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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生鲜乳价格剧烈波动是我国乳业发展面临的一大难题.采用 CensusX１２季

节调整法和 HＧP滤波法对我国生鲜乳价格波动特征及其成因进行分析.研究发现,我国生

鲜乳价格波动主要受长期趋势和循环波动因素的影响,季节性波动和不规则波动的影响极

其微弱.生鲜乳价格的长期趋势是不断上涨的,但２０１４年后出现了下行势头,生鲜乳价格

的循环波动可划分为３个周期,呈现“大幅波动Ｇ相对平缓Ｇ更大幅度波动”的变化趋势.消

费需求变化、生产成本变动、进口乳品冲击、产业政策调整和突发质量安全事件等是影响我

国生鲜乳价格波动的最主要因素,而开放经济条件下的生产效率差异、产业链视角下扭曲的

利益分配机制以及当前我国乳业快速转型调整的阶段特征则是我国生鲜乳价格剧烈波动和

奶农“倒奶杀牛”的根源.因此,我国奶业调控政策应聚焦市场需求变化、奶业生产效率的提

升、合理利益分配机制和价格预警机制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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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５年元旦前后,奶农“倒奶”现象再次席卷全国,不仅严重损害了奶农收益,挫伤了广大奶农的

生产积极性,而且造成了极坏的社会影响[１].据不完全统计,２００３年以来我国发生的“倒奶杀牛”事
件超过１０次以上,作为市场化程度较高的产业,生鲜乳价格在一定区间内的正常波动符合市场规律,
且有助于产业结构调整,但从产业发展的角度考虑,生鲜乳价格的频繁剧烈波动,以及由此引发的大

规模“倒奶杀牛”事件,不仅不利于我国乳业的健康发展,而且直接影响着百万奶农的生计,是我国乳

业发展亟待解决的问题[２Ｇ３].
表面看来,生鲜乳价格波动及“倒奶杀牛”现象是供需矛盾的产物,实质上则是我国乳业发展过程

中深层次问题和矛盾的集中体现,价格剧烈波动背后有着深刻的系统性根源,简单的归因于散养模

式、进口低价乳粉冲击、市场秩序不规范等,只会使政府调控政策难以达到预期效果,甚至加剧价格波

动和产业动荡.纵观乳业发达国家,无不经历了“奶价下跌—倒奶杀牛—供给减少—奶价上涨”的过

程,在反复的市场纠正和政策修正过程中形成较为稳定的均衡机制[４].因此,唯有从我国乳业自身出

发,剥茧抽丝,找出产业脆弱性的根源,精准施策,处理好市场调节和政府调控的关系,才能促进我国

乳业持续健康发展.
从已有研究看,国外文献鲜见对我国生鲜乳价格波动和“倒奶杀牛”现象的研究,对我国奶业的研

究主要集中在“三聚氰胺”事件及其影响、奶农生产行为、奶牛养殖小区对生鲜乳质量安全的影响等方

面,对农产品价格的研究也更多关注价格的周期波动、不同地域和产业环节的价格传导等[５Ｇ８].国内

对农产品价格波动的研究虽然涵盖主要的粮食作物、畜产品、水产品、蔬菜水果等各个品类,但学界对

我国生鲜乳价格波动和“倒奶杀牛”事件并未给予足够的重视,且已有研究局限于对价格波动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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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能紧贴农产品的生物特性、产业发展的阶段特征和内外部环境因素等,未将价格波动作为重要的市

场信号,深入剖析价格波动背后的核心问题和症结[９Ｇ１３].部分学者将畜产品、蔬菜、水果产品等的价

格波动进行汇总分析,虽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产业发展的共同规律,但由于不同产品的生物特

性、产业特征、外部环境、偶然因素等存在巨大差异,汇总分析并不能准确解释价格波动的成因,也难

以反映产业发展的深层次问题[９Ｇ１０,１２].因此,本文从生鲜乳价格波动的角度入手,采用 CensusX１２
季节调整法和 HＧP滤波法,在对我国生鲜乳价格波动特征及其成因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从我国

奶业的核心特征和内部症结入手,剖析生鲜乳价格剧烈波动和奶农“倒奶杀牛”的根源,并据此提出切

实可行的调控政策.

