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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品消费从量的满足转向质的追求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吴佳佳吴佳佳

“购买牛奶时仔细对比外包装上的标签

已经成为我的习惯。”北京海淀区居民、“90

后”刘丽跟记者分享道，“我一般会重点看两

项内容，一是配料表，只选原料为鲜牛乳的纯

牛奶；二是营养成分表，蛋白质含量越高、钙

含量越高，营养价值就越高。”如今，越来越多

的消费者像刘丽一样在选购乳品时变得专业

而理性，这是我国奶商指数提升的印证。

日前发布的《2025 中国奶商指数报告》显

示，今年中国奶商指数得分为 67 分，公众对饮

奶高度重视，饮奶知识的普及度明显提高，尤

其对乳制品营养成分的认知同比提升了近

13%，健康消费理念更加普及。当下，公众的

乳制品消费观念已经从量的满足转向质的追

求，乳品消费进入提质升级的新阶段，这也为

乳业发展带来了新机遇。

功能性产品受青睐

中国农业大学营养与健康研究院院

长 任 发 政 介 绍 ，中 国 奶 商 指 数 调 查 自

2018 年首次启动，从喝奶意识、知识、行

为 3 个维度，以数据量化方式客观衡量

公众乳制品摄入的表现和特征。8 年

来，调查持续记录国民健康素养与生

活方式的动态变迁，成为洞察乳制品

消费趋势的重要窗口，也为乳业的高

质量发展提供重要参考。

《2025 中国奶商指数报告》显示，

在衡量奶商指数的指标中，公众喝奶

意识与上一年基本持平且长期处于高

位，印证“喝奶有益”观念已深入人心。

在喝奶知识中，人们对种类认知的得分

最高，达 73.3 分，公众对营养成分的认知

提升近 13%，随着健康消费理念普及，越

来越多人意识到牛奶富含优质蛋白质、

钙、维生素 D 等关键营养素，在维持骨骼健

康、促进新陈代谢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公众在喝奶行为方面出现了一些值得关

注的变化——2025年购买习惯得分为 73.5分，

但购买习惯和摄入频次均下降约 5%，能做到

每周至少喝 5 天奶的人群占比从去年的 75.7%

降至 71%。家庭成员饮食习惯改变、乳制品品

质未达预期、植物基饮品等替代品出现是乳品

消费下降的主要原因，部分消费者还担心乳糖

不耐受或认为“牛奶过量饮用有害”。

在此背景下，报告分析认为，消费者对乳

制品功能诉求日益精准化，不同年龄层需求

差异凸显，对增强免疫、助眠、改善肠道等功

能有明确追求，高品质奶源、营养成分、有机

认证、“低糖低脂零添加”及可追溯性成为选

购关键。同时，快节奏生活中，奶茶店、甜品

店中的含乳产品因能提供更高生活品质和情

绪价值而备受青睐，“随心购”消费模式兴起，

轻量、即时、场景化消费特征明显，便携装乳

制品逐渐受到欢迎。

新生代父母成主力

在北京朝阳区一家母婴用品店，正在采

购婴儿配方奶粉的新手妈妈王红告诉记者，

“购买奶粉时，我最关注奶源地、有机认证和

营养成分表，特别是乳铁蛋白和益生菌的含

量”。王红的消费选择折射出新生代父母的

喂养现状。《2025 中国奶商指数报告》首次发

布的“新生代父母喂养奶商指数”介绍，乳制

品消费的新主力——新生代父母（“90 后”或

“00 后”、孩子年龄在 0 岁至 3 岁的父母）的喂

养奶商指数达到 72.6 分，总体处于良好水平，

在乳制品消费中呈现“高参与度”与“高要求”

