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下中国奶业面临着2008年
以来最难的时刻。但目前行业碰到
的问题并不是奶业自身导致的，消
费疲软是各个行业面临的共同压
力。”7月19日-21日，在重庆举行的
中国奶业大会上，中国奶业协会名
誉会长高鸿宾一语中的，“要渡过
难关，一方面要靠科技进步，提升
单产、提升效率和降低成本；另一
方面要靠市场的扩大，提升牛奶消
费，其中发展低温奶产品和奶酪产
品是突围的主要方向”。

拐点之下，头部乳企纷纷通过
探索数字化寻求突围之路。2023年
6月1日，伊利全球乳业首个元宇宙
数字孪生工厂正式公测上线，消费
者可以通过虚拟状态随时随地进
入液态奶智造生产车间；2023年5
月，蒙牛在宁夏建成一座全数智化
工厂，相比同类传统工厂需要3000
名员工，这座工厂号称“三个100”，
即用100名员工就干出了100万吨
年产能和100亿元年产值；2023年
以来，新乳业推动各子公司进行线
上、线下融合，将订奶入户、形象
店、自主征订、电商等D2C业务作
为渠道增长第一引擎，目前全域数
字化用户已经超过1500万；更早之
前的2022年， 完达山乳业制定了
“1256”数字化转型战略规划，即一
大中心、两大中台、五大系统、六大
板块，建立了从产品研发、设计、生
产、销售到售后服务为一体的数字
化运作体系。

数字化能否重塑奶业尚不得
而知，但它实实在在为工厂带来了
效率的提升。6月21日，伊利现代智
慧健康谷正式对外开放，位于其中
的伊利液态奶全球智造标杆基地
项目日处理鲜奶达6500吨，灌装速

度达到40000包/小时。在外包装车
间，自动抓取多关节机械手、无人
驾驶小车和高空输送链，实现了自
动上纸箱、开箱、放垫片、自动装
箱、自动码垛作业。

相对传统的乳制品行业也面
临着数字化转型的挑战，数字化人
才短缺、技术能力和线上运营经验
不足、数据孤岛、转型战略与转型
模式不匹配等问题，或使乳企在数
字化转型方面出现偏差，陷入“不
转等死，转了找死”的焦虑。

北京首农畜牧发展有限公司
副总裁、北京奶牛中心主任麻柱
告诉北京商报记者，“在生产环
节上，目前国内很多企业也做了
很多有益尝试， 比如牛舍设计、
环境控制、能源减量消耗等方面
有很多创新，这些工艺角度的提
升，在保证奶牛生产性能的同时
做到节能减排，不仅有利于绿色
低碳养殖，其实对于企业控制成
本也是有帮助的”。

消费者的教育和接受度，也是
乳企数字化转型需要面对的挑战。
伊利集团高级执行总裁张剑秋表
示，“奶业数字化转型不仅是引领
发展的关键因素，更是向高质量迈
进的必由之路。中国奶业正以前所
未有的速度和规模向数字化转型，
在数字化浪潮中，以消费者为中心
已成为发展的核心理念，驱动伊利
在行业内率先构建起全产业链数
字化新生态”。

但在乳业分析师宋亮看来，企
业破局的关键不在于企业，而在于
消费者，“消费量是个缓慢提升的
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只有当人
均消费量提高了以后，未来乳业消
费才会有一个长足的进步”。

数据显示，2022年我国奶类产
量4027万吨，首次突破4000万吨大
关，位居全球第四位。规模牧场奶
牛单产普遍达到10吨以上，超过欧
盟平均水平。产量快速扩张的背后，
我国在牛源、草源、种源等环节依
然薄弱，供需失衡的问题逐渐凸显，
成为奶业发展的桎梏。

奶牛养殖成本包括饲料成本、
人工成本、医疗成本等，这些成本
不断上升，对奶牛养殖效益产生
压力。农业农村部8月14日公布的
数据显示，全国玉米平均价格3.01
元/公斤，比前一周上涨0.3%，同比
上涨0.7%。全国豆粕平均价格4.61
元/公斤，比前一周上涨1.8%，同比
上涨4.5%。

饲料成本上涨的同时，原奶收
购价格还在不断下降，据农业农村
部8月14日公布的数据显示， 内蒙
古、河北等10个主产省份生鲜乳平
均价格3.76元/公斤，比前一周上涨
0.3%，同比下跌8.7%。这与2021年8
月中旬国内奶价4.38元/公斤的峰
值相比，已经下滑了14%。

