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奶 业 经 济

格羅低 １ ．０５％？下降
，
进 口额 同比减少 ０ ．９ １

°
／〇

， 为

１２０ １ ６年中国奶业经济
４ ． ７９ 亿美兀 。 （

４
）１ １ 月 进 ａ

发展特点 １ ． ２ 乳品进 口量明显增加奶 牛数量减少 ， 进 □ 价 格也大 幅

在 国 际乳 制品价格持续走低 降低ａ 进 口 种牛为 １ ０ ８３４８头 ， 同

２
：０１ §年 ， 在国＿市场继纛低豫 和国 内 奶业竞争 力 ：整体不足的背 比减少 １ ７ ．７％ ； 进□额为 ２ ． ０２ 亿美

和画 肉Ｓ１业騫争力整＃不足＿背橐 景下 ，
各类乳 制 品进 口 暈快速増 元

，
同比减少４０ ．８％

， 平均价格为 １

下 ＃５业迸口鏡续場长 ，
，
国 内＿牛养 ．

长 。 根据国 家海关统计 ，
２０ １ ６年８６３ 美元／头 ，

同比下降２８％ 。

各类乳制品 的进 口 数量全面上升
，

績户大暈退％ 些规模养殖户扩太 进 口量都创历史新高 ｓ 按照 １￣ １ １ 月 １ ．３ 规模化养殖占比继续提高

ＳＲ－

ｓ谢牛輕磁古体 增长比倒 ．

ｉ
全年乳制品进 ｎ 总暈将中小养殖户

一直是政策扶持

Ｉｔ生鎗树性变 下半年 》 随着国际 首欲突破２ ００ 万吨。 各类乳制品中 ，
的盲：

区
＊
向乳品 ｉｆｅ业出售生鲜奶时

市场锔整到位， 生鲜乳＿＿纖 迸 口增长速度最快的是酸奶 ，
其次 所遭遇的低奶价 、 限收、 拒收现象

反弹 ， 市場歷示回》象》晕炼乳和 鲜奶 。 具体来说 ： （ １）也常态化 。 在消费市场疲软、 进 口

＇

１ 一１ １ 月液态奶进 ｎ量累计６０ ． １ ７ 万 乳制品挤压 、 政策扶持乏力 、 乳品

１ ． １ 生鲜奶价格触底反弹吨
， 同 比增幅达到４８

．
〇 １

％
， 按照这 企业歧视 、 养殖成本上升等多重園

２ ０ １ ６年前 １ １ 个 月 ，
生鲜奶价

一增长比例 ，
全年液态奶进 口接近 素影响下

，
中小养殖户所面 丨庙 的生

格总体平稳 ， 经历 了一个
‘■

高－低－

７ ０ 万吨
：
进口额 为 ６ ．２８ 亿美元

，
存环境越来越恶劣 Ｑ 经历两年多 的

高
， ’

的曲线变化过程 。 据农业部对 周比增加了３８ ．８７ ％ 。 其中 ， 鲜奶进 持续低迷 ， 中小养殖户破产非常普

生鲜奶价格监测数据 ，
２ ０ １ ６年 １ 月 Ｉ

３４８ ． ２３ 万吨 ， 同 比増长４６ ．４８％ 。遍 ， 奶牛养殖处境从
１
１

卖奶难
”

