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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杯奶，强健一个民族，奶

业发展与每位国人息息相关。

然而，2008年三聚氰胺事件给中

国奶业造成重大打击。痛定思

痛，浴火重生。经过8年的艰苦

努力，我国奶业实现了跨越式发

展，乳品质量安全水平处于历史

最好时期，奶业一体化发展初见

成效。面对巨大的市场潜力，民

族奶业大有可为——

实体经济企业期盼已久的降成本再迎利好。8 月
22 日，国务院印发 《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工作方
案》，从合理降低企业税费负担、有效降低企业融资
成本、着力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等 8 方面，推出了
30项帮助企业降成本的实招、硬招。

“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降成本是
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形势下，广大企业关心的核心话
题之一。”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
所副所长李佐军接受 《经济日报》 记者采访表示。他
认为，当前民间资本投资增速下滑，重要原因是宏观
经济承压，市场需求下降，企业两头受压，预期投资
收益率下降。要激发经济发展活力与潜力，降低企业
运营综合成本刻不容缓。

专家表示，从当前企业运行情况来看，降低制度
性交易成本既是重中之重，又是急中之急。为此，

《方案》 直面实体经济企业发展的成本痛点，提出了
一系列针对性强、操作性强的措施。从宏观层面而
言，提出要提高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和水平，大幅压减
各类行政审批前置中介服务事项，逐步实行全国统一
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等；从微观层面而言，提出
要降低电力价格、物流成本等等。

行简政之道，革烦苛之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企业研究所中小企业研究室主任王继承表示，本届政
府抓住简政放权这个“牛鼻子”，不断取消和削减行
政审批事项，为企业运行营造了良好环境。特别是商
事制度改革，极大激发了实体经济企业的活力与热
情，但是，一些“换马甲”“玩花样”的现象也屡禁
不止。为此，《方案》 也强调建立市场准入负面清单
等制度性举措的重要性。

政府也是降成本的重要环节，用政府权力的“减
法”、管理服务的“加法”，换取市场和社会活力的

“乘法”。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黄璜表示，要
切实降低企业成本，一是政府要把该管的管好，例如
加大对专利、注册商标、商业秘密等方面知识产权侵
权假冒行为的打击力度，降低企业维权成本，营造企
业竞相创新的市场氛围；二是要把政府管好，政府的
手不要伸得太长，要减少政府对市场和企业不必要的
干预，不该管的坚决不能管；三是要转变政府职能，
建设服务型政府。

财务成本过高也是我国企业，尤其是小微企业发
展面临的一大难题。《方案》 提出，要有效降低企业
融资成本，用能用地成本，降低企业物流成本等，意
在推动垄断领域市场化改革，多环节降成本。“降低
电力价格、减少物流成本等具有极大的正外部性，短
期看个别市场主体收入少了，但长期来看对总体企业
发展、全社会经济活力的增强有较大促进作用。”王
继承说。

不过，李佐军认为，在做好外部降成本的同时，
企业也要加强自身管理，进行内部管理创新，优化组织
结构，避免因内部决策不当带来的成本浪费和损失。只
有外部内部同时发力，才能最大程度地降低成本。

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实招频出——

降成本硬仗许胜不许败
本报记者 祝惠春

本报北京 8 月 24 日讯 记者杨学聪报道：今
天，北京召开“放管服”改革电视电话会，明确年底
前北京将完成 54 项“放管服”改革任务，不仅要彻
底终结非行政许可审批这一类别，还要将行政审批中
介服务减少一半。

北京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王军表示，
为解决投资项目审批多、审批慢、审批难的问题，北
京制定了 《北京市公共服务类建设项目投资审批改革
试点实施方案》 和 《关于加快本市交通基础设施等公
共服务类建设项目投资审批有关工作的意见》。“可以
说这两个文件是对解决审批多、审批慢、审批难等问
题下了一剂猛药。”王军说。

据了解，2012 年国务院推动“放管服”以来，
北京已先后取消和下放 511 项审批事项，其中取消
306项、下放 205项，精简比例 52%。

“放管服”改革下猛药

北京非行政许可审批将终结

本报北京 8 月 24 日讯 记者林火灿报道：国家发
展改革委已于日前印发《关于印发推进医疗服务价格
改革意见的通知》，要求各地价格主管部门抓紧制定出
台改革实施方案，确保进一步细化的改革方案在今年
年底对外发布实施。这意味着到今年年底，医疗服务
价格改革将在全国各地全面铺开。

