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垮育消费群体
徽交乳丛

“

圈端
”

幽美毽

(武汉烯王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

武汉 4 3 0 0 7 9) 晏明发

摘 要
:

我 国 人均乳品 消费与世 界平均 水平的 巨 大 悬殊
,

乳 品 行

业的快速增长
,

近百 亿资本的迅速 加盟
,

中央电视 台 2() 03
年黄金时段广告招标会上乳 品企业的异军突起

,

无 不 使

人对我 国乳业发展的前景 欢欣鼓 舞
〔
、

但如果乳品 企业时

消 费者的 消费习惯
、

消费观念等 进行冷静 的分析就会发

现
,

一道艰剧
.
币重要的难题亚待解 决

,

那就是培育消费群

体
,

否 则
,

令人垂涎的
“

乳业蛋糕
”

将 变成
“

乳 业泡 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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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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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 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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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
,

我 国人均粮
、

油
、

肉
、

蛋
、

蔬菜等的消 费 已达到甚至超过世界平均水平
,

而

乳品消费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

近十年来
,

虽然我

国 乳 品 消 费高 速增 长
,

2 0 0 2 年我 国 牛 奶总 产量 达
125 0 万 , ,

乳制品产量较 上年增长 2 6 %
,

液态奶产 量

增长 6 6 %
,

但人均消费量还很低
,

2 0 0 2 年我国人均乳

品消 费约 9. 7 k g
,

不足世界平均水平 IO 7 k g 的 1八O
,

与发达国家人均乳品 消费近 3 O0 k g 差距更大
。

1 消费群体是制约乳品发展的
“

瓶颈
”

2 0 0 2 年
,

北京市人均乳品 消费 已达 6 0 多 kg
,

内

蒙古人均乳品 消费为 4 6 k g
,

而海南人均乳品 消 费只

有 6 k g ; 2 0 0 2 年我 国城镇人均乳品 消费 1 3 6k g
,

而农

村人均消费仅 I Zk g 左右 ; 形成消费习惯的消费者年

消 费量多则上百公斤
,

少则数公斤
,

没有消费习惯 的

往往一 口 也不喝
。

从养成消费习惯 的消费人群与未养成消 费 习惯

的 人群乳 品消 费的两极分化可以看出
,

消 费群体的

缺失是制约我国乳品发展的
“

瓶颈
” 。

加强市场培育
,

扩大消 费群体是当前乳业发展 的当务之急
。

通过市

场培育
,

使更多的 消费者养成乳品消 费习惯
,

才能做

大乳业
“

蛋糕
” 。

许多企业将消费能力看做 目前乳品 消费增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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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
,

研 究方 向
:

乳 品
、

保健品 项 目开 发和 市

场 运作

主要障碍
,

而将市场推广 的重点放在北京
、

上海等消

费能力较强 的大城市
,

忽略了对中小城市和农村居

民的培育工作
。〕

消 费能力 虽然是影响居 民消 费的重

要因素
,

但 从与 我国居 民消 费水平相当 的印 度人均

乳品 消 费超过 6 0 k g 及 内蒙古
、

青海等产奶 区与 海

南
、

湖南等较发达地区 的 消费差距可以看出
,

消 费习

惯才是 目前制约居 民消费 的主要原因
。

当前
,

乳品企

业市场推广的重点不是增加消费者的消费频率
,

而

是扩大消费者的数量
。

目前
,

北京
、

上海等地区 人均

消 费水平与世界平均水平的差距已不大
,

养成消费

习惯的 消费者的乳品 消费量已接近饱和
,

这些市场

的增长空 间有限
。

奶业巨头在大城市的竞争已经 白

热化
,

而二三级市场几乎还是等待开发的处女地
,

乳

业发展的增长点在广大的城镇和农村市场

近年来
,

我国居民 的消 费习惯正发生着一些可

喜的变化
:

消费人群从老幼人群扩大到各年龄段消

费者
,

消 费者对乳品 营养和 口 味的追求加强
,

对产品

的 品牌认知和品牌忠诚度提高
,

消 费方式也多样化
,

一些即买即饮 (食 )乳品深受欢迎等等
。

但是
,

我国大

部分居民还没有养成乳品消 费习惯
,

乳 品消 费群体

还很小
,

企业培育消 费群体的任务还很艰 巨
。

企业应

加大消费群体培育的力度
,

努力 向消 费者传播乳品

营养概念
,

引导 民众树立科学的 消 费观念
,

通过产 品

开发和产品 结构调整满足消 费者的需要
,

加强行业

管理
,

增强和保障消费者的 消费热情和消费利益
,

使

更多的 消费者养成乳品消 费 习惯
,

从而扩大乳品 消

费者群体
。

2 传播营养概念
,

引导市场消费

民众对乳品 营养概念的认 知程度非 常重要
,

因

为消费者脑 海中有了 围绕这个概念所衍生的认 知平

台
,

才能产生进一步的 消费欲望和消费意向
。

遗憾的

是
、

目前我 国广大农村
,

甚至大多数城市居 民都没有

认识到牛奶的营养价值和保健功能
。

高钙奶 为何有市场 ? 与钙制品企业 1 9 97 年来对

市场的培育不无关系
,

如类似
“

一粒钙尔奇 D 等于满

企业鹉技角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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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技科广角

满两杯牛奶所含的钙质
”

的宣传
,

让消费者认识到 牛

奶 中含有丰富的钙这一营养价值
,

从 而产生
“

与其每

天吃一粒钙 片
,

不如每天喝两杯营养丰富 的牛奶
”

的

消 费选择
。

民众头脑中对乳 品营养概念 的认知不会从天上

自动掉下来
,

它必须依赖于舆论环境的潜移默化和

积极引导
,

而这种舆论环境的营造主体
,

除 了亲历亲

为 的乳品企业
,

就是广大的社会媒体
。

由于传媒的舆

论导向具备商业宣传无可 比拟的公信力 背景
,

所以

乳品 企业要充分利用 当前政府和行业 协会的大力 支

持
,

借助报 刊
、

电视
、

广播等多 种媒体广泛开展乳 品

营养知识和保健功能的宣传
,

如结合
“

世界牛奶 日 ”
、

“
中 国乳品营养周

”

开展多种形式 的宣传和教育活

动
,

使民众树立科学的饮食
、

营养观念
。

19 9 9 年开始的
“

学生奶饮用计划
”

是政府支持乳

业 发展的战略布局
,

企业应借此东风大力宣传和推

广
。

虽然
“

学生奶
”

在整个乳品消 费中所占 比重不大
,

但对于改变 中小学生的营养结构和饮食习惯
,

转变

城 乡居民 的 消费观念意义重大
。

这些学生是未来我

国乳品 消 费的生力军
,

若干年后
,

这部分品牌忠诚度

较高的消 费群体将发展成为庞大的消费市场
。

在传播营养概念的过程中
,

乳品 企业应具有战

略眼光
,

立足长远
。

民众接受乳品 的营养观念并成为

乳品消费者
,

需要一定的 时间 周期和传播成本
,

企业

要有耐心
,

不可急于求成
,

切忌概念炒作
。
2 0 0 2 年的

“

无抗奶
”