向

初每公 斤生鲜乳价格为 ３ ． ５ ７ 元 ，

酸奶进 口 １ ．９４ 万吨
，
同 比增幅高达 养殖户大量退 出发展 ， 推动养殖结

与 ２０ １ ５年初最高价每公斤３ ． ６７ 元１ １ ５． ８４％ 。 继２０ １ ５年酸妨进 口首次 构的转变 。 根据国家奶牛产Ｉ技术

栢比 ，
下降了 ：２ ．７：２ ％ ａ 截至８ 月 之 突破万吨 ＞２０１ ７年又可能翻

一

番 ， 体系产业经济研究室在河北等地的

前 ， 生鲜乳价格持续走低 ， 最低降 至２ 万多吨 。 （ ２）１
￣

１ １ 月干乳制 调研 ， 校场 （ 小区 ）
数量和存栏数

至每公斤３ ． ３９ 元 ， 比年初下 降了品进 Ｄ量累计为 １ １ ９
．
９３ 万吨 ， 同比 量都在减少 ，

牛奶产 出也在下降 夺

５ ． ０４％ 。 从 ８月 底开始 ，
生鲜乳价 增加１ ４ ．６３％ ； 进 口额为２４ ． ６０ 亿美２０ １ ４年底 ， 保定市清苑区共有３２ 象

格开始反弹 ， 截至 １ ２月 ２８ 曰
，
升 元 ， 同 比减少 ０ ．４８％。 其中 ， 奶粉 奶牛养殖场 （ 小区 ） ，

２０ １ ５年處

至每公斤３ ． ５３ 元 ，
比年中最低点 进 口 ５５．８８ 万吨

，
． 同比增加９， ０６％ ，减至２８ 家 ，

２０ １ ６年截至９月还爾２７

高４ ． １ ３％
，
但是仍低于年初最高价 迸口额制 ３ ：

．５４ 亿美元 ， 同 比减少＿ ， 又有
＿个＿庭牧场正在退出 〇

格 。 根据国家奶牛产业技术体系对 乳清进 口 ４５ ， ７７ 万吨
，
同 随着小 区转牧场进程的加快 ， 还有

全国近３００家规模养殖场的生鲜奶 比增加 １ Ｓ ．４ １ ％
； 进口额为４ ．０ ：§ 记 很多小区养殖户退出 。 养殖户退出

价格蓝测 数据 ，
生鲜奶价格走势 美元 ， 同比减少 １ ６ ． １ ６％ 。 奶酪进 减少在其它调査地区也很突 出 ，

其

与 农业部监测结果趋势一致 ， 但口量累计为 ８ ．９３ 万吨
， 同比增加 中唐山市丰南区原有２ ０ 多 家养殖

结果不尽相 同 。
１ 月生鲜奶平均价３０ ．９０％

；
进 □额为３ ．８５ 亿美元 ，

同 户
，
现在仅剩１ ２ 家

； 汉活农场原有Ｓ

格 为每公斤３
．

８２ 元
，
同 比下降 了比增加２ １ ． ９８ ％ 。 奶油进 口量累计 个养殖场 ，

现在仅剩２ 家。 小规＿

４Ｊ４％
；１月 ， 生鲜奶平均价榕 为７ ． ５４ 万吨 ， 同 比增加２ ０ ，

９６ ％
；殖户 （

包括进小区的养殖户 ） 加懷

—路走低
，
降至每公斤３ ．６４ 元

，
下 进 □额为 ２ ．７９ 亿美元 ，

同比增加 退出的同时 ， 规模牧场的存栏量稳

降４ ，
７１ ％

；８月 以来 ，

生鲜妨平均价 １ ７ ．
６８％

。 （ ３
） １

￣
１ １ 月牧草干草 中有增 。 虽然市场环境困难 ， 但是

格开始回升 》
１ ２月生鲜热平均价格 进 口量累计为 １ ５３

．
６９ 万吨 ， 同比 规模牧场普遍对后市抱有期蛰 ， 不

升至每公斤３ ．７８ 元
，
比年顧最高价 増加２２ ． ７ ５鷲

；

因 为牧草平均价格 但在坚持 ，
而且还积极扩群 、 着載

Ｈ
２０ｍｍｍｒｎｍ ｔ

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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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含子 ＞齐