《通知》要求，各地价格主管部门要抓紧制定出台
改革实施方案，并在深入调研、精准测算的基础上，牵
头制定部门联动、措施衔接的医疗服务价格改革实施
方案，进一步细化改革措施，于 2016 年底前报备国家
发展改革委价格司，并对外发布实施。

《通知》还要求，前期已先行开展改革的地区，要进
一步拓展改革思路，加大改革力度，创新改革方式，在
取消药品加成的基础上，逐步降低大型医用设备检查
治疗和检验价格，规范诊疗行为，降低药品、耗材等费
用，为进一步调整医疗服务价格腾出空间，加快理顺医
疗服务比价关系。对于尚未实施改革的地区，则应加
快落实取消药品加成政策，调整医疗服务价格，逐步理
顺医疗服务比价关系。

有关专家表示，加快推进医疗服务价格改革，有利
于逐步理顺医疗服务比价关系，进一步完善医药价格
形成机制；有利于建立符合我国医疗卫生特点的医药
价格管理体系，促进医药行业健康发展；有利于推动建
立公立医院科学补偿机制，破除以药补医。

医疗服务价改年底前全面铺开
将破除以药补医现象

本报北京 8 月 24 日讯 记者曹红艳

报道：环保部今天发布的环境执法情况显
示，上半年全国各级环保部门实施按日连
续处罚案件 307件，罚款数额达 26447.62
万元。截至 7 月底，全国 32 个省 （区、
市、兵团） 共排查发现违法违规建设项目
62.4 万个，已完成清理整顿任务 19.1 万
个，约占总数的 31%。

目前，除西藏外，各省 （区、市、兵
团） 均已按要求在省级环保部门网站公开
了违法违规建设项目排查清理情况。下一
步，环保部将继续按月调度各省 （区、
市、兵团） 建设项目清理进展情况，并适
时组织督查。

根据环保部环境监察局局长田为勇通
报的各地在落实地方党委政府环境保护责
任方面的进展，截至目前已有 11 个省份
出台环境保护“党政同责”“一岗双责”
制度，8 个省出台“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
境损害责任追究实施细则”。这些制度的

落实，厘清了各级党委政府环保责任，明
确了各部门任务分工。

在案件查处方面，环保部组织地方
各级环保部门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其
中，环保部组织查处了污染源自动监控
弄虚作假典型案例 8 起，私设暗管偷排
偷放案件 3 起，机动车尾气排放弄虚作
假案件 2 起，环境影响评价资质弄虚作
假案件 16 起，共拘留 22 人。地方各级环
保部门还先后查处、曝光了一批涉嫌偷
排偷放、超标排放的典型违法案件，起
到了以案释法、以案说法的作用及明显
的震慑效果。

上半年，地方各级环保部门实施查
封扣押案件 2942 件；实施限产停产案
件 1202 件；移送行政拘留 1291 起；涉
嫌 犯 罪 移 送 公 安 机 关 案 件 840 起 。 与
2015 年上半年相比，按日计罚案件数量
上升 6%，适用查封扣押案件数量上升
62% ， 适 用 限 产 停 产 案 件 数 量 上 升

10%，移送拘留案件数量上升 65%，移
送 涉 嫌 环 境 污 染 犯 罪 案 件 数 量 上 升
14%。

据介绍，为推动重点问题解决，同一
问题既对企业又对地方政府实施挂牌督
办，增强了影响力及效果。2016 年上半
年环保部直接挂牌督办案件 19 起，涉及
14 家企业、1 个工业园区、1 个饮用水源
地、5 个地市级人民政府；与此同时，环
保部直查直办，树立了环境执法权威。自
3 月以来，环保部直接出动查办 30 起案
件 ， 涉 及 排 污 企 业 及 环 境 问 题 53 家

（件）。对这些案件的直接查办，既树立了
环境执法权威，也起到了查处一起、震慑
一批的作用。

下半年，全国各级环保部门将继续
加大环境监管执法力度，严格落实 《环
境保护法》 的各项要求，严厉打击环境
违 法 行 为 ， 切 实 保 障 人 民 群 众 的 环 境
权益。

