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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草才能喂好牛。优然牧业是我国最大的

苜蓿草供应商，在全国有 16 个草业生产基地。

来到优然牧业敕勒川生态智慧草业基地时，正赶

上紫花苜蓿收割。经过晾晒、搂草、粉碎、裹包等

工序，这些苜蓿将变为奶牛的美食。基地负责人

王月胜说：“紫花苜蓿是牧草之王，营养丰富，

1 年可以收割 4 茬。苜蓿青贮干物质消化率比干

草高约 4 个百分点，粗蛋白水平比干草高约 3 个

百分点，营养损失少。近年来，优然牧业自产苜

蓿草特优级占比持续超 60%，达到美国苜蓿草水

平，逐步实现了国产替代。”

好牛才能产好奶。在我国最大的奶牛育种

企业内蒙古赛科星繁育生物技术（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科研人员在进行奶牛干细胞基因编辑生

物育种关键技术研究。公司首席科学家、赛科星

研究院院长李喜和说，先进的基因技术能够精准

筛选出优质种牛基因，培育出高产优质的奶牛品

种。近年来，公司累计培育优秀种公牛 560 余

头，推广应用冻精超过 800 余万剂，累计繁育良

种奶牛 450 万头，具有亚洲第一、世界第二的性

控冻精生产能力。

看下游，主要是乳制品。

婴幼儿配方奶粉是乳制品皇冠上的明珠，最

能体现产业实力。前些年大批量的奶粉海外代

购，如今已很少见到，这一转变的背后是国产品

牌的崛起。

飞鹤乳业工艺研发高级工程师程健博介绍，

近年来，国内乳企在婴幼儿配方奶粉市场上跟国

外乳企展开较量，不断收复失地。如今，国产品

牌婴幼儿配方奶粉市场份额占比达 60%以上，其

中飞鹤占全国的 20%以上。

在程健博的引导下，记者来到我国第一条

乳铁蛋白自动化生产线。此前，我国乳铁蛋白

原料长期依赖进口，产业化核心制备技术被国

外垄断。为攻克乳品功能性原料研发难题，飞

鹤花了 6 年时间、近亿元，建成这条生产线，

打破了国外垄断。作为乳制品营养的核心，乳

蛋白的提取与利用一直是乳企攻坚的重点。今

年初，飞鹤发布了全球领先的乳蛋白鲜萃提取

科技，涵盖新鲜活性低温分离、层析超滤、定

向酶解三大技术，通过物理方式直接从鲜奶中

提取各类活性蛋白成分。

不只飞鹤，一批骨干企业正脱颖而出。目

前，我国有 2 家企业进入全球乳业 10 强，中国奶

业 20 强企业国内市场份额达到 70%。奶企不断

提升研发能力，推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品，多

家企业的产品在国际乳制品质量评比中获奖。

我国奶业加快出海步伐，龙头企业开始国际化布

局，不仅保障了奶源供应，还借鉴了先进技术和

管理经验。

从 一 根 草 、 一 头 牛 到 一 包 液 奶 、 一 罐 奶

粉，奶业发展近年来取得重大阶段性成效，奶

产量突破 4000 万吨历史大关，养殖水平、装备

水平不断提升，科技化、绿色化趋势明显，产

业素质已今非昔比。可以说，奶业已基本闯过

了质量关、环保关，正面对竞争力关、产业

链关。

在逆境中前行

奶业振兴取得明显成效，不过，也出现了生

鲜乳阶段性过剩现象。近 3 年多来，中国奶业在

逆境中前行，在调整中提升。

原料奶价格大幅下跌。2022 年全国生鲜乳

