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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需求细分化趋势明显

刘

晖

新国标成行业创新驱动力
本报记者 吉蕾蕾

乳制品天然具有健康属性，拥有最广泛

的消费人群。2021 年，乳品消费市场总体延

续恢复态势，液态乳品、奶酪和成人奶粉均保

持较快增长。液态乳品自购买和礼赠渠道消

费均明显增长；成人奶粉网购渠道实现较快

增长。乳品消费更注重健康化绿色化。

凯度消费者指数中国城市家庭样组数据

显示，2021 年快消品销售额同比增长 3.1%，液

态乳品整体销售额同比增长 4.4%，渗透率为

99.6%。成人奶粉销售额同比增长 6.5%，渗透

率为 40.5%。奶酪销售额同比增长 32.7%，渗

透率为 29.3%。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牛奶产

量稳定增加，2021 年牛奶产量 3683 万吨，增

加 243 万吨，同比增长 7.1%。人均奶类消费

量 14.4 公斤，增长 10.6%。

液态乳品成人奶粉稳定增长

液态乳品包括常温液奶、常温乳饮料、常

温酸奶、低温牛奶、低温酸奶、活性乳酸菌饮

料，其增长主要由价格和单次购买量增加驱

动，城镇化带来的家户总数增加扩大了消费

人群规模。销售额增长贡献分析表明，液态

乳品 4.4%的增速中，1.3%来自价格提升的贡

献，2.9%来自购买人群规模的扩张贡献，1.4%

由单次购买量的增加贡献。同时，随着渠道

选择和消费习惯的变迁，消费者的液态乳品

购买频次有所下降，对品类增长产生 1.2%的

负贡献。

常 温 液 态 乳 品 消 费 的 增 长 态 势 明 显 。

数据显示，2021 年度常温乳品销售额同比增

长 7.7%，高于液态乳品整体水平。除城镇化

人口红利外，平均单价和户均购买量的提升

是常温乳品增长的主要驱动力。销售额增

长贡献分析表明，常温乳品的增长中价格贡

献率为 1.4%，购买人群规模贡献率为 3%，单

次 购 买 量 贡 献 率 为 1.4% ，购 买 频 次 贡 献 率

为 1.8%。

低温乳品购买频次和单次购买量均有

下降，且渗透率下滑。数据显示，2021 年度

低温乳品销售额增长率为-6.1%。销售额增

长贡献分析表明，价格提升和城镇化带来的

城 市 家 庭 数 量 的 增 加 对 低 温 乳 品 分 别 有

2.7%和 2.9%的正贡献，但受渗透率、购买频

次 和 单 次 购 买 量 的 下 滑 影 响（贡 献 率 分 别

为-1.9%、-6.2%、-3.5%），低温乳品整体仍未

能扭转衰退的局面。

成人奶粉品类包括全家奶粉、中老年奶

粉、学生奶粉、女士奶粉、特殊人群奶粉，其增

长主要由更多家户购买驱动，此外购买频次

的增加对品类增长也有一定贡献。数据显

示，2021 年度成人奶粉销售额同比增长 6.5%，

高于液态乳品销售额增长率。销售额增长贡

献分析表明，成人奶粉的增速中购买频次贡

献率为 1.5%，中国城市家庭数量的增加和渗

透率的提升分别贡献了 2.9%和 2.8%的增长，

而均价和单次购买量的小幅下滑拉低了品类

的增速。

从城市级别来看，液态乳品在北上广成四

个重点城市销售额有小幅下滑，下线市场增长

更快潜力更大。2021年度，液态乳品在地级市

销售额同比增速最高，为 6.3%；在县级市及县

城和省会城市销售额增长较好，同比增速分别

为 5.5%和 3.8%；在北上广成销售额有所减少，

同比增速为-0.8%。其中，常温乳品在各城市

级别均有增长，低温乳品全线下滑。常温乳品

在北上广成销售额同比增长率为 2.4%；其他级

别城市常温乳品销售额增长更快，地级市、省

会城市和县级市及县城，销售额同比增长率分

别为 9.4%、7.4%和 7.9%。低温乳品销售额在各

