊酸奶、拌乐碗、凝
酪酸奶、谷物酸奶，各种口味和卖点
也一应俱全，涵盖到了不同年龄、不
同需求的消费者。但是，面对消费
市场的变化，乳品企业也更加关注
消费者的真实需求，重新思考其市
场定位和产品策略，并且创新产品，
开发更符合消费者需求的新产品。
这一点，从乳品企业不断进入现制
酸奶赛道就能体现出来。

现制酸奶赛道“狂飙”
近年来，随着消费者大健康意

识的不断提升，健康、新鲜的现制酸
奶产品已经成了新生代消费者首选
的品类，而这样的消费趋势正吸引
越来越多的资本入局。

2020年，兰熊鲜奶打响了现制
酸奶融资的第一枪，顺利拿到 IDG
资本的A轮融资的“第一桶金”。被
称为“酸奶界爱马仕”的 Blueglass，
在 2021年凭借高端定位和独特产
品，成功获得超 2亿元的B轮融资。
仅 2023年一年，现制酸奶就吸引了
大量资本涌入。据不完全统计，
2023年这一年公开披露的投融资事
件多达7起，其中3起融资金额达千
万元级别，2起为亿元级别，还有 2
起金额暂未披露。

资本的大量投入，各品牌有足
够资源进行市场拓展、产品研发和

营销推广，为后续门店布局和品牌
营销提供了较为充足的资金支持。

据媒体报道，茉酸奶在 2019年
时品牌门店数量仅有几十家，到
2023年已增长至上千家。如今，茉
酸奶市场规模已逼近千亿大关。
而 salud 撒露冻酸奶、蓝熊鲜奶、
Blueglass 酸奶及近两年才创立的
王子森林、K22 酸奶草莓、gala yo⁃
gurt加乐酸奶、满米酸奶等网红品
牌的加入，更加剧了市场角逐的激
烈性。据不完全统计，截至 2023年
底，全国现制酸奶品牌的门店数超
过了2.3万家。

2023 年，可谓是现制酸奶“原
年”，多个品牌正当红，加盟店也开
始迅速扩张。这其中，很多人都是
看重现制酸奶新鲜、健康、个性化的
特点选择投入其中。

记者采访了呼和浩特市一家现
制酸奶加盟店店主李晓宇，他告诉
记者，选择加盟现制酸奶品牌店就
是看好这条“健康赛道”，“酸奶是很
多年轻人喜欢的乳品，无添加、营养
的属性也吸引了很多宝妈给孩子们
购买。”

据李晓宇介绍，2022年下半年
加盟店面投资共计 60万元，2023年
店里的整体销售额都非常好，“2024
年整体营业额相比 2023年下降了
50%，这样的落差属实有些意外。”
李晓宇告诉记者。

事实上，2024年，现制酸奶品牌
似乎开始了“集体水逆”，或是陷入
食品安全风波，或是深受低俗营销
的恶评。与此同时，现制酸奶的高
价也成为其销量下降的门槛。

那么现制酸奶的价格为什么下
不来呢？“有数DataVision”曾给出过

分析，短暂的保质期+昂贵的供应
链+缺乏原材料议价能力，构成了现
制酸奶无奈的昂贵困境。

“店里除了酸奶产品的成本支
出外，还有人工成本以及需要缴纳
的店面管理费用，这些成本都是固
定支出。”李晓宇告诉记者，目前现
制酸奶的受众群体基本上都是年轻
人，中老年群体还是喜欢购买商超
中的品牌酸奶。而目前年轻消费群
体也在消费降级和性价比之间选择
性消费，因此店里的消费也很受影
响。

觉察到了市场发展的变化，现
制酸奶品牌也在通过技术创新、精
准定位与全链路服务重塑市场份
额。

以茉酸奶为例，2024年冬季，茉
酸奶从季节变化和消费者个性化需
求入手，研发和推出“冬季去冰特调
有机酸奶”系列，去除冰沙感，解决
部分消费者“冬季不想喝冷饮”的需
求；在“蒸·芋头”系列中，还直接推
出一款热饮；针对追求健康的人群，
茉酸奶还联合吾岛推出希腊酸奶超
模碗系列，并推出有机酸奶脆墩墩
系列、奶皮子等酸奶产品，满足年轻
人下午茶甜点的需求。

