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單獨二胎』政策開
放後，從2015年起的五
年，嬰兒潮引爆的紅利至

少約4萬億元（人民幣，下同），成為刺激消費的新引擎，中
外及港資企業均能受惠。」有專家如此測算。
北京大學經濟學教授梁建章預計，實施新政的最初幾年，每

年將多生200萬至300萬嬰兒。如果完全放開限制，這一數字預
計將上升到300萬至500萬，這對拉動內需有㠥重要的意義。
華泰證券的報告也預計，「單獨二胎」引發的嬰兒潮最快

會在2015年出現，往後數年持續有人口出生小高峰，預期2015
年、2016年會分別額外新生200萬人，2017年多生160萬人，
2018年及2019年分別多生約120萬人，即五年間額外有800萬嬰
兒出生；倘若以一個嬰兒從出生到大學畢業需要花費48萬元
計，這批新生嬰兒在2015年起的五年，至少能激發近4萬億元
的產業紅利。
也有業者預期，「單獨二胎」開放後，新增新生兒將在

2015至2019年之間，帶來幾萬億元的市場消費，為嬰幼童服、
奶粉、玩具、保健品乃至教育等市場，開拓出一片藍海。
未來可預期的龐大嬰幼兒出生率，無疑將對嬰兒相關行業

帶來可觀的前景。有統計顯示，2010年中國0至12歲的嬰童市
場需求至少在1萬億元，2012年中國將成為全球最大的嬰童消
費市場，到2015年則可能達到2萬億元的規模，而遠景規模則
可達3萬億元。逐漸龐大的中國嬰童產業市場，其未來增長空

間像是一塊巨大的吸金石，吸引各方關注。
作為嬰兒口糧的奶粉產業也將直接受惠。業內專家表示，

「單獨二胎」開放新政給中國奶粉市場帶來的利好，預計將在
2015年體現出來，屆時將拉動奶粉市場出現20%至30%的增
長，令奶粉市場年銷售額擴容60億元至100億元。去年，在資
本市場，國內嬰幼兒奶粉業的整合大幕已拉開，如蒙牛收購
雅士利，合生元2,000萬歐元收購法國供應商、著名乳製品生
產商ISM20%股權，聖元收購上海育嬰博士等，業內預計今年
該行業的併購、重組、投資將更頻密發生。
在玩具消費方面，中信證券的研究測算，「單獨二胎」將

在未來三年為內地玩具市場帶來分別3.1億元、3.5億元、3.8億
元的增量，每年平均增幅額外提振約0.6%；整體而言，中國
玩具市場在往後數年，會保持每年10%至15%的較快增長。
海通證券分析師也認為，「單獨二胎」政策必將帶動母嬰

產品的消費。個股方面，奶粉業的貝因美、伊利股份、三元
股份、光明乳業、西部牧業；玩具業的群興玩具、高樂股
份、驊威股份、星輝車模、奧飛玩具；嬰兒用品業的衛星石
化、江南高纖、中順潔柔、北玻股份；幼兒輔教相關的鳳凰
媒體、中南傳媒、皖新傳媒等都可密切留意。
嬰兒潮商機還令外資受惠，以奶粉產品為例，有業內人士

指出，自2008年三聚氰胺「毒奶粉」事件發生後，進口奶粉
在內地市場佔有率達6成；「單獨二胎」帶來的新需求，估計
會有很大部分投向洋奶粉。

事實上，自從放寬生育政策的消息報道後，近期有10多個
新的洋奶粉品牌進駐西部重慶，希望及早搶佔商機。荷蘭著
名嬰幼兒奶粉品牌「牛奶客（Neolac）」，近日亦宣布從2014年
開始將加大對中國市場供應，有關負責人直言，二胎政策是
他們加碼拓市場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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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界預期，「單獨二胎」政策勢將帶動母嬰產品的消費。

