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内乳业股集体大涨

证券时报记者 邓飞

“肉毒杆菌”让新西兰乳业巨

头恒天然陷入风波，而新西兰贸易

部长关于 “中国停止进口新西兰

奶粉”的言论，则让

A

股乳业上市

公司股价应声大涨，西部牧业、新

疆天宏、 新希望等

3

股昨日收盘

涨停。

据彭博社报道，新西兰贸易部

长格罗泽上周末在接受当地媒体

采访时称，继恒天然公司警告部分

乳粉原料受污染并流入中国后，中

国已停止所有新西兰以及澳大利

亚奶粉进口。 有专家表示，如消息

属实，短期影响较大，但预计不会

是长期措施。 分析人士认为，由于

中国

80%

以上的进口奶粉来自新

西兰，全面禁止进口新西兰奶粉对

国内的奶粉生产企业来说无疑是

重磅利好。

受此影响，乳业股昨日全线上

扬。 两只新疆地区的乳业股西部牧

业及新疆天宏双双开盘涨停，皇氏

乳业亦开盘涨停，三元股份、伊利

股份、 贝因美等乳业股均大幅高

开。随后，乳业股走势分化。今年以

来股价涨幅巨大的贝因美及伊利

股份在获利回吐压力下高开回落；

反而是西部牧业、新疆天宏等小盘

乳业股，封板较为坚决；加快乳业

布局的新希望后发制人，收盘前封

死涨停。

截至昨日收盘， 西部牧业、新

疆天宏、新希望等

3

股涨停，皇氏乳

业、 三元股份、 伊利股份分别上涨

7.32%

、

4.75%

、

3.06%

，贝因美、光明

乳业小幅上涨。据同花顺数据统计，

上述

8

只乳业股中，新希望、伊利股

份、皇氏乳业、三元股份、西部牧业

等

5

股昨日录得资金净流入， 其中

新希望以

4606

万元净流入资金排

名居首； 而回落幅度较大的贝因美

及光明乳业则分别净流出

4676

万

元及

2613

万元。

值得注意的是， 此次新西兰奶

粉事件再次为食品安全敲响警钟，

从事相关食品安全检测的上市公

司也受到市场资金追捧。 国内领先

的独立第三方检测服务商华测检

测昨日开盘后快速拉升，曾一度封

死涨停，并刺激凤凰光学、达华智

能等相关股大幅拉升。 另外，有乳

制品质量安全追溯系统的华工科

技昨日也高开高走， 收盘上涨

3.11%

。

从龙虎榜数据来看， 乳业股吸

引机构携游资蜂拥而至。 以净流入

资金最多且收盘涨停的新希望为

例， 该股昨日共成交

2.91

亿元，两

家机构席位分别以

3029.68

万元及

809.32

万元的买入额位居买一位及

买四位， 两家机构合计买入金额达

3839

万元，占昨日该股成交总额的

13.18%

。另外，西藏同信北京陶然亭

路营业部及国泰君安呼和浩特西护

城河营业部买入该股的金额均突破

千万元大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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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天然：问题产品48小时内召回

