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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乳制品行业应当着眼于

新的消费趋势，加快乳制品品种和

乳制品加工技术创新，突破功能国

产化等“卡脖子”技术，不断丰富乳

制品供给模式。

《2023中国奶商指数报告》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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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早 点 ，和 好

朋 友 分 享 可 比

克 薯 片 、好 吃 点

饼 干 ⋯⋯ 大 概 是

不 少 人 的 童 年 回

忆 。 然 而 日 前 ，手

握 这 些 国 民 度 颇 高

的零食品牌的食品业

巨 头 达 利 食 品 集 团 ，

营收支柱板块“休闲食

品 ”和“ 即 饮 饮 料 ”收 入

纷纷缩水。

当前，传统食品企业

陆续面临创新不足和渠道

僵化带来的业绩萎靡。不

少细分领域的新贵品牌强

势进场，培养了一大批忠实

消费者，还有以品类丰富、价

格实惠等为特点的零食集合

店，更是打开了零食行业的新

风 口 ，新 消 费 时 代 下 的 零 食

“江湖”暗流涌动。

据艾媒咨询数据统计，休

闲食品行业 2022 年市场规模

达到 11654 亿元，我国已经成

为全球最大的休闲食品市场之

一。从消费人群来看，Z 世代

已成长为中坚力量，他们的个

性化、多元化需求开始浮现，这

为新的休闲食品品牌或品类孵

化提供了肥沃土壤。一些新兴

零食品牌针对持续涌现的新消

费需求，抓住机遇迅速崛起。

有凭“一人食”概念发展出的火

锅、煲仔饭、面条等自热方便食

品矩阵，有着眼消费者减脂需

求，获得健身人群和都市白领

青睐的“代餐零食”，还有电商

零食巨头不断入局。

由于“网红”单品推陈出新的宣传攻势大，零食现炒模式

具有高客单价等优势，这样的连锁门店在疫情中甚至能逆势

扩张。然而，靠爆款产品拥有一时流量的新兴零食品牌，一旦

流量红利退去，能否沉淀下无形的用户资产，是构建起品牌护

城河的关键。同时，面对互联网的全面渗透、科技的迅猛发展

和行业的刷新变局，亟待突破产品创新瓶颈、开拓销售渠道布

局等问题，仍不断考验着达利食品等传统零食品牌。

想长红，还需要靠产品说话。随着我国消费市场持续迭

代升级，休闲零食从早期补充人们饮食需求的粗放经营，转

变至贴合消费者物质和精神需要的全方位满足。如今，新

一代的年轻消费者以及中等收入群体愿意为健康饮食更

高溢价埋单，以满足他们对优质原材料、健康加工工艺和

低糖低卡功能性等要求。越来越多新概念产品在零食市

场出现，广阔的市场空间和细分市场红利等待被看见、

被挖掘。休闲食品企业要积极顺应消费者需求变化，

在研发、生产和营销中不断创新突破，打造高品质产

品，夯实品牌核心竞争力。

促大卖，客户体验为王。想吃零食可家里的存

货没了怎么办？适应了快节奏生活的年轻人甚至不

再满足于网购、超市、便利店等零食消费方式，零食

集合店、量贩零食店乘势而上，以“多快省”的零食

购买体验打动消费者，带来零食行业的重大变

革。模式创新也是能够转化为各大零食业巨

头销量业绩的关键。“强强联合”有望创造更

多新品，零食生产企业不妨接纳这些新参

与者的邀约，携手营造多元消费场景，

将销售环节的产品性价比和购买体

验 做 到 极 致 ，攻 占 年 轻 消 费 者

的心。

日前发布的《2023 中国奶商指数报告》

显示，“品质至上”已成为乳制品消费者的新

要求，营养成分丰富、高品质奶源地、低糖低

脂零添加、有机认证等都将成为乳品消费新

的增长点，功能性产品也将愈加受关注，乳

业高质量发展与乳制品高品质消费正在逐

步形成互促共进的良性循环。

行业细分功能化需求强烈

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对乳制品在有意识

地进行细分选择。《2023 中国奶商指数报告》

通过量化喝奶意识、喝奶知识、喝奶行为三

大核心指标来衡量公众摄入乳制品的表现

和特征。报告显示，随着乳制品种类的日趋

多元化，乳品消费也衍生出了更多新功能、

新渠道、新场景，消费者对高品质产品的个

性化、多样化需求大幅提升，乳制品行业进

入细分阶段。

调研显示，78.4%的公众购买前都会查

看产品标签，营养成分丰富、高品质奶源地、

低糖低脂零添加、有机认证都成为消费者决

策的重要依据。同时，乳制品消费的零碳态

度开始显现，消费者十分关注奶源地、有机、

包装可回收等方面。数据显示，包装是否环

保与可回收分别可以影响 67.5%与 25.6%的

公众消费决策。

从调研结果看，Z 世代消费者、老年人、

运动人群等新消费细分人群正在展现出巨

大的潜力，但也对乳制品功能化提出了更高

的要求。比如，公众对肠道健康重要性的认

知迅速提升，更将乳制品视为肠道健康的最

佳伴侣，其中，61.2%的公众希望乳制品具备

促进消化和肠道吸收的新功能。在运动人

群方面，超半数公众在运动后会以喝牛奶的

方式补充蛋白质与体能，与运动相关的功能

性乳制品愈加受到关注。

健康理念推动消费升级

乳品消费趋势的变化与公众健康素养

的提升和生活方式的变化高度相关。《2023

中国奶商指数报告》显示，自 2018 年以来，

中国奶商连续 6 年保持稳步增长，深层次原

因是从喝奶意识到行为深度渗透。6 年来

公众喝奶意识得分稳居高位，人们养成了

喝奶的好习惯，每日喝奶变得常态化。在

2023 年，牛奶对免疫力的提升作用也被更

多人认可。

1995 年至 2009 年出生的年轻群体已经

成为引领乳制品消费潮流的新人群。在报

告中可以看到，他们重视悦己型消费，牛奶

摄 入

量达标率高

于 总 体 水 平 ，

同时在乳制品食

用种类、场景与购

买渠道等方面表现

十分亮眼。在养育子

女方面，他们不仅相信科

学育儿，也崇尚自然养育，擅长从手

机等多元渠道获取新知识。其中，53.3%的

年轻父母愿意主动学习育儿知识，关注孩子

的乳制品选择，并且关注新成分的添加、新

技术的应用。

乳制品消费新趋势更承载了一种新的

生活方式。从消费场景来看，年轻群体不管

在加班、看电影、刷剧、聚会还是运动前后，

都喜欢食用含乳食品。他们还关注科学饮

奶，会研究乳制品的成分和配方，同时更注

重新技术、新成分的应用。他们最常食用

的含乳食品依次为乳酸菌饮料、奶茶、牛

奶布丁和双皮奶等甜点、奶油和奶酪蛋

糕，以及加牛奶的咖啡。乳制品已成为

休闲、社交、工作等场景下必不可少的

选择。

“随着消费者的消费理念和膳食结

构持续改善，未来奶产品消费将持续刚

性增长，对于高蛋白质、高水准奶源以及

多样化奶类制品的消费需求将持续增长。”

