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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区位问题是工业地理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
。

近年来我国乳品工业发展迅速
,

布局面貌变化很大
,

探讨适合我国国情的乳品工业区位问题
,

对于合理地开发利用乳品工

业资源
,

提高乳品工业布局效果
,

具有一定意义
。

一
、

乳品工业的区位因素

研究和确定乳品工业的区位
,

目的是提高区位的合理性
,

从而使乳品工业取得良好的

经济效益
。

从投人产出角度
,

可将诸制约乳品工业的区位因素分为两类
8
一类是直接影

响乳品工业投人产出的 因素
,

即区位的基本因素
,

包括原料
、

能源
、

劳动力
、

运输
、

消费
、

水

源等 9另一类是间接影响乳品工业投人产出的因素
,

即区位的环境因素
,

包括用地
、

基础设

施
、

环境保护等6见图 7
。

下面分别讨论这些因素对乳品工业区位的影响
。

2

原料因素

我国乳品工业使用的原料主要有牛乳和羊乳
,

其中以牛乳为主
,

约 占原 料总 量 的

:。务左右
。

这种原料乳的特性首先表现为它具有很强的时效性
。

它的保存时间一般都很

短
,

在自然状态下 6例如温度 ;< ℃左右7
,

原乳通常只能保存 # 个小时左右
,

最多不超过

; 个小时
,

即使温度降至 1一;℃
,

停放时间仍只有 ; 小时左右
。

其次
,

原乳具有很高的

失重程度
。

据测定
,

原乳平均含有 ∀:
2

=并的水分和 ;
2

=务的有用物质
。

例如
,

奶油的原乳

消耗量平均达 ;;
2

< ,

千酪 <2 < ,

奶粉 ∀2 =
,

等等
。

再次
,

原乳还具有不便运输性
。

基于上

述分析
,

原料乳的分布对乳品工业的区位选择具有强烈的限制作用
,

乳品工业最大限度靠

近原料乳产地成为世界上一致公认的区位原则
。

>2 能源因素

能源是保证乳品工业正常均衡生产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
。

由于原料乳具有易腐败
、

难保存的特点
,

企业在生产中对能源供应的可靠性与不间断性有很高的要求
。

乳品工业

是食品工业中能源消耗较高的工业部门之一
。

在我国目前条件下
,

单位产品如每吨奶粉

一般耗标准煤 ;? 以上
,

耗电 < <一 ∀ < < ≅ Α
·

Β 。

因此
,

对于乳品工业区位的选择
,

能源无

疑是一项重要的限制因素
。

 
2

消费因素

5 在调研中 , 得到轻工业部食品局和有关省市乳品公司的支持
,

谨致谢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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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品工业的产品是经由市场转交给广大消费者
,

因此消费者对各类乳品的需求状况

和变动规律对乳品工业的区位有重要影响
。

一方面
,

对于生产鲜奶等的工业企业区位
,

消

费因素的限制作用是十分明显的
。

另一方面
,

对于生产奶粉等的工业企业区位
,

消费因素

也有一定影响
。

这是因为
,

既便是这类产品也有一定的鲜度要求
,

保存时间过长会失去风

味
,

甚至腐败变质
。

2

运输 因素

由于乳品工业的原料特性和生产特点
,

运输因素对这类工业的区位选择具有特别突

出的作用
。

运输因素对乳品工业区位的影响
,

首先表现在运输距离的远近上
。

这不仅关

系到运输费用的高低和运输劳动消耗的大小
,

而且关系到原料乳质量的优劣
。

因此
,

最大

限度缩短原料的运输半径是乳品工业区位合理化的重要标志之一
。

其次
,

运输因素对乳

品工业区位的影响还取决于运输方式
、

运输工具
、

道路状况等条件
。

例如
,

在良好公路上

用专门奶槽车运奶
,

运输半径可达 ∀< 一 ,ΡΡ ≅。 9 而在 乡间土路上用畜力车运奶
,

运输半

径超过 ; < ≅Η
,

就会出现奶质下降
,

尤其夏季易发生酸败
。

除此之外
,

在制约乳品工业区位的基本因素中还有用水和劳动力等因素
。

我国目前

每加工 1? 原乳约需  < 一= <? 水
,

同时乳品工业生产对供水水质要求严格
,

一般应达到最

高饮用水标准
。

二
、

乳品工业的区位模式

在制约乳品工业区位的基本因素中
,

通常情况下原料因素为主要限制因素
。

但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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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条件下
,