平均收购价为每公斤 4.25 元，同比下降 2.0%；

2023 年为每公斤 3.90 元，同比下降 8.2%。到了

2023 年 11 月份，生鲜乳收购价已跌破成本线，奶

牛养殖场亏损面达七成。截至 2024 年 12 月底，

全国 10 个主产省生鲜乳销售均价为每公斤 3.11

元，比 2023 年年末均价下降 15.03%，这是生鲜乳

价格连续第 3 年下降。

国内乳品市场和国际市场的供需关系密切

相关。2022 年，主要奶业国奶价触顶回落，比国

内奶价走势延迟 1 年左右，美国、欧盟、新西兰奶

价从高点回落 25%、16%和 17%。到 2023 年，国内

国际奶价共振走低。同时，国内奶价与多数畜禽

产品价格的走势也是相似的。受制于消费市场

情况，这两年，畜牧业整体面临市场疲软、价格下

行的压力，部分产品如牛奶、牛肉等呈现阶段性

供过于求的情况。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产业经济

室主任、国家奶牛产业技术体系副首席科学家刘

长全认为，价格下降的背后是消费增速不及产量

增速。从 2022 年开始，受有效需求不足影响，奶

类消费不增反降；而奶业生产依然保持增长。生

产和消费一增一减，导致奶源出现阶段性过剩，

奶价持续下跌，养殖遭遇亏损。

产业链上的经营主体都感受到了压力。在

养殖端，大型牧场面临经营困难，中小型社会

牧场普遍承压较重。在加工端，乳品企业的

“体感”也不如从前，这从相关上市公司的年报

里可见一斑。“中国奶业再次来到了一个爬坡过

坎的关键期，如何于变局中开新局，于危机中

育新机，考验全行业的智慧与担当。”中国奶业

协会秘书长刘亚清说。

针对困难形势，农业农村部多措并举，着力

稳定奶业生产。救助中小养殖场，启动实施奶业

新型经营主体培育项目，安排中央财政资金帮助

家庭牧场和合作社缓解生产经营压力，会同国家

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稳定信贷政策，避免抽贷断

贷。缓解喷粉压力，引导主产省份出台纾困政

策，内蒙古、河北对企业喷粉给予补贴，黑龙江实

施收购增量补贴，宁夏支持奶牛养殖和生鲜乳扩

量收购。稳定正常购销秩序，加强产销形势监

测，组织主产省开设生鲜乳购销合同监督热线，

引导加工基础较好的省份扩大销路、化解过剩

奶源。

以河北省为例，有关部门建立奶业工作专

班，对全省 745 家奶牛场实行三级包联，制定“一

场一策”纾困方案，每季度召开生鲜乳价格协调

会议，协商生鲜乳收购价格。省财政对乳企收购

生鲜乳数量的 10%给予补贴。出台奶牛场兼并

重组补贴政策，引导有实力的奶牛场收购经营困

难奶牛场。出台奶牛场贷款贴息和免担保费政

策，省财政承担 2%的利率贴息和全部担保费，降

低奶牛场融资成本。

纾困措施实施以来，各地合理控制生产节

奏，奶牛存栏加快向产需平衡方向回调。国家奶

牛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李胜利表示，经过

3 年多的调整，奶业情况正逐步好转。一方面，

国内奶价已低于国际主要产奶国奶价水平。进

口大包奶粉价格高于国内水平，对国内市场的冲

击在减弱。另一方面，低奶价加速了产能调整。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4 年全国牛奶总产量