從2014年首季開始，內地將會陸續開放「單獨二胎」政策，內地兒童用品相關行業早已受到市場

關注，特別是乳製品行業。現代牧業副主席兼總裁高麗娜接受本報專訪時指出，「單獨二胎」政策長

遠來看會拉動奶源需求，但影響最早要在今年下半年才能顯現。面臨這樣一個巨大的發展機遇，現代

牧業也將一如既往的站在行業的排頭，抓住一切可以利用的資源加快發展步伐，繼續發展規模化牧場

建設，同時大力擴展自有品牌的銷售，力爭2014年再創新高。 ■香港文匯報記者 羅縈韻

政策落地乳業商機四起

2014年，在目標為「重塑」消費者對國產奶
粉信心的新政作用下，將有一批中小型奶粉企
業因工藝和產品質量不達標而被清理出中國市
場。業界預期，今年四、五月份，國家認監委
和商務部或將進一步出台貼牌奶粉管理辦法；
由此預計到今年五月左右，將有一半的企業退
出嬰幼兒奶粉生產市場，而奶粉終端零售價格
將會有所提高。
這場中國乳業在2013年開啟的改革大幕將在

2014年展現效果。隨㠥奶粉產品監管新標準的
愈發完善，市場上現有的乳企在2014年極有可
能被逐個審核，預計首先將有一批靠代工生產
奶粉的企業會退出。根據2013年全新政策針對
嚴格市場准入的規定，工信部消費品工業司副
巡視員高伏表示，「十二五」期間不再審批新
建嬰幼兒配方乳粉企業項目，接下來的主要工
作是對現有乳企展開清理和審核。
目前，中國有128家乳企，每日收奶量低於

100噸的小企業佔70%至80%，它們很多沒有奶
源保證、無可追蹤追溯系統、化驗檢測能力跟
不上，奶粉的安全和質量難有保證，這些企業
肯定很難通過這次嚴格的審核。同時，現時國
內代工生產的品牌整體市場份額在80億元到100
億元左右。基於未來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總
局將對企業展開生產審查，並將在今年5月31日
前全部結束，業界由此預期，到今年中，或將
有一半的代工生產奶粉退出市場，為整個市場
騰出約50億元的份額。

伊利集團品牌部工作人員表示，由於乳業食
品安全近年來受到社會的高度關注，企業也在
不斷地提高產品生產工藝，投入頗多，而行業
整體情況也有了極大改善，但是也不排除出現
一些企業生產條件不達標的情況，隨㠥工信部
陸續對乳企展開清理和審核，一部分企業將退
出市場，在短期內或會影響員工就業，但是從
長遠來看反倒是一件好事，可以迅速提升整個
行業乳製品的生產質量。
不過，中投顧問高級研究員鄭宇潔指出，目

前來看，要實現乳企生產、銷售的全程產業鏈
監管依然存在很大的困難。因為對於國內不少
乳企而言，生產嬰幼兒奶粉的基粉是從國外進
口，國內監管機構無法對國外企業奶源進行有
效監管；另一方面，食品藥品監管部門、衛生
防疫部門、畜牧部門等依然是「各司其職」，雖
然分工明確，但是缺乏總體上的協調，監管審
查過程中的漏洞依然會存在。
未來內地乳企備受嚴控監管已成共識，而乳

業在如此強烈的整頓風之下，中小企業找大企
業做靠山或者抱團取暖或將成為趨勢。以蒙牛
收購雅士利為例，還有伊利、光明以及聖元國
際、合生元等全都早已在去年通過某種方式實
現了併購。業界亦相信，在政府的主導下，
2014年國產乳企之間的兼併重組的現象會更加
明顯，會有更多的品牌被收購或兼併。但無論
如何，其實都是為了一個最終的目的：提高國
產奶粉的消費者信心與市場份額。

乳業將迎新一輪大整合經歷了波動
的 2 0 1 3

年，2014年的乳
業市場會有甚麼值得關注的？奶荒、漲價、乳企整合
或將成為最核心的關鍵詞。乳業專家宋亮接受內媒訪
問時指出，到今年第二季度，奶荒將有望得到初步緩
解。宋亮指出，這主要有四個理由，一是2010年和
2011年新建的牧場將在2014年投產；二是企業會減少
對原奶依賴的產品；三是農業部會出台相關補貼政
策，減少養殖戶退出市場的比例；四是2014年進口奶
粉價格下降，隨㠥進口奶粉數量的增大，對緩解奶荒
也有幫助。
廣州乳業協會理事長王丁棉也表示，隨㠥國際奶價

