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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培败走中国，被动打响2023年奶粉掠夺战的第一枪？

12月 14日，雅培中国发布业务调整公
告，表示未来将更专注于不断增长的医学
营养品业务，并逐步停止中国大陆市场的
婴幼儿和儿童营养产品的运营和销售，包
括菁挚，恩美力，亲护，喜康宝，小安素
等品牌。

此公告一出，可谓是一石激起千层
浪。毕竟在此前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雅培
都是不少国内消费者首选的外资奶粉品牌
之一，甚至在 2016年，雅培还曾是中国婴
幼儿奶粉市占率排名前三的品牌存在。而
如今其却选择了“清仓”婴幼儿奶粉业
务，这的确很难不令人感慨万千。

不过据天眼查APP数据显示，在先后
被卷入或经历了 2013年的恒天然奶粉毒菌
乌龙事件到去年的香兰素事件，以及今年
引发“美国奶粉荒”的克罗诺杆菌等一系
列奶粉安全事件后，雅培其实早已走到了
被中国市场抛弃的边缘。最直接的表现是
截止到 2022年 9月的尼尔森数据显示，我
国奶粉市占率前十名中已经没有了雅培的
身影。

除此之外，还有业内人士指出，占雅
培奶粉生意份额约 50%的菁挚有机系列

“目前还没有拿到新国标”。
尽管对于雅培中国婴幼儿奶粉业务的

退出，与3个月后即将落地实施的二次配方
注册制、新国标是否有直接关系，尚有待
商榷。但如果从竞争的角度看，现在雅培
的提前败走，却似乎给 2023年奶粉市场的
趋势走向增添了更多新的可能……

“抢地盘”的一年：雅培败走，二次配
方注册制的市场窗口红利再扩大

众所周知，自 2016年我国婴配奶粉从
备案制改为注册制，并于 2017年第一次配
方注册制落地实施后，直接倒逼出清了当

时市场上近 85%的技术、资金等实力不足
的中小品牌，从而为了飞鹤、君乐宝等一
众国产实力派奶粉玩家们腾出了足够的市
场成长空间，最终造就了现在国产奶粉品
牌的反超崛起。

而如今，基于当前婴配奶粉赛道更高
的准入成本和更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两方
面因素预估，向善财经认为在 2023 年 2
月、3月的二次配方注册制和新国标相继落
地之后，我国奶粉市场或将同样出现一个
不小的品牌窗口红利期。

一方面是成本端，据了解，当前一个婴
幼儿奶粉配方系列的全成本在 1000万元左
右，一个企业可以注册3个配方系列，这对于
不少中小乳企来说本就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但更压力山大的是，上个月国家市场
监管总局又发布了《婴幼儿配方乳粉生产
许可审查细则（2022版）》，进一步明确了
乳企需具备自控自建奶源地，严格原料管
控。如果没有具备相应生产工艺的完整条
件就不予生产许可。除此之外，《细则》对
乳企们的生产场所、设备设施也提出了更
高的标准要求。

在这种情况下，婴配奶粉最基本的市
场准入成本门槛被拔高到足以劝退大部分

“浑水摸鱼”的中小奶粉品牌的高度，退出
或者像雅培一样转入到标准相对较低的成
人奶粉、儿童奶粉市场或将成为明年中小
乳企们的唯一选择。

另一方面是市场端，在 2017年之前，
我国新生儿出生率尚且保持着不断上涨的
态势，整个婴配奶粉赛道也处于市场增量
的快速增长期，所以这可能就导致部分怀
着“过关即躺赢”心理的中小乳企硬撑过
了第一次配方注册制的市场淘汰。

但问题是在2017年之后，我国新生儿出
生率便进入了连续下滑阶段，婴配奶粉市场
进入红海一片的存量竞争阶段，即便是曾经
高高在上的外资奶粉品牌们也很难再躺着
把钱挣了。而对于处在市场更边缘地带的
中小品牌们来说，即便再一次闯进了新国标
的赛道，未来也只会更加举步维艰，所以及
时止损退出无疑成了最明智的选择。