4079 万吨，同比减少 2.8%，这是 2018 年以来首次

出现下降。

如何看待奶业的周期性波动？多位专家表

示，市场经济条件下，行业波动是难免的。例如，

生猪产业也存在价格的周期性变化。但是，要尽

量避免价格的过度剧烈波动，减小其对产业和经

营主体的伤害。同时，越是在行业低迷时期，越

要将行业根基稳住，在市场好转时才容易恢复。

母牛是奶业的根本，在淘汰落后产能的同时，要

把优质母牛留住。

“ 养 牛 的 这 些 年 ， 奶 价 涨 涨 跌 跌 并 不 稀

奇。”内蒙古托克托县古城镇太水营村，41 岁

的薛建亭是典型的“牛二代”，父亲 1998 年开

始养牛，他子承父业于 2009 年建立建亭牧场。

薛建亭告诉记者，2013 年至 2014 年、2019 年至

2020 年这两个时间段，奶价好，利润高，积累

了一些资金。牧场原有奶牛 400 头，2019 年、

2021 年 两 次 扩 大 规 模 后 达 到 近 700 头 。 2024

年，顺应市场趋势，淘汰低产牛 100 多头。不

冒进是他的策略。

天 津 市 武 清 区 海 林 养 殖 场 总 经 理 贾 春 涛

说，奶牛养殖业是重资产行业，需要大量资

金。牛贵的时候一头价格 2 万多元，养殖场不

仅有母牛的高额投入，还有饲料、圈舍、设备

等投入，加之养殖周期长，占用资金就多。当

前要千方百计降低生产成本、管理成本以及各

种财务成本。

交流中，多位资深养殖户呼吁同行，一定要

量力而行，在行业上升期也不要盲目铺摊子、扩

规模，如需贷款，杠杆要适度；在行业下行期，也

不要过于悲观，而要努力降本增效。无论是生产

还是经营，都要坚持长期主义。

奶业正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处于优

化结构、转换动力的关键期。有的牧场借助龙头

企业的管理方案提升自身。位于黑龙江省林甸

县的众晔牧场全面植入伊利精益牧场损益大模

型，奶牛饲喂、挤奶流程、人员组织、财务管理等

效率大幅提升。2024 年以来，众晔牧场每公斤奶

饲喂成本降低到 1.76 元，单产突破 39 公斤，经营

情况大幅改善。

行业困境中也孕育着结构性机会。河南省

邓州市盛全农牧负责人曾加林说，牧场 2022 年

建成投产乳制品加工厂，主要是想探索差异化

路线。应对奶价低迷，首先选择淘汰低产母

牛，将牛奶日产量从 18 吨压缩到 13 吨。同时，

尝试开设鲜奶吧抢占本地鲜奶市场，几年时间

开设了 18 家鲜奶吧。鲜奶售价 1.4 万元/吨，除

去各项成本支出，毛利润 1.6 元/公斤。最近，

加工厂在巴氏鲜奶、袋装酸奶之外，又开发出

冷萃酸奶新产品。

“创新才能走出低谷。”河南花花牛乳业集

团总经理杨永介绍，去年以来公司加大新产品

推出力度，在科技引领和文化赋能上做文章。

其中“荆芥风味酸奶”突破传统口味组合，经

多次配方调整后形成独特风味，已成为网红

产品。

总体来看，目前奶业遇到的供需不平衡状况

还需一段时间调整恢复。但是，中国奶业长期向

好的发展趋势没有改变。中国奶业协会副秘书

长周振峰表示，随着存量政策和增量政策的协同

发力，宏观经济逐步好转，产业转型深度推进，奶

业仍是朝阳产业、优势产业，走过当前阵痛，奶业

发展空间广阔。

消费怎么提振

当前奶业发展形势与消费下滑直接相关。

怎么提振消费是业内关注的热点话题。2024 年，

促进鲜奶消费首次写入中央一号文件。

2008 年至 2019 年，我国人均奶类消费量明

显增长，不过，国内牛奶产量并没有同步增

长，新增市场大部分被进口奶占领。目前我国

