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经过十余年的推广，喝奶已经融入中国人的饮食习惯。当下乳业发展的重点是满足

人们对高品质牛奶的需求——

从喝奶到喝好奶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周明阳

健康中国，奶业先行。今年初发布
的“十三五”全国奶业发展规划指出，奶
业是现代农业和食品工业的重要组成部
分，对于改善居民膳食结构、增强国民体
质、增加农牧民收入具有重要意义。

经过了十余年的推广，喝奶已经融
入中国人的饮食习惯，牛奶、酸奶等乳制
品消费量正逐年增长。如今，我国乳业
发展的当务之急是满足高品质消费，解
决了“喝奶”问题之后，还要解决“喝好
奶”的问题。

国产牛奶质量不差

牛奶是一种营养成分丰富、组成比
例适宜、易消化吸收、营养价值高的天然
食品，可以为人们提供优质蛋白质、钙和
多种营养素，且营养素组成比例适合消
化吸收，对人体补钙尤其明显。

走进超市，牛奶、酸奶等产品堆满货
架，并伴有各种促销活动。正在选购牛
奶的李先生告诉记者，自己喜欢健身，每
天都会喝牛奶补充蛋白质，更愿意买德
国或新西兰的牛奶，价格跟国产的差不
多，有些甚至更便宜。“外国人身体那么
强壮，他们的牛奶肯定营养更丰富。”李
先生说。

近年来，进口牛奶纷纷进入国内市
场，不论电商平台还是线下渠道，进口牛
奶已占据很大市场份额。粗略统计，目
前中国市场进口牛奶品牌约有近百种，
来自近 30 个国家，销量最好的几个品牌
来自德国、法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受早年食品安全问题影响，不少人
担心国产奶制品的安全，更倾向于购买
进口产品。但是，进口牛奶真的比国产
牛奶好吗？

7 月 19 日，中国奶业协会和农业部
奶及奶制品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北
京）发布的《中国奶业质量报告（2017）》
显示，我国乳品质量安全水平大幅提高，
乳品企业竞争力稳步提升，乳品质量持
续 提 升 ，2016 年 生 鲜 乳 抽 检 合 格 率
99.8%，乳制品抽检合格率 99.5%，在食
品中保持领先。

在今年 6 月份召开的第八届中国奶
业大会上，中国奶业协会乳制品工业委
员会副主任、优质乳工程专家顾佳升表
示，国产奶不比进口奶差，甚至很多指标
已经超过进口奶，“目前国产牛奶已经发
生脱胎换骨的变化，质量非常棒”。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完达山乳业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王景海接
受记者采访时也表示，目前中国不仅拥
有世界最先进的乳制品生产设备，而且
还引进了世界最先进的检测仪器。同
时，中国牧场已基本完成由松散型养殖
向规范化、规模化养殖的转型，从源头保
证了奶品的质量。“中国的养殖标准和奶
源标准，与国外同行对比已经没有差距，
甚至我国的标准化在局部还高于国外同
行。”王景海说。

多项调查证实，国产牛奶质量和进
口牛奶没有差别，而且从营养成分保存
上看，国产牛奶甚至优于进口牛奶。能
够保留食物原本的新鲜和营养才是好的
产品，国外进口的常温奶营养价值远远
比不上国内生产的低温奶。

常温奶和低温奶是市场上两种主要
的牛奶种类，不同的保存方法代表着两

种不同的灭菌工艺——超高温瞬间灭菌
技术（UHT）和巴氏消毒法。UHT 奶的
生产工艺是在 137℃至 145℃下加热数
秒杀菌，然后在无菌条件下灌装，不添加
防腐剂，保质期延长至 6 个月到 12 个月，
常温下保存即可，无须冷藏。不过，因为
采用高温处理，牛奶的一些不耐热营养
成分会遭到一定程度的破坏。巴氏消毒
奶采用巴氏消毒法灭菌，在 80℃左右经
数秒钟杀菌，需全程在 4℃至 10℃的环
境下冷藏，可以最大程度地保留牛奶中
的营养成分。

优质牛奶和奶制品的指标，除蛋白
质和脂肪含量外，最重要的是生物活性
物质，这才是提高人体免疫力的关键。
绝大部分进口牛奶都是超高温灭菌奶，
且具有超长保质期，长达 9 个月到 1 年，
国内常温奶保质期多为 6 个月。中国乳
业高级分析师宋亮告诉记者，牛奶作为
动物饮料，通常在 5 个月到半年就会出
现分层现象，蛋白质开始析出，油和水开
始分离，牛奶的香气、风味、甜度、口感、
颜色都开始下降。真正牛奶中最具有功
能性的是 200 多种氨基酸、活性蛋白，随
着保质期延长逐渐消失。“保质期达到一
年的牛奶无论是蛋白质、钙都很难被吸
收，活性氨基酸也都流失了，也就失去了
喝牛奶的意义。”宋亮说。

