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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奶业正经历 2008 年以来最困

难也是最好的阶段。最困难，因为亏损

状况还在继续；最好，因为品质质量处于

历史最好时期。此时，奶业规模化与标

准化也走上相携前行、互相拱卫的道路。

改革开放前，我国 80%的奶牛在城

郊国营农场饲养。2000 年以后，70%左

右的奶牛由农户饲养。受农民自身资金

实力的限制，大多数农户没有能力购买

更多奶牛，没能力建成较好的牛舍，难以

购买挤奶机、TMR 机械，配套技术推广

等也难以推行，规模饲养形不成，生产能

力也就难以提高。由于饲养分散、管理

水平低，原料奶的质量也难以保证。

2008 年的婴幼儿奶粉事件暴露了

当时我国奶业存在的瓶颈——奶源问

题。此后乳企认识到了奶源的重要性，

纷纷向上游扩张。近年来，我国奶业规

模化牧场的占比不断提高，已经超过

48%，养殖小区也正在转型，剩下的纯散

养户占比已不高。随着国家以及地方政

府出台一系列支持规模化牧场的政策，

上下游企业以及社会资本的积极介入，

规模化养殖比例将加速提升。

凭借更好的防疫、饲料、喂养、挤奶、

检测、贮存和运输条件，规模化牧场可以

更大程度上保障奶源的质量安全。规模

化养殖可以提升原奶质量，对抗市场风

险；可以用统一管理和集中经营保证奶

源安全，加大规模经济，提高与收奶企业

的议价能力，对冲奶价以及原材料价格波动的经营风险。

有人提出，要避免奶业规模化变成“奶农退出化”。其实，

散养户的退出是奶业发展的趋势。奶牛养殖业是资金密集型

产业，围绕一头奶牛的各项投入达 3 万元以上。门槛高、投资

回报期长、风险大等特点决定了规模化养殖有一定的难度，如

果没有资本、技术和管理等优势，更是难上加难。

规模化饲养不是最终的目的，它是集约化的前提。只有

将先进的饲养技术集成，标准化实施，才能实现增产提质、节

本增效。规模化不是一个简单的形式，而是推进科学饲养的

机制。规模化养殖并没有一个固定的数字，只要条件允许，有

适合的土地，不影响环境，可以是几百头，也可以是上万头。

规模化的方式也有多种，除企业自己建牧场，发展家庭牧场

外，小区模式也是一种选择。但小区决不能简单地将分散饲

养的农户集中到一个地方了事，必须做到标准化统一。可见，

奶业的标准化和规模化其实是互相结合、互为拱卫的，但在不

具备规模化条件时，必须坚持标准化，从这点上看，标准化比

规模化更重要。

本版编辑 许跃芝 张 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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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化比规模化更重要

乔金亮

一杯好奶，来自好奶牛；一头好奶
牛，来自好的养殖。当前，我国奶牛养殖
状况如何？近日，《经济日报》记者对国
内养殖场户和乳企进行了实地调研。

“以前我们的奶牛吃秸秆、喝凉水、
睡污泥；现在是吃苜蓿、喝热水、睡卧床，
奶牛的饲养环境变化很大。”这是农业部
奶办主任王俊勋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的开
场白。

奶源基地：
舒适的家园

正午时分，河北石家庄君乐宝优致
牧场，饲养员陈浩正为奶牛准备营养丰
富的午餐。“每一段青贮原料都不能超
过 2 厘米，要通过 TMR 自动拌料机给
奶牛配餐。”陈浩介绍，奶牛还可以享
受牛舍配备的牛体刷、牛舔砖等。牛体
刷会在奶牛靠近时自动旋转，能促进奶
牛血液循环，加快新陈代谢，保持奶牛
的干净和舒适。牛舔砖可以为奶牛补充
微量元素。

到牧场要看牛舍。这里是封闭恒温
牛舍，空气畅通、干燥清洁。场长段志峰
介绍，这里有水帘降温，即使在夏天也能
保持恒温。高 20 厘米的卧床是奶牛休
息的地方，工作人员要用自己的膝盖试
验卧床是否干燥柔软。“这个高度不仅舒
适度最高，还能减少奶牛乳房炎的发
生。”兽医师李明超说，牧场为每头奶牛
都佩戴了计步器，可以持续记录奶牛的
步数、体温、产奶量等情况。

君乐宝乳业是河北最大的乳制品企
业，也是记者采访的第一站。在君乐
宝，像这样的牧场共有 8 个。其他与公
司合作的牧场和养殖小区，都 100%实
现了规模化养殖和机械化挤奶。

