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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杯牛奶强壮一个民
族”，作为民生之本，奶业关系
着国民体质增强和农业现代化
发展。“十三五”以来，农业农村
部扩大粮改饲范围，持续推行
奶牛遗传改良计划，培育发展
现代家庭牧场，奶牛规模养殖
比例超过64%，我国奶业综合
生产能力全面提升。2021年
是“十四五”开局之年，站在新
起点，我国奶业迎来新一轮发
展机遇。

2025年力争建成
现代奶业强国

回顾过往，我国牛奶产业
的发展历程并不算长，1978年
改革开放后，牛奶才逐渐成为
一种普及性营养饮品。

“我爷爷和父亲两代人，早
些年很少喝牛奶。”生于七十年
代末的刘女士依稀记得，在她
幼时主要饮用的是一种叫炼乳
的奶制品，“口感甜甜的，有很
浓郁的香味。”

此后，各种奶粉制品、鲜奶
制品陆续推出，一些城市的中
小学校还配有早餐奶，有效增
强了八九十年代孩子的身体免
疫力。

奶业发展不仅关系着国民
健康，也推动了农牧业发展和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全国奶业
发展规划（2016—2020年）》中
提到，奶业是现代农业和食品
工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改
善居民膳食结构、增强国民体
质、增加农牧民收入具有重要

意义。
2008年“三聚氰胺事件”

后，我国奶业品牌形象受到较
大打击，经过几年重振后，国内
奶业的质量安全保障体系逐步
建立健全，规模化养殖比例大
幅增加，原奶和奶制品质量无
论横向还是纵向比都得到提
高，代表品牌伊利、蒙牛分别跃
居世界奶业排行前列。

2015年之后，受二胎政策
的人口红利、消费升级等多重
利好因素叠加影响，奶业市场
迎来高速发展期。在2020年
年底的第六届中国奶业20强
峰会上，农业农村部副部长于
康震表示，“十四五”期间，要把
奶业发展作为农业现代化的先
行军，着力降成本、优结构、提
质量、创品牌、增活力，努力破
解供需结构不匹配、利益联结
机制不紧密、国际竞争力不强
等问题和短板，确保到2025年
实现奶业基本现代化和全面振
兴目标，建成现代奶业强国。

奶制品企业齐发力，
共推奶业振兴

今年年初，中国奶业协会
部署安排编制《中国奶业“十四
五”战略发展指导意见》，引发
业内人士共鸣。

“奶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
重要抓手，把奶业做强做优，生
产出让人民群众满意、放心的
高品质奶业产品，打造出具有
国际竞争力的奶业产业是作为
龙头企业应有的责任和担当。”
伊利集团相关负责人告诉记
者，实现奶业全面振兴，先得培

育出具有世界知名度的
奶业品牌。

据悉，伊利已在宁夏
建立了亚洲地区最大的
液态奶生产基地——宁
夏伊利乳业有限公司。
在此基础上，伊利还建立
了吴忠奶产业园区等绿
色智能制造项目。

通过这些项目的建
设，伊利计划在“十四五”
期间，助力内蒙古自治区
实现全区奶类产量达到
1000万吨、奶品加工企业
产值达到 4000 亿元，
GDP 经济贡献率达到
18%，直接和间接带动全
产业链400万人就业的目
标，大力推动自治区以及
国家奶业振兴，进一步提升中国
奶业的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

除了国内品牌外，近年来，
不少海外奶制品品牌也陆续进
入中国，丰富了国内奶制品消
费市场，包括惠氏、雅培、美赞
臣、诺芒底等在国外有悠久历
史的奶制品品牌均受到国内消
费者欢迎。

国内外各大奶业企业共同
发力，为奶业振兴保持了良好
的发展势头，据国家统计局数
据显示，2020年前三季度全国
牛奶产量2329万吨，比上年同
期增加175万吨，增长8.1%。

政策指引、产业集群，
多地政府亮“剑”奶业

奶制品的质量除受技术影
响外，很大程度也取决于产奶
地条件。环境优美、草料丰盛、

水质清澈的牧场或奶源基地是
确保奶品质量的基础。

目前，全球主要产奶国集中
在中国、法国、德国、印度、巴西
等地。而我国牛奶产地主要集
中在内蒙古、河北、新疆以及东
北等地区，由于近几年中央加大
环保督查力度，更多奶源基地开
展了整治改造和功能提升。

2019年，中央一号文件再
次提出了“实施奶业振兴行动，
加强优质奶源基地建设，升级改
造中小奶牛养殖场，实施婴幼儿
配方奶粉提升行动”的要求。

此后，内蒙古自治区出台
《关于推进奶业振兴的实施意
见》和《推进奶业振兴若干政策
措施》；山西省2019年也发布
了《关于推进奶业振兴保障乳
品质量安全的实施意见》。