中国农垦乳业联盟经济专家组组长宋亮预

判，未来两三年，国内酸奶、白奶的销售将有

所恢复；2023 年，婴幼儿配方奶粉销售额同

比持平，企业价盘逐步恢复，儿童奶粉销售

保持增长，成人奶粉销售增速将超过 10%，

儿童再制奶酪市场预计保持 8%的增速，上

游原料奶喷粉情况将得到明显改善，进口大

包粉将出现量增价减的趋势。

消费潜力有待进一步激发

消费结构的变化对乳品行业的发展提

出了新要求。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原理事

长、国际乳制品联合会（IDF）中国国家委员

会荣誉主席宋昆冈表示，6 年时间里，国民

奶商稳步提升，但目前世界人均奶类消费

量为 140 千克，而我国人均消费 43 千克，仅

为 世 界 人 均 消 费 量 的

“零头”。《2023 中国奶商指

数报告》显示，公众奶商指数有

所提升，但是饮奶知识的普及、饮奶人数比

例还远没有达到理想的水平，这要求乳制

品行业要开展更丰富的饮奶科普，帮助更

多人建立从喝奶意识到喝奶行为的认知，

继而提升公众喝奶达标率。

从中长期来看，企业最大的挑战是如何

满足不断新增的，更健康、更营养的乳制品

需求。“随着国民消费结构升级，老百姓从

‘吃得饱’转向‘吃得好’，开始追求绿色、健

康与品质。乳制品是理想的蛋白质供应食

物，但是，我国乳制品的产品结构较单一，仍

以液态奶消费为主。”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

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教授任

发政认为，未来乳制品行业应当着眼于新的

消费趋势，加快乳制品品种和乳制品加工技

术创新，突破功能国产化等“卡脖子”技术，

不断丰富乳制品供给模式。

许多业内人士提倡发展干酪产业，鼓励

消费者从“饮奶”向“吃奶”转变，提升乳制品

摄入量。据了解，奶业发达国家，乳品消费

以干乳制品为主，液态奶和干乳制品的消费

比例大致为 3∶7。数据显示，2022 年国内人

均奶酪消费仅为 0.2 公斤，相比于日本人均

1.2 公斤、英国人均 5.5 公斤和法国人均 13.9

公斤的消费量，还有很大的空间。“奶酪是奶

业发展成熟阶段的标志性产品。”国家食物

与营养咨询委员会主任、中国奶业协会战略

发展工作委员会名誉副主任陈萌山建议，引

导企业优化乳品结构和加工工艺，增加奶酪

等高附加值乳制品生产，进一步提高我国人

均牛乳消费量。

暑期，西北进入旅游旺季。为了丰富乡

村美食旅游内涵，提高旅游活动的参与性，

宁夏举办了“百村千碗·乡村美食”工程，从

自治区 46 个“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镇”和部

分特色旅游村、乡村旅游示范点采集特色美

食，举办 5 场线下美食比赛，为夏季消费增添

了亮色。

石 嘴 山 站 比 赛 在 大 武 口 区 龙 泉 村 举

行。龙泉村紧依贺兰山，山、庄、田错落有

致，风光秀美，是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比

赛当天，来自石嘴山市 23 家乡村美食餐饮名

店、50 余名乡村特色美食厨师代表参加了比

赛。现场美食云集，黄渠桥羊羔肉、沙湖大

鱼头、大武口凉皮等特色菜品“香”聚一堂。

凉皮是西北常见的特色美食。近十年

来，大武口区的餐饮从业者对凉皮进行了创

新，提升了质量和风味，彰显了地域特色，地

方政府也大力扶持和宣传，形成了“大武口

凉皮”知名品牌，畅销宁夏，成为宁夏通过创

新挖掘传统美食消费潜力的样板之一。这

其中“三住宅凉皮”最具代表性，由最初的拌

凉皮创新出卷凉皮，深受游客喜爱。“这次来

参赛，希望收集各类食客和评委的好建议，

