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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国标自2021年3月18日公布，备受行业关注，
由于新国标对婴配粉的配方要求更细更高，且叠加
第二轮配方注册，通过的门槛明显提升。主管部门
给予了近两年的缓冲期，奶粉新国标到2023年2月22
日才正式实施。
　　从2022年开始，陆续就有部分奶粉企业公布了进
展，特别是进入2023年1月以来，相关部门加快了审批
速度，截至2月15日最近一批，共有31家奶粉企业的112
个品牌通过了新国标审批，这一数字少于市场预期。
　　相比于旧国标，新国标奶粉将2段和3段婴配粉产
品的标准分拆成独立两项，并调整了配方中蛋白、乳
清蛋白等主要营养素的比例，硒、锰、胆碱等成分由可
选择添加变成必添加；并禁止添加蔗糖、果糖等。
　　对于新国标的难点，中国飞鹤表示，奶粉新国
标调整的核心是“更适合”“更精准”，要求产品
框架更细致、配方营养素更精准、安全性指标更协
调、原料要求更严格。
　　值得注意的是，相比于上一轮配方注册各家乳
企主要争夺的是注册配方总数，此次新国标和二次
注册中，头部乳企则借新国标调整展开一场配方竞
赛，大量使用新技术和临床研究成果，希望在存量
竞争中占得先机。
　　中国飞鹤数据显示，新国标要求将2、3段奶粉的蛋
白指标普遍下调30%左右，主要是为避免增加肥胖的
风险。指标降低的同时，对产品营养的科学合理性提

出了更高要求，也变相提高了对配方和技术的要求，
研发将成为未来奶粉竞争的突出亮点和竞争核心。比
如此次中国飞鹤新国标产品蛋白质的一系列调整，则
来自其与中国疾控中心营养与健康所对6月到11月龄
非母乳喂养婴儿进行的跟踪调研研究成果。
　　美赞臣中国首席科学家与创新官许飒表示，伴
随新国标的正式落地，婴幼儿配方奶粉行业正在步
入下一轮科学竞赛，这将会是一次创新的挑战，考
验企业的科技力、产品力，驱动中国婴幼儿配方奶
粉回归配方本质。
　　记者注意到，本次美赞臣公布的新国标配方
中，涵盖了美赞臣对中国奶粉配方的前沿探索，
MFGM(乳脂球膜)、益生元PDX/GOS等技术更广泛
地应用于新国标配方之中，部分品类也是业内首次
使用上述新技术。
　　2月21日，越秀集团公布了收购辉山乳业后的最
新进展，据越秀辉山奶粉事业部总经理张会荣透露，
其下一步将重点做大娟姗牛奶为原料的婴配粉产品，
以此与竞争对手建立产品差异，娟姗牛种目前只占全
球奶牛总数的1%，国内引进的乳企也较少。
　　在本轮配方竞争中，为了解决配方功能企业
“自说自话”的问题，包括美赞臣、菲仕兰等头部
企业开始推动临床实证方面的工作，临床的长时间
和高成本也是中小奶粉企业难以操作的，也让行业
“卷度”加剧。

婴幼儿配方奶粉新国标正式实施
目前31家奶粉企业112个品牌通过审批，市场竞争加剧

　　2月22日，婴幼儿配方奶粉新国标结束了新政“缓冲期”，正式落地生效，不符
合新国标的产品将被禁止生产。截至目前，已有31家奶粉企业112个品牌拿到参与下
一轮市场竞争的“门票”。但记者走访了解到，外界所期盼的新国标对中小奶粉品
牌的清退效果或不及预期，但配方竞争加剧已无悬念。

  与此前的2010版婴幼儿配方食品系列标准相比，
新国标被称作是“史上最严”，主要体现在婴幼儿配方
奶粉标准对奶粉中蛋白质、碳水化合物、微量元素及
可选择成分等作出了更为明确的规定；对于各项营养
物质的含量及检测方法规定也更为严格；对婴幼儿配
方奶粉企业的原料选购、供应链管理、生产工艺先进
性、品控稳定性等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此次婴幼儿配方奶粉新国标
的修订与完善，营养值标准的设置，是基于“健康中
国”的战略背景下展开的，结合我国婴幼儿身体成长
特点，多方面呈现出“中国元素”，成为我国母乳的最
新研究成果，这不仅为消费者提供了科学、安全、优质
的奶粉，全面提升了我国婴幼儿配方奶粉质量，也能
让婴幼儿喝上放心奶，能促进婴幼儿健康成长。
  从短期来看，新国标的全面实施不会对乳业行

业市场造成大冲击，若从长远分析，由于其“严
苛”的生产标准，一些生产标准落后的乳企将被淘
汰，而拥有强大科研创新能力的企业，将会得到长
足发展，这有利于提高行业集中度，提升国人对国
产婴幼儿奶粉的消费信心。此外，新国标执行的配
方二次注册，将成为国内婴幼儿奶粉价盘稳定契
机，有利于国产奶粉摆脱“价格战”。
  “史上最严”奶粉新国标要想真正落地，更须“史
上最严”的监管配套制度来推动落实，职能部门时时
在线，全面认真地履行监管责任；同时，及时公布国
产奶和进口奶的相关信息，让消费者更加清晰地认
识国产奶，进而对国产奶产生更大的消费信心。
  当然，作为生产企业，更要不折不扣地严格执
行新国标，真正让婴幼儿喝上放心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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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国标转向乳企配方竞争

　　由于连续6年出生人口下滑，2022年国内新出生
人口只有956万人，相比于2016年的1883万人几乎腰
斩，这也意味着奶粉市场总量的快速萎缩，奶粉企
业业绩增长则更多来自于结构性升级和集中度的
提升。
　　华泰证券研报显示，2023年奶粉目标消费者数量
或下滑约10%，因此预计2023年国内奶粉行业规模仍
将有个位数的下跌。
　　因此奶粉企业和经销商则更关注新国标和二次
注册对未来国内奶粉市场格局的影响。业内认为，
新国标落地后或将有三分之一的市售奶粉品牌退
出，从而留下市场空间重新分配。海通国际研报显
示，预计无法通过新国标的厂商约占中国市场的10%
到15%，对应160亿元到240亿元的销售额。
　　记者注意到，在已经通过新国标的企业名单
中，头部奶粉企业比例较高，比如中国飞鹤、伊
利、君乐宝、美赞臣、惠氏、皇家菲仕兰、达能等
都有多个品牌通过审批，而中小奶粉企业的数量较

少，这更有利于头部企业提前布局。
　　不过在实际走访中，渠道商对于新国标产生的
清退效应则保持观望态度。山东奶粉经销商马浩告
诉记者，近两年来，其所负责的区域市场中小品牌
的数量早已明显减少，门店几乎变成大品牌的竞
技场。
　　有国内奶粉企业负责人则透露，近年来，飞
鹤、君乐宝和伊利等国产大品牌借助渠道和品牌优
势，已经横扫了中小奶粉品牌所在3到5线市场。他所
了解到的情况，这两年不少中小奶粉企业销量下滑
明显，有的一年甚至生产不到30万罐，达不到工厂的
总量要求，本身也面临退出。
　　独立乳业分析师宋亮告诉记者，目前一些待淘
汰的中小奶粉企业一年销售额可能只有百万或千万
级，因此实际市场清退效果未必会如预期那么多，
以出厂价计算，可能只有10亿元-20亿元的规模，这
意味着未来头部奶粉企业要谋增长，依然是强强对
话，市场竞争会变得更加激烈。

市场清退效果或不及预期

配套“最严”监管推动落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