同年，宁夏回族自治区农
业农村厅按照“强基地、优结

构、提质量、育龙头、促融合”的
思路，立足本区奶产业发展实
际，坚持问题导向，采取六项措
施助推奶产业转型升级、高质
量发展。

政策密集推动下，不少城
市在奶业发展上频频发力并取
得显著成效，如宁夏回族自治
区逐步形成以银川市和吴忠市
为核心、石嘴山市和中卫市为
两翼的奶产业带，建成兴庆区
月牙湖、利通区五里坡、吴忠市
孙家滩和宁夏农垦贺兰山奶业
集团等6个2万头以上规模的
养殖基地，奶牛存栏19.7万头。

此外，发展“绿色奶业”正
被河北省唐山市作为加快推进
乡村振兴的支柱产业。为了加
大奶牛生产扶持力度，唐山市
县两级财政部门筹措专项资金
用于扩大再生产，仅2020年就
拨付奶业振兴资金137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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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鲜奶进口贸
易发展势头迅猛，不少业内人
士分析认为，主要是消费者对
奶制品的需求越来越大、要求
越来越高。“牛奶烘干制作成奶
粉的过程中，很多活性物质、维
生素等营养成分会随之消失。”
长期从事奶制品生产的北京诺
芒底一九零五食品有限公司负
责人曹军介绍说。

由于早期的冷链储运和鲜
奶包装技术相对落后，进口鲜
奶制品无法实现长途运输。“近
10年，UHT牛奶消毒包装储运
技术突飞猛进，真空密封包装
和高温瞬间灭菌技术可以让鲜

奶在不被破坏营养成分的同
时，实现12个月的保鲜度，这
也被业内称为全脂灭菌乳
UHT液态奶。”曹军说。

包装技术的革新为进口鲜
奶销量提升起到良好促进作
用，在乳业专委会发布的《中国
乳制品进口情况报告》中提到，
2019年，进口牛奶数量89.1万
吨，同比增长32.3%；金额11.0
亿美元，同比增长20.7%。

不少奶业从业者认为，提
高国内产业基础和技术需要学
习国外经验。“因为我国奶业发
展历史相对欧洲地区起步较
晚，要后来居上就得结合政策
背景、产业特征学以致用。”曹
军认为。

据悉，全球牧场较为集中
的欧洲，由于历史和地理因素，
处处是百年牧场。“借鉴与学习
国外奶牛养殖先进经验，首先
应从养殖模式和牧场管理着
手。”法中交流促进会会长亚丁
常年考察中法牧场养殖及牛奶
制作产业，他告诉记者，法国奶
农很早就建立了生态循环牧场
并代代相传至今。

在亚丁看来，此前中国奶
牛的养殖环境和模式是一道硬
伤。他发现，一些国内“牧场”
缺少牧草，感觉更像面积很大
的牛栏。“牛采用饲料喂养方式
将造成很多后续问题，如饲料
运输储存、人工喂养成本过高，
再加上密集的牛群在封闭空间

里害怕生病，需定期打各种防
疫针和抗生素，以防牛得乳腺
炎。”亚丁说，“但打过药的牛，
产出的奶肯定会有药物残留，
这影响了牛奶的纯度，并很难
制作出精细的配方奶。”

“国内许多荒山荒地都存
在大量发展生态牧场奶业的
空间，这些地域由于缺水、盐
碱、临海等缘故，并不适合种
粮，但却适合建设生态循环牧
场，发展开放式养殖业。”亚丁
表示，建设生态牧场的关键在
于7到9种的生态牧草混种技
术，由豆科、葵科、禾科等组
成，豆科吸收空气中80%的氮
产生根瘤菌供给禾科，以此循
环喂养奶牛。奶牛长期在户

外散养可规避很多传染病，大
量减少防疫抗生素的使用，不
但节约养殖成本，还避免了牛
奶中残留物质。“所以，打造优
质的生态牧场才能产出好的牛
奶制品。”

此外，牛由于生理缘故，没
有上门齿，不能啃咬，只能吃嫩
草。“它们吃草时只能用舌尖将
草叶卷入口腔。”亚丁解释，“草
一旦长高变成纤维，牛便无法
入口。而恰恰嫩草在10—15
公分时蛋白质含量最高，这便
直接提高了牛奶的品质。但如
果牛不是完全吃鲜嫩的草，而
是吃混杂了干草、豆粕的饲料，
这种牛产出的奶自然不含天然
蛋白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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