消费因素或能源因素也可能成为主要限制因素
。

运输因素虽很重要
,

但它的

作用可通过原料
、

消费和能源等因素体现出来
。

因此
,

考察乳品工业的区位
,

为简便起见

可侧重原料
、

消费和能源等因素的影响
,

并依据上述三项因素的组合特点和限度强度建立

若干区位模式
。

为了衡量这些模式在乳品工业布局 中的实际意义
,

还应分析它们的技术

经济特点
,

并对其区位经济效果进行评价
。

为此
,

拟采用以下一些综合性指标
8 吨奶利

税
,

资金利税率
,

投资回收期
,

单位产品总成本等
。

我们知道
,

区位经济效果最主要的特点是它的地域性
。

不同地区的生产条件存在差

异
,

这种差异影响各地区单位产品劳动消耗的不同水平
,

从而影响产品成本的高低
。

分析

乳品工业区位经济效果关键在于认真估计这种地域差异引起产品成本的差别
。

在乳品工

业产品总成本中
,

把那些 占比重很大而又地域差异明显的要素组合起来
,

称为区位成本要

素组合
。

考察这一组合
,

对评价区位经济效果有突出意义
。

为此
,

将单位产品总成本分为

区位成本要素组合与非区位成本要素组合两部分
。

其数学表 达式 为8

> 一 >
,

十 > 。

式中 Σ

—
单位产品总成本 9 Σ

,

—
区位成本要素组合 9 ;

2

—
非区位成本要素组合

。

Σ
,

包括的生产要素因工业部门不同而不同
。

其数学表达式为
8

Σ
,

一 艺 Τ
8

式中 Τ
—

区位成本要素 9 Μ

—项 目
。

在乳品工业区位分析中
, Σ

,

主要包括原料费用
、

能源费用和产品运输费用
。

上述费

用在产品总成本中占比重较大
,

且地域差异明显
。

下面分别对乳品工业若干区 位 模式

6见图 ; 7 进行探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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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型模式