　　一、研究方法和数据来源

　　１．研究方法

(１)CensusX１２季节调整法.因奶牛养殖和泌乳具有较强的季节性,因此,首先要对生鲜乳价格

的月度时间序列进行季节调整,剔除季节效应的影响.CensusX１２季节调整法包括４种分解形式:
乘法模型、加法模型、伪加法模型、对数加法模型,以加法模型为例,生鲜乳价格的表达式为:Pt＝
TCt＋St＋It,即生鲜乳价格月度时间序列的波动可分解为趋势循环变动(TCt)、季节变动(St)和不

规则变动(It).通过CensusX１２季节调整法,将季节变动(St)和不规则变动(It)从生鲜乳价格波动

中分离出来,剩下的趋势循环变动就只包含趋势变动(Tt)、循环变动(Ct),可进一步利用 HＧP滤波法

进行分离.
(２)HＧP滤波法.在对生鲜乳价格序列进行季节调整,剔除季节变动和不规则变动后,剩下的趋

势循环变动TCt是只包含长期趋势成分Tt和周期波动Ct的时间序列,即TCt＝Tt＋Ct.HＧP滤波法

就是从时间序列TCt中将长期趋势成分Tt分离出来的一种方法,由 Hodrick等于１９８０年在分析战后

美国经济周期波动中首次使用,该方法不依赖经济周期波峰和波谷的确定,而是将经济周期视为宏观

经济波动对某些缓慢路径的偏离[１４].一般而言,时间序列TCt中不可观测的长期趋势Tt常被定义为

下面损失函数最小化问题的解:

Min ∑
T

t＝１
TCT－Tt( )２＋λ∑

T

t＝１
Tt＋１－Tt( ) － Tt－Tt－１( )[ ]２{ }

其中λ为平滑系数,λ越大,估计的长期趋势成分越光滑,根据一般经验,月度数据λ 的取值为

１４４００.
(３)协方差分析.经过 CensusX１２季节调整和 HＧP滤波分解后,生鲜乳价格可表达为:Pt＝

Tt＋Ct＋St＋It,借鉴宋长鸣等的处理方式[１５],对上式两边各项均对Pt取协方差有:cov Pt,Pt( ) ＝cov

Pt,Tt( ) ＋cov Pt,Ct( ) ＋cov Pt,St( ) ＋cov Pt,It( ) ,进 一 步 变 换 有
cov Pt,Tt( )

varPt( )
＋
cov Pt,Ct( )

varPt( )
＋

cov Pt,St( )

varPt( )
＋
cov Pt,It( )

varPt( )
＝１,可以计算出生鲜乳价格波动中长期趋势、循环波动、季节性波动和不规

则变动对生鲜乳价格波动方差变异的贡献率.

２．数据来源

根据研究目的和数据的可得性,选择２００７年１月至２０１６年１２月全国奶牛主产区生鲜乳平均月

度价格为研究对象.之所以选择２００７年１月为始点,主要由于２００８年是我国乳业调整转型的关键

年份,尤其是“三聚氰胺”事件对我国乳业尤其是奶牛养殖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生鲜乳价格波动的

研究应当涵盖２００８年并适当前推.数据来源于农业部奶牛主产区定点监测数据,时间序列数据完整.

　　二、生鲜乳价格波动特征

　　１．季节性波动

２００７年１月至２０１６年１２月,我国生鲜乳价格季节性特征明显,呈现明显的正弦形态,规律性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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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从波动幅度看,生鲜乳价格季节性波动幅度稳步下降,由２００７年的０．２元/千克下降至２０１６年

的０．１元/千克,并逐步稳定(见图１).

图１　我国生鲜乳价格季节波动

　　将２００７年１月至２０１６年１２月生鲜乳价格季节性波动依照年度分离出历年的季节波动曲线,如
图２所示.近１０年来,我国各年度生鲜乳价格季节性波动高度相似,由每年２月份开始下降,在当年

８月跌至谷底,到次年２月逐步回升至峰值.这与奶牛泌乳的季节性和我国城乡居民乳品消费的季

节性特征密切相关,每年春夏两季,随着气温的回升,奶牛进入高泌乳期,生鲜乳产量高于秋冬两季,
并在夏季６－８月份达到峰值,但此时生鲜乳的乳蛋白率最低,品质也相对较差.冬季是奶牛产奶量

最低的季节,但也是生鲜乳乳蛋白率最高,品质最好的时期[１６].因此,一年内生鲜乳各月产量的倒 U
型和生鲜乳品质的 U型,使得生鲜乳价格先下降后上升.此外,每年１、２月春节期间也是我国一年

内乳品消费量最大的时期.综上,奶牛泌乳季节性和居民乳品消费季节性的叠加效应是导致我国生

鲜乳价格季节波动呈 U型的主要原因.而近年来城乡居民乳品消费季节性的逐步减弱,可能是生鲜

乳价格季节性波动幅度减弱的重要原因之一.