51 岁的张国栓是河北行唐县旺源
奶牛养殖合作社负责人。这几年，很多
社员把牛卖给他后退出，如今合作社已
成为他独自经营的规模牧场。老张所在
的村早些年有几百名散养奶农，每家养
殖几头奶牛，如今整合为 3 个规模牧
场。同样的奶牛在散户手里时，每头每
天只能产 17 公斤奶，老张管理 2 个月
后，单产达到 28 公斤。“我累计投入近
2000 万元改造提升牛场。原先村民两
个人养几头牛，现在牧场两个人喂 600
多头牛，全部工作人员才 18人”。

“如果没有 TMR 饲料制备机和挤
奶机，奶不会有人收。”张国栓说，这两种
机械决定了奶牛的饲喂水平、健康状况
和挤奶的卫生状况，最终关系牛奶品
质。而一台国产 TMR 搅拌机价格约 30
万元，一台挤奶机要 200万元以上，一般
散户根本买不起，加上近年奶价下跌，不
少散户已退出养殖。

张国栓的牛奶每天通过专门的运奶
车送到君乐宝乳品厂。奶车装有 GPS
定位系统，装奶后打上铅封。常跟老张
打交道的君乐宝奶源部部长陈云说，在
奶业低迷的背景下，传统养殖模式很难
持续盈利。为帮助奶农降低饲养成本，
奶源部组建团队从改善提升奶牛日粮方
面对其进行帮扶。公司还成立了“君乐
宝奶牛大学”，每年定期举办牧场管理
和饲养技术的集中培训。

“君乐宝身处河北，目睹了当年乳
业巨头的坍塌，更能体会到质量的可
贵。如今，从全国来看，三聚氰胺在牛
奶中早就没有了，但阴影还留在消费者
心中。”君乐宝乳业总裁魏立华说，公
司已经制订了把旗下所有奶源基地打造
成生态观光牧场的发展战略，建设开放
牧场和工厂，邀请消费者前来参观，眼
见为实。“仅今年上半年就有 30 多万消
费者走进君乐宝生态观光牧场，带着疑
问来，抱着满意走”。

万头牧场：
温馨的环境

见到现代牧业董事长高丽娜时，她
刚从河北怀来青贮玉米收购现场回来。
公司从 9 月初开始收青贮玉米，每天能
收七八万吨，去年收购了 80 万吨青贮，
今年计划收 110 万吨。“因为多了 2 万头
奶牛，现在公司管理层都在地头收青
贮。”高丽娜说。

高丽娜告诉记者，公司今年采用信
息技术，卫星可以准确定位到地块，收购
时也会扫描二维码，便于远程掌握产
量。饲草料成本占养牛总成本的六成以
上，因此青贮收割对规模化牧场降本增
效有重要价值。现代牧业每个牧场都有
青贮窖，青贮经过 45 天发酵就会成为奶
牛的口粮。

得奶源者得市场。2005 年，现代牧
业在我国首次布局万头奶牛的规模化养
殖，如今已成为我国最大规模奶牛养殖
企业，拥有万头规模奶牛养殖场 27 个，
奶 牛 存 栏 数 近 23 万 头 ，日 产 生 鲜 乳
3200多吨。

在现代牧业蚌埠牧场，记者看到连
片的牛舍和现代化的加工厂房。在加工
厂，一侧成群的奶牛在自动化挤奶转盘
上挤奶，原奶通过管道运送到另一侧，直
接 杀 毒 消 菌 ，2 小 时 内 就 被 灌 装 并 密
封。这一流程省去了原奶灌装运输闪
蒸、预巴杀等多个不必要环节，缩短了成
品加工时间。

把牧场建在饲料场里，把加工厂建
在牧场里，用来保障牛奶的鲜活做法，
被业内称为“零距离一体化”模式。国
家奶牛产业体系首席科学家李胜利教授
说，牛奶的黄金时间是挤奶后 2 小时
内，这时微生物基本不会繁殖，活性物
质也保留得很好，采用这种方法加工的
中国奶在新鲜度和品质上胜过远渡重洋
的洋牛奶。

蚌埠牧场存栏奶牛 4 万头，是我国
单体规模最大的牧场，由此也带来规模
化牧场的一大难题：处理粪污。“粪污处
理有种养结合、循环利用、达标排放、集

中处理 4 种模式。现代牧业主要采用种
养结合模式。”场长陈明说，牧场周边配
套有 10 万亩优质土地，种植青贮玉米和
苜蓿，满足奶牛的饲料喂养；用牛粪发酵
后的有机肥培肥地力，如今已由原来的
车辆运输变为管道输送为主。

“目前万头牧场只有美国和中国
有。”中国奶业协会秘书长谷继承认为，
万头牧场是中国奶业发展的产物，装备
先进，机械化和信息化等程度都很高，粪
污处理也比较规范，注重循环经济和产
业链发展。

