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奶豆腐、奶皮子等内蒙古地

方特色乳制品是以传统原料、传

统工艺、传统生产加工方式加工

制作的乳制品，深受群众喜爱。

近年来，内蒙古出台了《关于推

进奶业振兴的实施意见》《推动

全区民族传统奶制品产业发展若

干措施》《关于推动全区地方特

色乳制品产业发展若干措施的通

知》等政策文件，在市场准入、

项目资金、技术设备等方面出台

了若干措施，推动特色乳制品产

业发展。目前，全区特色乳制品

生产加工作坊超过 1000 家，年

加工产值突破 10 亿元，干奶酪

类产量占全国 7 成以上，部分产

品远日本及欧洲等国家和地区。

尽管内蒙古特色乳制品发展成效

明显，但也存在着奶源供给不

足、标准化程度低等问题，亟待

解决。

一、内蒙古地方特色乳制

品产业面临的主要问题

（一）奶源供给不足，价格

波动明显

一是奶源短缺，当地奶源供

应尤为不足。特别是由于大型乳

促进内蒙古特色乳制品产业发展壮大的对策建议

企收购了全区九成以上的生鲜

乳，部分特色乳制品加工企业奶

源短缺。据测算部分盟市特色乳

制品加工年消耗原奶近 3 万吨，

但当地奶源仅能满足 1/3 的生产

需求，大量原奶需要从周边盟市

采购。二是奶牛养殖与加工环节

尚未形成稳定的利益连接机制和

畅通的供应渠道，原奶价格易受

供求关系影响，波动明显。包头

市鲜奶价格由 2019 年 1 月的 3.45

元 / 公 斤 上 涨 到 2022 年 1 月 的

4.15 元 / 公斤，增长 20.3%，极

大挤压了特色乳制品利润空间。

三是牧区特色乳制品小作坊原奶

多来自于自养奶牛或周边牧户，

受规模、资金、技术限制，奶牛

优良品种覆盖率低，产奶量较低

且不稳定，日产奶量多为 30-40

斤 / 天，仅为荷斯坦等优质奶牛

产奶量的一半。

（二）标准化程度低，产品

名称不规范

一是特色乳制品安全地方标

准建设缓慢。目前，内蒙古仅有

7 个地方特色乳制品食品安全地

方标准，以镶黄旗为例，全旗共

有 35 个特色乳制品品种，但奶

锅巴、酸奶条等 28 个特色乳制

品尚未制定统一标准。二是现行

标准与实际市场需求不相适应。

如，《DBS15/001.2-2016 食 品 安

全地方标准 蒙古族传统乳制品 

第 2 部分 ：奶皮子》中对脂肪的

含量要求不低于 50%，从营养

和消费角度看，现行标准与实际

生产、健康低脂的消费需求不相

适应，极大制约特色乳制品发

展。三是特色乳制品部分产品名

称不规范不统一，如稀奶油有乌

日莫、乌如么、嚼克、嚼口等不

同音译名称，奶皮子有乌如木、

乌日莫、乌乳穆等不同叫法，影

响产品的宣传和销售。

（三）食品生产许可证标准

高门槛高，特色乳制品手工坊改

造达标难度大

目前，内蒙古特色乳制品生

产主体以手工坊为主，而申领食

品生产许可证，需要标准化的生

产车间及实验室等设施设备。调

研了解，获得 SC 证食品加工作

坊仅在设备、厂房等方面需要增

加近千万元的投资，多数手工坊

难以承担升级改造费用。

（四）特色乳制品检验检测

服务体系不健全

一是旗县检验检测机构普遍

摘  要 ：奶业是内蒙古兴区富民的基础产业和优势产业，近年来，内蒙古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要求，大力实施奶业振兴工程，积极推动地方特色乳制品发展，特色乳制品产业已

经成为内蒙古延伸农畜产品加工产业链条、提高乳制品资源综合利用率和产品附加值、促进农牧民增收

的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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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不足，目前全区 33 个牧业