图２　２００７－２０１６年全国生鲜乳价格季节波动

　　２．不规则波动

不规则波动又称随机因子、残余变动或噪声,因受多种因素的影响,而呈现不规则的随机特征,常
由突发气候灾害、食品质量安全事件、突发疫病、即时性政策公示及偶然性人为预测失误等因素引

发[１７].２００７年１月至２０１６年１２月,我国生鲜乳价格的不规则波动整体相对平缓,但在２００８年和

２０１４年前后有两次较为剧烈的波动,前者主要受突发质量安全事件“三鹿毒奶粉”事件的影响,而后

者则与恒天然乌龙事件、国内产业政策调整、部分地区突发疫病及全球突发气象灾害等密切相关(见
图３).

３．生鲜乳价格波动的长期趋势

２００７年１月至２０１６年１２月,我国生鲜乳价格整体呈现上涨趋势,但在２０１４年５月到达峰值后开

始缓慢下降.剔除宏观经济增长、通货膨胀等共性因素对农畜产品价格长期上涨趋势的影响,我国生鲜

乳价格波动的长期趋势主要受乳品市场需求变化、生产成本价格波动和进出口贸易等因素的影响.

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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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我国生鲜乳价格不规则波动

　　(１)乳品市场需求变化.１９７８年至今我国乳品需求变动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１９７８年至２００７年

为第一个阶段,乳品消费总量由９７．１万吨增长至３７５２．３万吨,年均递增１３．４０％,除个别年份外,乳
品消费均保持两位数增长,是我国乳品消费的快速增长期.２００８至今为第二个阶段,是我国乳品消

费的信任危机期和缓慢增长期,２００８和２００９年受“三聚氰胺”事件的影响,我国乳品消费同比下降

２．７０％和１３．４０％,随后２０１０年至２０１４年的５年间,我国乳品消费维持在５．００％左右的中低速增长,

２０１５年我国乳品消费同比增速仅为０．９７％,是近２０年来首次个位数增长,虽然我国乳品消费的拐点

是否出现仍需深入分析,但据 USDA推算,未来几年我国乳品消费的低速增长趋势或仍将延续.综

上,乳品市场需求变化与生鲜乳价格波动的长期趋势高度一致,乳品市场需求由中高速增长滑落至低

速增长,再到近年来缓慢增长的动态变化,是我国生鲜乳价格长期波动趋势形成的最主要原因.
近期我国乳品消费需求放缓的原因主要有:一是随着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宏观经济发展下行压

力加大,城乡居民乳品消费能力受到一定影响.二是近年来乳品结构转型升级提速,常温酸牛奶、高
端有机奶等创新型高端乳品所占比重不断提高,而以白袋奶为代表的低价乳品因利润微薄,供给明显

不足.三是在经历了近３０年的高速增长后,城镇居民乳品消费似乎已进入阶段性的饱和调整期,而
广大农村居民则受收入水平、消费习惯等因素的影响,乳品消费增长乏力.