上半年各级环保部门“按日计罚”超 2.6 亿元

环 境 执 法“ 牙 齿 ”越 来 越 硬

中国奶业是一个牵动上下、联动城
乡的产业。上游是 150 多万奶牛养殖农
户，中游是 638 家规模乳品企业，下游
则几乎涉及每个家庭，特别是婴幼儿奶
粉，更是寄托着每一对父母的爱。2008
年以后，我国奶业从政策顶层设计、奶
源质量保障、产业转型升级等层面逐步
发力，开始走上振兴之路。

“经过 8 年的努力，我国奶业实现了
跨越式发展。目前质量安全水平正处于
历史最好时期。我们有信心用 5 年至 10
年时间，力争到 2020年乳品质量达到国
际先进水平，到 2025 年整体进入世界奶
业强国行列，实现奶业振兴发展目标，
把‘奶瓶子’牢牢握在我们自己手里。”
农业部部长韩长赋说。

政策资金同时发力

2008 年 10 月份，我国奶业的第一
部法规—— 《乳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条
例》 正式发布，从此拉开了加强顶层设
计、全面整顿奶业的序幕。几年间，我
国奶业的规范性文件，以极高的频率出
现在公众视野。其中，婴幼儿配方乳粉
始终是奶业管理的重中之重。国家两次
对乳制品及婴幼儿配方乳粉企业的生产
许可进行重审，淘汰了一批奶源无保
障、生产技术落后的企业，严格了乳品
企业进厂原料、生产过程、成品批批检
验等制度。

与此同时，一系列真金白银的财政
补贴陆续进入了奶业领域。从 2008年至
2015 年，我国奶业扶持资金主要集中在
奶牛良种补贴、奶牛规模化养殖、高产
优质苜蓿示范创建、奶牛生产性能测定
等方面，涵盖了生产全产业链，共投入
扶持资金 86.6亿元。

政 策 和 资 金 逐 步 显 现 出 推 动 力 。
2015 年，全国奶牛规模养殖比重接近
50% ， 每 年 平 均 提 高 约 4 个 百 分 点 ；
70%以上的奶牛场采用全混合日粮，规
模化奶牛场、中高产奶牛群为主体的生
产体系初步形成；机械化挤奶、冷链储
运全面实现，推动我国奶业质量安全发
生了革命性变化。

“受婴幼儿奶粉事件影响，进口奶粉
在中国市场占有率曾一度达到 75%；但

最新数据显示，国产奶粉的市场占有率
已经逐步恢复到 50%以上。”河北石家
庄君乐宝乳业有限公司总裁魏立华说。

一份份国际认可的成绩单，书写着
重新崛起中的中国乳业品牌。伊利、蒙
牛进入世界奶业 20 强；君乐宝婴幼儿奶
粉 通 过 全 球 食 品 安 全 标 准 A + 顶 级 认
证，已进入香港市场；现代牧业、飞鹤
乳业获得世界食品品质评鉴大会金奖。

“能明显感到消费者的信心在恢复。”现
代牧业董事长高丽娜说。

严监管更要强自律

近期公布的 《中国奶业质量报告》
显示，我国生鲜乳违禁添加物抽检合格
率连续 7 年保持 100%。2015 年，标志
着乳品品质的乳蛋白率和乳脂率平均值
分别达到 3.14%和 3.69%，分别高于我
国 《生乳》 国家标准 0.34 和 0.59 个百分
点。菌落总数远低于国家标准，主要质
量卫生指标达到了发达国家水平。

“这几组重点指标，标志着乳品质量
安全水平明显提升。从 2009年起，我们带
领全国 43 家质检机构实施全国生鲜乳质
量安全监测计划，抽检覆盖全国所有奶
站，检测指标覆盖所有违禁添加物，监测
范围覆盖全国所有生鲜乳收购站和生鲜
乳运输车，监测三聚氰胺、菌落总数等 10
项指标。”农业部奶及奶制品质量监督检
验测试中心主任王加启表示，奶业全产业
链严密的监管体系，已构建完成。

企业化管理和规模化牧场，对于质
量把控有天然的优势。但我国正处于奶
业现代化发展的攻坚时期，存在很多中
小型养殖场户，这些场户管理相对薄
弱，社会组织化程度较低，如何把控奶
源质量？