乳品工业区位接近原料
、

能源和产品消费地 6见图 > ∃ 7
。

这一区位模式的技术经济

特点是 8 能就近取得优质乳和能源
,

并能将任何品种的乳产品及时投人市场
,

从而使产品

总成本达到最小
,

这是一种最佳区位模式
。

但在实际情况下
,

这一区位模式往往由于条件

不具备而难以应用
。

;
2

Ω 型模式

乳品工业区位接近原料和能源
,

但脱离产品消费地 6见图 > Ω7
。

我国乳品工业采用这

一区位模式进行布局还不多
,

主要有黑龙江省大庆乳品厂等
。

在国外
,

新西兰等国家的乳

品工业成为这方面的典型
‘7。 下面分析这一区位模式的技术经济特点

。

67 奶源充足
,

供应及时 工厂位于原料乳集中产区
,

奶源充足
,

可保证生产需要
。

因而
,

不仅节约了原料乳的运输劳动消耗
,

而且减少甚至避免原料乳的途中损失
,

同时又

保证了原料乳的质量
,

从而使工厂收 到优质低耗的技术经济效果
。

如这类工厂产品优质

品率一般达 << 多
,

吨粉原料乳消耗量在 : ?以下
。

6;7 能源供应方便
,

费用较省 由于就近获得能源
,

不仅可保证能源迅速及时供应
,

而且节 钧了运输费用
。

如大庆乳品厂的燃料取 自当地所产的重油
, ! ∀ 年每吨重油进厂

费用 < < 元
,

吨粉燃料费仅有 ∀< 元
,

比其他厂家节省 << 多元
。

6 7 品种受到限制
,

产品运费增加 由于这类工厂脱离产品消费地
,

因之产品品种受

到限制
。

一般主要生产便于运输和易保存的乳品
,

如奶粉
、

奶油
、

干酩等
。

如大庆乳品广

吨粉铁路运费至北京为 =
2

# 元
,

至广州为  ∀
2

= 元
。

67 区位经济效果显著 应用这一区位模式的乳品工业企业在吨奶利税
、

资金利税

率
、

投资回收期等指标方面
,

一般都达到国内同行业的先进水平
。

如这类工厂 ! ∀ 年吨

奶利税达 :< 多元
,

为国内同行业最好指标
,

相当于多数厂家 ; 倍左右 9 资金利税率达

∀ :界
,

比其他厂家高  < 多左右 9 投资回收期 约
2

; 年
。

 
2

% 型模式

乳品工业区位接近原料乳产地
,

但脱离产品消费地
,

能源由外地输人 6见图 > % 7
。

我

国目前采用这一区位模式的实例比较多
,

国外也比较常见
,

如 日本北海道乳品工业即属此

例
。

下面分析这一区位模式的技术经济特点
。

617 奶源充足
,

供应及时 这类工厂奶源比较充足
。

从而使工厂收到优质低耗的技

术经济效果
。

如
,

产品优质品率达 !∀ 一 << 务
,

吨粉耗奶也在 :? 以下
。

6;7 燃料由外地输人
,

增加了运费 这类工厂 ! ∀ 年进厂煤每吨 :< 多元
,

如用鸡西

煤则吨粉燃料费达 ; ∀< 多元
,

比采用 Ω 型模式6如大庆乳品厂7多花费 << 多元
。

6 7 品种受到限制
,

产品运费增加 这类工厂其产品也多为易运输保存的品种如奶

粉
、

奶油
、

干酪等
。

如双城儿童乳品厂铁路运费至北京吨粉为  
2

# 元
,

至广州  :
2

= 元
。

67 区位经济效果比较显著 这一区位模式由于能源费用增加
,

其经济效果较 Ω 型

模式为低
。

但总的来看
,

区位经济效果还是比较好的
。

例如
,

这类工厂 ! ∀ 年吨奶利税

将近 < 元
,

比其他厂家高 。多元
。

资金利税率达 # 多
,

高出其他厂家 ;。外左右
。

投

Ρ 张学光 , 从新西兰乳制品工业展望我国乳品工业的前途
, 食品工业科技

, ! = 年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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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回收期 ; 年以上
,