１
？

１ １ 月进 □量 （ 万吨
） １￣１

１ 月进 □额 （ 亿美元 ）
２０ １ ６ 预计进 □

（ 万吨 、 亿美元 ）

数量同比 （ ％ ）金额同比
（
％

）数量金额

乳制 品１ ８０
． １ ０ ２３ ． ９ ７３０ ． ８８５ ． ６ １２ ００ ． ５０３３

．

７ ０

液态奶６０ ． １ ７４８ ． ０ １６ ． ２ ８３８ ． ８７６９ ． ６０７ ． １ ０

鲜奶５８
．

２ ３４６ ． ４８５ ． ８９３７ ． ７９６７ ． ４０６ ． ７ ０

酸奶１
． ９４ １ １ ５ ． ８４０ ． ３９５ ７ ．４５２ ． ２ ００ ． ４０

干乳制 品１ １ ９ ． ９３ １ ４ ． ６ ３２４ ． ６０－

０ ．

４８１ ３０
．

９０２６ ． ６０

奶粉５ ５ ． ８８９ ． ０６１ ３ ． ５４－４ ． ０ １５９ ． ７ ０１ ４ ． ５０

炼乳１ ． ８ １７９ ． ４００ ． ３３５ ９ ． ０７２ ． ０００ ． ４０

乳清４５ ． ７ ７１ ６ ． ４
１４ ． ０９－

１ ６ ．

１ ６５０ ． ７ ０４ ． ４０

奶油 ７ ． ５４２ ０ ． ９６２ ． ７ ９１ ７ ． ６８８ ． ６０３ ．

１
０

奶酪８ ． ９３３ ０ ． ９０３ ． ８５２ １
． ９８９ ． ９０４ ． ２ ０

婴幼儿配方奶粉 １ ９ ． ４７２ ８ ． ６０２ ６ ． ５ ８２ ５ ． ５ ０２２ ． ６ ０３ １ ． ００

牧草１ ５３ ． ６９２ ２ ． ７ ５４ ． ７９－

０ ． ９ １ １ ６７ ． ６０５ ． ２ ０

１
—

国 内主产省
｜＾格／＾ｃ 〇

Ｉ ＦＣ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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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主产省生鲜奶收购价格与 ＦＡＯ 乳品价格指数图 ２ 主产省奶饲比与 Ｉ ＦＣ Ｎ 奶饲比