中鼎牧业总裁孙国强介绍说，该公
司采用“公司+基地+农户”的“存量整
合、全程托管”模式，用大企业带动中
小牧场整合，与奶农合作，把控中小牧
场的质量。目前，中鼎牧业通过委托、
承包、技术输出等方式，共托管 140 多
座牧场，遍布全国 15 个省市，涉及 10
万头奶牛，辐射带动农户 3000户以上。

“我们为中小牧场配备专门的营养
师、饲料配方师、兽医师，满足其对营

养、饲喂、繁育等环节的需求。专业的
饲养方式使牛奶品质得到较大提升，中
鼎托管牧场奶牛的体细胞数为每毫升 20
万个以下，远远低于欧盟和新西兰的指
标要求 40万个以下。”孙国强说。

转型升级振兴奶业

奶业振兴，必须转型升级。国家奶
牛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李胜利介
绍，由于严管政策的执行有力和市场的
逐渐规范，2015 年，我国奶牛 100 头以
上的标准化规模养殖比重达到 48.3%，
比 2008 年提高 28.8 个百分点，来自规
模化牧场的奶源占 60%以上。这种养殖
格局有利于产业的转型升级。

曾经的阵痛，换来了奶业一体化进
程的快速推进。中国奶业协会副会长谷
继承表示，奶业一体化建设，要实现

“种养加”一体化和“产加销”一体化。
只有通过一体化，才能真正建立起紧密
的利益联结机制，进而实现数量和质量
更加可控。这可以从根本上解决传统奶
业“小、散、低、差”的矛盾。

目前，我国在推进奶业一体化方面
已初见成效。2015 年，全国乳品企业自
建和参股的奶源基地比重超过 20%，比
2008 年增长近两倍。如辉山乳业、现代
牧业奶牛存栏都在 20 万头左右，苜蓿种
植面积都在 10 万亩以上，奶源全部自
给，成为养殖巨头和一体化的典范。同
时，全国有 1.51 万个奶农专业生产合作
社，比 2008 年增加了 6.2 倍，奶农的专
业化能力有了明显提升。

中国奶业协会会长高鸿宾认为，新
常态下的奶业发展目标不是数量增加、
规模扩大，关键是质的提高。用现代科
学技术、物质装备、发展理念、经营方
式、产业组织，改革传统行业，降低成
本，提升效率，增强竞争力。

“中国奶业的振兴大有希望。”韩长
赋表示，中国奶业正迎来良好机遇。目
前，我国人均奶类消费量只有世界平均
水平的三分之一，发展中国家的二分之
一，未来随着收入增加、人口增长、城
镇化水平提高，特别是全面放开二孩
后，奶制品消费需求会不断增加。巨大
的市场潜力，意味着民族奶业大有可为。

8 年来国产奶业实现跨越式发展，质量安全处于历史最好时期——

把“ 奶 瓶 子 ”握 在 自 己 手 里
本报记者 乔金亮

这 8 年，中国奶业前行之路，走得不

易。遥想当年的三聚氰胺事件，几乎给

国产奶业带来灭顶之灾。8 年来，中国

奶业痛定思痛，知耻后勇，奋起直击，终

于开始赢得市场，收获信任。从最新的

数据来看，即使是受事件影响最明显的

婴幼儿奶粉，这几年国产奶粉的市场占

有率也逐渐恢复到 50%。此前，进口奶

粉一度占据国内市场的 75%。

一个行业，最基础的是信心，最重要

的也是信心。这些年，国产奶业在重拾

信心上用尽真心。重拾信心，要靠产品

品质的提升。有好牛，才有好奶；有好

奶，才有好市场。连续数年，奶业一年一

个台阶，一步一个脚印，抽查合格率几近

百分之百，为消费者信心重建打下了坚

实基础。重拾信心，要靠监管科学与高

效。近年来，监管部门在奶业行业标准

和制度设计上苦练内功，并注重在奶制

品生产全产业链条上实现无缝监管，效

果显著。连续 3 年，国产奶质量均处于

历史最好水平，便是有力明证。

罗马非一日所建，奶业信心的恢复

也非一朝一夕。在看到成绩的同时，也

要认清自己，正视差距。要看到，国产

奶业在品质建设上仍有很长一段路要

走，在产品差异化竞争上仍有很大空间

待提升。一方面，要有把中国奶业品质

做成世界一流的豪气；另一方面，要有

直面国产奶业不足的勇气。两者结合，

国产奶业才能真正赢得消费者的信任与

尊重。

用 真 心 重 拾 信 心
瞿长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