投资效果也较好
。

2

Ξ 型模式

乳品工业区位接近产品消费地
,

原料乳生产随乳品工业兴起而在消费地附近发展起

来
,

能源如燃料等由外地输人 6见图 > Ξ 7
。

我国和世界其他国家采用这一区位模式比较

普遍
。

下面分析这一区位模式的技术经济特点
。

6,7 此为受消费中心吸引发展的乳品工业 其产品一般具有不 易保存和不便运输的

特点
,

如消毒鲜奶
、

软性奶酪
、

炼乳等
。

这类工厂大多位于城市近郊
,

并往往与市供奶站相

结合
,

所产乳品及时供应居民需要
。

6;7 奶源供应受到限制
,

原料进厂费用比较高 原料乳生产是伴随城郊乳品厂的建

立而发展起来的
,

成本和进厂价格相对比较高
。

如
,

北京按现有牛群供料计算
,

每年从

东北地区购进羊草6干草7
2

= Ψ < ‘ ? ,

占全部干草用量 ∀< 务
,

只此一项每年花费  < < 万

元
7 。

原料乳进厂价格以每吨牛奶计
,

长春为 # < 元
,

北京 ∀< 元
,

广州 =; 。元
,

而上述

Ω
、

Γ 两种模式 6黑龙江一些乳品厂 7则是 < 元
。

前者比后者分别高出 =<
、

:<
、

< 元
。

6 7 能源供应中的燃料由外地输人
,

增加了燃料费用 如这类工厂 ! ∀ 年 进 厂 煤

:< 元 Ζ
? ,

其中运费 < 一;< 元
,

吨粉燃料费用 ; #< 多元
,

比 Ω 型模式 6大庆乳品厂7 多花费

∀ < 多元
。

67 区位经济效果从乳品工业本身来看不够显著 基于上述原因
,

这类乳品厂从企

业和本部门衡量
,

经济效益一般都不高
。

据调查
,

几家乳品厂 ! ∀ 年吨奶利税 ;= 一  =

元
,

资金利税率 < 一;< 外
,

投资回收期 =一 < 年
。

以上三项指标比 Ω
、

Γ 两种模式各厂

家相差很大
。

又如消毒鲜奶零售价格以长春
、

北京等地 #< < 元 Ζ ? ,

成本 =  < 一= =< 元
,

扣

除税金后获利甚微或无利
。

但值得指出
,

在我国目前乳品产量还不充裕
、

某些大中城市乳品供求矛盾还比较尖锐

的情况下
,

采用此模式的上述乳品厂虽然微观经济效益不高
,

但从满足消费中心广大居民

的需求来看
,

宏观经济效益还是比较明显的
。

=
2

( 型模式

乳品工业区位接近产品消费地和能源供应地
,

原料乳大部分从外地输人 6见 图 ; 助
。

我国尚无这方面的实例
,

国外也比较少见
,

但印度德里母亲 6Τ0? Β3 4
7 乳品厂即属此 例

“, 。

这一区位模式的技术经 济特点是 8 617 乳品工业也是受大的消费中心吸引发展起 来 的
,

其产品主要是消毒鲜奶
。

6; 7原料乳大部分从外地输人
,

如德里母亲乳品厂原料乳由 # 个

邦 ;< 多个奶点供应
,

最远运输距离达 < < < 多公里
。

6 7 鉴于原料乳时效性很强且不便

运输
,

因之要求有快速方便的运输条件和专门的运输工具
,

一般经由铁路用专门奶槽车运

奶
。

6 7 能源供应由当地解决
,

可保证生产需要
,

且节约了一部分能源开支
。

我国一些大城市如北京
、

上海等能否采用这一区位模式以解决消毒鲜奶等的供应问

题[ 笔者认为
,

目前我国还不具备这方面的条件
。

我国原料乳集中产区大都分布在边

远地区
,

如黑龙江省松嫩平原
、

内蒙古呼伦贝尔草原等
,

距北京等铁路运输里程达  ! !∀ #

∃ 林祥金
,

北京市牛奶生产 调查
,

农业经济问题
, % & ∋年  期

。

() 黑龙江省乳品工业研究所 ,

印度乳品工业考察报告
,
乳品工业

, % & ∋年 期
。



 期 李 为 8 我国乳品工业区位分析

以上 9 ∗ 我国铁路运输尤其东北至关内一线十分紧张
,

难以保证原料乳不间断地
、

及时地

运达工厂 + , 原料乳产区奶源分散
,

集中铁路沿线费时较长
,

如再经铁路长途运输
,

原料

乳质量难以保证
。

但从长远看
,

具备条件的大城市应用这一区位模式发展乳品工业仍不

失为一种可取的途径
。

−
.

