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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内蒙古传统乳制品产

业发展优势

（一）自然资源优势

内蒙古位于我国北部边陲，

地形开阔且地势较高，属于典型

的温带大陆性气候，降水多集中

于夏季，夏季炎热、冬季寒冷，

全 年 温 差较大，日照充足 ；境

内水文资源较为丰富，共有大小

河流千余条，其中流域面积 超

过 1000 平方千米的河流达百条

之多，我国第二大河——黄河呈

马蹄形环绕鄂尔多斯。气候、地

形、水文等自然资源禀赋为发展

奶牛养殖业提供了必要支持，造

就了内蒙古世界黄金奶源带的地

位，为传统乳制品产业 发展提

供了坚实的基础。内蒙古奶牛存

栏量、牛奶产量常年稳居全国第

一。2020 年，奶牛存栏 129.3 万

头，同比增长 5.6%，牛奶总产量

611.5 万吨，同比增长 5.9%。

（二）历史文化优势

千百年的游牧生活形成了蒙

古族喜食奶制品的饮食习惯，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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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不仅为蒙古族人民提供了身

体必要的营养要素，而且在维系

民族情感、表达民族个性特征、

增强民族凝聚力等方面具有重要

意义。奶食品的蒙古语意为“白

食”，白色在蒙古族文化中象征

吉祥、纯洁、崇高，因而“白食”

是蒙古族食品中的上品。在那达

慕、祭敖包等民族传统文化活动

中，以及招待远方的尊贵客人时

都离不开乳制品。同时，围绕传

统乳制品，蒙古族形成了一系列

传统礼仪、民歌、谚语、祝词等

令人神往的民族文化，例如，祭

洒食品、茶酒，感恩天地诸神赐

予的萨察礼 ；长者在晚辈额头涂

抹 奶油，祝愿吉祥如意的迷拉

礼 ；饮食过程中赞美食物的同时

表达对主人的美好祝愿，表达客

人感谢之情的祝福礼等等。

（三）产业基础优势

乳 业产业向来是内蒙古最

具代表性、最有竞争力的支柱产

业，内蒙古的奶牛存栏数、牛奶

产量、奶业竞争力常年稳居全国

首位，是我国名副其实的“奶罐

子”。近几年，在自治区政府的

大力扶持下，内蒙古传统乳制品

产业发展迅速 , 逐步形成以大型

传统乳制品企业引领，家庭式手

工作坊生产为主的发展格局。截

至 2020 年底，内蒙古共有 19 家

传统乳制品生产企业、1012 户登

记的家庭手工作坊，日均加工鲜

奶量 393.3 吨，年产值超 6 亿元。

（四）政策扶持优势

2019 年以来， 为进 一步推

动民族传统乳制品产业高质量发

展，打造奶业发展新的增长点，

国家和自治区政府出台了一系列

政策支持传统乳制品产业发展，

大大提升了民族传统乳制品产业

的竞争力。围绕规范民族传统乳

制品生产，提高传统乳制品产业

质量和效益，政府在市场准入、

技术设备、品牌营销、资金支持

等方面提供支持，积极培育小而

精、小而优、小而强的工厂化生

产企业。同时，积极组织开展民

族传统乳制品产业园区建设，鼓

励传统乳制品手工作坊集约化生

产加工，以创新驱动传统乳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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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提质增效，不断提升制作工

艺、技术装备水平 ；延长、畅通

传统乳制品产业链，加强第一、

二、三产业融合。在销售端，政

府鼓励并推动传统乳制品进入

商超、直供餐饮单位、成立连锁

店，同时，由政府牵头与美团、

淘宝等电商平台开展销售战略合

作，扩大了产品销路。

二、内蒙古传统乳制品产

业发展存在的问题

（一）奶源供应不稳定、品

质不高

奶源供应是否稳定、充足是

影响传统乳制品产业发展的关键

性、根本性因素。长期以来，内

蒙古乳业实行“公司 + 农户”生

产模式，奶牛养 殖组织化程度

较低，大型乳企依托其资金、规

模优势垄断奶源，其压价行为严

重伤害了奶农的生产积极性，导

致原料奶产量不稳定、价格波动

幅度较大。内蒙古传统乳制品以

家庭式手工作坊生产为主，绝大

部分手工作坊既没有奶源基地，

也缺乏相应的检测检验设备，只

能凭经验收购散奶进行生产，因

而原料奶来源复杂、品质把控不

足。传统乳制品产业生产规模严

重受奶源制约，产品质量无法得

到切实保障。

（二）品牌营销、宣传力度不足

近年来，随着内蒙古对传统

乳制品行业的重视，通过申请国

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开展“蒙”