风波曾 引起消 费者的 极大恐慌
,

几乎造成

乳品行业 的
“

信誉危机
” 。

这种概念炒作缺乏对企业

和乳业健康发展的理性思考
,

不利于企业的发展和

消费者的培育
。

近年来
,

我国乳品 消 费结构正在发生变化
,

奶粉

的消 费 比重逐渐降低
,

液态奶的消 费逐年快速增长
,

一些高附加值的乳制 品
,

如混合型饮料
、

发酵乳制品

和风味乳制 品的需求也不断增长
。

从 2 0 世纪 5 0 年代初至今
,

奶粉一直是我国最

重要的一种乳制 品
。

目前
,

我 国乳品行业用约 5 0% 的

鲜奶加工奶粉
,

与发达国 家用 3 % 一4 % 的鲜奶加工奶

粉有很大差距
。

孚L品消费 的品种主要是鲜乳品
、

奶粉

和酸奶
,

近几年出现 了超高温灭菌奶
、

花色奶
、

奶酪
、

各种配方奶等新品种
,

涌现出许多乳 品品牌
,

且各品

牌产品多呈系 列化
,

乳品 的消 费品 种丰富 了许多
,

给

消费者提供了更广 的选择余地
。

但与 国外相 比
,

我国

乳品消费的 品种相对较少
,

特别是在没有冷链支持的

广大农村
,

奶粉几乎仍是惟一的选择
。

在国外
,

乳制品

消 费的品种除干酪
、

奶油
、

黄油
、

各种液态奶
、

冰淇淋
、

雪糕
、

炼乳
、

奶粉等大品种外
,

每个品种内又有很多小

品种
,

如奶酪就有 巧 0 种之多
,

品种非常丰富
。

调整产品结构
,

就要改变我 国 目前产品 品种少
、

同质化严重的现状
,

根据乳业发展的趋势和消 费者

的不 同需求开发一些适销 对路的产品
。

一方面
,

要增

加产品链的宽度
,

开发一些高附加值的新品种
,

丰 富

乳业的产 品体系 ; 另一方面
,

要加强产品 的深度开

发
,

对消 费市场进行细分
,

开发针
一

对不 同人群
、

不 同

消费 习惯和消 费方式 的产品
,

实现产 品的差异化
,

如

近年针对婴幼儿大脑 和视神经发育需要而开发 的添

加
“ A A 十 D H A ”

的 配方奶粉
,

因满 足高端消 费群体的

需要
,

推向市场后迅速取得成功
。

3 加强行业管理
,

保护消费需求

乳品行业快速发展
,

但行业管理严重滞后
,

比较

突 出 的是行业标准的 缺失 和监控体 系的缺乏 要加

强标准化建设
,

乳品 行业应在严格执行国家标准 的

基础上建立一套完整 的
、

适合乳业发展特殊要求 的

行业标准体系
,

使专业标准和基础标准相区分
。

当前

最急迫 的是尽快出 台乳制 品标识制度
,

明确 要求生

产企业在包装上标注属性名称和类别名称
、

产 品成

分
、

营养物质含量及卫生
、

理化指标
,

以保护消 费者

的利益
,

规范市场行 为
。

目前
,

市场上 的
“

还原奶
” 、

“

纯牛奶
”

、
“

纯鲜奶
”

、 “

含乳饮料
”

等名 称令专业知识

不多 的消费者眼花缭乱
,

而各种产 品中营养成分相

差悬殊
,

消费者无所适从
。

同时
,

行业内偷工减料
、

以

次充好等现象相当严重
,

损害 了 消费者的利 益
,

打击

了消 费者的 消费信心
。

要建立完善的监控体系
,

一方面
,

企业应在原料

奶生产和收集
、

生产加工
、

配送运输等环节建立严格

的 自我管理和 自我监控制度 ; 另一方面
,

政府要建立

一批质检中心
,

强化对饲料
、

鲜奶和乳制 品 的检验和

质量监管
,

形成第三方公正
、

权威的监控系统
「〕

随着食品安全意识的加强
,

民众对乳 品质量和

乳品安全的要求越来越高
。

乳品是一种易腐食 品
,

稍

有不慎
,

极易发生质量和安全事故
,

而且一 出事故往

往是大事故 目前
,

我国乳品消 费的基础还很薄弱
,

经不起过多的 质量事故的 冲击
,

加强安全监控刻不

容缓
。

建立专业 的行业标准体系和监控体系
,

行业协

会应发挥主导作用
,

组织和协调相关部 门
,

尽快 出 台

一系 列的行业标准和行业管理制度
。

乳品企业应积

极参与 和配合
,

认真执行相关标准和制度
。

通过建立

专业的行业标准体系和监控体系
,

使乳品质量管理

和安全管理规范化
、

制度化
,

从而保障消费者的 消费

权利和利益
,

使消费者明 白
、

放心地消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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