奶制品要喝更要吃

奶制品种类丰富，除了液体牛奶，酸
奶和奶酪也是重要的牛奶种类。酸奶不
仅保留了牛奶的所有优点，而且某些方
面经过加工还能扬长避短，更有益于营
养保健。奶酪是一种发酵的牛奶制品，
浓度更高，近似固体食物，营养价值也更
大。每公斤奶酪制品大约由 10 公斤牛
奶浓缩而成，营养密度远高于牛奶，味道
也更加香醇浓厚。

美食当前，消费情况却并不乐观。
日前一项针对中国人喝奶习惯的调查结
果显示，我国人均乳品消费水平低，近八

成国人奶制品摄入量极低，食用量不达
标。1988 年，《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中第
一次提出“300 克牛奶计划”，即我国居
民每人每天饮奶 300 克或相当量的乳制
品，相当于一年 110 公斤，但实际消费量
远 远 达 不 到 。 中 国 奶 业 协 会 发 布 的

《中国奶业质量报告（2016）》显示，2015
年中国人均年消费乳品 36 公斤，仅为世
界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

宋亮告诉记者，欧美的乳品消费量
约为每年 200 公斤到 300 公斤，但是单
就喝奶的量，欧美人与中国一二线城市
的消费者相差并不多。“我们一年大概喝
五六十公斤，他们一年大概也就是七八
十公斤。数量上的差别主要是‘吃’的奶
制品，也就是奶酪，这是由饮食习惯决定
的。”宋亮说。

目前，国人对乳制品的消费主要以
喝为主，对于乳品的消费还没有从“喝”
转变到“吃”上来。调查显示，超过七成
中国人日常选择牛奶和酸奶为主，种类
较为单一。

现如今，城市里开起了大大小小的
咖啡厅、蛋糕店和面包房，有不少店面都
在售卖奶酪制品，极大地带动了奶酪黄
油等相关产品的消费，成为提高奶制品
消费的特殊渠道。宋亮表示，目前奶酪
产品国内供应较少，大部分依靠进口。
对此，应调整奶业供应结构，大力推进多
元化奶制品的生产。

品类改造才是真创新

在超市的奶制品货区，各种品牌和
种类的奶制品让人眼花缭乱，仅酸奶就
有丹麦式酸奶、日式酸奶、希腊式酸奶、
冰岛式酸奶、保加利亚式酸奶、炭烧酸
奶、有机浓缩酸奶、蒙古熟酸奶、青海老
酸奶⋯⋯每一种都包装精美、“功效”显
著，令人颇难选择。“现在的奶制品品种
越来越多，口感也千差万别，有偏甜有偏
酸，有的凝固有的水稀。”爱喝酸奶的都
市白领洪女士说，每次来超市如果发现

有新品种都会买来尝尝，但最喜欢喝的
还是固定的几个牌子。

宋亮表示，市场上的奶制品品种和
风味增多，这是消费升级的表现，但这
种升级并没有建立在严格的产品研发和
品类改造上，整体技术含量不高。目
前，很多大乳企推出的产品营养口感等
方面越来越好，但是从整个市场来看，
很多企业生产都是照猫画虎，“山寨”
产品充斥市场，这样的升级显然是不太
合理的。

“奶制品品质的提升需要沉淀。我
们希望国家对相关产品设立更严格的标
准，企业研发也需通过市场来表现出它
的价值。通过好的研发转化成好产品、
表现出好品质并得到消费者认可，才能
形成乳业发展的良性循环。”宋亮说。

宋亮表示，优化产品结构和供应链
也是中国乳业发展的当务之急。目前我
国生产的常温奶比较多，低温奶相对少，
但消费者大多偏好购买低温奶产品。因
此，应尽力满足广大消费者对于高品质
低温产品的需求，扩大低温产品及高附
加值固态乳的生产。

专家表示，乳品可研发和创新的方
向还有很多，比如针对不同人群的生理
特点研制多样化产品，把产品“做细”。
例如，健康成人、儿童、中老年人对应的
产品各有不同，患有高血脂、肥胖等疾病
的人也需要特殊产品。

还有一部分人群存在“不能喝”的问
题。《全国乳糖不耐受大调研》结果显示，
中国大约有 3.1 亿人为乳糖不耐受，近
3.5 亿人为疑似乳糖不耐受患者。也就
是说，在我国 10 个人中大约有一半人喝
牛奶后会有不适反应。“乳糖不耐受患者
的消化道内缺乏乳糖酶，无法消化牛奶
中的乳糖。目前，市场上有不少加入乳
糖酶的低乳糖牛奶，这种牛奶的乳糖大
部分已经被分解，可减少不耐受问题。”
宋亮说。

