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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08年9月，震惊世界奶业界的“三鹿奶粉事件”爆发，导致了数十万名无辜儿童的健康受到影响
，消费者对包括液态奶在内的国产奶制品的信任程度下降到最低点，导致国产奶制品的销售量急剧下
降。
“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原料奶的价格也迅速下降到生产成本以下。
这一事件是我国乳品行业在10年超高速、超常规增长过程中，只注重市场开拓，不注重奶源基地建设
的必然结果。
实际上，笔者的调研结果表明，“三鹿事件”的确使处于奶制品生产链条上的各个环节利益都受到损
失，但处于链条末端的奶农的损失最大，也最无奈。
　　“三鹿事件”以后，整个奶业界都在思考这一事件的根源究竟在哪里。
少数乳品企业的唯利是图、不法分子的见利忘义、法制不健全或者有法不依都是导致事件发生的直接
原因，但最根本的原因，还是乳品产业链条不健全，乳品企业和奶农的利益关系没有理顺。
因此，要想使中国乳品行业真正走出这次危机，并且不再进入同样的陷阱，不再犯同样的错误，必须
深入研究乳品企业和奶农的利益联结机制，为此，我们接受利乐公司的资助，从2008年初开始了“中
国奶业经济组织模式研究”。
经过1年多的调研，我们得出了如下结论：　　1.在我国现有的资源条件下，处于20头以下的农户家庭
养殖模式（以下称“散养模式”①）的存在有其必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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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从截止到目前的情况看，奶联社的运行无疑是成功的，但它的运行机制隐含着一定的风险。
主要有：①经济风险。
奶业和国际经济政治形势联系密切，饲料价格、奶制品价格等方面的大幅度波动已经成为常态，这是
任何企业(包括奶联社)都难以避免的，这种风险是非经营风险，即不是经营的原因导致的，企业自身
无法控制。
②经营风险。
即由于经营不善等原因导致的企业亏损或资不抵债。
③自然风险。
由于涝灾或旱灾导致饲料价格上涨，或者某种疾病流行导致奶牛大量死亡等，也是人力所无法控制的
。
上述几种状况都有可能导致奶联社的资金链断裂，从而给入股奶农造成严重损失。
一旦出现上述状况，奶户的损失就有可能转嫁给地方政府。
因此，无论是企业，还是地方政府或奶户，一定要有必要的风险意识。
此外{，还要注意这一模式的适应性问题。
从内蒙古的经验看，的确有一定数量的奶户自己放弃养殖而加入奶联社，但由于小规模农户的“旧我
剥削”特性，大部分奶户仍然选择自己饲养，即使在奶价较低的情况下仍是如此。
因此，绝不能幻想着可以依靠奶联社这一模式的出现而取代奶农一家一户的饲养。
也就是说，奶农饲养规模和饲养方式的变革有其自身的规律，并不能因奶联社这一崭新模式的出现而
有所变化。
必须强调指出，奶联社所取代的，仅仅是劳动力不足或劳动力就业比较充分的奶户，而这类农户迟早
都要在社会分工的大潮中离开奶牛饲养大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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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奶类生产的区域布局　　根据各地区资源条件、奶业生产现状、发展潜力和经济发展水平，我
国共分为5个奶业区域：以京津沪等大城市郊区为主的城郊型奶源基地；以黑龙江省、内蒙古自治区
、吉林省、辽宁省为主的东北奶业产区；以河北省、河南省、山东省、山西省为主的华北奶业产区；
以陕西省、甘肃省、宁夏回族自治区、青海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西藏自治区为主的西北奶业产区
；以及以江苏省、浙江省、安徽省、福建省、江西省、湖南省、湖北省、广东省、广西壮族自治区、
四川省、重庆市、云南省、贵州省和海南省等为主的南方奶业产区。
　　我国奶业的重点生产区域集中在北方，且北方产区的产量占全国奶类总产量的比重不断增加。
2007年北方奶业产区的奶类产量占到了全国总产量的86.9％。
东北地区所占比重上升的最快，从2000年的30.1％上升到了2007年的43.1％。
华北地区所占比重也上升较快，从2000年的24.2％上升到了2007年的28.4％。
另一方面，由于近年来环保标准的提高以及生产成本的增加，我国大城市奶业产区和南方奶业产区的
发展速度较慢（图l一4）。
从地区来看，奶类产量最多的一直是内蒙古自治区、黑龙江省、河北省、山东省和新疆维吾尔自治
区5省区，2007年这5省区奶类总产量为2372.8万吨，占全国的64.4％。
　　我国的奶牛存栏也同样集中于北方奶业生产地区。
2007年，我国北方奶业产区拥有奶牛存栏1245.5万头，占全国总存栏数的89.7％。
从地区分布上看，内蒙古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河北省和黑龙江省拥有全国奶牛存栏率为61％
，如图l一5所示。
　　由于资源条件，奶牛良种化程度以及饲养管理水平的不同，各地的单产水平差异较大。
由图1-6看出，我国大城市奶业产区的成母牛单产最高，东北奶业产区的成母牛单产水平增长最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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