不过，规模化养殖还要面对奶业
周期性波动的影响，有时候甚至影响
更大。高丽娜说，2014 年以来，原奶
收购价格持续下滑，已从峰值接近每
公斤 6 元降至目前 3.5 元，“不过，规
模 化 养 殖 是 现 代 奶 业 的 品 质 产 量 保
障，必须坚持”。

奶农联合体：
效益的提升

每天早晨 6 点，在中鼎牧业位于北
京顺义的三农嘉华牧场，牧场场长邵贺
就已开始巡视了。先去牛舍看草料，拌
料员会将切下来的青贮玉米与苜蓿草、
燕麦和精饲料按比例配制成饲料，通过
TMR 饲料搅拌机搅拌均匀，达到均衡营
养。再去犊牛区、保健区观察情况。如
果有病牛，放到隔离区饲养，所挤的奶用
小型挤奶机做排地处理，直到奶牛健康
并经抗体检测合格。

“这里基本实现了全程机械化生
产。”邵贺带着记者参观场区。首先来
到青贮仓库，高达 4 米的青贮垛被一台
青贮取料机从上到下整齐地切成剖面，
犹如切开的蛋糕一般。取料机可以根据
用量精确地切割，吃多少切多少。若要
直接用铲车取料，铲得不均匀会形成齿
状，还会造成二次发酵甚至变质。

7 点多，邵贺来到挤奶厅，此时挤奶
已进行了一个小时。8 点，运奶车会运
走当天的牛奶。“平时晚上要忙到 10 点，
赶上夏天奶牛因为热应激减少产奶，我
们会对奶牛进行特别看护，要忙到晚上
11点半。”他说。

嘉华牧场有 450 头奶牛，两年前属
于一家奶牛养殖大户，因为管理不好、
效益差，由中鼎牧业托管，如今全部工
作人员只有 14 人。中鼎牧业是一家新
型牧业公司，通过采取全程托管方式打
造创新型奶农联合体。公司利用自身的
管理、技术、资源优势，通过“存量整
合”“全程托管”整合社会存量的中小
牧场，提升其原奶产量和品质。

“小牧场主和奶户缺管理、技术和
资源。”中鼎牧业总裁孙国强说，通过
全程托管，奶户可获得每头奶牛年均
2500 元收益，比自己喂养合算。牧场
由中鼎牧业派遣场长、副场长、繁育
员、兽医等 6 人小组，将每个牧场、每
头奶牛纳入统一数据平台管理，饲草料
等营养配方也统一配置。如今，中鼎牧
业在全国托管中小牧场 140 多座，涉及
10 万头奶牛，日产鲜奶 1100 吨，辐射

带动农户 3000户以上。
品质提上去，成本降下来，奶牛养

殖的发展有了保障。在河北灵寿县荣兰
牧场，原老板收奶养牛超过 15 年，去
年中鼎托管前，奶牛有 500头，但入不
敷出。中鼎接手后，一年时间奶牛单产
从不到 20 公斤提升至 30 公斤，体细胞
达到 20 万以内，菌落数 5 万以下，每
年每头牛增加收入 5000 元以上，牧场
起死回生。

自有牧场：
品质的保障

在北京三元食品股份有限公司金银
岛牧场，工作人员正在挤早上第一拨
奶。记者看到，奶工把前面三把奶用手
挤出后扔掉。这是怎么回事？

“奶牛每天要挤 3 次奶，每次挤奶
前，挤奶机要自动消毒，智能化系统可
以控制清洗的水温、冲刷力和时间。”
牧场场长王炎说，奶牛在挤奶前要先对
乳头进行消毒，再挤出前三把奶，观察
奶的颜色、状态，是否有凝块、水样
奶，杜绝不健康奶混入。

检查合格后，挤奶员用特制的消毒
毛巾擦拭牛乳头。随后，为每头奶牛安
装事先消毒的挤乳杯，在压力驱动下模
拟犊牛吸奶的动作将牛奶挤出。系统会
通过测定牛奶的流量自动脱杯。挤奶后
对奶牛进行后药浴，以减少疾病。挤出
的鲜奶经过专用管道，温度迅速降到 0
至 2 摄氏度，再装进奶罐，之后输送到
运奶车。整个过程在密闭环境中进行，
既防止微生物生长繁殖，也可以防止人
为添加。

王炎在三元工作 30 年了，在其记忆
中，当初挤奶员既是饲养员也是技术
员。如今，每头牛都有电子耳标，挤奶
时，通过赶牛通道进入挤奶大厅，奶牛的
状况会显示在大屏幕上。“有的奶牛日产
奶达 30 公斤，过去难以想象。”从手工挤
奶到机械化挤奶、电脑控制，从用背筐喂
牛到统一配方用上全混合日粮，王炎感
叹，“现在养牛真是不一样了，牛奶产量
更高，品质更好”。