可以预见，随着国产乳品质量的不
断提升和品类的逐渐细化，我国奶业将
持续转型升级，强壮民族体质。

喝奶，改变的不只是习惯
心 月

生活中，爱品茶、爱饮酒、爱喝咖啡

的人随处可见，但爱喝牛奶的人还真是

不多，爱“吃”牛奶的人就更少。原因何

在？习惯使然，味蕾只向美食开，牛奶那

股淡淡的甜香，似有若无，被许多人在不

经意间忘却忽略了⋯⋯如果人们拿出品

味美食的一半热情来多饮牛奶，那我们

民族的营养水平该怎样令人羡慕？有的

人虽爱喝牛奶，但只饮进口奶，不瞧国产

奶，偏见使然。什么时候，国产优质牛奶

和奶制品成为三餐必不可少的“主食”，

我们才可自豪地说：中国是奶业强国！

奶业强国是“喝”出来的。用发展的

眼光看我们的乳企。10 年来，国内品牌

乳企用优质放心的产品，一点点垒起国

人的信心。奶源是乳企的生命线，一个

个现代化牧场积蓄着乳企的底气和骄

傲。一套套严格的质量管理体系夯实了

彼此的信任。应该说，10 年不懈的卧薪

尝 胆 ，让 消 费 者 心 头 的 阴 影 正 在 被 驱

散。互联网时代、个性化消费，我们不必

期盼每位消费者都喜爱三元伊利光明，

但的确也没必要对德国、澳大利亚、新西

兰 的 牛 奶 奉 若 神 明 ，因 为 一 切 都 在 改

变。我们的乳企在脆弱的消费者面前越

来越追求卓越，进口奶品也经常让对它

崇拜有加的人们猝不及防、深受打击。

最需要改变的还是我们的习惯。有

人爱买常温奶，方便易储；有人对巴氏低

温奶推崇备至。其实，哪种奶都不错，关

键是你要养成喝奶的习惯，只要多多地

喝、经常不间断地喝，不管是常温奶还是

低温奶，都会增加营养和健康。你会发

现，很多牧区的牧民尽管生存条件恶劣，

但体格健壮、不惧寒暑。因为牛羊肉、牛

奶和各式奶制品是牧民日常的“主食”，

奶茶、奶酪、奶片⋯⋯牧民在帐篷里过的

是奶味飘香的生活。

如果没有生活在牧区，怎样养成喝奶

的习惯？当我们心境悠然想品茶的时候，

来一杯牛奶如何？当我们早餐晚饭动不动

就煮粥喝汤，热一碗牛奶可否？当孩子向

我们撒娇要可乐橙汁的时候，递给他一盒

奶怎样？久而久之，也许孩子就会喜欢上

这淡淡香甜的牛奶了。孩子们吃惯了巧克

力，试着尝尝那略带酸味、浓郁醇厚、小三

角形或薄片状的奶酪，也许那独特的味道

会在幼小心灵留下不灭的记忆。其实，传

统美食并未真的忽略乳制品，遍布京城的

三元梅园，其奶酪配方就来自宫廷。

知名乳企和奶源基地多在北方，但

市场是面向全国的。有些一二线城市，

因为消费水平高、离奶源基地比较近，能

够享受低温奶的冷链配送，在超市可随

意选到巴氏低温奶，消费者是幸运的。

虽然低温奶是潮流、是趋势，但因为价

格、运输等因素，目前仍不占据市场主

流，常温奶的市场空间依然很大。在许

多交通不便的偏远地区，能喝上常温奶

也是一种幸福、一种奢望。

常 温 好 还 是 低 温 鲜 ，人 们 争 论 不

休。事实上，牛奶灭菌的温度并不如人

们想象中那般重要，常温低温体现的只

是消费个性和趋势。最重要的是我们要

成为爱喝奶的民族。我们需要不断改变

自己的习惯、增强对国产乳品的信心，用

不断扩大的消费，托举起一个强壮的乳

业，成就一个强壮的民族。

“20 年 品 质 保 障 、
技术稳妥、经验丰富”

“保障药品材料正品”
“ 一 次 整 形 、 一 次 到
位”⋯⋯王女士从一网
络平台了解到，某医疗
美 容 诊 所 承 诺 打 造 安
全、无痛、无痕、自然
的整形方案。通过与诊
所医师沟通，王女士选
择一种名为自体脂肪填
充脸、胸、丰臀、精雕
腿的手术。