/ 型模式

乳品工业区位接近消费地
,

但脱离原料乳产地和能源供应地 0见图 1 / )
。

显而易见
,

这种区位既得不到原料乳的就近及时供应
,

也得不到能源的就近供应
。

不仅企业和国家

在经济上受到损失
,

而且生产的均衡性也难以保证
。

因之
,

这一区位模式一般情况下不宜

采用
。

综上分析
,

比较各区位模式的经济效果
,

除 2 型模式外
,

以 3 型模式最好
,

其次是 4 型

模式
,

而 5 型模式微观经济效果比较低 0见表 6 )
。

这种经济效果的差别
,

经分析主要是由

于产品总成本的差异特别是区位成本要素组合差异 0见表 () 造成的
,

这对考察乳品工业

布局效果有重要意义
。

但从宏观看
, 5 型模式还具有其他模式难以替代的作用

。

因此
,

在

乳品工业布局实践中究竟应用何种区位模式
,

主要根据原料
、

能源
、

消费等诸因素的地域

组合以及社会需求状况加以选定
。

表 艾

7 8 # 9: ; <=. >

三类区位模式经济效果比较 0 % & 斗)
= ? ≅ ≅ ≅ 8 Α 8 # <≅ ; ≅ Β Χ 6= 8 Δ = ? ≅ ∋ =犷Ε ≅ Β 8 Δ 68 4 盆 = <8 Α : Φ # 8 Γ ≅ Φ

一
一一6三竺竺主

Η 一一一

Ι一竺竺竺里一ϑ遭丝堕些丝一Ι止塑翌竺型一
Κ

ϑ一兰里坚‘一
” 型 ⋯

’了(
)

艺· Ι ’
·

己

Λ 良好

7 型 , ’∋
竺 ϑ <

, Λ ϑ
·

< ϑ 较好

5 型 Λ “, , “” ϑ ,
·

日 Ι 一股
. ,

按 消毒鲜奶计算
。

系指微观经济效果
。

表 (

Μ : Ν
。

三类区位 模式 急成本及区位成本要素组合比较 0 % & Ο) 元 Π吨粉

伪# Ε : ; < Α > =? 己 > ≅ 月 ≅ ; ≅ ; : 1 Ε ; 8 Γ Χ ≅ = ≅ 8 , = : Α 之Θ =? 己 =8 =: 6 68 ≅ : =<8 Α : 6

≅ 8 ‘= ΔΑ ￡ ; 8 ; 。月 ∋ = Ρ Ε ≅ 8 Δ 68 4 : =沁 Α 2 Σ 】 8 Γ ≅ 6

区位模式 产品总成本 区位成本 要素组合Λ 原料费用 燃料费用 Λ 产品铁路运费

Α日曰肖曰 门长口!曰八,∀门#∃门‘
% 型

! 型

& 型

∋ ( ) ∗

礴+ , +

∋ , ∋ (

− (, ∗
.

,

− 飞, −
.

,

−丁∀ (

+ /丁(

+ /丁(

− ∋ 0 (

巧
.

, 1

∀−
,

, 1 .

(

1 大庆至北 京
。

1 2 双城至北京
。

三
、

乳品工业的区位格局

我国乳品工业主要是建国以后发展起来的
。

经过三十多年建设
,

乳品工业区位格局

发主显著变化
,

并形成以下一些特点
3 相当一部分乳品工业企业及其原料生产受消费

中心吸引
,

集中分布于大中城市的周围
。

例如
, % & (年全国 Τ 个重点城市拥有奶牛 巧

.

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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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头
,

约占全国奶牛总头数 ;; 多
,

生产牛奶 <
2

: ∴ < ‘ ? ,

约占全国牛奶总产量 ;= 并
。 ∗

一部分乳品工业企业分布于原料乳的集中产区
。

从 % & ( 年全国各省市 0区 ) 牛奶产量及

人均占有量来看
,

以黑龙江最高
,

其次是内蒙古
、

青海
、

西藏
、

新疆等
。

上述五省 0区 ) 牛奶

产量约占全国总产量 Ο−
.

&外
,

人均 占有量都在 , ∀ > 以上
,

为全国人均 占有量的 ∋ 倍 多
。

与此相应
,

各省
、

市 0区 )乳品工业产品产量也反映上述特点
。

其中
,

黑龙江 占 (∋
.

