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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西北乳王”庄园牧场发布业
绩预告称，公司预计2024年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1.45亿元至1.75
亿元；扣非净利润亏损 1.58亿元—1.88
亿元；基本每股收益亏损 0.74元—0.89
元。继去年归母净利润出现首次亏损
后，2024年庄园牧场依然没有走出业绩
亏损的阴霾。

业绩亏损的原因，主要系报告期受
原奶价格下行及市场牛只价格下降等因
素影响，生产性生物资产公允价值变动
损失较大，损失金额约5500万元至8500
万元。同时，报告期行业竞争激烈，为稳
定区域市场占比，市场投入费用持续扩
大，销售费用同比增长幅度较大。

此外，根据万得最新 ESG评级，庄
园牧场获评“BBB”评级，超过行业平均
水平。然而从庄园牧场的实际表现看，
其在社会、治理维度仍然存在较大的提
升水平。

产品安全与质量待提升
子公司管理待加强

在社会维度，根据MSCI披露的包装
食品和肉类行业ESG评级标准，MSCI重
点关注企业在产品安全与质量、营养与
健康机会方面的表现。然而，庄园牧场
在这些方面的实际表现仍待提升。

查阅庄园牧场《2023年ESG报告》，
公司表示持续推进企业创新、安全生产
等方面的长效机制建设，贯彻落实创新

生产与安全生产。庄园牧场将提供优质
产品和服务作为企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
基础，持续完善产品服务与质量管理，坚
持推行安全生产，确保为客户提供优质
的产品与服务。

与此同时，公司始终将产品安全视
为核心，致力于为客户提供最优质的奶
源，并坚持“以客户为中心，以服务为保
障”的发展原则，高度关注客户隐私安
全，重视产品质量管理，强化信息安全管
理，不断提升客户满意度水平。

然而此前，庄园牧场曾多次出现产
品安全与质量问题。2021年12月，甘肃
省市场监督管理局通报称，兰州庄园牧
场生产的一批次老兰州酸奶风味发酵乳
因销售企业存储不当导致微生物超标，
霉菌检出值为 90 CFU/g，标准值为 30
CFU/g，明显超标。

同年11月，庄园牧场子公司西安东
方乳业生产的1批次“草莓味牛奶饮品”
蛋白质项目不合格，被西安市市场监督
管理局罚款 5万元。庄园牧场解释称，
该不合格项目为产品理化指标项目，非
食品安全卫生项目指标，不会对人体健
康产生不利影响。

此外，早在2021年3月，市场监管总
局通报西安东方乳业生产的 1批次“健
舒”清畅酸奶酸度不合格，被西安市市场
监管局合计罚款 8.04万元。也是 2021
年，地方国资甘肃农垦集团斥资 4.27亿
元增持收购庄园牧场13.22%股权，最终
以 29.45%的持股比例取代庄园牧场创
始人马红富，成为庄园牧场单一最大股

东。
此后，庄园牧场在甘肃农垦集团的

带领下，大力加强公司产品安全与质量
管控。针对发酵乳霉菌问题，庄园牧场
自称固化了质量监控方案，更新完善了
手工拆检计划，并将其作为发酵乳质量
保障的关键核查项目。2023年全年，庄
园牧场所有产品送检、抽检质量全部合
格，当年客户整体服务平均满意度为
97.8% ，顾 客 总 体 满 意 度 平 均 得 分
95.3%。

尽管如此，庄园牧场仍需进一步加
强对旗下子公司的管理，以确保产品质
量管控的持续提升。

深陷业绩亏损泥潭
债务压力明显

在治理维度，MSCI对企业治理表现
给予了超过 30%的权重。然而，庄园牧
场在治理维度的表现不佳。从实际情况
来看，公司不仅面临战略困境、业绩增长
难题，还存在较大的债务承压问题。

业绩方面，近年来，庄园牧场利润增
长压力显现。财报显示，2023年，该公
司营收同比下滑 8.97%至 9.56亿元，归
母净利润同比转负，为-8147.51万元，出
现上市以来首次亏损。另据统计，庄园
牧场A股上市后毛利率波动下滑，已从
2017年的 30.71%跌至 2024年三季度末
的10.93%。

根据庄园牧场2024年业绩预告，公
司预计 2024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亏损 1.45亿元至 1.75亿元。至

此，庄园牧场持续亏损，未能扭转业绩颓
势。

公司表示，2024年亏损的主要原因
是报告期受原奶价格下行及市场牛只价
格下降等因素影响，生产性生物资产公
允价值变动损失较大，同时市场投入费
用持续扩大，销售费用同比增长幅度较
大。外部市场变化与激烈的市场竞争使
庄园牧场的业绩面临着巨大考验。