随着 2025年春季到来，气温逐
渐走暖，高端现制酸奶又将迎来一
场大战。可以看到的是，在迈过消
费升级与健康化趋势阶段后，中高
端酸奶市场正进入一个新的调整
期。而在“比价”“实用”“平替经济”
盛行的当下，高品质和性价比都在
逐步成为乳品消费者选择产品的趋
势和方向。

未来，“理性与健康”或许才是
酸奶市场向上的主导。

我国自3月10日起对原产于

美国的部分进口商品加征关税

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 4日发布公告称，经
国务院批准，自 2025年 3月 10日起，对原产于美
国的部分进口商品加征关税：对鸡肉、小麦、玉
米、棉花加征 15%关税；对高粱、大豆、猪肉、牛
肉、水产品、水果、蔬菜、乳制品加征10%关税。

公告称，2025年3月3日，美国政府宣布以芬
太尼为由对所有中国输美商品进一步加征 10%
关税。美方单边加征关税的做法损害多边贸易
体制，加剧美国企业和消费者负担，破坏中美两
国经贸合作基础。

公告明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税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
贸易法》等法律法规和国际法基本原则，经国务
院批准，自 2025年 3月 10日起，对原产于美国的
部分进口商品加征关税。对原产于美国的附件
所列进口商品，在现行适用关税税率基础上分别
加征相应关税，现行保税、减免税政策不变，此次
加征的关税不予减免。2025年3月10日之前，货
物已从启运地启运，并于 2025 年 3 月 10 日至
2025年4月12日进口的，不加征公告规定加征的
关税。 （新华社）

2月第4周生鲜乳

平均价格3.09元/公斤

据农业农村部对全国500个县集贸市场和采
集点的监测，2月第 4周（采集日为 2月 27日）商
品代雏鸡、活牛、饲料产品价格环比上涨，生猪产
品、鸡蛋、鸡肉、牛羊肉价格环比下跌。

生鲜乳价格。内蒙古、河北等10个主产省份
生鲜乳平均价格 3.09 元/公斤，比前一周下跌
0.3%，同比下跌13.7%。

饲料价格。全国玉米平均价格2.31元/公斤，
比前一周上涨0.4%，同比下跌11.2%。主产区东
北三省玉米价格为 2.13元/公斤，比前一周上涨
0.5%；主销区广东省玉米价格 2.44元/公斤，比前
一周上涨 0.4%。全国豆粕平均价格 3.72元/公
斤，比前一周上涨1.6%，同比下跌2.9%。

（农业农村部）

新疆库车市查获处置一起

牛口蹄疫疫情

近日，农业农村部接到中国动物疫病预防控
制中心报告，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动物疫病预防
控制中心确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库车市二八台
公路动物卫生监督检查站在外地调入的一车牛
中，发现口蹄疫疫情，同群牛共 121头，其中发病
4头。疫情发生后，当地立即按照有关应急预案
要求规范进行病畜扑杀、清洗消毒和无害化处
理，有效处置了疫情风险。

这是2025年以来，我国报告发生的首起口蹄
疫疫情。2024年各地共报告发生口蹄疫疫情 3
起，数量与近年平均水平持平。疫情总体处于点
状发生态势，风险可防可控。 （农业农村部）

2024胡润中国500强发布

伊利、飞鹤上榜

近日，胡润研究院发布《2024胡润中国 500
强》榜单（Hurun China 500 Most Valuable Private
Companies 2024），列出了中国 500 强非国有企
业，按照企业价值进行排名（上市公司市值按照
2024年 11月 15日的收盘价计算，非上市公司估
值参考同行业上市公司或根据最新一轮融资情
况进行估算）。这是胡润研究院连续第六次发布

“胡润中国500强”。
榜单显示，台积电价值上涨 3.27万亿元，以

6.98万亿元再次蝉联中国价值最高的民营企业；
腾讯价值上涨 5700亿元，以 3.42万亿元稳居第
二；字节跳动价值上涨 2300亿元，以 1.63万亿元
上升一位至第三；华为重返前十，价值大幅上涨
1100亿元，以6800亿元位列第十。胡润中国500
强企业总价值上涨 6.6万亿元（13%），达到 56万
亿元。

《2024胡润中国 500强》榜单的上榜门槛与
上一年持平，维持在 265亿元，上榜的乳企有两
家。其中，伊利以估值1860亿排名第44位，飞鹤
以估值470亿排名第263位。 （新浪财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