产能 。 根据国 家 奶牛产业技术体 系 奶价开始 走强 。 从 图 １ 可 以看 出 ， 求难有较 大增长 ，
短期 内 需求 因素

监测数据 ，
２０ １ ６年 １ １ 月监测牧场奶 自 ４月 开始 ，

Ｆ Ａ０乳 品价格指 数持 对奶价上升 不会有太大拉升作用 。

牛存栏数 比年初增加４ ． ０％ 。 总体而 续 回 升 ， 从 １ ２ ７ ． ４点 升至 １ １ 月 的目前 ，
国 际奶业市场总体上 已调整

言 ， 散养户 和小规模养殖户 退出 、１ ８６ ．４ 。 随着生鲜乳收购价格提高 ，到盈利水平 ， 在奶价回 升与饲料成

规模养殖户 扩大规模带来整个奶 牛 国 内奶牛养殖业的 困境得到缓解 ，本下降双重驱动下 ，
国 际市场奶饲

养殖业生产主体结构的转变 。反映奶牛养殖经济环境 的奶饲 比
，
比回升到 １ ． ５ 以上

， 国际市场奶价增

即 生鲜 奶价 格 与饲 料价 格 （ 参 照 长缺 乏后续动 力 ，
预期将在小幅上

２２０ １７年中国奶业经济 丨 Ｆ ＣＮ标准 ， 综合饲料价格为玉米价 升后企稳。 从图 １ 和图 ２来看 ， ＦＡＯ

开多势展望辟雜祕 力〇嫌＿ ’ 賴＃ａ口

口

口 １介職购 ＦＣ Ｎ綱細齡

别为 ７ ０％和 ３０％ 。 ） 之 比 ，
也有明 态势都有所放缓 。 国 内生鲜乳 收购

显提高 ， 从 ７月 最低点 的 １ ． ３３回升至 价格 自 ８月 开始持续 回升
，
比 国际

１ ２月 中 旬 的 １ ． ４３ 。乳品价格回 升的 时点滞后４ 个 月 ，

此轮生鲜奶收购价格 回升的 重此轮国 际市
＂

场奶价回升是调整 短期 内应该不会 出现 明显 ？下跌 ， 预

要原 因是国 际奶业市场经过持续调 产能实现供求平衡 的结果 。 由于世 期２０ １ ７年还会有进一步的增长 ， 但

整后供求关系趋于平衡 ， 国 际市场 界经济增长依然缓慢 ， 奶业消 费 需 是增长空间不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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奶 业 经 济

量
，
进入加工环节的原料奶质量普 验

，
也是我国发展现代奶牛养殖业

２ ． ２ 乳品 消 费市场将继续保 遍较高 。 ２ 〇 １ ６年下半年以来 ， 随着 的 内在要求 。 走
＂

种养
一体化

”

