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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进行时

“倒奶杀牛”
近日多地奶农把鲜奶倒

在地上， 或是把昔日高价买
来的奶牛不计成本转手卖
出，甚至无奈宰杀。

乳业魔咒
“滞销降价—倒奶杀牛—

紧缺涨价—买牛扩容—滞销
降价” 这一魔咒已存在多年，
暴露出市场失序，政府失位。

根本措施
专家建议， 向规模化养

殖转变，提升竞争力，从根本
上帮助奶农摆脱“倒奶杀牛”
的养殖悲剧。

倒奶杀牛，200万奶农出路在哪
农业部：将通过协调乳品企业增加收购、启动奶业生产监测、加大政策扶持和救助力度

去年下半年以来， 在国际奶价走跌、
国内乳品消费不振等因素直接推动下，我
国部分地区出现了卖奶难现象，“倒奶”
“杀牛”时有发生。为何频频上演“倒奶杀
牛” 现象？ 我国200万奶农如何才能跳出
“倒奶杀牛”的乳业魔咒？新华社记者就此
采访了奶农、奶业专家和政府官员。

多省遭遇“倒奶杀牛”

受多种因素影响，近期我国一些乳品
加工企业限收停收生鲜乳，部分地区发生
“卖奶难”问题。倒奶仅仅是开始，随着收
购价格持续走低和养殖成本持续高位，奶
农杀牛弃养现象涌现。

记者采访了解到，除了山东，“倒奶杀
牛”现象蔓延至河北、内蒙古、黑龙江等北
方主产区，主要发生在散户中间。“这一轮
‘倒奶杀牛’相比以前有所加剧，多个地区
都出现了。2014年年底， 连奶源最欠缺的
广州也出现奶农弃养，这在15年来还是首
次。”原中国奶业协会常务理事、资深乳业
专家王丁棉告诉记者。

“全球奶价低迷在今年七八月份前不
会有改观。如果不解决现在的卖牛杀牛问
题，会影响今后2年到3年的奶业发展。”王
丁棉说。

加工企业易被国外控制

这种现象并非初次出现。 过去几年
来，“倒奶杀牛”就曾在奶业主产区一些地
方屡次上演，成为近年来众多散户奶农难
以摆脱的乳业魔咒。

“倒奶杀牛现象政府要高度重视。”中
国乳业杂志社社长冯艳秋认为，奶牛的饲
养周期远比鸡、猪等畜禽长，养2年多才能
产奶，存栏基数一旦下降很难恢复，而国
内的上游养殖链如果断裂，下游加工企业
就会被国外控制。

“奶牛养殖是不少农民脱贫致富的希
望所在，很多奶牛都是靠贷款购买，如果
卖奶难继续蔓延， 奶农生存状况不容乐
观。”冯艳秋说。

奶农与奶企间关系失衡

专家指出，奶源过剩、消费低迷是造
成“流汗又流泪”的直接原因，深层次原因
则是奶农与奶企间关系失衡，凸显奶农的
弱势地位。

“从供需关系看， 造成卖奶难的直接
原因有两点， 一是进口奶粉价格持续走
低，国内奶源总体过剩；二是我国乳制品
消费市场低迷，导致需求减少。”中信证券
首席策略师毛长青说。

数据显示，去年以来国际奶粉价格持
续走低，同样1吨进口奶粉，到岸价比国产
奶粉平均低1万元左右， 乳品企业更愿用
进口奶粉作为加工原料，对国内生鲜乳的
依赖明显减少，而去年国内生鲜乳产量增
长5.2%，进一步导致奶源的过剩。

此外，乳制品消费市场低迷也是一重
要原因。数据显示，去年前10个月我国乳
制品总产量同比下降0.04%， 乳品企业收
购意愿降低。

“除此之外，奶农‘倒奶杀牛’还有更
深层次的原因。” 据农业部奶业办公室副
主任邓兴照介绍，与奶业发达国家大都实
行养、加、销一体化经营不同，我国奶牛养
殖和乳品加工脱节，乳品企业掌控生鲜乳
的收购权和定价权，奶农在价格上没有发
言权，“奶少时抢奶、奶多时拒收”，成为乳
企和奶农失衡关系的真实写照。

农业部11日表示，受乳品
企业库存奶粉较多、乳制品消
费增速下降及国际市场预期
增产降价等因素影响，未来乳
品企业收购生鲜乳的积极性
仍不高，养殖小区和散养户仍
将面临较大压力。

专家建议，要出台应急政
策，督促乳品企业履行收购合
同，做好生鲜乳收购，落实奶
农救助补贴，将奶农的损失减
少到最低；要理顺乳品企业和
奶农利益机制，让奶农在价格
上吃上“定心丸”；长远则应构
建现代奶业生产经营体制，向
规模化养殖转变， 提升竞争
力， 从根本上帮助奶农摆脱
“倒奶杀牛”的养殖悲剧。

“从短期看， 有关部门可
以组织收储鲜奶喷粉或者给
奶农发放补贴暂时渡过难关。
从长远看，必须构建合理的企
业奶农的利益共担机制，让奶
牛养殖与乳制品加工高度匹
配，在利益关系上更为紧密。”
毛长青说。

“奶业是个舶来品。 在国
外，企业一般是先有养殖场再进
行加工， 奶农是乳品企业的股
东，二者构成紧密联系的利益共
同体。 但国内乳业产业是两张
皮，奶业养殖和加工企业相互独
立，主要靠合同供奶，变数多风
险大。”冯艳秋建议，中国乳业应
向养殖、加工、销售一体化方向
发展，实现产业的融合。