不料，手术失败，
“ 美 梦 ” 变 成 了 “ 噩
梦”。王女士不仅没有
变美，美容整形还导致
其 容 貌 、 身 体 受 损 严
重，说好的丰臀手术根
本就没做。脸部凹陷填
充不自然、胸部至今偶
尔疼痛、腿部内外侧抽
脂严重凹凸不平，术后
的不完美造成王女士易
于焦躁、多怒。

王女士认为，医师
不 规 范 操 作 ， 技 术 不
精，夸大手术方式和术
后效果，涉嫌欺诈，给
自己身心带来了巨大痛
苦。经与诊所多次协商
未果，她一纸诉状将诊
所 和 网 络 平 台 告 上 法
庭，要求赔偿。

近些年，微整形美
容需求日益旺盛，“颜
值经济”催生了一大批
无资质小作坊式的医美
机 构 。 行 业 火 爆 的 背
后 ， 一 些 问 题 亟 待 解
决。近日，北京市第二
中 级 法 院 调 研 发 现 ，
医 疗 美 容 的 损 害 纠 纷
类 案 件 日 益 增 多 ， 乱
象 丛 生 的 医 美 行 业 亟
待规范。

法 院 调 研 报 告 列
举 了 目 前 医 美 行 业 市
场 主 要 存 在 的 四 大 乱
象 ： 医 美 机 构 无 资
质 、 从 业 人 员 素 质
低 、 虚 假 广 告 盛 行 、
医美耗材不正规。

如今，“颜值”可
对消费、市场营销、劳
动力市场等领域带来诸
多变化。相关机构最近发布的 《2017 年医美行
业白皮书》 显示，2017 年中国医美消费人群与
2016 年同比增长高达 42%，远高于 7%的全球增
速，中国成为全球医美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这
一速度也给医美行业从业者带来了机会与挑战，
医生资源有限，培养速度跟不上需求；无医疗经
营许可证的“黑市”和培训 5 天上岗的“黑医”
猖獗。

区别于传统美容，医疗美容由于其侵入性和
创伤性的特点，具有一定风险性。一些达不到医
疗机构基本标准的非正规诊所、美容院、美甲店
等有恃无恐地开展医疗美容服务，这些机构大多
未取得审批、硬件条件简陋、器械多次重复使
用，缺乏严谨的流程，极易造成传染性疾病和交
叉感染。

目前，一些医疗美容机构还忽略了医美的医
疗属性，违反 《医疗广告管理办法》 规定，玩起

“大忽悠”，用新词汇混淆视听、将简单手法包装
成新理念、新技术，诸如“打上一针皱纹全消，
年轻十岁不是梦”之类的夸张宣传。

根据 《医疗广告管理办法》 规定，医疗广告
仅限于医疗机构名称、地址、诊疗科目、联系电
话等基本内容，发布医疗广告须相关卫生行政部
门审批。医疗美容因其具备医疗属性也应遵守上
述规定。

针对医疗美容行业虚假广告现状，北京二中
院法官建议，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应加大检查处罚
力度。同时，中国医疗整形美容协会应发挥自身
行业协会的自律作用，协助政府主管部门做好行
业监管工作，肃清行业风气。

上 述 白 皮 书 还 揭 示 ， 90% 毁 容 源 自 “ 三
非”，即非正规机构、非专业医生、非 CFDA 认
证产品。医美黑市的重灾区在肉毒素、玻尿酸、
超声刀和热玛吉，这些项目中充斥着假药、水
货、山寨设备。

在医美耗材方面，法院报告指出，一些无生
产资质厂家生产的药物和器械通过非法渠道进入
市场，未经消毒重复使用一次性医疗器械等。使
用这些不可追溯、未经国家食药监局等权威机构
认证的药品和器械，实难保证消费者的人身
安全。

2002 年 的 《医 疗 美 容 服 务 管 理 办 法》，
2009 年的 《医疗美容项目分级管理目录》，都要
求对医疗美容技术实行分级管理，明确了各类别
医疗机构可以实施的美容技术范围。然而，实践
中却存在规定执行不到位，行政管理部门之间职
责交叉导致监管出现真空。

北京二中院法官建议，相关部门应厘清监管
思路、明确监管职能、加大监管力度，变一次性
准入审批为常态化巡查监督。此外，相关立法机
构和部门应细化法律责任，使医美行业做到有法
可依、有章可循。《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专门针
对服务欺诈行为作出了惩罚性赔偿的特别规定，
医美机构欺诈消费者，给消费者造成损失的，消
费者不仅有权要求其赔偿损失，还可以要求违法
医美机构增加三倍赔偿金额。

医美行业忽悠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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