然而近十年来，巴氏奶、酸奶等细分
赛道爆发出了巨大潜力，乳业市场还在
扩容，而早在2015年就上市的庄园牧场
现状却不再风光，据业内人士分析，庄园
牧场此前存在战略失误。

在上市后，庄园牧场主要采取两项
市场动作，一是购置巴氏奶和发酵乳生
产线，以兰州为中心，建设 3000个终端
配售奶亭，加大冷链产品建设；二是收购
西安东方乳业以扩大西北地区版图。尽
管庄园牧场上述战略方向符合行业趋
势，但实际效果却未达预期。

由于实际环境因素考虑不足，庄园
牧场低温产品售价高在经济相对落后的
西北地区难以打开市场。数据显示，西
北地区人均可支配收入较低，2023年甘
肃为 2.4万元，全国排名末位，而低温奶
定价普遍高于常温奶 30%—50%，导致
消费需求不足。

此外，庄园牧场并购的西安东方乳
业近年来产品质量问题频发，如2021年
曾因蛋白质不达标、酸度不合格被罚，且
出现多次抽检不合格的情况，导致其市
场知名度极速下滑，不仅没有助力庄园

牧场迈上新高度，反倒拖累了业绩发展，
使公司整体发展未达预期。

据了解，被称为“西北乳王”的庄园
牧场，其主战场一直在甘肃、青海和陕西
三个省份，尤其在甘肃的销售占比在
60%左右。此前，国内奶企主战场在华
东、华北、华中和华南地区，如今上述地
区市场空间难再挖掘，西北、西南地区成
为一、二线奶企新增量空间，庄园牧场也
受到了一二线奶企往西北扩张影响冲
击。

而查阅庄园牧场2023年财报，从区

域收入角度来看，公司在甘肃地区的收
入同比下降 6.35%，陕西地区收入同比
下降 7.42%，其他地区收入下降幅度更
为明显，达到 36.59%。2024年上半年，
公司来自甘肃、青海和陕西的营收分别
同比下降8.97%、19.16%和20.73%。

此外，近年来，因加速上游扩张，庄
园牧场债务压力加剧。截至 2024年第
三季度，其货币资金仅为 1.89亿元。短
期借款高达4.9亿元，长期借款为2.33亿
元。三季报显示，公司流动比率与速动
比率分别为0.49和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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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会同国
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 50项食
品安全国家标准和 9 项标准修改
单，其中包括《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发 酵 乳》（GB 19302- 2025）。 与
2010 年版旧国标相比，新国标明
确，“食品工业用浓缩乳”可作为原
料用于发酵乳的生产；下调了酸度
指标；增加了标识要求，产品名称可
使用对脂肪含量的描述性用语，如
脱脂、部分脱脂、全脂等。

发酵乳即人们常说的酸奶。在
业内看来，《发酵乳》新国标可丰富
发酵乳原料种类，增加工艺的灵活
性，有利于提升产品品质，促进乳制
品市场发展，符合行业发展实际需
要。

增加浓缩乳为原料
与旧国标相比，《发酵乳》新国

标将“发酵乳”定义修改为，以生牛
（羊）乳、食品工业用浓缩乳、乳粉中
的一种或多种为原料，经杀菌、发酵
后制成的 pH降低的产品。“风味发
酵乳”定义修改为，以不低于80%生
牛（羊乳）、食品工业用浓缩乳、乳粉
中的一种或多种为主要原料，添加
其他原料，经杀菌、发酵后pH降低，
发酵前或后添加或不添加食品添加
剂、营养强化剂、果蔬、谷物等制成
的产品。其中，“不低于 80%”是指
每100g发酵乳（除果蔬、谷物之外）
中乳固体含量不低于80g乳中乳固
体的含量。

与旧国标相比，增加浓缩乳作
为原料是《发酵乳》新国标一大亮
点。根据《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浓缩
乳制品》（GB 13102-2022）定义，食
品工业用浓缩乳是“仅以生牛（羊）
乳为原料，脱脂或不脱脂，经浓缩等
工序只除去部分水分制成，用于食

品工业原料的产品，包括浓缩牛乳、
浓缩羊乳”。

公开资料显示，浓缩乳中最常
见，也最传统的水分去除方式是蒸
发，也可采用超滤或反渗透等现代
膜技术进行脱水浓缩，也有采用乳
粉、奶油等乳原料复原重制生产的
再制浓缩乳制品。将乳液中的水分
降低后，便于制作乳酪、酸奶等食
品，也可以提高产品中的蛋白质含
量。

