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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從不知Aptamil、Hipp、Nutrilon、NUK為何物，而今卻能清晰地道出各種品牌的優
劣，分屬哪個國家，折合成人民幣的大致價格。「我兒子先未體會『中國夢』，就已深感了

『地球村』的概念。」小吳笑稱。
早在去年6、7月份，小吳的兒子還未出生，夫妻倆就開始糾結㠥奶粉、嬰兒用品諸事，每

日逛的論壇網站，不再是「國是論衡」，而是「寶寶樹」、「北京媽媽網」等育兒養兒的頁
面。經過反覆比較和諮詢，最終小吳將目光鎖定在Aptamil和Hipp兩個德國品牌。

隨後的一個月內，小吳夫婦發動人際網絡，頻頻聯繫身在歐美的同學朋友代購奶粉。他們
從未想過，原來那些多年不聯繫的朋友，開口第一句話竟是：「能幫我買點奶粉寄回來嗎？」
最終小吳找到了同學的同學，答應從德國代購奶粉，並幫忙寄到家。經過了一個多月的等
待，小吳最終以120元人民幣（約港幣150元）每盒的價格囤了12盒600克的Hipp有機奶粉，
喜迎龍寶寶降生。

靠㠥這12盒奶粉和母乳，小吳和兒子度過了4個月的快樂時光。眼見奶粉即將見底，小吳
再次通過層層關係聯絡到此前的代購人，卻被以奶粉難買為由拒絕。小吳再三懇求，代購人
最終同意購買，可價格漲到了每盒140元人民幣（約港幣175元）。為了保障孩子的優質口
糧，小吳欣然應允。但未幾對方又回覆稱：「要跑好多個超市才能拼到幾箱子，你加的錢還
不夠汽油費呢，以後沒法再幹這種賠本買賣了，Sorry！」

「求代購被拒，這太刺激人了，我必須自力更生，學會海淘。奶粉輔食，我來啦！」小吳
咬牙切齒地跟老公說。憑藉近十年國內網購的功力，通過各種海淘網站，小吳花了兩天時間
學習攻略。

經過一番比較，初次海淘，小吳的目標鎖定德國「W家」網站（Windeln），奶粉首選
Aptamil，Hipp備選。下載能夠將各國文字翻譯成中文的Google瀏覽器，登陸W家網站，她發
現Aptamil1段和2段都沒貨。迅速啟動備選方案，最終在W家訂了6盒Hipp2段和4桶Aptamil3
段，以及一套化妝品，總價140多歐元（約港幣1,400元），9.7公斤的分量，轉運公司收費400
餘元人民幣（約港幣500元）。「真是個技術活啊，堪比抗戰時期將藥品運回解放區。除了找
一家靠譜的轉運公司，還得看海關是否『仁慈』。」

海關是整個海淘過程中一個關鍵點。一個是清關時間，另一個就是關稅。「因為清關時間
沒定時，快時10天左右貨就到手，慢時整整4個月。」至於關稅，「那就是拚人品。」小吳
的「人品」還不錯，經過50天的翹首期盼，一個來自德國的大箱子順利送達家門。沒有關
稅，沒有「爆罐」，小吳還驚喜地發現，自己海淘的奶粉每桶比網絡代購便宜至少30元人民
幣（約港幣37元），比商場便宜了100元（約港幣125元）。此後，每次海淘到貨，小吳都能高
興上一整天。

幾次海淘成功到貨後，小吳成了單位的海淘達人，還專門總結一個海淘攻略供大家學習交
流。她認為，海淘擁有三件利器就能「走遍天下都不怕」。首先，準備一張信用卡，得是美
元卡、歐元卡或者是雙幣卡。第二步是下載Google瀏覽器。最後，找一家可信的轉運公司。

「這樣海淘的任督二脈就算打通了，剩下的就是在實戰中比較各個網站的價格和轉運公司的
優劣。」

隨㠥越來越多中國媽媽尋奶觸角的延伸擴張，德國、美國、新西蘭、荷蘭、香港紛紛表
示無法承受，提出限購、限帶舉措，圍堵「瘋狂的中國媽媽」。在收到首次海淘的10盒奶粉
後，小吳猛然發現熟悉的W家Aptamil全系列奶粉連續一個月顯示沒貨，Hipp的官方網站也
是長期缺貨，她再度心急火燎，連走路都想㠥怎麼搶奶粉，「我得為兒子囤足未來一年的
奶粉」。

小吳首先想到的是盤點周圍的朋友近期有誰去香港，安排每人扛兩罐奶粉，「不管什麼奶
粉都行，總比吃到那1%不合格的國產奶粉強」。隨後又在網上打探到，為了防止中國媽媽搶
貨，W家經常在北京時間的後半夜上新貨，她就連續一個禮拜半夜兩三點起床觀望，終於等
到了16盒Aptamil1+奶粉，迅速拿下。