县级城市均有所下降，北上广成、省会城市、地

级市、县级市及县城的销售额同比增速分别

为-5.2%、-5.6%、-6.4%和-7.3%。

成人奶粉超七成的销售额由下线城市贡

献，但在重点城市增长乏力。2021 年度，成人

奶粉在地级市销售额同比增长率为 8.3%，其

次为县级市及县城、省会城市和北上广成，销

售额同比增长率分别为 8.1%、4%和-0.7%。

网上销售占比显著提升

大型实体店对液态乳品的重要性进一

步 被 挤 压 ，网 购 渠 道 重 要 性 仅 次 于 大 卖 场

和 大 超 市 。 2021 年 度 ，大 卖 场 和 大 超 市 销

售 额 占 比 分 别 为 20.7% 和 18.5% ，销 售 额 同

比 增 速 均 为 -6.3% 。 小 超 市 和 网 购 的 销 售

额增长较快，同比增速分别为 7%和 40.7%。

同 时 ，新 零 售 渠 道 销 售 较 好 ，利 用 大 卖 场 、

超市、便利店的场地，增加一种或多种消费

模式，供消费者亲身参与，如生鲜产品加工

区 、阅 读 休 闲 区 等 消 费 模 式 。 但 较 去 年 同

期水平降温，数据显示，新零售渠道销售额

同 比 增 速 为 14.7% ，去 年 同 期 销 售 额 增 速

为 112.9%。

网购是成人奶粉最大的购买渠道，且仍

保持增长，大小超市也有较快增长。网购渠

道销售额占比为 26%，是成人奶粉销售额中

占 比 最 大 的 渠 道 ，其 销 售 额 同 比 增 长 率 为

8.9%。大卖场和大超市销售额占比分别为

20.3% 和 18.8% ，销 售 额 同 比 增 长 率 分 别 为

1.9%和 8.2%。

消费者健康认知提升

新冠肺炎疫情改变了人们的健康观念，

免 疫 力 成 为 全 民 话 题 ，消 费 者 健 康 理 念 再

升 级 ，功 能 性 消 费 更 丰 富 突 出 。 在 2021 年

凯度消费者指数的全球消费者环保意识调

研中，有 91%的中国消费者表示在疫情后更

加关注免疫力问题；79%的消费者相信生活

在更加“环保绿色”的环境中有利于自身健

康 。 因 此 ，跟 个 人 清 洁 相 关 的 洗 手 液 品 类

2021 年 销 售 额 较 疫 情 前 的 2019 年 增 长

85%，更短保质期、更为新鲜的低温鲜

奶 销 售 额 较 2019 年 增 长 24%。 消 费

者想要吃得更健康、更天然，也更重

视对环境的保护。在此次全球消费者环保

意识调研中，64%的中国消费者表示想要吃

得更健康，71%的消费者更倾向购买天然的

产品，同时有 75%的消费者表示未来会倾向

于减少塑料的使用。

消费者健康认知在加速升级。消费者更

加关注产品原料及成分，少负担的低糖、对环

境更加友好的植物基类产品广受欢迎。益生

菌类保健品销售额较 2019 年增长 27%，低糖/

无糖低温酸奶销售额较 2020 年增长 49%，而

全糖低温酸奶销售额则同比下滑 17%。消费

者对健康的成分与功能性有更加细致的需

求，新增长点蓄势待发。零添加、无防腐剂的

清洁配方产品；有助于提升免疫力的乳铁蛋

白、乳酸菌保健品，具有美容养颜功效的胶原

蛋白，以及具有安神、改善睡眠作用的成分，

受到消费者的热捧。

常温液奶高中低端实现全线增长。基础

白奶和基础功能奶满足了大众对于营养补充

的基本需求，在高渗透率的情况下仍有 15%

的高速增长；高品质白奶满足消费升级的需

求，渗透率和销售额增长均最快；中端价位段

在儿童液态奶和功能奶细分子类的增长拉动

下实现逆转。

通过 2021 年度乳品消费表现可以得出以

下结论。

一是乳品消费需求旺盛，高品质趋势增

强。后疫情时代乳制品需求表现

出刚性稳定的特点，高品质奶

品 消 费 趋 势 依 旧 ，基 础 产

品渗透率较高，乳品企业不

仅 要 把 握 消 费 升 级 趋 势 适 应

市场需求，还要关注基础产品市

场所呈现的量级增长需求。随

