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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停产奶企欲转战饮料业
不甘出局，积极寻求资金雄厚的合作伙伴，打算重新提请审核
文/片 本报记者 苗华茂 李园园

去年9月，国务院开始对全国范围

内乳制品行业进行重拳整治，所有乳

制品生产企业须对生产许可重新审

核，审核未过的将予以停产。11月，国家

质检总局又发布《企业生产乳制品许

可条件审查细则(2010版)》作为乳制品

重新审核工作的主要依据。历时5个月

后，烟台市12家乳制品行业已有3家企

业通过审核，重新领取了生产许可证，

另有3家正在审核中，6家被淘汰出局。

烟台天宝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是烟

台市区最早推出酸奶产品的企业，从

最初仅有一口200升的制奶锅起步，发

展到目前日产酸奶6吨的规模，这个过

程用了近18年的时间。然而，随着整治

行动的展开，生产规模较小、检测设备

不达标的“天宝”，正面临着停产、裁

员、转型等一系列现实问题。

烟台天宝生物技术
有限公司位于鲁东大学
北区西南方向的一个角

落里，用于生产酸奶的车
间是两排长约20米的平

房，整个厂区虽不大，但

还算干净整洁。

4日上午，当记者来

到这里时，整个厂区内一
片静寂，平房前的院落

里，停着一辆送货用的冷

藏小货车，没有工人搬运

货物。

敲门，入室，没有人

回应，记者在办公区徘

徊了近一分钟后，一名

身着白大褂的工作人员

从后面的车间里走出
来，并询问了记者的来

意。在他的指引下，记者

见到了正在化验室里调

制新配方的该公司负责

人张鹏宴，工厂虽已停

产，但他却没有死心，他

要为企业的转型抓紧研
制新的乳品饮料。

放下手头的活儿，张

鹏宴带着记者来到了生

产车间。走过洗消间，迎
面便是生产酸奶的核心

生产线，浓香的奶味犹
在，不见的是工人们忙碌

的身影。与之一墙之隔的

包装车间内，留守的三名

工人正在擦洗设备，杯装

酸奶的封贴机上，印有
“元喜”标志的彩色塑料

封贴静静地定格在了滚

轴上，不知何时才能再次

有节奏地运转起来。

“现在我们只留了几

名工人在这看厂子，其他

的工人都暂时放假回家

了。”张鹏宴简短的话语
中难掩低落的情绪。

据张鹏宴介绍，公司

的前身是原烟台师范学院

生命科学院的一间教学实
验室，约在1993年，学院里

的几名教师成功研制出一
个乳酸菌种，并做成了酸

奶。在那个大多数市民还

不知道酸奶为何物的年

代，他们已经成了引领乳

制品潮流的先行者。

“90年代，可供烟台

市民选择的乳制品还不
多，鲜牛奶主要是喝长生

公司的，而酸牛奶则主要
是选择我们生产的。”张

鹏宴说，而后随着时间的

推移，国内及烟台本地陆

续诞生了一批规模较大、

产品档次较高的乳制品

企业，纯牛奶、巴氏奶、酸

牛奶等产品更是种类繁
多。尽管如此，“天宝”依
然坚持发扬自己的优势，

十几年来只生产一款名

为“天喜牌”的酸牛奶，目

前日产销量约达6吨，主

要销往烟台市区。

此次国家重拳整治

乳制品生产企业，公司没

能重新获得生产许可证

书，主要是受到资金方面

的限制。要是购齐国家规

定添置的自动清洗、空气

净化、产品出厂检测等设

备，需要花费大笔的资

金，但目前公司每年的净

利润只有几十万元，所以

根本无力承担改造所需

的费用。

“这几天一直都睡不
着觉，夜里常常被惊醒，

最害愁的就是公司下一

步怎么继续发展下去，原

有的工人们如何安置？”