今明两天公布所有信息，保证不会再次出现管道污染问题

证券时报记者 尹振茂

新西兰乳业巨头恒天然集团首

席执行官（

CEO

）西奥·史毕根斯在昨

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中国政

府并非对所有从新西兰进口到中国

的奶制品出台禁令， 只是对某些产

品进行了限制， 如乳清蛋白粉和基

粉，而对黄油、全脂奶等并无限制。

此前，据外媒报道，新西兰贸易

部长在接受当地媒体采访时称，中国

目前已停止所有新西兰以及澳大利

亚奶粉进口。

面对恒天然集团产品近日被检

出肉毒杆菌产生的信任危机， 西奥·

史毕根斯昨日在北京发布会现场多

次向中国消费者致歉，表示目前没有

发现和该产品相关的疾病现象，全部

问题产品将在

48

小时内召回； 将于

今明两天公布所有信息，并保证不会

再次出现管道污染问题。

据西奥·史毕根斯介绍， 此次污

染事件始于恒天然一家工厂的一根

临时管道不够清洁， 从而导致

38

吨

原料浓缩乳清蛋白受到污染，涉及娃

哈哈、可口可乐、达能旗下品牌多美

滋和新西兰奶粉品牌可瑞康等

8

家

企业。

而此次受污染的

38

吨原料浓缩

乳清蛋白中有

18

吨被恒天然用于生

产半成品基粉，它们被销售给奶制品

生产商，其中包括达能旗下品牌多美

滋、新西兰奶粉品牌可瑞康和一家不

愿意公开名称的澳大利亚工厂，其余

的

20

吨销售给了

3

家饮料公司和

3

家动物饲料公司。

3

家饮料公司分别是娃哈哈、可

口可乐和澳大利亚的一家饮料公司，

这些公司在超高温灭菌的酸性环境

中将浓缩乳清蛋白用于生产饮料，肉

毒杆菌在这种环境下无法生存，可以

确保产品安全。

3

家动物饲料公司为新西兰农业

商业公司和位于澳大利亚的两家公

司，已确认相关产品不存在问题。

对于那家不愿意公开名称的澳

大利亚工厂，西奥·史毕根斯表示，经

过沟通，这家要求隐瞒信息的公司正

在解决问题，相信不久之后就可以看

到召回或其他处理措施。

恒天然在今年

3

月即发现存在

超出正常含量的肉毒杆菌，但直至几

天前才向社会公布此问题。 对于为何

间隔时间如此之长的质疑， 西奥·史

毕根斯称，这是由于奶制品检测步骤

很多，耗时较长。

恒天然危机短期利好国内乳企

证券时报记者 靳书阳

8

月

2

日， 全球最大的乳制品出

口商， 也是新西兰第一乳制品企业恒

天然公司旗下产品检测出肉毒杆菌。

据记者了解，

A

股乳制品上市公司，暂

未向恒天然进口乳制品原料。不过，有

业内人士认为， 此次恒天然的危机公

关手段较为坦诚果断， 留给国内企业

抢占市场空间的时间并不充裕。

8

月

4

日，新西兰贸易部长格罗

泽在接受新西兰媒体采访时表示，

中国已停止进口所有新西兰奶粉。

乳业专家王丁棉认为， 新西兰奶粉

占据我国进口奶粉的八成， 而新西

兰出口至中国的奶粉中， 恒天然又

占了八成， 此次事件对国内乳制品

行业影响广泛。

由于以往新西兰奶源的声誉较

佳， 国内企业也已经在新西兰进行产

业链的上游布局。 今年

7

月

23

日，光

明乳业收购的新西兰乳制品加工商新

莱特， 在新西兰证券交易所主板挂牌

上市。 发行完成后光明乳业仍持有新

莱特

39.12%

的股份，维持第一大股东

地位。 光明乳业有关人士告诉证券时

报记者，恒天然事件发生突然，对公司

业务的影响短期内很难评估， 不方便

发表看法。

不过，据记者了解，光明乳业旗下

产品使用的乳清蛋白粉， 正是来自于

公司收购的新莱特。 而新莱特在新西

兰国内同恒天然是竞争关系， 所以也

不可能向恒天然采购原料。 光明乳业

的官方微博也发出一条澄清声明，“至

今为止， 光明乳业从未采购过新西兰

恒天然公司的乳清蛋白粉， 请消费者

们放心”。

另外，固守北京市场的三元股份，奶

制品原料绝大部分来自国内， 也未受此

次事件影响。公开资料显示，近

60

年来，

三元股份一直重点建设上游奶源基地，

三元股份副总经理吕淑芹在接受公开采

访时表示，三元股份自己的牧场，分布在

北京周边及河北地区，公司

70%~80%

的

奶源来自自己的牧场， 其余奶源由长年

合作农户供应。

自三聚氰胺事件以来， 国内乳制品

企业的品牌声誉在洋奶粉的渗透下颇受

打击，赴港“抢”进口奶粉风潮，甚至引发

香港的限购措施。 此次新西兰奶粉遭遇

“黑天鹅”， 是否有助于国内乳企收复失

地呢？

国内某乳制品上市公司董秘在接