着 共 同 富 裕 扎 实 推 进 ，以 及 潜

力 巨 大 的 乡 镇 人 群 消 费意识的

崛 起 ，乳 制 品 市 场 仍 存 在 较 大 提 升

空间。

二是健康化趋势增强，消费者更加

关注乳品功能性。在疫情重塑人们的健

康意识下，消费者对健康的关注度更高，健

康的生活方式、功能化和个性化产品更受

重视。根据不同人群的不同需求，加大细

分市场产品创新和特色产品的研发，不仅

有助于突破开发产品的同质化问题，同时

还可提升乳制品附加值，走乳业精细化

发展道路。

三是电商持续较快发展，数字化升级

成为乳业发展趋势。液态乳品和成人奶

粉网购渠道消费增长较快，新零售渠道发

展迅速，智慧乳业成为产业发展目标。通过

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大力推进乳

业智能化、信息化，利用互联网对核心数据

进行获取、挖掘、分析，实现线上、线下深度

融合的模式，有助于全面深入掌握消费者需

求，更精准、高效地推出多样化、符合市场需

求的乳制品。

（执笔：裴 文）

2021 年 度 消 费 关 键 词

包括“悦己消费”、旗舰产品、

地标农产品、全渠道融合、国

货国潮等。在高质量消费崛

起过程中，乳品行业的发展

是一个鲜明的例证。

2020 年以来，疫情让消

费者更加重视健康，不仅表

现在购买保健品，也有大量

由内而外提升自身体能和免

疫力的消费行为，例如运动

品类消费持续增长和以乳品

为代表的健康食品热销。

京东销售数据显示，“吃

得 更 好 、更 健 康 ”成 为 2021

年消费者的普遍追求，食品

饮料与生鲜类线上消费均实

现持续高速增长，食品饮料

类商品的人均消费金额同比

提升 20%。牛奶乳品的成交

额增速更是亮眼，其近 3 年

的年均增长率达到 58%。

线上乳品销售增长的不

仅是“量”，更有“质”的持续

提升，乳品作为消费升级指

征品类的地位不断巩固。通

过分析消费数据发现，饮品

市场上消费者对“功效”“成

分”的偏好明显，正在逐步超

越“颜值效应”；健康型饮品

消费渐成主流，大量功能细

分产品得到目标消费群体的

认可。京东超市数据显示，

2021 年，活性乳酸菌饮品成

交额同比增长 205%，植物蛋

白 植 物 奶 成 交 额 同 比 增 长

77% ，成 为 健 康 食 饮 的 领

头羊。

分析消费者选择和消费

习惯，也不难发现他们对食

品品类，特别是乳品的品质

愈发关注。购买食品饮料的

消费者中评价关注人群占比

明显高于全站均值，细分品类中，评价关注度最高的是

饮料冲调。数据的背后意味着大量消费者在选择乳品等

饮料时会仔细阅读其他用户的点评，甚至会因为点评而

改变自己的购买目标。因为追求健康而更加在意品质，

已经成了乳品消费的典型趋势。

春节期间，可以观察到线上消费的另一个趋势，即线

上消费的“日常化”，以食品、饮料、生鲜为代表的日常消

费占比持续增加。随着物流的不断下沉与基础设施的完

善，2022 年，京东在春节期间已连续第十年推出快递不

打烊服务，即使是在除夕、大年初一也可以正常下单收

货，便捷迅速的物流服务潜移默化地改变着消费与供给

行为。从 2013 年至 2021 年，春节期间京东线上成交额 9

年增长 11 倍，同时消费者春节期间线上购物种类更多

元，品类集中度逐年下降，说明消费者在春节长假期间通

过线上零售满足生活、娱乐所需已经成为生活习惯。对

于乳品行业而言，从礼盒装液态奶成为走亲访友的“标

配”礼品，到春节期间在线上享受各类乳品便捷的供应，

消费者的需求变化值得关注。

展望 2022 年，乳品线上零售的地域、人群渗透将进

一步提升，仍将保持较高增速；乳品消费升级趋势不变，

品质化、功能化和细分化趋势将更加明显；乳品行业线上

线下融合步伐加快，消费新业态新模式将持续拓展。

（作者系京东消费及产业发展研究院院长）

2021年，我国婴幼儿配方奶粉进口量同比