张鹏宴说，公司现有职工
20余人，从 4月 1日停产
后，工人们就被安排回家

放假了。目前公司正在酝

酿向乳饮料市场转型，即

使是这样，原有的工人最

多也只能留下一半。

目前，烟台市场上销

售的乳饮料品牌林立，种

类繁多，除蒙牛、伊利等

国内知名大品牌外，省内

其它地市及烟台各县市
区的一些企业，甚至是部
分乡镇企业也都在生产
涉“乳”的饮料产品。由于

申请生产乳饮料的门槛

相对较低，所以这一类的

企业数量众多，竞争自然

更加激烈。

多年从事乳制品生

产的一位业内人士透露

说，现在乳饮料市场大致

分为高、中、低三个层
级，高端产品市场主要

由蒙牛、伊利、光明等大

型乳企掌控着，由于其

在包装环节投入了巨大

资金，仅产品的外观设

计和所用的杯、瓶材料

就让其它一些中小型企

业望尘莫及；中端产品

市场主要是由各地市一

些较正规的乳企生产，其

产品质量虽有保障，但不
高不低的价格决定了其

在竞争中的劣势；而由一

些乡镇企业，甚至是农村

小作坊生产的低端乳饮

料产品，尽管看起来不起

眼，但目前却赢得了大多

数的市场份额。

正在酝酿转型的张
鹏宴对此深有感触地说，

去年在得知国家要重拳

整治乳制品企业后，公司

就开始研制第一款乳饮

料来试探市场，目前这款

售价3元、名为“今畅”的

乳饮料销量并不是很好，

日产量不足一吨，还卖不
完。

转型之路是艰难的，

对蒙牛、伊利等大品牌来

说，其同类产品售价虽高

出近一倍，但他们凭借雄

厚的实力动辄便推出“买

一送一”的大幅度让利活

动，产品精美价格再低，

让处在“夹心层”的这些

中小乳企根本无法还击。

而农村市场，同类产品的

售价更是低得惊人，想挤

进去，惟有赔本。

那新的乳制品市场准

入门槛究竟有多高呢？烟
台市质检局有关负责人介

绍说，按照国家质检总局

发布的新规，企业要对现
有生产设施进行改造，添

置自动清洗、空气净化等

设备，并要对所有项目进

行出厂检验。如果企业自

检，仅购置设备最少也得

数十万元，还要对检验室

进行改造、扩建。

同时，从企业生产、质

量管理到检验技术的人员

都应具有大专以上学历，

获得相关资格证书，并且
这些检验人员要求有三聚

氰胺独立检验能力的须2

人以上。企业还必须建立

起电子信息追溯系统，并
对此进行审核，没有建立

或满足不了要求的不予通

过。

截止3月31日，烟台12

家乳制品生产企业中，只有
3家企业通过乳制品生产许

可审核，重新领取了生产许

可证，烟台益生源乳业有限
公司就是其中一家。

该公司总经理王伟介

绍说，为了这次大检查，公

司投入了130多万元，购置

了现场检测、生物安全柜

等硬件设备，并建立了4个

实验室。在软件方面，按照

质监局的要求，安装了电

子追溯系统，在不安全产
品回收、应急制度上都有
了补充完善。

不是所有的乳企都具

备像益生源一样的资金实

力，正面临困境的张鹏宴
说，公司之所以会出现目

前的窘境，归根结底还是

没有钱，如果资金充足，他

们会立即购置所有规定的

设备，重新提请审核。“现

在我们并没有彻底死心，

而是一边酝酿转型，一边

寻求合作伙伴。”

张鹏宴告诉记者，购

置生产及检验设备的投入

不是个小数，以蒙牛生产
的八连杯酸奶为例，仅添

置这样一套包装线就要花

费50余万元，而如果是上

一套进口的利乐砖包装

线，则要花费1000余万元。

如此大的投资，假如没有
资金上的合作伙伴，仅靠

他们企业自身是永远无法
实现的。

“春节之后，我们就一
直在寻找这样的合作伙

伴，虽有几个有意向的，但

最后都没有谈成。不过我

们始终没有放弃，为了企

业获得重生的机会，我们

一直在努力着。”张鹏宴
说。

车间内奶香犹在

却不见工人忙碌的身影

昔日乳制品的先行者

现在半数员工面临“失业”

转型乳饮料门槛较低

但销路并不是很好

"天宝“乳酸奶生产车间已处于停产状态。

“重获新生”关键在资金

"天宝“厂区显得有些冷清，货车停在院子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