(２)生产成本价格波动.奶牛养殖成本主要由不变成本和可变成本两部分组成,其中可变成本占

总成本的９２．８％,饲料成本又占到可变成本的８６．３％[１８].农业部对全国５００个集贸市场畜禽产品和

饲料价格定点监测数据显示,长期以来,我国玉米和豆粕价格整体呈现波动上升的趋势,但近年来受

国际大宗农产品价格下跌和国内玉米价格高位承压等因素的影响,２０１４年９月以来,玉米价格开始

波动下降,并延续至今,豆粕价格在２０１３年１０月到达４．５１元/千克的阶段峰值后也呈现波动下跌的

趋势.２０１６年国家取消对东北三省和内蒙古自治区玉米临时收储政策,玉米价格继续走低,在“市场

定价、价补分离”的政策导向下,玉米价格仍有一定的下降空间,但降幅不会太大.同时,受防疫、人工

和管理成本上涨的影响,我国生鲜乳生产成本总体降幅不大.但长期来看,２０１４年下半年以来我国

生鲜乳生产成本的小幅下滑态势与生鲜乳价格波动的长期趋势基本一致.
(３)国际生鲜乳价格波动.从市场供求关系看,每年我国生鲜乳供需缺口约为４００万吨,需靠进

口补充,受生产模式、生产成本和效率等因素的影响,国际生鲜乳价格显著低于国内,即便如此,当国

际生鲜乳价格下跌时,国内乳品加工企业仍会通过增加国际低价乳粉的进口,降低生产成本,形成对

国产生鲜乳的替代,这种情况在国内生鲜乳价格快速上涨时更加明显.IFCN统计数据显示,２００８年

１月至２０１４年２月,全球生鲜乳价格整体呈波动上涨的态势,并于２０１４年２月到达５６美元/１００千

克的阶段高点.随后,受全球生鲜乳产能过剩、库存高企和饲料价格下跌等多因素的影响,生鲜乳价

格再次进入下行周期,并持续至今.本轮全球生鲜乳产能过剩和价格持续下跌是我国生鲜乳价格波

动长期趋势出现下行势头最重要的外部因素(见图４).

４．循环波动

按照“波谷—波谷”进行划分,２００７年１月至２０１６年１２月,我国生鲜乳价格循环波动大致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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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３个完整周期和１个不完整周期,平均每３３个月就有一次较大波动,与一般农产品价格周期波动

的平均持续时间为６年相比,我国生鲜乳市场的稳定性较差,价格波动也更加频繁[１０].从３个完整

周期的持续时间和波动幅度看,第１和第３个周期持续时间较短,波动幅度也更大,尤其是第３个周

期持续时间最短,波动幅度也最大.这说明,自２００７年１月以来,我国生鲜乳价格经历了“大幅波

动—相对平缓—再次大幅波动”的大起大落.２００７年１月至２０１６年１２月我国生鲜乳价格循环波动

各周期划分见表１.

图４　２００８年１月至２０１６年１２月全球生鲜乳价格波动

表１　２００７年１月至２０１６年１２月我国生鲜乳价格循环波动各周期划分

周期 时间 波长/月 峰值 达峰值时长/月 谷值 达谷值时长/月 振幅

１ ２００７年１月至２００９年７月 ３１ ０．４１６ １７ －０．２９８ １４ ０．７１４
２ ２００９年８月至２０１３年１月 ４２ ０．０９８ ２０ －０．１９１ ２２ ０．２８９
３ ２０１３年２月至２０１５年３月 ２６ ０．４８ １４ －０．２５８ １２ ０．７３８
４ ２０１５年４月至２０１６年１２月 ２１ NA NA NA NA NA