受证券时报记者采访时认为，此次新西

兰乳制品事件，短期内对国内乳品企业

构成利好因素。 因为以往进口奶粉在国

内消费者眼里，质量绝对可靠，这种理

念已经有了一种根深蒂固的意味。 这次

事件，在某种程度上，或许可以打破消

费者对国产乳制品在质量方面的既往

偏见。不过，事故发生后，恒天然采取了

及时公开、 坦诚面对媒体的危机公关

手段，这是值得国内企业学习的。 在充

分曝光的情况下， 负面影响的延续时

间反而会大大缩短。 所以，他认为留给

国内企业收复市场空间的时间，并不会

很充裕。

市场份额有望扩大 基金加码乳业龙头股

证券时报记者 杜志鑫

针对新西兰恒天然公司生产的浓

缩乳清蛋白粉检出肉毒杆菌事件，有

基金经理表示， 奶粉质量问题不单是

哪一个国家的问题， 在三聚氰胺事件

后，国内乳品企业提高了质量标准，未

来随着国产奶粉质量的提高和兼并收

购的进行， 国内乳业龙头的市场份额

有望进一步扩大。

市场份额望继续扩大

深圳一家基金公司的基金经理表

示，在

2008

年三聚氰胺事件后，国内

消费者对国产奶粉的信心一度跌至冰

点，洋奶粉乘机扩大了市场份额。但随

着相关部门的整改， 国产奶粉的质量

得到了提高，在此时点上，新西兰恒天

然公司又爆出质量问题， 这对于国内

乳业企业是一个机会。

还有基金经理表示， 此前国内消

费者一直认为 “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

圆”，但从此次事件来看，外国企业也

存在问题。因此，只要国内企业把好质

量关，未来的市场份额有望得到提高。

此外，今年

6

月份，工信部印发了

《提高乳粉质量水平 提振社会消费信

心行动方案》，《方案》强调要引导婴幼

儿配方乳粉优势企业实施强强联合、

兼并重组，提高产业集中度。 同时，在

日前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中，也提出“制

定相关政策， 推进奶牛标准化规模养

殖， 鼓励支持婴幼儿奶粉企业兼并重

组， 提高产业集中度， 推动产业规范

化、规模化、现代化发展”。

从乳品企业的资本运作来看，目

前国内乳品企业已尝试海外并购。 今

年上半年，蒙牛收购雅士利，光明乳业

2010

年

11

月入股新西兰新莱特乳

业。 目前市场又传出伊利股份在并购

上也可能会有动作。

除了海外并购， 国内相关部门也

在督促大乳品企业的兼并收购， 在此

背景下， 国内乳品龙头企业市场份额

有望进一步扩大。

基金加码内地乳业股

消费品公司历来是基金的重仓股，

在白酒遭遇“三公”消费限制的背景下，

基金把“枪口”对准了乳业股。

数据显示， 虽然过去一年大盘持续

低迷，但乳业股却逆市走强，这背后正是

基金持续加仓的结果。其中，华夏、嘉实、

博时、 易方达等大基金公司加仓乳业股

的力度尤大。

数据显示， 今年二季度易方达价值

成长加 仓光明乳业

464.05

万股至

3513.92

万股，光明乳业为该基金第十大

重仓股，占该基金净值比例

3.04%

。二季

度华商盛世成长加仓光明乳业

636.14

万股至

1558.69

万股， 光明乳业也为该

基金第十大重仓股， 占该基金净值比例

3.19%

。 二季度基金金鑫、 华商策略精

选、招商核心价值、申万巴黎盛利精选等

基金加仓光明乳业也均在

200

万股以

上， 光明乳业也均为上述基金前十大重

仓股。

伊利股份也是基金二季度重点加仓

的对象。 二季度华夏优势增长买入伊利

股份

1032.59

万股，伊利股份为该基金第

四大重仓股，占该基金净值比例

2.33%

。

二季度华夏红利买入伊利股份

1199.78

万股， 伊利股份为华夏红利第一大重仓

股，占该基金净值比例

2.25%

。 此外，二

季度博时新兴成长、嘉实研究精选、嘉实

服务增值行业、 鹏华优质治理等基金买

入力度均较大， 伊利股份也为上述基金

前十大重仓股。

此外， 乳业新星贝因美二季度也获

得了华夏优势增长、景顺长城精选、华夏

大盘、大成财富管理

2020

、上投摩根阿尔

法等基金的大举买入。

据了解，基金之所以看好乳业股，一

方面，在提高门槛和质量标准的背景下，

目前已有的乳业巨头有望继续扩大市场

份额。 另一方面，在未来新股发行开闸的

背景下，

TMT

等新兴行业将面临源源不

断的供给，但在消费品上，未来的供给将

比较有限。 目前乳业基本上由伊利、蒙

牛、光明等企业所把控。

恒天然事件的“蝴蝶效应”