的

ｔ寺平稳态势供求偏紧
，
加工企业在收购生鲜乳 养殖道路 ， 在保障奶牛场优质粗馆Ｉ

由于乳制品产量与乳制品消 费 时也有放松质量指标艰制 。 例 如 ， 料基本 Ｓ给 的 同时 ， 又可以做到粪

之间存在显著的相 关性 ， 乳制品产 根据在河北一些地区的调查
，

近两 污 １ ００％还 田
，
既可 以 降低养殖成

量数据在很大程度可以用于衡量乳 年设定的限制交奶 的菌落数与体细 本
，

又可提高生鲜奶质量 ， 还可减

品消费情况 。 根据国家统计局 公布 胞数标准已不再执行０ 质量指标的 轻环境污染 ，
可以说是

一举多得 。

的数据 ，
２０ １ ６年 １

￣

１ １ 月 ， 全国液 放松对于缓解奶源 紧缺可能有作 二是要继续推进奶源结构调整 ， 走

态奶产量２４９９ ．０ 万吨 ， 同 比增加 用 ， 并且有利于养殖户正常利 益的 奶源供给多元化的发展道路

８． １％ 。 如果按国内生产液态奶与进 实现 ， 但是在质量安全方面的潜在在稳定奶牛生产 的 基 础 上 ，

□液态奶之和计算 ，
１
￣ １ １ 月液态奶 风险仍应有所防范 Ｑ应大力 发掘不 同奶类动 物的生产潜

消费量超过了 ２５５９ ．２ 万吨 ，
同 比增力

，
因 地制 宜地扶持和开发奶 山

长了１ ０ ．７６ ％。 ２〇 １ ６年 １月全国３２０ １ ７年中国奶业经济 羊 、 奶水 牛 、 奶牦牛 、 奶绵羊 以及

干乳制 品产量２３０ ．０ 万吨 ， 同 比减乳 肉 兼用 牛等 奶类动 物的 生产潜

少８ ．４２％ 。 综合来看 ，

２０ １ ６年乳品力 ，
既能丰富奶类市场供给又能有

消费需求有所增长
，
预计２０ １ ７年仍２ ０ １６年 的 奶业仍 处 于严冬 效抵御外来竞争。

将保持平稳增长势头 。期
，
特别是奶牛养殖环 节发展异 三是继续推进乳制品结构调整 ， 走

常艰难 ａ 由 于受到价格天花板和 产品差异化的发展道路

２
．３ 乳品进 口 总量有可能 出 成本 地板上 下挤压 》

以及资源 、我国 奶业无论是 从近期看还

现小幅回调环境双 约束
，
特别是新环保法的 是从长期看

，
形成 与 国 际市场 既

２０ １ ６年 ，
几乎各类乳制品 的进 实施 ， 奶业 的 未来发展将面临着 有分工又有合作 的 产业格局 是 非

□都达到历史高点
，

预期 ２０ １ ７年乳 更 加严峻的 挑战 。 ２ ０ １７年奶业 常 必要 的 〇 乳 制品 结构调整 的重

制品进口将基本稳定在这个水平或小 发展 应 紧 紧 围绕 中央经济工 作会 心在于打好液 态奶 和 婴幼儿 配 方

幅回调 。 做出这
一判断的主要依据 议和 农村工作会 议精神 ， 在调结 奶粉两个市场 的 保 卫战 ， 让中 国

是 ： （
１）２０ １ ７年乳品消费需求仅会 构 、 稳产能 、 促增 收三个 方面贯 成年 消 费 者 喝 中 国 的 原 装 液 态

有小幅增长 ； （
２

） 在生鲜乳收购价 彻落实 农业供给 侧结构 性改革 。
． 奶

，
让 中 国 的 婴幼 儿吃 中 国 的原

格回升的情况下 ， 国内生鲜乳产能和 为此
，
提 出如下建议 ：装奶粉。

产出会有一定增长 ，
但不会太大

，
短

期内牧场缺少大幅提高产出的能力 ；

３ ． １ 坚定不移地调结构３ ． ２ 坚定不移地稳产能

（

３ ）
国际奶业市场企稳、 奶价回升调结构是今后一 个 时期奶业稳定奶 源供给是稳定 行业发

在＿定程度上会抑制进 口增长。 但 面临 的一项紧迫而又长期 的历史 展 的基础 ， 只有奶源供给稳定 了奶

是 ， 受资源约束 ， 长远来看 ， 我国乳 任务。业才能走上持续健康的 发展轨遣 。

品 自给率仍将逐步下降 ， 对国际市场 一是要继续推进种植业结构调整 ，

２ ０ １ ４年以来 ， 由 于受到国 内和 国

的依存度会越来越高。走种养一体化的发展道路际两个市场不利 因素的 影响 ，
中国

应逐步扩大
“

粮改饲
＂ °

粮 奶业进入了寒冬
， 养殖环节发生了

２ ．４ 生鲜奶质量风 险控制 需 改草
”

的规模 ，
让种植业与奶牛养

＂

卖奶难
”

， 加工环节也 出 现 了

要关注殖业形成 良性互动 、 良性循环的产
‘ ‘

卖奶难
＂

６２〇 １ ６年的 中国奶业 ，

市场低迷盼段 ， 乳 品加工企业 业发展模式 ａ 种 ．植业和养殖业有机 实际上是在
＂

两难
”

中前行 。 中 国

通过提高收奶质量标准来控制收奶 结合既是 发达国家的普遍做法和经 奶业的 寒冬实质上是养殖环节的寒

Ｈ
２２中画乳业Ｃｈ ｉ ｎａ Ｄａ ｉ ｒ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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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 ａ ｉ ｒ ｙ Ｅ ｃ ｏ ｎ ｏ ｍ ｉ ｃ ｓ々Ｐｉ

、
丨 １

， 齐

冬
， 中 小规模养殖 、 养殖小区 ， 甚 性 、 制度性 、 政策性等多种 因素 ，家 的做法和经验 ， 从制度和政策设

至是
一

些大 规模养殖都面 临着 生 其 中 ， 对奶农而言 ， 技术性 因素具 计层面建立奶农增收稳定机制 ， 让

死存亡 的 巨大考验 。 在养殖环节内 有 内在性 ， 而制 度性和政策性 因素 奶 农与 奶业 的
“

弱 势群体
”