旗中 50% 以上没有乳制品相关

检验检测机构，生产者送检极为

不便，只能将产品送至盟市所在

地，由于路途较远、缺少冷链运输

设备、检验费用过高（一批次检验

费用在 2000 元左右）等因素，部

分生产主体不愿送检，存在一定食

品安全隐患。二是由于设备昂贵、

资金投入有限，导致部分项目无法

检测，如部分旗县缺少检验重金属

的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检验三聚

氰胺、黄曲霉毒素的液相色谱—串

联质谱仪，检验金黄色葡萄球菌、

沙门氏菌、酵母、霉菌等的全自动

微生物生化鉴定系统等仪器设备。

三是检测人员缺乏，如部分旗县食

品检验检测中心检测工作人员仅为

实际工作需要的 1/4，导致地方特

色乳制品检验检测工作开展困难。

（五）产品创新不足，销售

渠道建设滞后

一是特色乳制品生产主体多为

农牧民，对奶牛良种繁育、网络

直播、短视频销售模式等先进技

术和新型销售方式掌握不够，一

定程度上影响产品品质、销售范

围和销售效果。二是内蒙古地方

特色乳制品生产和外观设计包装

等仍停留在传统工艺上、传统包

装、传统产品上，新产品研发和

外观设计欠缺。如，奶豆腐通常

为一斤重的真空包装，包装不够

小巧精美，需冷冻保存，缺乏能

常温保存的产品，影响了产品美

感和方便性。三是受生产规模、

储存条件、保质期等因素限制，

特色乳制品的销售以线下为主，

主要通过奶食店、小商店、集贸

市场、旅游景点等场所销售，网

货化程度较低，辐射范围有限。

如包头市电商平台销售额不足

20%。同时，由于区外销售必须冷

链运输，成本较高，也影响了奶

豆腐、奶皮子等在区外的销售。

（六）品牌建设滞后

一是目前锡林郭勒盟正积极

打造“锡林郭勒奶酪”区域公用

品牌，呼伦贝尔市正在推进“呼

伦贝尔奶酪”区域公用品牌建

设，自治区层面缺乏对“内蒙古

奶食品”品牌的统一规划和培

育。二是手工作坊经营者普遍对

产品条形码申报和商标注册等流

程不熟悉、缺乏品牌意识，产品

有品质无品牌现象较为普遍。

如，锡林郭勒盟共有 512 家市场

主体从事特色乳制品制作和加

工，但只有 20% 左右市场主体

注册了商标，且存在注册未使用

的现象。三是品牌保护意识不

强，以蓝旗奶食品为例，部分产

品产自周边地区的小作坊，套上

带有“蓝旗特产”的包装就进行

销售，不但存在商标侵权行为，

而且由于产品质量参差不齐，既

扰乱了市场秩序，又影响了“蓝

旗奶豆腐”品牌形象。

二、发展壮大内蒙古特色

乳制品的对策建议

（一）推动养殖加工一体化

发展

加大对中小奶牛养殖户的信

贷扶持，对养殖 30 头以上奶牛

的养殖户，在良种奶牛引进、优

质性控冻精使用等方面进行专项

补贴。大力发展乳肉兼用型西门

塔尔奶牛、荷斯坦等奶牛，确保

优质奶源供应，鼓励牧区手工坊

实行联户联办乳制品加工厂，推

动养殖加工一体化发展。鼓励生

产企业、手工坊与当地奶牛养殖

场（户）建立长期稳定的生鲜乳

购销关系，支持生产企业、手工

坊、养殖户在行业协会指导下建

立生鲜乳价格协商机制，签订和

履行规范的生鲜乳购销合同，强

化行业监管，严肃查处违反合同

约定的行为，维护市场秩序。

（二）加快健全和完善生产

标准

全面摸清全区各地区特色乳

制品的名称、种类、制作工艺

等，对尚未有食品安全标准的特

色乳制品进行梳理，综合考虑各

地区特点，对乳制品名称、生产

工艺、质量要求予以统一规范，

加快制定与实际生产、消费需求

相适应的地方标准。开展特色乳

制品食品安全标准跟踪评价和修

订工作，加快推进部分标准的修

订。支持龙头企业牵头制定地方

特色乳制品生产、安全、工艺、

质量等各项标准，带动特色乳制

品标准研制和产业化发展。

（三）支持地方特色乳制品

企业及手工坊提档升级

加大对特色乳制品手工坊的

帮扶力度，鼓励金融机构设立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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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特色乳制品中小加工企业的金