当金银岛牧场的原奶送到三元食品
北京工业园检验合格后，进入车间前，
负责收奶的工作人员将从罐车中流出的
第一杯牛奶给运奶车司机品尝。在三
元，这种“人体实验”已成为惯例——
每批次产品都要取样奶试喝，通过人体
感官来监测牛奶的品质。多年的品奶经
验，让工作人员对奶的味觉十分敏感，
很多时候凭口感就能分辨出牛奶是否
纯正。

“管理越严格，操作规范越细致，奶
牛生病和发生食品安全的风险就会越
小。每一步都按标准，就不会出现问
题。”在三元食品奶源部经理郑健强看
来，无论技术装备、设施条件，还是组织
模式、质量监控，我国优秀乳企完全可以
和世界一流乳制品企业媲美。凭借好奶
牛种源再加上精选饲料和日常养护，三
元牧场单位奶牛的产奶量已达到国际领
先水平。

牧 场 深 处 ，探 寻 鲜 奶 品 质
——对国内养殖场户和乳企的调研

本报记者 乔金亮 瞿长福 常 理

2008年，是中国奶业发展的一个重要节点。
当年 10 月，国务院颁布了《乳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条

例》。这是我国奶业的第一部法规，具有里程碑意义。
顶层带动之下，行业整顿随之而来，《奶业整顿和振兴规

划纲要》制定了三年的奶业振兴规划，《生鲜乳生产收购管理
办法》对生鲜乳生产、收购、运输及监督检测进行规范。

2009 年 ，《全 国 奶 牛 优 势 区 域 布 局 规 划（2008-2015
年）》印发，为奶业宏观发展谋篇布局；2010 年 4 月，《生乳》等
66 项新标准公布，基本解决了乳品标准重复、交叉、矛盾和指
标设置不科学等问题，完善了我国乳品质量标准体系；2010
年 9 月，国务院办公厅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乳品质量安全
工作的通知》，对乳品的生产经营许可、检验检测、质量追溯、
婴幼儿奶粉监管、打击非法经营行为、落实质量安全责任等方
面，做出明确要求。

2011 年，农业部办公厅连续下发《生鲜乳生产收购记录
和进货查验制度》《生鲜乳质量安全异地抽检制度》《全国奶畜
养殖和生鲜乳收购运输监督抽检方案》三项制度，还印发《生
鲜乳收购站质量安全“黑名单”制度（试行）》。这些制度明确
提出，对于奶畜养殖和生鲜乳收购运输环节的违法行为，要依
法从重处罚。

国家提振奶业之决心，坚如磐石。其中，婴幼儿配方乳粉
的品质安全始终是奶业管理的重中之重。2013 年，国务院办
公厅转发质检总局、农业部等八部门《关于进一步加强婴幼儿
配方乳粉质量安全工作意见的通知》，随后，农业部办公厅印
发《关于加强婴幼儿配方乳粉奶源建设和奶站监管的通知》，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发布《婴幼儿配方乳粉生产许可
审查细则》。2014 年，《推动婴幼儿配方乳粉企业兼并重组工
作方案》出台。

据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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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系列政策和制度的相继出台，为奶业持续健康发展构
建了长效机制。同时，一系列真金白银的财政补贴也陆续进
入了奶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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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投入扶持资金 86.6亿元。

其中的高产优质苜蓿示范创建，即从 2012年开始的由农
业部和财政部共同实施的“振兴奶业苜蓿发展行动”，以期从
源头提高奶业品质。对该项目，中央财政每年支持建设 50 万
亩优质高产苜蓿基地。项目实施后，生鲜乳质量明显提高，乳
蛋白含量达到 3.0%以上，乳脂肪达到 3.5%以上。

此外，还有生鲜乳收购站机械设备补贴、奶牛政策性保险
等，补贴资金涵盖了生产全产业链。

政策和资金开始逐步显现出对中国奶业的推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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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株青贮饲料快速普及，优质苜蓿产量达到 180 万
吨；70%以上的奶牛场采用全混合日粮，78 万头奶牛参加了
生产性能测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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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奶业质量
安全发生了革命性变化。

8年来奶业政策持续发力

上图 北京三元金银岛牧场的现代化挤奶大厅。

本报记者 常 理摄

右图 现代牧业工作人员正在察看奶牛状况。

本报记者 乔金亮摄

君乐宝奶粉工厂的机械手臂自动抓取产品包装成箱。 本报记者 乔金亮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