的下行、國外進口量的增加，國內的奶荒會逐步得到
緩解。雖然短期奶荒或許會緩解，但宋亮認為，隨㠥
消費需求增長，奶源緊張始終是長期要面對的問題。
根據乳業發展規律，奶源供應緊張的局面至少會持續
十年左右，因為預計十年左右的時間內地乳業才會完
成這輪轉型。即使如此，由於原奶產量增長的速度依
舊落後於國內需求的增長，因此，缺口會長期存在，
這部分缺口需要靠進口來彌補，國內乳業要實現自給
自足依舊很難。
不過，依靠進口也會存在一定風險�，由於國外奶

粉原料價格低於國內，隨㠥國門進一步打開，海外乳
製品將對國內造成衝擊，這或許會進一步打擊奶農養
牛的積極性。由此可以預見，如果節奏把握不好，放
任國外乳製品大舉進入國內，國內恐怕會有更多奶農
退出養殖，到時候，即使沒有奶荒，國內乳製品市場
很大一塊將被海外搶去，這才是值得擔憂的。
事實上，奶源價格上漲不僅僅是供求關係導致的，

奶牛養殖成本上升也進一步推高了原奶價格。業內人

士表示，牛奶漲價已經是趨勢，只是一段時間內漲價
的幅度問題。經歷了去年下半年的多輪漲價，預計到
今年漲價會趨緩。王丁棉預計，今年規模牧場的原奶
價格將會在每公斤4.5元左右，散戶會在每公斤3.8至4
元左右。不過，在各項成本均上漲的今天，牛奶漲價
料將長期持續下去。
此外，乳業人士預計在成本重壓下，國產奶粉會有

一定幅度上漲，而大量進口奶粉則由於此前反壟斷調
查中承諾一年內不漲價，預計今年下半年可能會開始
漲價，而且更多是採取配方升級、更換包裝的形式實
現變相漲價。
面對國內乳業市場現狀，此前連續出台的多項政策

預計將推動乳業市場加速整合。目前，對進口乳製品
的整合主要是提高准入門檻，剔除部分不達標準或者
生產技術實力較差的進口品牌，現時已有部分進口乳
粉品牌退出國內市場。
對於國內乳粉的整合，工信部計劃對乳企的兼併重

組分三步走：第一階段為摸底調查；第二階段是培育
10家年銷售收入超過20億元的大型企業，前10家國內
品牌集中度達到65%；到2018年底第三階段工作完
成，形成3至5家銷售額超過50億元的企業，最終配方
奶粉企業整合到50家左右。
王丁棉表示，國產乳業至今仍不被消費者看好，可

以說得上是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現在要想恢復信
心，也絕非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因此，要有打持久戰
的㞫心、信心及決心，所幸的是，政府現在拿出了前
所未有的決心來進行整治，也已起到了一定的震懾作
用，這給企業和消費者看到了行業的生機與發展存在
希望。只要政府堅持嚴管下去，抓它幾年，保證出台
的政策措施得到貫徹執行，持之以㞫，行業會越來越
規範，廠家會越來越自律。

今
年
乳
製
品
漲
價
或
成
趨
勢

內地開放「單獨二胎」政策，對乳製品行業堪稱重大利好。業內
預計，二胎政策落地後，內地奶粉市場每年將擴容38.5億至77億

元人民幣。現代牧業也認為，2014年，整個乳製品行業將面臨更大的
市場空間，同時也會迎接更加規範和完善的行業標準考驗。與此同
時，未來的養殖業同樣會有更多的發展空間，政府將積極推動成立養
牛合作組織、更多的財團和企業投鉅資建設規模牧場，推動傳統落後
的個體養殖戶快速的退出，高品質的優質原奶佔比將會越來越多。
在高麗娜看來，去年內地原奶短缺的情況是有史以來最嚴重的，供

求的缺口高達20%，刺激原奶價格不斷上升。原奶價格以往只有7%至
8%的漲幅，去年竟漲近20%。「價格簡直高得離譜，高得不正常了，
有些根本是炒出來的。雖然原奶供求缺口將會長期存在，但我覺得市
場不可能長期鬧奶荒，今年原奶價格將回歸理性增長，估計上漲5%左
右。」她指出，去年牛隻疫情嚴重，加上肉價持續上升，吸引農戶棄
養殺牛，故導致奶牛供應銳減，出現奶荒，連加工企業都要減產。
內地原奶價格升至歷史高位，吸引了資本湧進建牧場。不過高麗娜