在这方面，独立乳业分析师宋亮曾向
媒体表示，新国标和二次配方注册实施
后，市场集中度会再次提升，因为会有部
分企业退出，但是幅度并不会过于明显。
在2021年退出了三分之一，而2022年保守
估计还能退出30%。

那么 2023年能退出多少市场空间呢？
我们不得而知，但如今算上雅培退出中国
市场空出的数亿规模体量，这恐怕是任何

一家品牌乳企在存量时代都不可能错过的
一顿饕餮盛宴，所以 2023年无疑是奶粉行
业“抢地盘”的一年……

冲击高端化的一年：性价比和竞争中
的马太效应凸显

熟悉奶粉行业的朋友都明白，在当前
奶粉存量竞争时代，纵向推进高端化，由
量增转价增是飞鹤、君乐宝等一众国产奶
粉品牌未来实现持续性增长的关键路径之
一。因为高端化这条路，惠氏、美赞臣和
雅培等诸多外资奶粉品牌们在后三聚氰胺
时代早就已经充分验证过了。

但或许正是在三聚氰胺等一系列奶粉
安全事件的影响和外资高端高价奶粉品牌
的反面印证下，国产奶粉品牌和消费者之
间逐渐形成了“价格=产品力，奶粉高端化
的最直接表现是高价格”的认知潜规则。
在这方面，飞鹤董事长冷友斌曾在 2020年
的一次采访中表示“飞鹤奶粉折成公斤
价，全世界最贵，也有 200元以下的产品，
但是消费者不买……”

不过有意思的是，随着奶粉市场竞争
环境的变化，现在品牌乳企和消费者们对
于价格和产品力也似乎有了新的理解。

比如，一方面曾有不少粉丝朋友对向
善财经表示，“大家现在不是因为品质安全
顾虑而不敢买国产奶粉，而是国产奶粉太
贵，买不起了”；而另一方面也有业内人士
向我们表示，在当前此消彼长的奶粉存量
竞争环境下，现阶段率先涨价的品牌乳企
可能会面临着消费者“枪打出头鸟”的市
场风险冲击，导致用户流量被分流到其他
奶粉品牌，所以现阶段各大品牌在涨价方
面都比较谨慎。

对此，向善财经认为前者的“太贵
了”和后者高端化的“不敢涨价”归根结
底都可以看作是产品力的性价比不匹配问
题，即品牌乳企对产品品质不自信，消费
者也认为当前的国产奶粉产品价值配不上
高价格。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破解双方共
同困境的唯一途径便是不断提升奶粉品
质，真正做到“一分价钱一分货”的高性
价比奶粉。

说到这里不难发现，无论是前边提到
的 2022 版 《细则》 要求的自建自控奶源
地、严格原料把控，还是 2023年将落地实
施的二次配方注册制、新国标等等，本质
上都是在倒逼我国婴幼儿奶粉品质的自我
迭代升级。而一旦满足了消费者所期望的
产品价值与价格相匹配的品质或配方营养
需求，那么国产乳企品牌们似乎也能借此
名正言顺地进行价格重塑，实现从量增转
价增的高端化进阶。

当然，上述分析更多是侧重于品牌和
消费者之间的供需满足，再回到乳企市场
竞争的角度看。

可以发现，二次配方注册制拔高的其
实是品质底线或者说是最基本市场准入门
槛，对于曾经不达标的品牌来说，2023年
要么退出、要么升级；但对于一直都以高
标准要求的头部品牌乳企们来说，2023年
品质底线的提高反而可能会缩小其原有的
产品竞争优势。