特点。

新生代父母普遍认可科学喂养，在乳制

品选择和婴幼儿营养管理上展现出理性态

度。他们深知婴幼儿时期的营养摄入对孩子

成 长 发 育 的 重 要 性 ，挑 选 乳 制 品 时 格 外 谨

慎。然而，知识储备不足成为他们科学喂养

道路上的一大障碍，约 62.1%的父母不知道宝

宝每日科学饮奶量的标准。中国乳制品工业

协会执行理事长刘美菊认为，年轻父母虽然

有强烈的科学喂养意愿，但缺乏系统知识指

导，在信息爆炸时代，他们迫切需要科学、细

致的喂养指导和可靠的产品选择方案，这为

未来乳制品科普指明了方向。

报告显示，几乎所有新生代父母都会主

动检查营养成分表，助力身高发育、促进骨骼

和牙齿健康、提升免疫力，是三大核心需求。

60%的父母将“营养成分丰富度”作为配方奶

粉首要考量因素，38.8%的父母重视乳铁蛋白

对提高免疫力的重要作用，市场上添加了乳

铁蛋白、益生菌、DHA 等营养成分的婴幼儿

配方奶粉深受欢迎。

在养娃过程中，新生代父母面临一定焦

虑，28.7%的父母为喂养焦虑，仅 14.1%能完全

淡定。奶粉安全性是他们最为关注的问题，

因此，对乳制品企业来说，确保产品质量安

全，加强与消费者的沟通和信任，提供专业的

喂养指导，将是赢得新生代父母市场的关键。

创新满足多元需求

消费结构的变化对乳品行业的发展提出

了新要求。随着消费者对乳品品质和功能要

求的不断提高，市场还需要更多样、高品质且

贴合日常生活场景的乳制品。任发政认为，

乳业需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新质生产力为

指引，不断优化产品结构、提升产品品质、加

强科普宣传，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赢得发展

机遇，迈向高质量发展。

“随着消费群体的迭代，市场正在重构，

加速了乳品企业转型升级。”荷兰皇家菲仕兰

专业营养品中国总裁张展红在接受记者采访

时表示，相较于上一代消费者注重奶源、安

全，新一代消费者对购买渠道、产品功能、消

费体验、情绪价值都有更高的要求。体现在

市场端，行业处于深度调整期但超高端产品

反而增长更快，今年一季度国内超高端奶粉

品类增长已经率先由负转正。

高端化、功能化的新趋势引发国内奶粉

市场新一轮配方竞赛。2024 年以来，雀巢、达

能、飞鹤、君乐宝等品牌都在加速新技术和新

配方产品上市。尼尔森 IQ 数据显示，2024 年

国内婴儿配方奶粉超高端产品占总市场规模

的 37%，比 2023 年提升了 4.2 个百分点。企业

间的竞争已经从品牌、价格和渠道等基础层

面，转向精细化营养、专业科研层面，以求实

现差异化。

张展红介绍，菲仕兰全球总部将中国市

场定义为核心业务增长单元，下一阶段将根

据对消费者需求的洞察调整战略，加大在中

国的投资，与此同时，将产品前期开发、研发

和 检 测 等 环 节 转 移 到 中 国 市 场“ 前

线”，以加快创新进程。

破解到店无房、捆绑销售、数据泄露等行业痛点——

我国牵头的在线旅游首个国际标准发布
本报记者 张 雪

在数字化和全球化迅猛发展的今天，线

上平台已成为游客出行时预订住房的主流方

式，人们对便捷旅游的需求持续增长。据统

计，近年来，全球在线住宿预订市场规模年均

增速超 10%。

不过，在线住宿预订服务行业在持续高速

增长的同时也面临许多问题，如入住时无房，

无法更改或取消预订，服务描述与实际服务严

重不一致，用户敏感、隐私和财务数据泄露

等。携程研究院文旅产业及数据中心主任姜

文恒坦言，在平台实际运行中，确实曾遇到类

似挑战，如在退改服务上，不同供应商政策不

一，用户理解成本较高；在支付服务上，境外用

户的支付偏好和技术习惯差异，导致体验不一

致；在平台责任边界方面，用户对“平台中介”