字标认证，民族传统乳制品的影

响力逐渐提高，但仍存在品牌建

设、宣传力度不足的问题。具体

来看，一是传统乳制品品牌数量

较多，但普遍社会认可度不足，

由于缺乏品牌保护意识，市面上

各种打着草原传统乳制品旗号的

零售商不胜枚举，导致消费者难

以形成消费依赖性 ；二是产品设

计投入不足，目前传统乳制品在

产品包装设计方面同质化严重，

产品包装千篇一律，没有很好地

挖掘民族文化的深刻内涵，民族

特色体现不足，对消费者吸引力

不足 ；三是宣传力度不足，品牌

知名度不高，不利于民族传统乳

制品走向全国。

（三）农牧民贷款难、贷款贵

内蒙古传统乳制品以家庭式

手工作坊生产为主，一方面，由

于其生产 规模小、资金 缺乏，

因而抵抗市场经营风险的能力

较弱，在原料奶价格波动频繁的

情况下，时常需借贷资金进行周

转 ；另一方面，为增加收入并符

合标准化生产的规定，生产者在

对手工作坊进行改造升级的过程

中，需要购买检验、包装设备，

培养生产技术人员等，急需资金

支持。然而，由于银行借贷资金

的审核门槛较高，绝大多数手工

作坊缺少抵押担保，面临发展资

金不足的窘境，严重制约了传统

乳制品产业的更新改造。

（四）工艺传承方式单一、

标准不一

长期以来，传统乳制品制作

工艺保持着口口相传、师傅带徒

弟、代代相传的传承方式，极易

出现工艺失传，品质口味依赖个

人感官的问题。家庭式手工作坊

面临生产效率低、产品质量难以

保证、缺乏统一生产工艺规范的

现实问题，因此只能满足较为有

限的消费需求 ；产品商品化程度

较低，不仅难以使农牧民的收入

得到进一步提高，而且阻碍了民

族传统乳制品“走出去”的步伐。

三、保障内蒙古传统乳制

品产业发展的路径

（一）保障奶源供应安全、

稳定

奶源是制约传统乳制品产业

发展的根本性问题，政府应 从

保证 奶源供应充足，加大原料

奶检验检测力度两端持续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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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奶牛存栏量是决定牛奶产

量的关键性因素，由于部分乳企

的压价行为导致奶牛养殖收益下

降，奶农生产随之积极性下降，

奶牛存栏量总体上连年下滑。因

此，政府应加强市场规范建设，

打击不正当的市场行为，努力保

障奶农利益不受损 ；通过培育奶

农专业合作社，提高奶农抵御市

场风险的能力 ；逐步探索建立奶

农与乳企风险共 担、利益 共享

机制，协调平衡双方利益，努力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其次，针对

原料奶来源复杂、品质不高的问

题，政府应建立专项经费支出项

目，通过提供检测检验设备、培

养专业检测人员，提高原料奶的

检测检验力度，从源头确保传统

乳制品质量过关。

（二）实施品牌文化经营战略

商业品牌是传统乳制品企业

生存和发展的基石，应积极采取

品牌推广、产品设计、市场开拓

的品牌文化经营战略，提高传统

乳制品品牌知名度、认可度。首

先，应充分利用内蒙古丰富的民

族特色旅游资源，组织开办那达

慕旅游节、传统奶食节等项目形

式，通过线上线下广泛宣传，吸

引全国各地的游客，让游客充分

体会到传统乳制品中蕴含着的民

族文化气息，借此扩大民族传统

乳制品的品牌影响力。二是产品

设计应该具有鲜明的民族文化特

色，可以将蒙古包、蒙古袍等元

素融入到产品包装设计中，提升

产品档次，迎合消费对高端产品

的需求。三是积极开拓市场，采

取“线上 + 线下”的经营方式，

通过开设连锁店、搭建线上销售

平台、畅通销售渠道提高产品影

响力。

（三）继续加强资金支持力度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进一步发

展，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对

食品品质的要求也在不断提高，

消费升级倒逼传统乳制品生产端

提质增效 ；另一方面，越来越多

的生产经营者为提高经济收益，

其扩大生产规模、进行标准化生

产的意愿不断增强。因此，政府

应加快出台相关金融政策，制订

合理的扶持标准，对符合帮扶标

准且具有发展潜力的家庭手工作

坊给予补助或者资金支持，帮助

传统乳制品手工坊进行标准化升

级改造。同时，应努力提高生产

困难手工坊的精准识别效率，简

化生产者贷款手续，严格规定生

产者资金用途，提高政策效率。

（四）推动生产工艺标准化

内蒙古传统乳制品种类繁

多，生产工艺传承方式单一，生

产标准不尽相同，探索推动乳制

品生产工艺标准化建设迫在眉

睫。首先，政府应通过宣传保护

传统优秀文化，提高家庭手工作

坊对传统工艺的保护意识 ；对

区内各地传统乳制品制作工艺进

行调查，并且登记造册，避免出

现传统工艺失去传承的局面。其

次，在市场化程度越来越高的今

天，能否进行标准化生产、生产

模式能否复制推广 ，决定着传

统乳制品能否走出内蒙古，被更

多消费者所接受。因此，政府应

积极推动手工作坊之间的合作交

流，加强对生产经营者的技术培

训，通过政策帮扶带动手工作坊

进行标准化升级，从而提高传统

乳制品的商品化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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