玉米和豆粕都是奶牛饲料的
主要成分，其成本的上涨让上游的
澳亚集团都感受到了压力。澳亚集
团是中国前五大奶牛牧场运营商
之一， 其近期发布的盈利警告中
称，2023年上半年原料奶平均售价

较2022年同期下降约8%，而每千克
原料奶的饲料成本较2022年同期
增加约7%，导致毛利率下降。

成本上升与价格下跌两相作
用之下，直接影响奶企和乳企的经
营效益，原奶供应及原料供应端共
同面临业绩下滑的压力。2023年上
半年，包括优然牧业、现代牧业、中
国圣牧、原生态牧业等上游乳企在
内，利润普遍下降。优然牧业上半
年净亏9.5亿元至10.3亿元，2022年
同期盈利2.19亿元；现代牧业预计净
利润介于2亿元至2.2亿元之间，同
比减少约57%-61%；中国圣牧预计
净利润在2000万元至2400万元，同
比减少约89%-91%；原生态牧业的
净亏损在2.6亿元至2.8亿元，上年同
期的纯利为5270万元。

国家奶牛产业技术体系首席
科学家李胜利此前曾表示，“目前
每公斤奶收购价和完全成本价仅
相差约0.1元，甚至低于成本价，造
成行业亏损面超过60%”。

此外，中国奶企主要通过传统
的商超渠道进行产品销售，并受冷
链物流体系所限，以长保质期的常
温产品为主。但随着城市化进程加
快、消费者购买习惯变化和网络零
售的发展，传统销售渠道的成本日
益上涨，也对牛奶企业的利润构成
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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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链全程数字化
是一项重要课题

Q： 当初为什么选择在沙漠里建设有机
牧场？

A：14年前这里还一片荒芜，黄沙漫天，被
视为人类禁区。2009年，圣牧组织了一批专家
实地勘探,发现地处东经106°09′-106°57′、
北纬39°16′-40°57′之间的乌兰布和沙漠
是“黄金奶源地”，适宜发展畜牧业。当年建设
这座牧场时，这里没水没电、没路没信号，周
围全是黄沙，小车进不来，工人只能坐在铲车
挖斗里进出，一待就是好几个月，非常艰苦。
当时团队一直在被质疑，被否定，很多专家提
出“不可能把沙漠开发成土地，开发成土地也
种不出东西，种出东西也活不了”，大家都顶
着巨大的压力。

经过十多年的努力，累计投入75亿元，圣牧
终于在这片沙漠上开发出一片绿洲， 也建成了
全球最大的有机原奶生产基地， 这样的牧场我
们已经有20多个。

Q：包括有机牛奶在内，市场上的有机食品
越来越多，圣牧和其他牛奶相比差别在哪里？

A：最大的差别在于乌兰布和沙漠，从纬度
上看，这里地处北半球“黄金奶源带”，每年日
照时间能达到3000多小时，沙漠的广阔反倒隔
离了工业污染和病毒传播， 成为了纯天然的
“隔离带”。 乌兰布和沙漠中目前有13万亩土
地，全部种植有机玉米，不使用农药、化肥。此
外，我们牧场下面有着充沛的水源，产出的牛
奶口感更甜。

Q：现在乳业都在说可持续发展，圣牧是
如何做的？

A：圣牧通过打造“从一棵草到一杯奶”的有
机全产业链，“有机环境-有机种植-有机养殖-
有机加工-有机产品”的沙漠生态内循环业已形
成。如我们一共有9座粪肥处理厂，把牛粪腐熟
发酵后变成营养丰富的有机肥，可以增多土壤中

的有机质。我们的目标是三亩地养一头牛，一头
牛粪还三亩田，100%粪污无害化还田，实现全程
甲烷收集，成为循环可再生农业的示范。

Q：当前奶业数字化是热门话题，圣牧作为
有机奶产业的上游企业，在数字化方面有何可行
的建议？

A：圣牧“有机奶生态产业链”模式是行业
标杆，在沙漠产出有机奶是圣牧独有的特色，
但如何实现有机奶产业链全程数字化是一项
重要的课题。 圣牧采用移动互联网技术打通
公司与供应商链接，深度应用SAP-ERP使数
据采集实时性、准确性提高，养殖管理系统为
牧场提供灵活的生产模型， 跟踪识别牧场在
饲草料、防疫、生产方面的相关生产数据并实
现自动传递。 支持多种业务场景， 解决冲突
点，提供精细化的成本核算，达到移动化、物
联网化、智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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