−沁
,

内

蒙古占 &. Ο多
,

二省区合计占全国 Π ∋
,

这同原料乳的集中程度基本一致
。

有些省分如陕

西
、

河南
、

山东等牛奶产量不多
,

但羊奶产量较多
,

以羊奶为原料的乳品工业比较发达
。 ,

有些省分乳品工业及其原料乳生产还十分薄弱
,

乳品供不应求
,

需其他省区支援
。

奸河

北
、

江苏
、

安徽
、

江西
、

福建
、

湖南
、

广东
、

广西
、

贵州等便是这种情况
。

综上分析
,

可见目前我国乳品工业布局还是不平衡的
。

为满足人民群众对鲜奶及其

他乳品的需要
,

有必要调整和改善我国乳品工业的区位格局
。

.

在全国各地发展不同类型
、

不同水平的乳品工业
,

实现乳品工业的均衡布点

在我国实现乳品工业均衡布局是有条件的
,

这就是
Υ
我国饲料资源丰富

,

品种多样
,

分布广泛 + 我国养畜业有悠久历史
,

特别是近年来各地乳用畜牧业发展迅速 + 我 国乳品工

业布局变化很大
,

目前全国 (% 个省
、

市 0区 )都建起了乳品厂
,

可为实现乳品工业均衡布局

起到以点带面的骨干作用
。

为达全国乳品工业均衡布点之目的
,

应根据不同地区饲料资

源条件和乳用畜牧业生产特点
,

因地制宜地发展不同类型
、

不同水平的乳品工业
。

在广

大牧区
,

可发展牧区型乳品工业
。

由于牧区型乳品工业可免去收
、

贮
、

运等一系列工序
,

大

大节省饲料费用
,

降低生产成本
,

这就为乳品工业建设和布局提供了有利条件
。

所以
,

牧

区型乳品工业是我国乳品工业布局中发展潜力大
、

建设前景 良好的一种类型
。 ∗ 在广大农

区
,

可发展农区型乳品工业
。

这一类型的原料乳生产所用饲料以代用品为主
,

如粮油加工

副产品
、

农副秸杆等
,

其经营规模较小
,

比较分散
,

在此基础上发展的乳品工业也以小型居

多
,

并具有分散布点的特征
。

近年来农区各地乳品工业也普遍发展起来
,

从而为实现均衡

布局开辟一条切实可行的途径
。 , 在大中城市附近

,

可发展城郊型乳品工业
。

据统计
,

我

国  ! 万以上人口的大城市有 Τ! 多个
,

这些城市对消毒鲜奶等乳品消费量较大
,

要求城市

本身发展乳品工业以解决乳品的需求问题
。

但由于饲料供应条件的限制
,

发展城郊型乳

品工业应注意规模的适宜性和布局的合理性
。

实现乳品工业均衡布点
,

不是说各地乳品工业都必须发展到同一水平
,

而是 因不同地

区原料乳资源潜力和建设布局条件的差异
,

发展不同水平的乳品工业
。

( .

形成乳品工业的地域专门化
,

建立乳品工业甚地

在实现全国乳品工业均衡布点的同时
,

一些有条件的地区加速发展乳品工业及其原

料乳生产
,

促进这类地区乳品工业专门化的形成
,

从而建立若干面向全国的乳品工业基地

是改善我国乳品工业区位格局的重要途径之一
。

近期在我国适于发展乳品工业专门化的

地区可能有以下几处
Υ

0 6) 黑
、

吉两省中西部地区 包括松嫩平原的大部分
,

现有草原将近  ! ! ! 万亩
,

盛产

羊草
,

是我国最好草原之一
。

本区还是我 国玉米
、

大豆和甜菜产区
,

可为乳用畜牧业提供

丰富的精饲料和配合饲料
。

近年奶牛业发展很快
,

现有奶牛 巧 万余头
,

主要为黑 白花牛
,

年产牛奶 ∋! 多万吨
,

占全国牛奶总产量 Π  0 % & ()
,

现有乳品厂 &! 多个
,

年产奶粉 (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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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吨
,