见习记者 徐潇

近日

，

新西兰乳业巨头恒天然

集团站在了舆论的风口浪尖

，

其所

生产的浓缩乳清蛋白粉及相关奶

制品受到肉毒杆菌污染

，

目前含有

毒菌的产品已部分流入中国

，

娃哈

哈等多家国内企业被卷入其中

。

一

时间

，

备受追捧的洋奶粉面临信誉

危机

，

恒天然事件的

“

蝴蝶效应

”

慢

慢显现

。

据了解

，

目前我国

5

岁以下儿

童多达

8200

万

，

出生不足

6

个月

的婴儿只有

28%

采用母乳喂养

，

相

关机构预测

，

未来

4

年里

，

我国对

婴儿配方奶粉的需求规模还将增

长一倍

，

中国市场给全球的奶粉以

及奶制品行业带来巨大商机

，

阿根

廷善可

、

法国达能等海外奶制品商

家皆看好中国市场

。

与此同时

，

在

该产业链上出现的食品安全问题

，

将产生国际性的影响

。

首先

，

此次恒天然毒菌事件让

我国消费者对洋奶粉的信任感削

弱

。

由于

“

三聚氰胺事件

”

影响恶

劣

，

我国消费者一度对国产奶粉失

去信心

，

从而纷纷投入洋奶粉的怀

抱

，

不论品牌

，

盲目追捧成风

。

据了

解

，

国内不少家中哺有幼儿的中产

家庭在香港奶粉禁令颁布后

，

开始

成箱储备海外奶粉

，

号称

“

百分之

百纯牛奶

”

的新西兰奶粉一直受到

中国消费者的青睐

，

此次事件则粉

碎了洋奶粉的

“

神话

”。

国内消费者

对于奶粉的消费观念或将发生改

变

，

海外奶粉恐很难如以往那般轻

而易举抢占中国市场

。

其次

，

此次事件将影响海外奶

粉在中国的市场环境

。

据了解

，

今

年

5

月

，

国家质检部门对向中国出

口乳品的国家或地区的食品安全管

理体系和食品安全状况进行评估

，

只有合格并符合中国食品安全国家

标准的乳品才能入境

；

今年

6

月

，

食品药品监管总局等九部委联合发

布

《

关于进一步加强婴幼儿配方乳

粉质量安全工作的意见

》，

进一步

加大对进口婴幼儿乳粉的监察力

度

。

而此次事件有促使我国进口奶

粉检验监督管理力度再次加大的可

能

。

面对日益严格的监管制度与激

烈的市场竞争

，

一些海外小品牌奶

粉将很难在中国市场上存活

；

此

外

，

阿根廷

、

法国等尝试打入中国

市场的奶粉企业或将更加谨慎

，

因

为进入市场的门槛正在提高

。

另一方面

，

据新西兰贸易部长

称

，

中国在得知新西兰恒天然乳粉

检出致命细菌后

，

已停止进口所有

新西兰奶粉

。

如若消息无误

，

这对进

口奶粉有

80%

来自新西兰的中国市

场而言

，

无疑有相当大的冲击

，

有可

能会推高奶粉与相关奶制品的价

格

。

这对一些声誉良好的国内奶粉

品牌与非新西兰的进口奶粉而言

，

则是非常大的商机

。

再次

，

由于我国对新西兰奶粉

的禁止进口

，

纽元受到波及

。

整体偏

好的新西兰经济走势一直支撑着纽

元

，

但由于恒天然事件对新西兰贸

易数据造成的潜在负面影响

，

纽元

在周一开盘出现暴跌

。

如今

，

恒天然事件尚未圆满解

决

，

中国奶粉市场的波动不止

，

进口

奶粉风声鹤唳

，

国产奶粉踌躇满志

欲

“

收复失地

”，“

蝴蝶效应

”

的波及

越来越广

。

但另一方面

，

中国消费者

则始终透出一丝无奈

———

洋奶粉也

好

，

国产奶也好

，

不知什么时候能真

正喝上放心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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