说 再

部 ， 中 小规模 牧 场和 养 殖小 区 的 具有外部性 。 内在性问题靠奶农 自 见 。 Ｅ

生存更 为艰难 。 因此 ， 今后一个时 身可以解决 ， 然而 ， 外部性 问题靠

期 ， 稳产能 的首要任务是要稳定 中 奶农 Ｓ 身是无法解决的 。 因此 ， 今 作者简介 ：



小规模牧场和养殖小 区原料奶的 生 后
一

个时期 ，
促增收 的首要任务就 刘 长全 （ １ ９ ７ ５

－

） ， 安徽合肥人 ，

产产能 ，
这类养殖主体 占据着中 国 是帮助奶 农解决外部 性问题 。 解决 ２〇〇 ６年毕业 于 中 国社会科学院研究 生

奶牛养殖业 的半壁江 山 。 稳定这类 外部性问题 的实质就是要理顺产业
院

，
获经济 学博 士学位 ，

现任 中 国社

养殖主体就是稳产能 ， 保护这鋪 链上不 同 经 营 主体 的 利 益 分配 问
^

主要从事 区域经济 、 产业 经济 、 农村
殖主体就是保护 中 国奶业未 来 。 因 题 。 目 前 ， 中 国 奶 业普 遍 实行 的＆騎究

此
， 未来的奶业扶持政策要向养 殖 是

“

公司 ＋奶站 （ 合作社 ）
＋养殖＾丄 满 ＾１ ９ ５ ５

＿

） ， 中 国 社会科学 院

环节倾斜 ， 养殖环节 的扶持政策要 户 （
场

）

”

的产业化经营模式 ，
公

农村发展研 究 所 畜牧业 经 济研 究 中

向 中小规模牧场和养殖小区倾斜 。司 、 奶站 （ 合作社 ） 、 养殖户 是三 心 主 任
，
研 究 员

，

主 要从事 畜 牧 业

乳品 加工企业收购原料奶时应按质 个相互独 立的经营主体 ， 代表着三 经 济研 究 。

论价 ， 应取消 对中 小规模牧场和养 个不同 的利益集团 。 在利益博弈过

殖小区 的价格歧视政策 。程 中
，
乳品企业和奶站都可 以把经

营风险转嫁给奶农 ， 因 此 ， 奶农也

就 自 然而然地成为 弱 势群体 。
三个 （ 收稿 日 期 ： ２〇 １ ７

－

〇
１

－

２４ ）

促增收就是促进奶农增收 ，
尤 经营主体 的利益分配不公是 中 国发

其是促进 中小规模牧场和养殖小区 展现代奶 业所面临的 最大 问题和挑

的 奶农增收 。 影响奶 农增收有技术 战 。 从长远 发展看 ， 应借鉴发达国

卩

＿ Ｉ Ｍ Ｉ丨■■ ■■■■■％

公 示

根据国家新闻 出版广电总局办公厅 《 关于开展新闻记者证２０１ ６年度核验工作的通知 》
（ 新广出发办 〔 ２０ １ ６ 〕

１ ０９号 ） 要求 ， 《 中国乳业 》 编辑部成立了新闻记者证年度核验工作组 ， 积极开展工作 ，
对２０ １ ６年持有新闻记者

证人员进行了严格审核 。 审核结果显示 ， 持有新闻记者证人员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 新闻纪律 ， 遵守新闻工作

者职业道德 ， 签订并遵守保密承诺书和职务行为信息保密协议 ， 没有发生违法违纪行为 。

现将 《 中 国乳业 》 编辑部持有新闻记者证人员名单公示如下 ， 公示期２ ０
１ ７年２ 月 １ ５ 曰 至２月 ２ ５ 曰 。 国家

新闻 出版广 电总局举报电话 ：

０
１
０ －８３ １ ３８９ ５３

，
请社会进行监督 。

１ 、 冯艳秋记者证号 ：

Ｋ
１ １ ４７ ６８５ ５００００ ０ １

２ 、 聂迎利记者证号 ：

Ｋ
１ １ ４７ ６８５ ５０００ ００２

《 中 国乳业 》 编辑部

新闻记者证年度核验工作组

２ ０ １ ７年２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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