约占全国 Ζ  6 ! ∀ ; 7
,

已 初步形成具有全国意义的乳品生产基地
。

6; 7 内蒙古东部地区6包括呼
、

兴
、

哲三盟及赤峰市 7 本区主要为呼伦贝尔草原和科

尔沁草原
,

草原面积 ;= < << 万亩
,

以羊草等为主
,

亦为我国优 良草原之一
。

本区乳用畜牧

业发展历史较久
,

现有良种奶牛 < 万多头
,

包括著名的三河牛
、

草原红牛和黑白花牛等
,

挤奶黄牛  < 多万头
,

年产商品奶 <
, ?
左右 6 ! ∀ ; 7

。

现有乳品厂 ;< 余家
,

其中有闻名全

国的海拉尔乳品厂
,

因此
,

本区具有发展全 国意义的乳品工业专门化的基础和条件
。

6 7 睐西关中地区 奶山羊存栏头数占全国 邝 6 ! ∀ <7
,

羊奶
、

羊乳品产量均占全国

第一位
。

现有乳品厂  < 多家
,

已初步形成我国奶山羊乳品专门化地区
。

67 浙江金华
、

温州地区 气候温暖
,

雨量丰沛
,

牧草可四 季生长
。

本区还有 #< 多万

亩草山草坡可开辟为人工草场
,

并可终年放牧
。

目前本区乳品工业发展很快
,

已成为新

兴的乳品工业专门化地区
。

如温州乳品厂生产的炼乳
,

占 ! ∀  年我 国同类产品出口量

: <并以上
。

此外
,

新疆
、

青海等省区草原面积广阔
,

饲料资源丰富
,

牧业基础较好
,

发展乳用畜牧

业和乳品工业有一定优势
。

南方诸省有丰富的草山草坡资源
,

发展乳品工业和原料乳生

产前景良好
,

也是今后南方诸省解决吃奶问题的途径之一
。

 
2

根据奶源集中程度
,

确定乳品工业合理规模和布局

目前一些地区
,

乳品工业的发展和布局缺乏统一规划
,

存在一定盲 目性
,

因此出现争

原料
、

争市场的矛盾
。

解决这个问题关键在于根据奶源集中程度
,

从一定的合理运输半径

出发
,

确定乳品工业的适宜规模和布局
。

奶源集中程度可 用原料乳分布密度表示
,

原料乳

分布密度系指一定区域原料乳供应量与该区面积之比
。

从原料因素分析
,

乳品厂建厂规模

主要取决于原料乳分布密度及其运输半径 6见表  7
。

根据我国当前的道路条件
,

运输半

径一般在 =< ≅ Η 以内比较合理
。

在此范围内
,

适宜的建厂规模受一定地区原料乳分布密

度大小所决定
。

以安达市为例
,

现有原料乳分布密度为 ?
Ζ ≅时 左右

,

由表  知适宜建

<< ?Ζ Π 规模乳品厂
,

这正好与原来安达乳品厂规模相适应
,

因之该厂经济效益一直比较

表  乳品厂规模与原料乳分布密度及运输半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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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
。

但目前已建成 = 家乳品厂
,

形成 = < ?Ζ Π 生产能力
,

要求原料乳分布密度达 = ?Ζ ≅时 以

上 6见表  7
。

从而造成该地原料乳供需之间极为尖锐的矛盾
,

并给企业和国家带来很大

的经济损失
。

综上分析
,

在建设我国乳品工业基地时
,

应有计划开展有关地区乳品工业总体布局规

划
。

根据原料乳分布密度和合理的运输半径确定乳品工业适宜的规模和布局
,

形成大中

小型企业在地域分布上合理结合的区位网络
,

这是从宏观上改善我国乳品工业区位格局

的重要途径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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