人均年乳制品消费量约 42 公斤，是亚洲平均水

平的 1/2、世界平均水平的 1/3。按照中国居民

膳食指南推荐的摄入标准 （110 公斤），未来增

长空间非常大。城乡居民日益推崇奶类价值，

有稳定饮奶习惯的人群稳步扩大，这是奶业消

费的基本盘。

农业农村部食物与营养发展研究所动物食

物与营养政策中心主任程广燕表示，中国奶类消

费整体上远未达到营养标准。慢性病高发正推

动居民膳食模式向营养健康转型，奶类作为优质

蛋白来源有很大消费增长潜力。从北京、上海等

地区的奶类消费规律看，人均奶类消费峰值接近

60 公斤，基本以液态奶为主。如果将奶类融入

国人餐饮习惯，打造适合国人消费的干乳制品，

未来消费增长空间会更大。

在杨祯妮看来，居民奶类消费增长需解决

“三不”问题。一是“不会喝奶”。不少消费者对

牛奶营养认知不足，农村地区普遍把乳饮料当奶

喝，大多数消费者并不了解乳制品分类。二是

“不敢喝奶”。尽管居民总体信任国产奶，但受不

实谣言的影响，有的消费者还是心存疑虑。三是

“不愿喝奶”。乳糖不耐症和饮食习惯对乳品消

费影响较大，研究显示，中国人乳糖酶不足人群

高于全球平均水平，乳糖不耐受制约了我国居民

鲜奶消费需求。

还有一个问题是“喝不起奶”。换个角度

看，奶类消费下降也是个经济问题。奶类主要

还是作为保健品，尚未成为日常生活必需品。

按照食物需求收入弹性划分，生活必需品的弹

性应在 0 至 1 之间。据农业农村部食物与营养发

展研究所测算，城镇居民液态奶需求收入弹性

为 1.74，远高于其他农产品，说明奶类还没有

成为生活必需品。记者走访发现，在三四线城

市和广大农村，牛奶的节礼性消费特征明显，

常用于走亲访友。

价 格 偏 高 是 制 约 奶 类 消 费 增 长 的 重 要 因

素。如果以牛奶价格 12.29 元/升计，要达到人均

每天 300 克的饮奶推荐量，牛奶支出要分别占到

农村和城镇居民食品支出的 22.2%、13.8%，很多

低收入居民喝不起奶。2023 年，有机构对全国

24 个地区 1600 份消费者调研结果显示，被调查

对象认为液态奶价格高是导致消费量下降的首

要原因，占比约 32.6%，且在不同年龄组中均被选

为首要因素。

日前发布的《2025 中国奶商指数报告》显示，

公众对乳制品营养成分的认知同比提升近 13%，

健康消费理念更普及。中国农业大学营养与健

康研究院院长任发政介绍，奶商指数调查从喝奶

意识、知识、行为 3 个维度衡量公众乳制品摄入

的特征。报告认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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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认证、“低糖低脂零添加”及可追溯成为

选购关键。

综合各方专家观点，无论从食物结构优化还

是营养升级角度，奶类都还有很大增长空间，我

国资源禀赋也足够支撑国人奶业需求变化。未

来，在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下，奶业迈向从增量发

展为主向结构优化为主的阶段，消费前景向好。

但是，中国人的饮奶文化尚未完全构建，还存在

乳制品产品种类少、消费方式单一、消费场景不

够多元化等问题。显然，扩大奶类消费需要多方

发力。

杨 祯 妮 建 议 ， 从 人 群 上 ， 关 注 “ 一 老 一

小”消费群体。加大国家“学生饮用奶计划”