融产品。将品牌、厂房、设备等

纳入抵押范围，改善特色乳制品

生产环境、提高产品品质和进行

规模化生产等。积极指导其改进

生产工艺、提升经营管理水平，

鼓励实力较强、基础条件较好的

特色乳制品手工坊提档升级为食

品生产企业。对已获 SC 认证或通

过升级改造后达到 SC 认证的加工

企业，支持走“专精特新”发展

道路。鼓励企业用传统工艺生产

奶酪等高端产品，鼓励企业与手

工坊结成产业联盟，以大带小，

带动地方特色乳制品多元化、高

端化发展。逐步培育壮大一批有

规模、有品牌、效益好、带动强

的地方特色乳制品龙头骨干企业。

（四）健全地方特色乳制品

检验检测服务体系

完善盟市级食品检验检测中

心，增加旗县级区域性乳制品检

验检测实验室布局，补充配齐检

验检测设施设备及相关检验项

目。加强专业人员引进及业务培

训力度，提升检验检测能力。鼓

励加工企业在特色乳制品集聚区

自建或联合建设共享检测平台，

支持有条件的手工坊联合设立检

验室，在购置检验设备和相关检

验人员技术培训上给予一定支

持。对分散的手工坊生产大户或

已登记的家庭式手工坊，由当地

市场监管部门食品检验机构或通

过购买第三方服务承担检验工

作，并对相关检测项目给予费用

减免。鼓励有条件的食品检验机

构开展跨区域特色乳制品检测服

务。

（五）加强特色乳制品产品

创新力度

加大特色乳制品创新投入力

度，开展特色乳制品发酵工艺、

新型杀菌技术、检验检测技术和

微生物技术、乳品营养与健康、

加工装备及安全控制、贮藏运输

质量保障等关键技术攻关和成果

转化。深入挖掘奶酪、黄油等干

乳制品的营养健康功能，加强高

端产品研发，调优乳品结构，不

断改良现有包装工艺、包装材

料，进一步加快特色乳制品加工

技术开发和推广。支持呼和浩特

建设国家乳业技术创新中心，推

进国家技术标准创新基地（乳

业）、乳制品质量检测中心、乳

业交易中心、乳品生物技术与工

程重点实验室等创新平台建设，

为特色乳制品发展提供战略支

撑。加强对牧区养殖户、特色乳

制品手工坊生产者等在科学饲

养、良种繁育、市场营销等方面

的培训力度，提高其生产及经营

水平。

（六）加大品牌培育创建力度

鼓励特色乳制品专业合作经

济组织、行业协会等申请注册地

理标志商标、申报地理标志保护

产品、农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保

护等。全力打造“内蒙古奶食

品”等有影响力的特色乳制品区

域公用品牌，以区域公用品牌统

揽全局，加大宣传投入，树立品

牌形象，开拓市场。加强品牌保

护，组织开展特色乳制品、含乳

固态成型制品、含乳饮料生产经

营专项整治，严厉打击制假售

假、超范围超剂量使用食品添加

剂和非法添加非食用物质等违法

违规行为，查处“黑窝点”“黑

作坊”，营造安全放心的乳制品

消费环境，维护好全区特色乳制

品良好形象。

（七）加强特色乳制品的宣

传推介

积极开展特色乳制品生产流

程非遗申报工作，深入挖掘特色

乳制品蕴含的非遗文化，同时挑

选具有一定规模、公认度高的非

遗产品，举办特色乳制品非遗文

化节，开展技艺评比、餐饮、乳

制品现场制作、品尝体验活动

等，并运用互联网、电子商务等

平台进行宣传推介，提升内蒙古

特色乳制品美誉度。支持旅游景

区景点自建或引进特色乳制品生

产展示演示项目，鼓励特色乳制

品生产主体与区内知名旅游景区

景点开展合作。组织特色乳制品

生产经营主体组团参加国家、自

治区举办的中国国际进口博览

会、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等高

端展会，做强内蒙古乳业博览

会，同时考虑在呼和浩特定期举

办世界级乳业大会和乳业创新论

坛，并将呼和浩特作为大会永久

举办地，不断增强内蒙古特色乳

制品知名度和品牌影响力。

( 作者单位 :1. 内蒙古自治区研究

室 ； 2. 内蒙古自治区发展研究中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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