雖然，這單奶粉被收了關稅，但在許多媽媽看來，她依然是令人羨慕的，畢竟小吳搶到了
奶粉，而她們都面臨㠥「有錢沒奶粉」的窘境。無奈的媽媽們只好在某寶上尋找各種靠譜

不靠譜的外國代購，高價求無法知悉真假的奶粉。目前，小吳已打算另闢蹊徑，找沙
特代購阿拉伯版的Aptamil，「德國原裝進口，還便宜」。

內地奶粉安全問題一直是國人不可言及之痛，為寶寶喝上放心奶，內地

媽媽不惜在香港甚至外國搜購，然而隨㠥香港實行限帶令，最近英澳等國

也相繼對中國消費者實施奶粉限購，使海外購買奶粉的門路又多關幾道。

「我的『中國夢』很簡單，就是希望中國奶粉合格率100%，中國娃娃能放

心喝上國產奶。」這是千萬內地媽媽真切的心聲，折射㠥她們無奈又悲哀

的尋奶囧途。

本報記者為此採訪多位內地媽媽，透過她們的艱難求奶經歷，揭示她們

內心世界，特推出「『囧媽』求奶記」系列專題，以饗讀者。

「世界上最遙遠的距離：孩子在懷裡，奶粉在

對岸」，這是中國千百萬媽媽們的心聲，可憐又

無奈，心痛又悲哀。

不是中國的媽媽們都崇洋媚外，定要捨近求遠

費盡周折的給寶寶們吃洋奶粉。只是中國的奶粉

實在是讓人不放心，中國的奶粉企業實在是讓人

不省心，中國的監管部門實在是讓人不安心。

越來越多國家和地區開始對中國媽媽實施奶粉

限奶令。「泱泱大國，上可蒼穹攬月，下可蛟龍

入海，卻造不出一罐合格的奶粉，令人痛哉

啊！」國人為之臉紅之時又提出：限奶令究竟打

了誰的耳光。

縱觀多年來曝光的國產奶粉事件，有奶農見利

忘義在奶源中添加三聚氰胺，有不良企業讓過期

牛奶、不合格牛奶再次流入市場，有行業內部惡

性競爭，內鬥攻訐，導致摻假作假。這些都值得

檢討。然而，除此之外，中國政府職能部門更應

檢討，監管不力，執法不嚴，難逃其責。

一個多世紀前的美國「泔水奶」事件，催生了

美國的《純淨食品與藥品法》；十幾年前日本

「雪印奶粉事件」促使日本出台《食品安全

法》；2008年中國的三聚氰胺事件催生了《中華

人民共和國食品安全法》的出台。

有了法律保障，為何奶粉事件還層出不窮，頻

繁曝光？只能說明，相關部門監管存在漏洞，執

法存在盲區。

有了「灰色前科」的中國奶粉已經陷入信任泥

沼，任何一家奶粉企業出了問題，整個國產奶粉

行業就會從此淪陷，誰又敢保證下一個問題不會

成為壓垮國人信心的最後一根稻草。無論是奶

農、奶企還是政府部門，都該打起精神，讓中國

奶粉盡早走出陰影，讓中國寶寶口糧盡早「脫

洋」，讓中國媽媽盡早

省心安心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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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期後的第一天，北京的小吳起了個大早，開㠥她的新車一路急奔，趕在上班前奔

赴郵局，繳稅並領取她從德國淘回來的Aptamil奶粉。從去年8月小吳家兒子出生至

今，從未喝過一盒國產奶粉，不是Hipp就是Aptamil，「海淘」（海外網站購物）成了

小吳生活中一大任務。然而好景不長，除香港的奶粉限帶令外，新西蘭、德國、澳

洲、荷蘭、英國等國亦紛紛推出限奶令，令有錢難買心頭好。「中國人不信任國產奶

粉，寧肯在國外花錢買鄙視，成為限奶的重點防範對象。真是悲催啊！」這是小吳的

感慨，亦是許多中國媽媽的悲歎。 ■香港文匯報記者 江鑫嫻、馬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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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略二：「海淘」3利器——美元卡 Google瀏覽器 轉運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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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奶地點 推出時間 相關規定

新西蘭 2012年10月 禁止個人郵遞購買本國奶粉，主要超市則限制個人最多一次買2罐奶粉

澳　洲 2012年10月 部分超市限購奶粉，有的一次只能買2罐，有的只能買4罐，有的不限購

德　國 2013年1月 德國DM大型連鎖超市對嬰兒奶粉限購，每名顧客每次最多只能買3罐

澳　門 2013年1月 對買奶粉的市民進行登記，以限制大量多次購買傳銷內地，每月限購5罐

荷　蘭 2013年1月 各大超市、日用百貨店和藥店普遍限購，每人每次只能購買1罐

香　港 2013年3月 每名16歲以上人士可帶不超過1.8公斤奶粉，即大概2罐

英　國 2013年4月 英國規模最大的幾家連鎖超市對嬰兒奶粉限購，每名顧客每次最多只能買2罐

資料來源：新華網／中新網

各地限奶令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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