实施力度，争取到 2030 年覆盖率由目前的 17%

提高到 30%；开展“老年关爱计划”，大力开发

适合老年人及特殊人群的功能性奶制品。从地

域上，推动乳制品进农村，研究发放奶类消费

券，重点补贴农村与低收入群体。从技术上，

加大低乳糖、无乳糖奶制品的关键技术开发力

度，减少乳糖不耐症影响。从产品上，开发适

合国人饮食习惯的奶制品与主食菜肴，鼓励餐

饮企业开发牛奶馒头、牛奶烧饼等主食，打造

以奶制品为主料的网红菜品。

记者注意到，一批本地化和具有价格优势的

鲜奶吧在各地悄然兴起，很受消费者欢迎。它们

主打“当地当天新鲜营养”，依托适度规模的自营

牧场，在区域内生产销售鲜牛奶、低温酸奶等实

现盈利，开创了乳品消费新业态。自营牧场生产

的鲜奶，加工后就近就地以适中价格在鲜奶吧销

售，满足县域乳品消费需求，也为牧场消化产能、

提升效益提供了渠道。

刘长全建议，健全政策体系，推动乳品加

工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方面，鼓励企业增

加平价亲民乳制品供应。尽快扭转乳制品加工

“高端高价”的市场定位，让平价营养乳制品成

为市场主流。巩固液态奶的市场优势，开发低

温奶的市场潜能，补齐奶酪等优质产品短板，

以乳品多样化满足消费多元化。另一方面，适

当放宽乳品加工准入政策与准入限制。适当下

调乳制品加工企业准入门槛，让规模较大的牧

场能够自行加工并生产具有地域特色的乳制

品，支持以家庭农场和农民合作社为主体的奶

业养殖加工一体化发展，通过延长产业链，增

强抵御风险的能力。

新场景、新人群、新渠道带来的机遇也不能

忽视。现代生活节奏快，奶茶店、甜品店的含乳

产品因能提供情绪价值而受年轻人喜欢，轻量、

即时、场景化消费特征明显。例如，新茶饮火爆，

对乳品行业意味着增量空间。行业组织可明确

奶茶产品配料中牛奶比重，鼓励发展以牛奶、茶

为主要原料的“真茶真奶”奶茶。

规范乳品企业复原乳添加，业内呼吁已久。

好消息是，《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灭菌乳》新规已

于今年 3 月出台，将于 9 月 16 日起正式实施。此

后，灭菌乳只能以生鲜乳为原料。“标准修订不仅

是对国内乳品质量要求的提升，也是与国际主流

标准接轨的举措。”农业农村部奶及奶制品质量

检验测试中心常务副主任郑楠表示，禁止复原乳

的使用，既体现了奶业发展达到新高度，也是高

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

痛点如何破解

造成当前奶业困难的更深层次原因是奶业

的不平衡、不协调问题，这也是行业的痛点。刘

长全说，奶业周期性波动并不罕见。这些年来，

奶业多次经历供需失衡，不断上演着“缺奶—涨

价—过剩—降价—缺奶”，原因有三方面。

一是产业链利益联结不紧密，养殖环节相对

弱势。我国养殖和加工一体化程度低，突出表现

是养殖端在产业链处于弱势地位。奶业养殖加

工长期相对脱节，产业链上下游各自为战，乳品

企业与中小牧场利益联结不够。乳品企业掌握

着生鲜乳的收购权和定价权，养殖场户的议价能

力较低，导致行业存在奶源紧张时抢奶、富余时

限收的情况。

二是奶业发展缺少“防火墙”，进口冲击影

响大。我国乳制品关税平均为 12.2%，只有世界

平均水平的五分之一。自 2009 年以来，进口乳

制品关税稳步减让，从 2010 年到 2022 年，大包

粉进口量增加 151%，同期我国奶类产量增加

25%，国内消费增加带来的红利几乎都让渡给

了奶业发达国家。

三 是 乳 制 品 产 品 线 较 窄 ， 回 旋 余 地 小 。

2022 年以来，乳品消费异常下降，除了宏观环

境之外，还有乳品供给结构不适应消费变化的

原因，具体表现为液态奶多、干乳制品少，高

价乳品多、平价乳品少，城市消费多、乡村消

费少。发达国家是以“吃”（奶酪） 为主，我国

是以“喝”（液态奶） 为主，一旦奶源过剩，除

了喷成奶粉保存基本没有别的出路。原料奶不

易长期储存，加工产品同质性强，供需适配难。

奶业是全球化的产业，中国奶业离不开全球

奶业。刘亚清表示，当前，全球奶业发展既面临

前所未有的机遇，也面临资源约束趋紧、环境压

力加大、市场波动加剧等多重挑战。在此背景

下，我国奶业正面临综合效益不稳定、养殖加工

发展不协同、产品供需结构不平衡、市场消费培

育不充分等制约。

与奶业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养殖成本较高，

由此导致竞争力不足。一方面是资源禀赋。与

人少牛多、自然放牧的新西兰相比，我国饲草料、

圈舍投入大，养殖成本较高。即便近年来养殖成

本在下降，但生鲜乳成本仍比新西兰高，特别是

饲喂成本占比显著高于新西兰。另一方面是技

术管理水平。我国与美国均为规模化养殖模

式。美国在奶牛育种、饲喂等方面积淀时间长，

加 之 注 重 精 细 化 管 理 ，其 奶 牛 平 均 单 产 比 我

国高。

如何评价一个国家的奶业发展水平？一看

保障能力，二看企业实力，三看科研功力。这

些方面我国已取得不小进展，但对比高质量发

展要求和奶业发达国家，依然要持续发力。稳

妥应对奶业周期波动，补齐与世界奶业强国的

差距。记者梳理起来，有两个方向需要格外

重视。

方向之一，打造风险共担、利益共享、对话平
等的奶业共同体。

2025 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支持以家庭农场

和农民合作社为主体的奶业养殖加工一体化发

展。一体化发展，意味着上下游经营主体要形成

良好的利益联结机制，实现共赢共生，乳企要有

担当，奶农要有作为。

“国外也很重视奶产业链利益机制。”内蒙古

农业大学经管学院院长乔光华介绍，美国是“以

质定价”为核心的分类定价制度与利益共享机

制；欧洲是组建集产加销于一体的奶业合作社；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则是建立奶牛场参股的合作

