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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企 2020 年年报相继出炉。数据显示，

“国内奶酪第一股”妙可蓝多奶酪业务同比

增长 125%，国内最大乳企伊利股份奶酪产

品总营收同比大涨 813%……奶酪产品快速

增长成为一大亮点。

过去的几个月，乳企纷纷进入奶酪市

场。蒙牛以30亿元控股妙可蓝多，三元将奶

酪业务纳入公司战略级项目，君乐宝首次推

出儿童奶酪产品，等等。若以发展奶酪为牵

引，调优乳品结构，调高行业品质，推动奶

业振兴，不失为一计良策。

奶酪是由牛奶经过发酵、凝固、去除大

部分水分制成的。我国有着悠久的奶酪食用

历史，各民族的奶酪食品传承至今。近年

来，西式餐饮在国内迅速发展，带动了现代

奶酪业的发展，奶酪进口已连续十多年快速

增长，市场需求旺盛。不过，相对奶业发达

国家，我国人均奶酪消费基数仍然较低，

2020年只有 0.23公斤，消费局限于高端消费

群体和民族地区，与国外大众化消费还有较

大差距。

在大农业范畴，奶业是国际竞争最激烈

的行业之一。我国乳制品关税水平低，国内

外市场联动后，进口廉价原料奶的冲击使得

国内奶牛养殖业不振。2014 年到 2017 年间，

国际大包粉价格大幅下跌，国内奶牛养殖企

业面临生鲜乳被拒收的尴尬。有数据显示，

目前我国奶源自给率不足 70%，奶业发展面

临供需结构不平衡、产业竞争力不强、消费

引导不足等问题。发展奶酪业，增加乳品消

费、推进产业升级，不仅有利于破解以上难

题 ， 也 可 成 为 促 进 国 内 奶 业 振 兴 的 重 要

抓手。

首先，有利于奶牛养殖业发展。奶业振

兴，离不开消费引擎拉动。奶酪是使用原料

乳最多的乳制品，生产 1公斤奶酪需要 10公

斤牛奶。目前，我国人均乳制品消费量每天

100 克，远未达到 《中国居民膳食指南》 推

荐的每天 300 克的标准，只有亚洲平均水平

的 1/2、世界平均水平的 1/3。在奶业发达国

家，奶酪属于日常饮食，品种十分丰富，占

乳制品消费量的 70%。可见，发展奶酪业可

激活一池春水，增加优质奶源需求。

其次，有利于构建和谐稳定的产销关

系。过去，我国奶业存在“奶荒”与“奶

剩”交替的情况，一些乳企在“奶荒”时四

处抢奶，在“奶剩”时压价压级。由于利益

联结机制不够完善，在生鲜乳收购中，加工

企业相对掌握话语权，养殖场户常处于较为

弱势地位。而很多品种的奶酪能够长期保

存，在生鲜乳生产相对过剩时生产奶酪，有

助于解决季节性供需不平衡问题。发展奶酪

生产，能起到“蓄水池”作用，促进养殖与

加工更加顺畅。

不仅如此，发展奶酪业，还有助于促进

婴幼儿配方乳粉业发展。婴幼儿配方乳粉是

我国奶业曾经的痛点，也是千万家庭关注的

一个重点。我国每年不仅要进口配方乳粉，

还要进口40多万吨乳清粉用作婴幼儿配方乳

粉生产。乳清粉是婴幼儿配方乳粉的必需原

料，又是奶酪的副产品。发展奶酪产业，能

带动乳清粉生产，可以支撑我国婴幼儿配方

乳粉业发展。

从全球看，奶酪产量年均增长 2.2%，

奶酪是全球所有主要市场中需求量唯一持

续增长的乳制品。从中国看，我国超 4 亿中

等收入群体、人均 GDP 突破 1 万美元，奶

酪消费增长的动能强劲。基于此，笔者以

为，我们不妨以发展奶酪业为契机，把中

国奶业的竞争力做成世界一流，实实在在

掌握产业发展主动权。当我们有勇气面对

和 解 决 信 心 背

后 的 产 业 提 升

问 题 时 ， 国 产

奶的振兴机会就

到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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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国中化控股有限责任

公司正式揭牌成立。在并购重组实

施路径上，“两化”（中国中化集团和

中国化工集团）重组与先前已经实

施的其他央企并购重组既有相似之

处，亦有不同之处。在具体整合上，

尤其需抓住要点，有序有效推进。

总 体 上 看 ，“ 两 化 ” 重 组 和

“南北船”“南北车”的并购重组有

相通之处，但从具体业务板块看，

“两化”重组又与国电、神华的并

购重组有相同之处，在一定程度上

存在着产业链上下游关系，表现出

产业链整合的特征。也就是对强强

联合式的央企重组来说，既可以在

核心主业基本相同的企业之间进

行，也可以在核心主业处于同一产

业链上下游环节的企业之间进行，

或是在核心主业部分重合、部分存

在上下游关系的企业之间进行。这

进一步打开了央企强强联合重组的

想象空间，表明强强联合的央企战

略 重 组 ， 不 会 拘 泥 于 某 一 特 定

范式。

显然，对央企来说，和谁重

组，怎么重组，都不是问题的根本

所在。关键是要通过并购重组，来

完成资源配置的优化，实现效率

效益的提升，最终推动央企走向高

质量发展。如果多个央企之间存在

业务、资源优化整合的空间，能够

形 成 协 同 发 展 优 势 ， 可 以 达 成

“1+1>2”的整合目标，那么就存在实施并购重组的可

能性，推动其实施并购重组或是解决效率效益不足、重

复投资等问题的必要选项。

对中国中化来说，新公司的揭牌，意味着“两化”

重组迈出了重要一步，未来要做的事还很多，特别是要

面临对“两化”现有资源、业务、市场、人员、文化等方面

的整合。所以，中国中化不能停留于新公司揭牌的“形

合”，而是要加快走向全面、深度整合与融合。中国中化

需要进行全面梳理，提出可行的整合策略，制定完备科

学的整合方案，保障整合工作全面有序有效推进。

笔者以为，在具体整合上，中国中化应以四个方

面为要点，重点加以推进。一是对“两化”在化学化

工领域的相同业务有效整合，减少在同类业务上的重

复投资，形成同类业务的整体合力，以期在减少内耗

的同时分享规模经济效益，进而更好地提升竞争力。

二是对“两化”现有业务中存在上下游关系的农业化

工、种源业务有效整合，促进上下游业务协同发展，

提升产业链韧性与安全性，更好促进全产业链业务发

展。三是对市场与渠道有机整合，实现国内市场与国

际市场的有效对接。四是对创新资源全面整合，做出

统筹安排，集中在种源、化工领域进行核心技术、关键

技术攻关，尽快取得技术突破，推动实

现技术自主自立。

（作者系中国企业联合会研究员）

近日，针对中央第八生

态环境保护督察组日前通报

的“保山市治污不力，‘母

亲河’东河沦为纳污河”等

问题，云南省纪委监委经过

调查，决定给予4个责任单

位通报问责，对7名省管干部

及 12名处级干部、2名科级

干部予以问责。在生态环境

保护如此受重视的当下，个

别地方竟然在相关工作中不

作为不担当，对其作出处理

并不冤枉。期待各地各单位

都能引以为戒，坚决扛起环

保责任。 （时 锋）刘道伟作（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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