　　第一个周期是从２００７年１月至２００９年７月,经历了３１个月,振幅０．７１４,本次价格波动主要是

受到“三聚氰胺”事件的影响.事件发生前,在市场需求的拉动下,我国生鲜乳价格波动增长,２００８年

９月事件发生后,国产乳品严重滞销,生鲜乳价格大幅下滑,仅１４个月的时间,价格就由峰值跌落至

谷底.
第二个周期是从２００９年８月至２０１３年１月,经历了４２个月,振幅０．２８９,本次价格波动的持续

时间更长,波动幅度也更加平缓.“三聚氰胺”事件后,随着市场的复苏和奶牛存栏量的下降,生鲜乳

价格企稳回涨,并于２０１１年３月到达峰值,而前期低价进口乳粉的大量涌入和乳品库存的增长,导致

国内生鲜乳市场需求阶段性疲软,价格缓慢走低,持续时间为２２个月.
这一时期是我国乳业重要的调整转型阶段,一系列产业政策相继出台,生鲜乳生产标准更加严

格,生鲜乳质量安全被提升到新的高度,标准化规模养殖场和奶牛养殖小区模式加速推进,家庭小规

模散养大量退出.与此同时,消费者对国产乳品质量安全的不信任和国内外生鲜乳价格倒挂,使得国

际低价乳粉大量涌入,极大冲击了我国本就十分脆弱的奶牛养殖业,加剧了生鲜乳的价格波动.这一

阶段我国奶牛养殖业的加速调整和国际低价乳品的进口冲击为生鲜乳价格更大幅度的波动埋下了

伏笔.
第三个周期是从２０１３年２月至２０１５年３月,持续时间２６个月,振幅０．７３８,是２００７年１月以来

持续时间最短,震荡幅度最大的一次波动,本次价格波动主要是前期产业政策调整、低价进口乳粉冲

击、市场需求放缓等多因素合力的结果.受到上一阶段散养奶农大量退出,而标准化规模养殖场未能

及时填补缺口的影响,２０１３年我国奶牛存栏量和生鲜乳产量首次同比下降了３．４％和５．７％,生鲜乳

市场的供需失衡使生鲜乳价格大幅上涨,仅１４个月时间就上升至新的峰值.生鲜乳价格的大幅上涨

一方面促使各类奶牛养殖场不断“买牛扩产”,另一方面则使乳品加工企业纷纷转向低价进口乳粉,

２０１３年１１月至２０１４年４月,我国乳粉单月进口量均超１１万吨,随之而来的消费疲软使得众多企业

销售不畅,库存高企,被迫大幅减少生鲜乳的收购量,生鲜乳价格再次上演断崖式下跌,仅用了１２个

９６



　　 华 中 农 业 大 学 学 报(社会科学版) (总１３３期)

月就再次跌入谷底.

５．各因素贡献率

协方差分析结果表明长期趋势在我国生鲜乳价格波动中贡献比例为８４．８８％,其次为循环波动贡

献率为１４．５２％,季节波动和不规则波动两者合计占比仅为０．６％,我国生鲜乳价格波动主要受长期趋

势因素和周期循环因素的影响.因此,要稳定生鲜乳价格波动,降低奶农“倒奶杀牛”风险,应着眼长

远,从产业发展的长期趋势和深层根源入手,精准施策,防范和化解风险.

　　三、价格剧烈波动的根源

　　长期趋势和循环波动对生鲜乳价格波动的贡献率超过９９％,而消费需求变化、生产成本变动、进
口乳品冲击、产业政策调整、突发质量安全事件等是影响生鲜乳价格长期趋势和周期波动的最主要因

素.在剥离了产业外部因素的影响后,从我国奶业的阶段特征和内在症结入手,由表及里、层层深入,
发现开放经济条件下的生产效率差异、产业链视角下我国乳业不合理的利益分配格局以及现阶段我

国乳业仍处于转型调整期是我国生鲜乳价格剧烈波动和奶农“倒奶”的根源.

１．开放经济条件下,我国生鲜乳生产效率低下

低价乳粉的大量涌入是我国生鲜乳价格波动和奶农“倒奶杀牛”最重要的外部冲击,当国内生鲜

乳价格上涨时,低价乳粉的进口和国内奶农“添牛扩产”的叠加效应,使得原料奶供给量在未来某一时

期陡增,生鲜乳价格翻转下跌,而当国内生鲜乳价格下降时,低价乳粉的涌入则进一步加剧了奶价下

跌,而国际低价乳粉的巨大冲击则根源于我国生鲜乳生产效率的低下.按照理论经济学的观点,在开

放经济系统中,一国缺乏保护的低效率行业势必受到来自国际市场高效率国家同类商品的冲击.当

前,我国生鲜乳生产的饲料转化率为１．２,发达国家为１．５,我国泌乳牛平均单产水平为６．０吨,欧美等

发达国家普遍在１０．０吨左右,２０１２年以色列奶牛平均单产１１．７吨,是我国的近两倍[１９].生产效率

的巨大差异使得即便在同样的投入成本下,我国奶牛的产出更少,价格也就更高,何况我国奶牛养殖

的投入成本远高于发达国家,由此导致国内外原料奶价格倒挂,国内生鲜乳价格不仅远高于进口乳粉

到岸价,而且高于配额外的第二道天花板价格,巨大的价差使得低价乳粉进口常态化,严重冲击了我

国生鲜乳生产,加剧了价格波动和奶农“倒奶杀牛”事件的发生.导致我国奶牛养殖业生产效率低下

的原因是全方位的,奶牛养殖小区和小规模散养占主导,标准化规模养殖场所占比重仍相对较低,专
业化社会化技术服务体系发展严重滞后,奶牛品种、饲草料质量、饲喂技术、养殖环境、防疫水平等全

面落后.我国生鲜乳生产效率的提升是一项复杂、艰巨的系统工程,也是提升我国乳业国际竞争力,
推进我国乳业持续健康发展的基础.