認為，即使有人加入，產能也不會馬上上升，因為從集資建廠、到購
買小乳牛、至成長為泌乳牛，需時至少要24個月。新加入者需由建牧
場開始，奶荒一時三刻難以解決，而現代牧業龍頭的位置亦難以動
搖。高麗娜指出，由於公司最先以大規模、集約化和最高標準品質的
奶源供應乳品加工企業的高端產品，早已成為行業的引領者，「別人
發展的時候我們仍在發展。只要我們在發展，別人就趕不上。」
作為中國最大的原奶基地公司，現代牧業定下2015年的目標是擁有

30個牧場，飼養25萬頭牛，生產100萬噸原奶，目前其在內地擁有22個
牧場，存欄奶牛達18.36萬頭，其中泌乳牛8.26萬頭，預期今明兩年產
奶牛年增速達20%以上。
乳牛的單產（即每年每頭牛產奶量）是影響總產量的重要因素。高

麗娜表示，公司一直採用配種及飼料加精來提升單產，現階段乳牛年
單產約為8.5噸，已經超過澳紐乳牛約7噸至8噸的單產量，預計今年
公司乳牛單產可達8.7噸，至2015年則達9噸，與美國乳牛年單產9.4噸
看齊。

積極發展自有品牌
現時現代牧業一年自產的乳牛約2萬頭，當業界認為公司可以自給自

足時，高麗娜表示今年還要買牛。「因為要建新牧場，今年可能至少
要買6,000頭牛。要實現100噸奶的年產量，或許28個牧場可以實現，
30個也可以實現；23萬頭牛可以實現，28萬頭也可以實現。公司要根
據市場做調節，並不是說去年不買牛就永遠不用再買。」2萬頭自產牛
加上6,000頭外購，今年現代牧業或將有近3萬頭新增牛。
談及公司與同業比較，高麗娜表示，市場上一般規模的牧場日產只

有400至500噸，但公司牧場的每日單產達到2,300多噸，遠超其他同
行。事實上，現代牧業從成立之初就有了一個高定位、高起點和高標
準，所以公司所有的牧場全部按照美國大規模養殖模式規劃設計，採
用科學的飼養殖方式，執行嚴格的流程制度，生產出具保證的優質牛
奶，特別是公司的自有品牌，無運輸環節、零距離；從擠奶到加工兩

小時完成全過程，可以稱得上是目前內地真正能達到純、真、新、鮮
的牛奶。
「好的奶源才能產出好的產品，這是乳品行業的鐵律。我們作為養

殖企業，不以規模為衡量標準，而是以數據指標來看品質。現代牧業
無論從牧場養殖還是最終實現經濟效益與資源環境的平衡，都走在行
業前端。」高麗娜如此說。據悉，該公司原奶佔高端奶源的大部分市
場，按照產量計算，現代牧業是蒙牛「特侖蘇」品牌原奶70%以上的
奶源供應，高端奶仍是公司未來的增長點。
2014年，現代牧業除繼續新的牧場建設外，公司還將擴大國內區域

發展，全面鋪開自有品牌常溫奶在全國銷售的銷售網路。「目前北
京、上海作為主打市場已有一定的自有品牌，但是在廣州、深圳、東
北等地方還是不足，今後會慢慢擴大銷售規模。」
同時，公司或與蒙牛合作共同擴大低溫產品的市場。據了解，該公

司與蒙牛簽定合約，到2018年每年最少有七成的原奶產量要賣給蒙
牛，高麗娜表示，蒙牛也跟其他人買奶，「我們不是她的唯一，她也
不是我的唯一。」公司餘下約16%的牛奶，會售予一些較大的地方品
牌及照顧自有品牌，奶價格高過蒙牛，每公斤約貴0.1元至0.2元。
事實上，現代牧業近期已積極發展自有品牌。2013年度，公司自有

品牌奶的銷售額有1.73億元，同比增長約4.8倍。高麗娜表示，自有品
牌暫時不會做任何花式味道，而蒙牛想與之合作推出的低溫奶，雙方
有意保留現代牧業的商標，公司也可能利用蒙牛的渠道進入超市，但
具體戰略合作計劃仍在調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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