除增加原料品种外，《发酵乳》
新国标中另一重要变化是酸度指标
从≥70°T降至≥60°T。据光明乳业
方面解读，降低酸度是因为发酵乳
的发酵菌种种类丰富，国内外有些
企业采用低产酸型菌种进行发酵，
如需达到原酸度要求，需要企业延
长发酵时间，可能会造成产品顺滑
度和黏度下降，影响口感，得不偿
失，所以适当降低酸度要求有利于
产品品质提高。

同时，新国标删除了酵母指
标。对此，光明乳业分析称，酵母菌
是发酵乳加工过程的卫生指示菌之
一，但其本身风险较低，且《发酵乳》
新国标中保留了大肠菌群、霉菌等
指标，不会降低风险控制水平。此
外，“开菲尔”等新型发酵乳品会用
到酵母参与发酵，所以删除酵母菌
指标可能也有这方面的考虑。

贴近市场需求
在独立乳业分析师宋亮看来，

酸奶市场近几年创新速度加快，旧
国标难以适应现有市场需求，新国
标增加浓缩乳作为酸奶原料、降低
酸度等要求，是一种进步。早在
2018年低温酸奶市场爆发时，就有
乳企使用浓缩乳作为原料。过去浓
缩乳主要技术是闪蒸，现在主要采
取的是膜过滤等低温浓缩技术。

记者注意到，目前浓缩乳或相

关工艺在酸奶产品中已十分常见。
早在2012年，光明乳业就上市了浓
缩牛奶工艺酸奶，2018年上市滤乳
清工艺酸奶产品。伊利“蛋白时光”
酸奶采用RO膜（反渗透膜）过滤工
艺将牛奶浓缩，而非采用添加蛋白
粉等原料的方式来提升产品蛋白质
含量。“吾岛”酸奶产品核心卖点也
在于高蛋白，采用的是与超滤牛奶
不同的离心技术。

光明乳业认为，在《发酵乳》旧
国标中，食品工业用浓缩乳并非规
定的原料之一，所以应用不普遍。
新国标增加浓缩乳作为原料，可丰
富发酵乳原料种类，增加工艺的灵
活性，促进乳制品市场发展。

“新国标符合行业发展需要。”
内蒙古兰格格乳业有限公司营销总
经理王维告诉记者，市场调研结果
显示，酸奶配料表简洁化、口感弱酸
化，是酸奶产品的发展方向。消费
者普遍不能接受酸度太高的酸奶，
而旧国标规定的酸度属于中等偏
高，且在减糖、控糖产品中酸度会进
一步提高。目前生产企业主要通过
菌种、加工工艺、酶解技术等手段来
降低酸度。从趋势来看，新国标调
整酸度将利好行业发展。

结合同期出台的《食品安全国
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GB
7718-2025）禁用“零添加”类标称
的规定，王维认为，《发酵乳》新国标
对“产品名称可使用对脂肪含量的
描述性用语，如脱脂、部分脱脂和全
脂等”的规定，相当于把产品的“选
择权”交还给消费者，企业做到了多
少就标称多少，而不像过去那样刻
意营造低脂、零脂、无蔗糖、无添加
产品，进而造成一些食品原料的污
名化。

酸奶市场快速迭代
《发酵乳》新国标出炉背后，是

酸奶市场的快速创新迭代。
旌略咨询报告数据显示，作为

乳业市场第二大品类的低温酸奶，
自 2020年以来连续 4年下滑，2024
年转向增长，背后有三大原因：一是
线上渠道的结构性机会。据魔镜洞
察数据，淘系电商平台低温酸奶近
3年复合增速为78.4%，是增速最快
的细分品类；二是奶价下降带来的
产品价格下移，释放消费潜力；三是
低温酸奶的健康化趋势带来市场扩
容。减糖酸奶普及，益生菌酸奶受
到乳企重视，低温酸奶新品类不断
涌现。2024年，奶皮子酸奶、果蔬
酸奶、干噎酸奶成为 3款引发热议
的新品类。

行业复苏也体现在乳企财报
中。蒙牛总裁高飞在3月27日举行
的2024年业绩发布会上透露，过去
几年酸奶行业品类表现越来越好，
蒙牛围绕“美味、营养、功能”三大赛
道做价值化创新，取得显著成效，例
如“每日鲜酪”成长非常快。受益于
产品结构提升、运营效益提升，蒙牛
非常看好酸奶品类，“尤其在过去几
年酸奶市场整体增长不是很好的情
况下，通过我们的调整，能够持续引
领这个品类，进一步强化蒙牛的竞
争优势”。