不过前边已经提到，在奶粉存量竞争
时代，几乎不存在“过关即躺赢”的可
能，所以品牌乳企只达到 60分及格线本就
很难杀出重围。再加上经过两次配方注册
制的淘汰洗礼，留下的品牌乳企可能普遍
都具备着一定的市场竞争力。基于此，我
们几乎可以提前预料到 2023年的奶粉行业
将是极度竞争内卷的一年，同时也可能是

“强者愈强，弱者愈弱”最突出的一年。
在这方面，2023年婴配奶粉市场竞争

的“马太效应”或许已经初现端倪。有媒
体梳理发现自今年3月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公
布奶粉二次配方注册的首批注册名单开始
到 12月初，至少已经有 96个品牌的 274个
产品拿到了二次配方注册的“通行证”。

不过相较其他中小品牌而言，通过二次
配方注册产品较多的，往往是头部的奶粉企
业以及大型乳企。比如飞鹤获批 15个品牌
的43个配方，君乐宝获批7个品牌的21个配
方，伊利金领冠获批6个品牌的18个配方。

对此，在向善财经看来，这种变化可
能正是奶粉行业从完全竞争市场过渡至垄
断竞争市场的表现之一。

在经济学中，一共有四种市场类型：
完全竞争市场、垄断竞争市场、寡头垄断
市场和完全垄断市场。其中，完全竞争市
场：指只存在竞争因素的市场，但实际上
很难找到完全意义上的完全竞争市场，只
能无限接近。其最典型的特征是价格竞
争，比如在第一次奶粉配方注册之前，奶
粉企业们普遍采用进口大包粉、甚至三聚
氰胺提高蛋白质含量等各种方法压缩成
本，大打价格战。

而在垄断竞争市场：垄断和竞争因素
并存，但竞争因素>垄断因素。最典型的特
征是虽然许多厂商生产相近，但却是不同
质量的商品市场，产品差别是造成部分厂
商垄断的根本原因。放到奶粉语境中，随
着二次配方注册制的落地实施，消费者们
也只会越发地青睐于品质更优的乳企品
牌，市场整合度自然也会不自觉地向更有
实力的品牌集中，最终形成强者“垄断”
的市场格局。

尽管现在飞鹤、伊利和君乐宝们通过
二次配方注册制的品牌和系列数量多少，
并不能直接证明其产品品质的高低，但从
侧面却不难看出飞鹤等国产头部品牌所具
备的技术底蕴和产品底气。当然由于外资
品牌的海外工厂旗下产品通过二次配方注
册的时间周期更长，所以双方暂时不具备
可比性。不过失去了先发优势的外资品
牌，又能否追赶上了国产奶粉品牌，这恐
怕是个不难回答的问题。

新生儿出生率更“受伤”的一年：后
疫情“发烧”时代下，生育需求延后

值得一提的是，上述两个趋势更多是在
奶粉存量市场内部的机遇和挑战，但回到婴
幼儿奶粉市场大盘本身来看，其依然面临着
那个绕不开的阴霾，即人口出生率的下滑。

尤其是在 2023年也就是后疫情时代的
第一年，考虑的可能存在着反复感染、怀孕
发烧吃药和婴幼儿难防治等诸多不便因素，
所以即便是有生育计划需求的部分夫妇，也
可能会延后该需求。

除此之外，如果更进一步向前延伸，据
民政部数据统计，2021 年全国结婚登记
763.6万对，比上年同期减少 49.5万对。但
到了今年前三季度我国结婚登记人数又进
一步下滑为 544.5万对，比 2021年同期下滑
7.5%，也创下了2007年（民政部公布有2007
年以来历年前三季度的数据）同期新低。

对此，同样可以预料到2023年的新生儿
出生率可能会更加“受伤”。

当然，从逻辑上来看，在撑过了 2023年
黎明前的黑暗后，我国可能会迎来一波生
育小高峰。但远水终究解不了近渴，所以
面对 2023年的二次配方注册制带来的市场
红利、高端化转型的最后良机，各大品牌
乳企们可能会迎来最后的决战时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