下降 22.1％，连续第二年下降。广大消费者对

国产婴配粉质量与安全的认可度不断提升。

自 2021 年 3 月国家卫健委发布《食品安

全国家标准婴儿配方食品》《食品安全国家标

准较大婴儿配方食品》和《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幼儿配方食品》标准以来，我国确立了高于欧

美国家标准的奶粉新国标，婴配粉行业也随

之迎来了品质升级新阶段。

“标准是引导产业发展的指挥棒，新标准

的出台将推动我国婴配粉行业实现更高质量

发展。”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产业经济

室主任、国家奶牛产业技术体系产业经济室

主任刘长全分析说，新标准充分考虑我国婴

幼儿生长发育特点，在蛋白质、碳水化合物、

微量元素以及可选择成分等部分作出了更明

确的严格规定，要求产品根据婴幼儿月龄提

供更精准的营养元素，“该标准的通过，必将

对生产更安全、更符合中国婴幼儿生长营养

需求的婴配粉起到重要保障和促进作用”。

近年来，国家对婴配粉行业的监管力度

不断提升，我国婴配粉质量有了明显提升，并

保持较高水平。根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数据，2020 年我国婴幼儿配方奶粉抽检样品

合格率为 99.89%，2021 年第三季度为 99.95%。

“严格的监管和抽查制度，为我国婴配粉质

量的提升和在高水平上保持提供了根本保障。”

刘长全介绍，婴配粉质量建设的成效，一方面得

益于我国构建起有效的婴配粉质量安全管理体

系，另一方面，奶源质量的提升也为婴配粉质量

安全奠定了基础。2020年，我国生鲜乳抽检合

格率达到99.8%，各类重点监控违禁添加物抽检

合格率常年保持 100%。根据国家奶牛体系监

测牧场数据，2021年监测牧场生鲜乳体细胞数

和菌落数均值与2015年相比分别下降25.5%和

73.3%，质量水平远高于国家标准。

值得关注的是，婴配粉新国标落地后，一

些婴配粉企业纷纷着手进行新产品原辅料选

用、新配方设计和创新研发、生产工艺和技术

的调整，进一步提升检验能力等基础工作。

龙头企业表现尤为突出。伊利金领冠倍

冠奶粉率先通过新国标要求，这得益于其在科

研、配方、奶源和质控方面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加大科研投入，实现产品创新和品质升

级是赢得市场竞争的关键。”伊利集团副总裁

张轶鹏告诉记者，伊利基于 20 年母乳研究，完

成配方升级。同时，拥有诸多优质奶源基地，

保证其产品天然品质。在生产质控方面，伊

利打造了业内首家全维度智能化生产的奶粉

“智慧工厂”，整条生产线早已实现自动化、密

闭化、管道化和标准化，具备生产能力、生产

技术、工艺设备、节能环保和质量管控全球领

先五大优势。同时，工厂还不断升级生产环

境配置和全链条智能监控装置，遵循伊利质

量管控“三条线”，严格执行层层把关。

记者了解到，婴配粉新国标明确规定，将

给婴配粉生产企业留 2 年过渡期。在此期间，

婴配粉企业需要尽快按照新国标生产，相关

监管部门也将会对新国标产品进行检测审

核。这也意味着婴配粉新国标的落地，将有

助于婴配粉产业坚持创新驱动，加强品牌引

领，指导乳粉生产企业优化产品配方，在生产

工艺、技术装备、质量管理等方面大胆创新。

刘长全认为，我国婴配粉生产企业应以

新标准为契机，进一步加强质量安全管理体

系建设，同时加强婴幼儿营养科学研究和更

符合中国婴幼儿营养需求的产品的创新，向

广大家庭提供更有营养、更安全、更经济的高

品质婴配粉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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