２．产业链视角下,我国乳业不合理的利益分配格局

产业链视角下,我国乳业各产业主体间悬殊的市场力量以及由此形成的扭曲的利益衔接机制,是
我国生鲜乳价格波动和奶农“倒奶杀牛”最直接、最重要的产业链因素.奶牛养殖是典型高投入、高风

险、资产专有性极高的行业,而乳品加工企业往往是区域生鲜乳市场的寡头垄断买方,大型商超等又

是乳制品线下销售的最主要渠道,各产业主体间不同的市场地位造就了我国乳业“倒金字塔型”的利

益分配格局,即零售环节利润最高,加工环节次之,生产环节最少[１８].近年来,在市场和政策的推动

下,我国奶业产业链正逐步由分散松散向集中紧凑过渡,但这种畸形的价格传导和利益分配机制始终

未发生变化,与生产成本和生产风险反向匹配的收益分配机制使我国生鲜乳生产异常脆弱.当市场

快速增长、收益增加时,零售商和乳品加工企业瓜分了绝大部分利润,奶农收益增长有限,而当市场低

迷、产业发展遭遇外部冲击时,生鲜乳生产首当其冲,受到来自零售商和乳品加工企业的双重挤压,价
格大幅下跌,奶农被迫“倒奶杀牛”.当前,我国乳业产业链不合理的利益分配格局已成为制约产业持

续、健康发展的一大桎梏,若不能从根本上扭转这种扭曲的利益分配机制,实现生鲜乳价格相对稳定

和保障奶农收益将无从谈起,我国乳业的可持续发展也将步履维艰.

３．我国乳业仍处于快速的调整转型阶段

生鲜乳价格的剧烈波动和奶农“倒奶杀牛”事件与现阶段我国乳业发展的阶段特征密切相关.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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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我国乳业仍处于由传统乳业向现代乳业过渡的转型调整阶段,突出表现为:一是乳业产业政策密

集出台,对生鲜乳生产、乳品加工、质量安全、企业兼并重组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且仍在持续发酵;二
是散养奶农加速退出,作为向规模化牧场模式过渡的奶牛养殖小区模式占据主导地位,奶牛养殖的规

模化水平不断提高;三是乳业产业链正由分散松散向集中紧凑转型,乳品加工企业前向一体化进程提

速,企业自建奶源比重不断提高,奶站独立的产业地位日渐消亡;四是乳品加工企业海内外兼并重组

时有发生,以伊利、蒙牛为代表的大型乳品企业集团市场影响力进一步提升;五是我国消费者乳品消

费依然不够成熟和理性,易于盲从和受到虚假负面信息的影响;六是我国乳业发展的国际环境更加开

放,一系列自由贸易协定的签署,使我国乳业直面世界乳业强国的冲击.因此,当前我国乳业仍处在

快速震荡调整的过渡阶段,产业发展变化快,内生稳定机制不足,短时期内快速的转型升级,使得每一

次生鲜乳价格波动和奶农“倒奶杀牛”事件都更加突兀,也更加惨痛.

　　四、结论与建议

　　１．结　论

本文采用CensusX１２季节调整法和 HＧP滤波法,在对２００７年１月至２０１６年１２月我国生鲜乳

价格波动特征及其成因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从我国奶业内部的矛盾和症结入手,剖析生鲜乳价格

剧烈波动和奶农“倒奶杀牛”的根源,研究的主要结论有:
(１)我国生鲜乳价格波动主要受长期趋势和周期循环因素的影响,季节性波动和不规则波动的贡

献率极其微弱,而且随着近年来城乡居民乳品消费季节性的减弱,生鲜乳价格的季节性波动逐渐

趋缓.
(２)我国生鲜乳价格长期呈上涨态势,但在２０１４年５月达到峰值后开始缓慢下降,这与近年来我

国乳品市场需求放缓,奶牛养殖成本降低和国际生鲜乳价格下行密切相关.
(３)我国生鲜乳价格的循环波动可划分为３个完整周期及１个不完整周期,整体呈现“大幅波

动—相对平缓—更大幅度波动”三个阶段,而突发的质量安全事件、产业政策的快速调整和进口乳品

冲击等是影响生鲜乳价格周期波动的最主要因素.
(４)从产业自身的内在症结入手,开放经济条件下的生产效率差异、产业链视角下扭曲的利益分

配机制以及当前我国乳业快速调整转型的阶段特征是我国生鲜乳价格剧烈波动和奶农“倒奶杀牛”的
根源.