光明乳业认为，过去几年酸奶
市场下行，主要受三方面影响。一
是消费分级，高端酸奶价格带承压，
部分消费者转向基础款或平价替代
品；二是创新同质化，口味、功能宣
称趋同，未能持续激发购买欲；三是
冷链成本高，低温酸奶渠道下沉难
度大，制约增量。驱动酸奶市场复
苏的因素，包括消费者更关注肠道
健康、免疫力提升，带动清洁配料
表、功能性酸奶增长；乳制品企业通
过规格调整、促销策略平衡品质与
价格；社区团购、即时零售等助力低
温产品触达更广人群。光明乳业通

过产品矩阵细化及数字化转型，推
动市场份额回升。

乳制品品牌认养一头牛分析
称，过去几年酸奶市场下行，可能还
受新茶饮市场兴起等影响，用户选
择更加多元。随着消费者健康意识
提高，控糖、减脂、低GI（升糖指数）
类产品，含活性益生菌的产品，高蛋
白及添加钙、膳食纤维的产品，市场
需求有所增长。

在王维看来，酸奶市场的复苏
离不开冷链体系的发展，低温短保
产品“新鲜”概念的普及，益生菌接
受度拉高对“功能型”酸奶的促进作
用，以及酸奶产品可塑性高，可与现
制酸奶、代餐产品融合，场景拓展度
高于牛奶。

随着越来越多的品牌涌现，酸
奶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对于企业来
说是机遇与挑战并存。王维称，酸
奶市场集中度不像白奶那么高，创
新活跃度也非常高，因此各个品牌
都有机会。5年前，酸奶市场只有
纯酸奶、果味酸奶等少数几种，现在
则是琳琅满目，每隔几年就会出现
行业爆款，例如芝士酸奶、希腊酸
奶、奶皮子酸奶、干噎酸奶等，对企
业研发创新提出了更高要求。每
年，兰格格乳业主推的酸奶SKU（最
小存货单位）在 3到 5个，但研发立
项的产品有时多达二十几个。

宋亮分析认为，低温酸奶 2024
年重回增长，主要源于高端产品降
价促销，带动销量大幅增长。企业
通过推出新品稳定价盘，再加上盒
马、山姆等渠道定制产品的推动，成
效不错。当前低温酸奶市场风味、
概念涌现得非常快，消费者产品忠
诚度不高，加之渠道碎片化，通常每
半年就会出现一批新品，形成短期
网红效应。2025年，预计酸奶市场
向营养健康方向发展，同时可以看
到更多新品涌现。

《《发酵乳发酵乳》》新国标出炉新国标出炉，，酸奶市场迎政策利好酸奶市场迎政策利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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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希望董事会换届
刘永好退出

4月 7日，记者了解到，新希望六和股份有限
公司（证券简称“新希望”）近期召开第十届董事
会第一次会议，刘畅继续担任董事长，陶玉岭被
聘为总裁。同时，新一届董事会中，已不见新希
望集团（新希望控股股东）董事长刘永好、集团副
董事长王航的名字。

与第九届董事会相比，新希望第十届董事会名
单中，刘畅、张明贵、李建雄、周伯平4人仍在，刘永
好、王航离任，陶玉岭、杨芳接任。根据第十届董事会
第一次会议，新希望董事长一职由刘畅继续担任，新
希望总裁由张明贵变为陶玉岭，董事会秘书由兰佳
变为赵亮，证券事务代表一职由白旭波继续担任。

资料显示，陶玉岭，男，曾任新希望京津冀片
区总经理、华北片联总裁、山东经营特区总裁、禽
BU（业务单元）总裁、猪产业新海纵队总裁、猪产
业事业群总裁、新希望副总裁。现任公司执行总
裁兼猪产业事业群总裁。

杨芳，女，现任新希望集团领导小组成员，首
席财务官。曾任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合伙人、中国蓝星总会计师、蓝星安迪
苏董事、新希望监事、新希望乳业监事会主席、兴
源环境董事。中国金融三十人论坛成员，清华大
学首席财务官会计硕士行业导师。

赵亮，男，曾任中国银行广东省分行行长办公室
秘书、公共关系经理、公司业务部中级经理；中国平安
保险资金部高级融资经理、平安信托资金管理室主
任；中国秦发资金部总经理；东兴证券深圳分公司总
经理；广州市城发投资基金董事总经理。现任广东
新希望新农业股权投资基金总经理。 （王思炀）

燕塘乳业回应股价下跌
积极推进产业集群项目建设

2024年，燕塘乳业实现营业收入约 17.32亿
元，同比下滑 11.18%；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约1.03亿元，同比下滑43.03%。