“必须创新奶业生产经营
体制。”邓兴照建议，要积极扶
持奶牛大户、联户经营、家庭牧
场等经营主体， 扶持奶农合作
社发展， 提高奶农组织化程度
和整体竞争力， 引导奶农向标
准化规模养殖方向发展， 引导
中国乳业向现代乳业转变。”

面对奶农“流汗又流
泪”， 农业部11日表示，将
通过协调乳品企业增加收
购、启动奶业生产监测、加
大政策扶持和救助力度，
全力以赴处理“卖奶难”，
保护奶农利益、 稳定奶业
生产。

农业部表示， 将积极
协调乳品企业增加收购。1
月8日， 农业部与伊利、蒙
牛等重点乳品企业奶源负
责人进行协调， 督促企业
做好生鲜乳收购工作，稳
定中小牧场和养殖户小区
的奶价，保护奶农利益。

农业部表示， 将启动
奶业生产监测工作。目前，

农业部已启动全国奶业生
产周报制度， 及时调度生
鲜乳生产销售状况， 重点
收集乳品企业拒收数量、
奶农倒奶数量、 非正常淘
汰奶牛等情况。

农业部称， 将积极争
取财政、工信、质检、食药
监等有关部门的支持，研
究制定包括奶农救助、奶
粉临时收储、 扩大乳制品
消费等方面政策措施。

下一步， 农业部将继
续及时监测全国生鲜乳生
产销售形势， 根据形势变
化会同有关部门推动适时
出台保护奶农利益、 稳定
奶业生产的政策和措施。

奶价有涨有跌本属正
常的市场现象， 奶牛或买
或屠也是奶农的自主行
为， 但如果每隔几年就出
现价格大幅涨跌的“过山
车”现象，每隔一段时间奶
荒和杀牛在奶业领域不断
交替上演， 那么这样的市
场就不太正常了。

奶农“倒奶杀牛”，政
府岂能袖手旁观。 在市场
无形之手不能有效发挥作
用之时， 各级政府应积极
采取措施， 减少“倒奶杀
牛”极端事件的出现。

政府不袖手旁观，就
是要加强政府、乳品企业、
行业协会、 养殖户联动机
制， 积极协调乳企和奶农
关系， 鼓励企业做好生鲜
乳收购工作， 把损失降到
最低， 保护奶农养殖积极

性，稳定奶业生产。
政府不袖手旁观，就

是要进一步加大对奶农的
救助举措。奶牛养殖是不少
农民脱贫致富的唯一路径，
在“卖奶难”严重地区，地方
政府应对陷入困难的奶农
实施基本救助，采取多种形
式帮助奶农渡过难关。

政府不袖手旁观，就
是要在尊重市场规律的同
时， 加强对市场秩序的培
育， 启动生产监测和风险
预警机制，建立收储机制，
合理调节洋奶进口供需，
减小价格的大起大落。

政府不袖手旁观，就
是要加强宏观政策指引，制
定乳业发展长远战略，引导
我国奶牛养殖由“散、 弱、
小”走向规模经营，引导我
国乳业从传统走向现代。

过去几年我国奶业市场
屡屡陷入“倒奶杀牛”和“奶
荒牛贵”的养殖怪圈：

2008年
三聚氰胺重挫乳价

三聚氰胺事件发生后，
受消费者恐慌心理影响，全
国生鲜乳价格一路下滑，到
2009年7月底达到最低点，内
蒙古、 河北等全国10个奶牛
主产省（区）生鲜乳平均价格
为2.30元/公斤， 黑龙江和宁
夏生鲜乳价格甚至跌破2元/
公斤。奶牛养殖效益下滑，直
接挫伤了奶农积极性， 卖牛
杀牛现象严重， 奶牛存栏量
迅速下降。

2009年
需求恢复乳价回升

下半年开始，国内市场对
乳制品的需求逐渐恢复，生鲜
乳价格触底回升， 奶业开始
恢复性增长。 国家出台举措
鼓励奶牛标准化规模养殖，
引导乳企加强奶源基地建
设，散户奶农面临生存压力。

2011年
“倒奶卖牛”又出现

6月，一些乳企以“卫生
不达标” 为由拒绝收购散户
手工挤奶， 吉林长春等地出
现倒奶卖牛现象。

2012年
“奶荒”严重，价格飙升

由于奶牛散养户大量退
出， 但是规模化牧场未能填
补缺口， 全国奶牛存栏量大
幅减少，“奶荒”严重，原奶收
购价格直线攀升。 至2014年
初，10个奶牛主产省（区）生
鲜乳平均价格攀升到每公斤
4.27元左右， 达到近年来的
最高点。

2014年
乳价进入下滑区间

为应对“奶荒”困局，国
内乳业巨头加大“走出去”力
度， 把常温奶高端产品的奶
源更多转移到海外。 与此同
时， 在全球奶价疲弱的背景
下， 低价进口乳制品开始不
断冲击国内市场。 国内生鲜
乳平均价格自2014年春节过
后迎来拐点，进入下滑区间。
到2015年1月第一周，全国主
产区生鲜乳价格为每公斤
3.67元，同比下降12.4%。

■据新华社

1月10日，在北京市延庆县大榆树下辛庄村村头奶站，工作人员在将一桶鲜奶出售。当地“倒
奶”事件经媒体披露后，政府多方协调，奶企和收购商已全部收购牛奶。 新华社 图

创新奶业生产经营
体制提升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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