２．建　议

奶业自身的生物特性和产业特征,使得生鲜乳价格波动将是一种常态,世界各国乳业发展进程中

均经历过生鲜乳价格大幅波动和奶农“倒奶杀牛”的阵痛,奶农“倒奶”并非我国特有,也并非无法根

除,只是我国乳业在短期内的快速增长和转型升级,剧烈的“时空压缩”使得这种冲击更加剧烈和突

兀.因此,推进我国乳业持续健康发展,首先应转变对生鲜乳价格波动和奶农“倒奶杀牛”现象的认

识,在政策调控上则应聚焦市场需求的变化、奶业生产效率的提升、合理利益分配机制和价格预警机

制的构建.
(１)保障乳品安全,调整产品结构,不断适应市场需求变化.持续稳定的市场需求是生鲜乳价格

平稳的前提,针对近年来消费者对国产乳品信心不足和我国乳品消费增速放缓的窘境.一是明确企

业质量安全主体责任,加强对生鲜乳和乳品质量安全的日常抽检、违规曝光和处罚,并鼓励和支持企

业高标准建立质量安全控制体系,确保乳品质量安全,这是提振消费者信心,实现我国乳业持续健康

发展的前提.二是继续深化产品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不断满足城乡居民乳品消费提质升级的要求.
三是加强引导和宣传,引导消费者客观认知国产乳品尤其是婴幼儿配方乳粉的质量安全情况,倡导科

学理性消费,重塑消费者对国产乳品的信心.
(２)推进规模化科学养殖,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生产效率.一是持续推进乳业技术创新、产品创新

和组织模式创新.充分发挥科研机构和大型乳品企业的技术优势,通过专业的社会化服务,推进奶牛

品种改良、科学饲喂、科学防疫和管理,在保障生鲜乳品质的基础上,降低生产成本,提高奶牛的单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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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和生产效率.二是鼓励和支持有条件的乳品加工企业和社会资本,因地制宜建设高标准奶源基

地,并积极推进奶牛养殖小区向标准化规模牧场过渡.三是继续推进“镰刀湾”地区和黄淮海玉米主

产区“粮改饲”试点,因地制宜推进高产优质苜蓿基地建设,保障高品质饲草的稳定供给.
(３)构建科学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一是鼓励和支持区域奶农合作组织的发展,不断提高奶农的

组织化程度、市场力量和议价能力.生鲜乳主产区可因地制宜地支持县域层面奶业专业合作社联合

社等奶农合作组织的发展,并在此基础上搭建奶农合作组织与乳品加工企业价格协商与谈判机制.
二是可在借鉴美国奶业安全网和日本“一元收购、多元销售”的生鲜乳购销体系的基础上,结合我国乳

业发展实际,创新探索我国生鲜乳市场价格形成机制,通过科学的制度设计,推进我国生鲜乳市场由

买方市场向均衡市场或卖方市场转变,切实提高奶农的市场地位,改变我国乳业扭曲的利益分配

机制.
(４)探索建立生鲜乳价格预警机制和乳业安全网.乳品市场巨大的供需缺口和国内外生鲜乳价

格倒挂,使得乳品大量进口成为我国乳业发展的常态,而随着市场开放程度的提高,简单封堵和保护

的思路已难以实施,且不符合国际准则.因此,我们要在不断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生产效率和国际竞

争力的同时,探索建立我国生鲜乳价格预警机制和乳业安全网,提高奶业抗风险和冲击的能力.一是

充分发挥奶业协会和乳制品工业协会的作用,加强对国际市场生鲜乳供求变化和价格波动的监测预

警,当发生重大政策调整、突发性自然灾害、重大信息披露时,及时作为预警、联动和有效应对.二是

在借鉴乳业发达国家经验的基础上,综合运用保险、信贷和补贴等多种工具,探索建立全方位、立体化

且符合国际准则的奶业安全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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