4月8日，记者自燕塘乳业最新发布的投资者
关系活动记录表获悉，公司将通过产业集群项目
的实施，利用其奶源品质优势及生产酸奶的丰富
经验，打造差异化的冰淇淋、奶酪等多品类产品，
满足细分市场下更多消费群的需要，打开新的增
长曲线，以提高综合实力。

有投资者提问，公司股价连续三年下跌，将
如何进行市值管理？对此，燕塘乳业回答：“二级
市场股价受到市场情绪、宏观环境等多重因素影
响。一方面，公司将继续夯实主业，坚持产品创
新，完善公司治理，实施提质增效措施，努力提升
经营水平；另一方面，公司将积极推进产业集群
项目的建设，打造一个资源禀赋优越、主导产业
突出、生产链条拓展延伸、资源要素集聚发展的
产业集群，形成产业发展新格局。”

东方财富Choice数据显示，燕塘乳业的总市值从
2022年年初的42.81亿元降至2024年年底的24.72亿
元。截至2025年4月7日收盘，燕塘乳业的股价为
15.05元/股，公司总市值约为23.68亿元。 （阎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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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道亨

近日，海南湘宾实业有限公司
因采购不合格奶粉进行经营销售被
责令改正，不合格奶粉被没收。

今年 1月 21日，海口市市场监
管局对海南湘宾实业有限公司经营
的脱脂奶粉［标示商标：绥城天明，
生产商：梅列乌兹奶制品罐头工厂
有限责任公司，进口商：绥芬河市绥
成天明进出口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净含量：450克，生产日期：见包装底
（日/月/年）08.04.24，原产国：俄罗
斯，保质期：24 个月（自生产之日
起）］进行食品安全监督抽检，样品

送海南省检验检测研究院（食品检
验检测中心）检验。1月26日，该研
究院出具上述脱脂奶粉的《食品检
验报告》显示：本品经检验，蛋白质
项目不符合 GB 19644-2010《食品
安全国家标准 乳粉》要求，检验结
论为不合格。2月6日，执法人员对
海南湘宾实业有限公司经营场所进
行检查，现场发现有与上述食品检
验报告同一批次的脱脂奶粉共 19
桶（罐），海南湘宾实业有限公司当
场将上述 19桶（罐）脱脂奶粉下架
停止售卖并在经营场所醒目位置张
贴《召回公示》，公布召回上述不合
格脱脂奶粉的信息。因海南湘宾实

业有限公司经营不符合食品安全标
准的食品，涉嫌违反我国《食品安全
法》有关规定，2月17日执法人员对
上述 19桶（罐）脱脂奶粉采取扣押
强制措施并予以立案调查。

经查，今年 1月 4日，海南湘宾
实业有限公司从长沙东之顺供应链
管理有限公司购进脱脂奶粉［标示
商标：绥城天明，生产商：梅列乌兹
奶制品罐头工厂有限责任公司，进
口商：绥芬河市绥成天明进出口贸
易有限责任公司，净含量：450克，生
产 日 期 ：见 包 装 底（日/月/年）
08.04.24，原产国：俄罗斯，保质期：
24 个月（自 生 产 之 日 起）］24 桶

（罐），购进单价为 45元/桶（罐），购
进金额为 1080元。1月 12日，海南
湘宾实业有限公司开始将该产品上
架销售，至2025年2月6日，海南湘宾
实业有限公司售出该脱脂奶粉共5桶
（罐），其中1桶（罐）销售给了散客，4
桶（罐）于1月21日销售给市监部门
作为样品用于检验，剩余的19桶（罐）
存放在经营场所，销售单价为96.42
元/桶（罐），销售金额合计为 482.10
元，违法所得为257.10元，涉案食品
货值金额为2314.08元。海南湘宾实
业有限公司采购上述脱脂奶粉时，查
验并保存了供货者的许可证和该批
次脱脂奶粉的进口货物报关单、入境

货物检验检疫证明、《检测报告》等的
复印件，履行了我国《食品安全法》规
定的食品进货查验等义务。

海南湘宾实业有限公司上述行
为违反了我国《食品安全法》有关规
定，构成经营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
食品的违法行为。鉴于当事人采购
涉案脱脂奶粉时，履行了食品进货查
验等义务，有充分证据证明其不知道
所采购的食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
并能如实说明来源，应当没收不符合
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可以对当事人
免予处罚。海口市市场监管局决定
责令当事人改正上述违法行为，没收
不合格的脱脂奶粉19桶（罐）。

海口一公司采购不合格奶粉进行销售被责令改正海口一公司采购不合格奶粉进行销售被责令改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