以便我们加强创新和改进，更好服务消费

者。”“三住宅凉皮”负责人管威宁说。

菜做好后，满场飘香。专家评委、大众

评审团开始评选。评比结束后，游客和群众

品尝这些当地“顶流”美食，现场气氛十分热

烈。“美食大赛的优点是美食云集，来观看比

赛的同时，可以一次性品尝我市所有的顶级

美食。美景加美食，是一种难得的享受。”石

嘴山市民肖建伟说。

中卫站比赛在沙坡头区向阳步行街举

行。向阳步行街是一条环境优美、商业繁华

的新晋“网红”打卡街区。比赛当天，来自中

卫市各县区 14 家餐饮企业的厨师代表参加

了比赛。莫氏土鸡、香山羊羔肉、海原面包

羊羔肉等特色美食都是享誉宁夏及周边省

份的美食。这些美食大都发轫于乡村，有些

是非遗产品，在互联网的助力下，得到进一

步发扬光大，成为城乡群众以及外地游客打

卡消费的网红美食。

烧水、下面、点水，几分钟后，56 岁的于

振玲把略呈黄色的蒿子面捞出来，装碗后浇

上炒好的臊子，一碗筋道滑爽的蒿子面就完

成了，不仅味道好，而且颜值高。蒿子面是

西北邻近沙漠地区的特色美食，面粉里掺入

少许当地野生植物蒿草籽研磨成的粉，擀成

直径 1 米左右极薄的面张，待煮面时按折扇

式叠好，用刀切得细如粉丝一般后放入开水

锅里煮熟捞出，将豆腐、黄花菜等多种蔬菜

切丁后做成汤菜放入面碗里即可食用，口感

爽滑筋道。

作为民间特色风味小吃，蒿子面在中卫

市中宁县已经流传了 300 多年。近年来，传

统美食越来越受重视，从小在中宁县农村跟

妈妈做得一手好蒿子面的于振玲成为非遗

传承人。在政府支持下，她还参加了非遗进

社区活动，开设蒿子面技艺培训传承班，传

承工匠精神，弘扬非遗文化，培养非物质文

化遗产传承人，带动一批人增收。

比赛现场既有专业厨师，也有农村“巧

媳妇”，大家各显绝活，场面十分精彩。来自

迎水桥镇沙坡头新村的李翠玲从小跟母亲

做饭，练就了一手好厨艺。因为村子挨着沙

坡头 5A 级景区，11 年前，她和妹妹在村里开

了家名为“童家乐园”的农家乐，一年收入七

八万元。此次她带来凉拌野生沙葱，满满的

乡野味、乡野情，市民和游客品尝后纷纷叫

好。“和种植的沙葱相比，野生的沙葱更辣、

也更有味儿。”中卫市民刘卫宁说。

“这样的比赛很有意义。第一，具有引流

的作用，市民和游客品尝后，如果认为好，以

后就会到店里去消费。第二，通过比赛，城乡

餐饮从业者可以交流传统技法和经验，有利

于守正创新，更好满足消费者的需求。作为

职业厨师，我就经常向农村的土厨子、巧媳妇

学习技术。”西河生态饭店大厨田浩说。

“百村千碗·乡村美食”大赛最终评

选出了 100 道宁夏乡村美食特色名菜，

50 位乡村名厨，10 家乡村美食特色

店。这些成果将拍摄制作成宁夏特

色美食宣传片，并且发布《乡村美食

指南》及乡村美食手绘地图、乡村

特色美食旅游线路等旅游产品供

广大游客选择。“实施这个工程，

要深入挖掘和提炼宁夏特色餐饮

文化，吸引更多游客选择游在乡

村、吃在乡村、住在乡村、爱上乡

村，让这项工程形成品牌，推动宁

夏文化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宁夏

文化和旅游厅二级巡视员刘志斌说。

消 费 者 在消 费 者 在““ 百 村 千百 村 千

碗碗··乡村美食乡村美食””大赛上品尝大赛上品尝

小吃小吃。。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拓兆兵拓兆兵摄摄

□□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吴佳佳吴佳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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