制模式。我国一些省份也在积极探索，黑龙江建

设“核心奶源区+乳品加工企业”的合作模式，山

东推进奶农“养加一体化”发展模式。他认为，内

蒙古可以发展基于产权联结、基于长期合同、基

于服务连接、纵向一体化、“期货+保险”价格指

数等多种利益机制。

北京市畜牧总站副站长、家畜产业技术体系

北京市创新团队首席科学家路永强建议，抓紧构

建产加销紧密协作的利益联结机制。这包括，培

育壮大奶农专业合作组织，增强奶农抵御市场风

险的能力；建立生鲜乳价格协商机制，形成风险

共担、利益共享的产业格局；稳定生鲜乳购销秩

序，规范生鲜乳购销行为。

从奶牛养殖的角度看，家庭牧场长期存在

“技术弱、风险大”等难题。刘长全表示，要以

家庭牧场发展为导向完善生产、经营和产业体

系，重点加强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解决其在

繁育和疫病管理等方面的不足；按照生产、购

销和金融服务三位一体要求加强奶农合作组织

建设，解决规模经济问题；构建收储运服务体

系及第三方检测制度，提高原料奶收购、运输

效率问题。

方向之二，全产业链突破，实现成本和竞争
力优势。

实现奶业振兴，需要全产业链突破，集中力

量补短板、锻长板。强化对饲草、育种、养殖、加

工等环节的统筹和支持，促进产业升级和农牧民

增 收 。 这 样 ，才 能 把“ 奶 瓶 子 ”牢 牢 握 在 自 己

手中。

饲草是奶业的“命脉”，要破解饲草料供给约

束难题。饲料成本是养殖成本的大头。我国草

食畜牧业竞争力的短板在饲料，表现在成本高于

牧业发达国家。要从供给、消费、科技等方面着

手破解饲草料约束。构建多元化饲草生产体系，

挖掘各类土地资源的潜力，增加优质饲草供应。

进一步提升饲草料利用效率，帮助养殖场户降本

增 效 。 加 强 饲 草 产 业 技 术 研 发 ，提 高 草 种 自

给率。

奶牛良种是奶业的“芯片”，要在种源上寻求

新突破。目前全世界奶牛多是原产荷兰的荷斯

坦奶牛，各国奶牛育种主要通过群体遗传改良选

育选配，增强优良基因。我国奶牛核心种源自主

培育能力还不够强。中国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

院教授孙东晓认为，要夯实奶牛品种登记、生产

性能测定和种牛遗传评定等基础育种工作，建立

奶牛育种数据平台和遗传评估中心；重点突破一

批奶牛良种繁育的关键技术，加快现代育种技术

创新与应用。

强化财政与金融支持。农业农村部农村经

济研究中心金融保险研究室副主任包月红说，要

用好奶业新型经营主体培育等财政支持政策，探

索采取贴息补助的方式给予支持。加强“银政企

户”对接，推进数据信息共享，对信用好的养殖场

户，鼓励金融机构予以支持。支持将奶牛活体、

养殖圈舍等纳入抵质押品范围，推进养殖圈舍、

大型养殖机械等抵押登记、评价、流转、处置等机

制建设。

回首过去，中国奶业发展从来不是一帆风顺

的，正所谓“有风有雨是常态，风雨兼程是状态，

风雨无阻是心态”。

展望未来，中国奶业人始终有个信念：我

们有爱牛如子的奶牛养殖者，有奋力赶超的乳

品加工者，有勇于创新的科技工作者，有乡村

振兴战略和奶业振兴政策加持，行业的明天会

更好。

在伊利敕勒川生态智慧牧场，奶牛排队登上转盘式挤奶机，新鲜的牛奶从自动吸奶设备进入密闭管道。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