与“住宿服务提供方”的区分并不清晰，也容易

引发消费纠纷。

近期，由中国牵头制定的《旅游及相关服

务 在线旅游机构（OTA） 在线住宿预订平台

服 务 指 南》（ISO 9468:2025）和《展 览 与 活 动

第 1 部分：术语》（ISO 25639-1:2025）两项国

际标准，陆续由国际标准化组织（ISO）正式发

布。这是继 2024 年底国际标准化组织发布首

个由中国牵头的旅游信息咨询服务国际标准

之后，又推出的两项重要成果。

“此次发布的《旅游及相关服务 在线旅游

机构（OTA） 在线住宿预订平台服务指南》，

正是为了进一步规范在线住宿预订平台的相

关服务，通过责任明确化、信息透明化、流程规

范化、安全保障强化以及争议解决机制，系统

性构建用户、平台和商家三方互信机制，进一

步促进在线住宿预订服务行业健康、有序和可

持续发展。”标准起草团队牵头人、中国贸促会

商业行业委员会秘书长姚歆表示。

全国旅游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委员、中青旅

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法律风控部总经理李广表

示，由于法律规则、交易习惯、文化背景的差

异，在住宿预订交易中，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经

济主体之间不可避免存在一些信息壁垒或交

易障碍，不同国家在线旅游机构的操作规则也

不尽相同，这都要求制定一部被各国消费者、

网络平台、住宿经营者以及利益相关方普遍接

受和认同的操作标准。在线住宿预订平台服

务指南国际标准正是在吸纳全球在线住宿预

订有益经验的基础上，归纳提炼形成的交易规

则的“最大公约数”，力求解决在线住宿预订的

痛点、难点问题。

姚歆介绍，标准清晰划分了平台方和住宿

服务提供商的责任，明确了订购服务、支付服

务、退改服务和评价服务等环节的服务条款。

例如，针对退改难的痛点，商家须清晰公示退

改政策并予以说明，注明“免费取消”或“不可

取消”。

为减少大数据杀熟、非自愿捆绑消费和隐

性消费等现象，标准建议预订平台不根据浏览

记录、消费习惯、出行偏好等大数据分析设定

不公平的交易条件；针对隐性消费问题，商家

的费用明细须清晰透明，并指出平台运营商可

以为用户推荐其他辅助服务，但不宜将接送服

务、出租车或租车优惠券、景点门票和保险等

服务设置为预订过程中的默认选项。

标准建议预订平台通过技术手段和人工

审核相结合的方式，严格验证评论的真实性与

合规性，严控商家“刷好评”的行为和部分用户

的不当评论。同时建议平台赋予用户在规定

时间内编辑评论、按照不同指标筛选评论的权

利，进而优化用户的评论阅读体验。

标准通过规范我国在线住宿预订平台及

其服务，有助于打造“中国服务”金字招牌，让

国际游客愿来、敢来、放心来。与此同时，各国

在线住宿预订服务规范的统一，能够减少中外

旅游信息差，让中国游客出境时能够享受从预

订、退改到入住的无差别服务，帮助中国游客

境外安心游。据了解，到目前为止，该标准已

被英国、保加利亚等国等同采用为国家标准。

未来，随着标准的逐步推广，全球在线旅游行

业将迎来更加规范化、可持续和创新性的发展

新格局。

系牢低空文旅安全带

姜天骄

在很多景区，越来越多

的游客亲近天空，解锁文旅

消费的“新姿势”。高空跳伞

让肾上腺素狂飙、坐热气球

俯瞰大好河山⋯⋯这些“硬

核”玩法凭借独特体验精准

拿捏年轻人的“嗨点”，点燃

消费热情，为文旅产业注入

新活力。

近年来，我国出台了一

系列支持低空旅游发展的

政策，探索形成以低空旅

游为牵引，住宿、餐饮、文

化、娱乐等地面服务为

延伸的全产业链价值提

升模式。《关于进一步培

育新增长点繁荣文化和旅

游消费的若干措施》明确提

出“鼓励打造多样化、差异化

低空飞行旅游产品”。多地

政府配套出台专项措施，如

海南通过空域精细化管理试

点吸引 160 余家通航企业集

聚，南京则实现低空航线全

域覆盖。政策开闸为行业注

入信心，预计 2025 年中国低

空经济规模将达 1.5 万亿元，

其中旅游有重要占比。

低空旅游的兴起，是消

费升级的必然产物。现代游

客开始追逐更富个性与深度

的旅游体验。低空文旅超越

了传统观光的扁平视角，在

苍穹之上开启一场感官与心

灵的双重盛宴，让游客获得

更高、更独特、更刺激的旅游

体验。消费群体对个性化、

差异化体验的追求推动低空

旅游产品飞出新高度。平台

数 据 显 示 ，2025 年“ 低 空 旅

游”搜索量同比增长 460%，

涵盖观光、冒险、商务等多维

度需求。

不过，低空文旅也是一

项风险与魅力双高的体验。最近，有媒体报道，一名滑翔

伞爱好者在祁连山飞行时，被吸至海拔 8598 米后生还，

事件引起众多关注。该事件为行业敲响警钟，一个看似

微小的疏忽，任意一个环节的“掉链子”，都可能让“俯瞰

山河”的浪漫变成“命悬一线”的惊魂。安全红线是低空

文旅必须坚守的底线，绝对不能触碰。

筑牢安全底线，需要“硬核”担当。低空文旅项目在

消费潜力释放与市场扩张的同时，安全监管、基础设施等

挑战亟待突破。市场监管必须化身“最强鹰眼”，拿出比

行业创新更快的速度，织密法规标准的“天罗地网”，给

“云端过山车”装上制度“安全带”。

企业要守住底线。不要为了降低成本忽视设备维

护，或简化安全培训流程，导致事故隐患。对企业来说，

设备维护要卷成“细节控”，人员培训要炼成“特种兵”，确

保每一个环节万无一失。对此，需制定统一的服务标准，

明确飞行器适航要求、确保人员资质可靠，保险机制与应

急救援体系也要同步跟上。游客自身也需增强安全意

识，让每一次出发都笃定，每一次心跳都有安全兜底。唯

如此，低空文旅方能飞得更高、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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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选购乳制品市选购乳制品。。 贾敏杰贾敏杰摄摄（（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湖南省张家界市依托当地土家族织锦文化创意园推出特色非遗主题游览路线，在保护和传承民间

工艺的基础上，进一步丰富旅游业态，提升旅游内涵。图为大学生在乖幺妹土家族织锦文化创意园研

学体验。 吴勇兵摄（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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