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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肉类行业数据监测： 

1）12 月 9日："农产品批发价格 200 指数"比昨天下降 0.05 个点。 

据农业农村部监测，12 月 9 日"农产品批发价格 200 指数"为 126.32，比昨天下降 0.05
个点，“菜篮子”产品批发价格指数为 127.91，比昨天下降 0.07 个点。截至今日 14:00 时，全

国农产品批发市场猪肉平均价格为 32.12 元/公斤，比昨天上升 1.7%；牛肉 78.00 元/公斤，

比昨天下降 0.2%；羊肉 67.51 元/公斤，比昨天下降 0.4%；鸡蛋 12.01 元/公斤，比昨天下降

0.2%；白条鸡 18.79 元/公斤，比昨天下降 0.5%。重点监测的 28 种蔬菜平均价格为 4.56 元/
公斤，比昨天下降 0.2%；重点监测的 6 种水果平均价格为 6.69 元/公斤，比昨天下降 0.6%。

鲫鱼 18.88 元/公斤，比昨天下降 0.8%；鲤鱼 13.72 元/公斤，比昨天下降 0.3%；白鲢鱼 9.43
元/公斤，比昨天下降 0.7%；大带鱼 35.97 元/公斤，比昨天下降 3.2%。 

今日，国内鲜活农产品批发市场重点监测的 46 个品种中，与昨天相比价格升幅前五名

的是生菜、莴笋、韭菜、洋白菜和菜花，幅度分别为 4.4%、3.3%、2.9%、2.6%和 2.6%；价

格降幅前五名的是蒜苔、豆角、大蒜、大带鱼和西瓜，幅度分别为 5.1%、4.4%、3.4%、3.2%
和 2.8%。 

 
 

12 月 12 日："农产品批发价格 200 指数"比上周五下降 0.81 个点。 

 据农业农村部监测，12 月 12 日"农产品批发价格 200 指数"为 125.51，比上周五下降

0.81 个点，“菜篮子”产品批发价格指数为 126.93，比上周五下降 0.98 个点。截至今日 14:00
时，全国农产品批发市场猪肉平均价格为 30.58 元/公斤，比上周五下降 4.8%；牛肉 78.37
元/公斤，比上周五上升 0.5%；羊肉 67.58 元/公斤，比上周五上升 0.1%；鸡蛋 12.04 元/公
斤，比上周五上升 0.2%；白条鸡 19.13 元/公斤，比上周五上升 1.8%。重点监测的 28 种蔬

菜平均价格为 4.57 元/公斤，比上周五下降 0.9%；重点监测的 6 种水果平均价格为 6.74 元/
公斤，比上周五上升 0.7%。鲫鱼 19.09 元/公斤，比上周五上升 1.1%；鲤鱼 13.80 元/公斤，

比上周五上升 0.6%；白鲢鱼 9.82 元/公斤，比上周五上升 4.1%；大带鱼 36.17 元/公斤，比

上周五上升 0.6%。 
今日，国内鲜活农产品批发市场重点监测的 46 个品种中，与上周五相比价格升幅前五

名的是富士苹果、白鲢鱼、鸭梨、生菜和豆角，幅度分别为 4.8%、4.1%、3.7%、3.5%和 2.9%；

价格降幅前五名的是大白菜、猪肉、洋白菜、巨峰葡萄和白萝卜，幅度分别为 4.8%、4.8%、

4.4%、4.0%和 4.0%。 
 

12 月 13 日："农产品批发价格 200 指数"比昨天下降 0.11 个点。 

据农业农村部监测，12 月 13 日"农产品批发价格 200 指数"为 125.40，比昨天下降 0.11
个点，“菜篮子”产品批发价格指数为 126.80，比昨天下降 0.13 个点。截至今日 14:00 时，全

国农产品批发市场猪肉平均价格为 30.18 元/公斤，比昨天下降 1.3%；牛肉 78.17 元/公斤，

比昨天下降 0.3%；羊肉 67.81 元/公斤，比昨天上升 0.3%；鸡蛋 11.99 元/公斤，比昨天下降

0.4%；白条鸡 19.04 元/公斤，比昨天下降 0.5%。重点监测的 28 种蔬菜平均价格为 4.5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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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斤，比昨天下降 1.5%；重点监测的 6 种水果平均价格为 6.82 元/公斤，比昨天上升 1.2%。

鲫鱼 18.95 元/公斤，比昨天下降 0.7%；鲤鱼 13.92 元/公斤，比昨天上升 0.9%；白鲢鱼 9.88
元/公斤，比昨天上升 0.6%；大带鱼 35.77 元/公斤，比昨天下降 1.1%。 

今日，国内鲜活农产品批发市场重点监测的 46 个品种中，与昨天相比价格升幅前五名

的是巨峰葡萄、西瓜、鸭梨、鲤鱼和白鲢鱼，幅度分别为 5.0%、3.1%、0.9%、0.9%和 0.6%；

价格降幅前五名的是菜花、西红柿、莴笋、洋白菜和西葫芦，幅度分别为 3.9%、3.6%、3.5%、

3.3%和 3.2%。 
 

12 月 14 日："农产品批发价格 200 指数"比昨天下降 0.21 个点。 

据农业农村部监测，12 月 14 日"农产品批发价格 200 指数"为 125.19，比昨天下降 0.21
个点，“菜篮子”产品批发价格指数为 126.55，比昨天下降 0.25 个点。截至今日 14:00 时，全

国农产品批发市场猪肉平均价格为 29.79 元/公斤，比昨天下降 1.3%；牛肉 77.97 元/公斤，

比昨天下降 0.3%；羊肉 67.30 元/公斤，比昨天下降 0.8%；鸡蛋 12.00 元/公斤，比昨天上升

0.1%；白条鸡 18.75 元/公斤，比昨天下降 1.5%。重点监测的 28 种蔬菜平均价格为 4.52 元/
公斤，比昨天上升 0.4%；重点监测的 6 种水果平均价格为 6.70 元/公斤，比昨天下降 1.8%。

鲫鱼 18.92 元/公斤，比昨天下降 0.2%；鲤鱼 13.52 元/公斤，比昨天下降 2.9%；白鲢鱼 9.40
元/公斤，比昨天下降 4.9%；大带鱼 37.38 元/公斤，比昨天上升 4.5%。 

今日，国内鲜活农产品批发市场重点监测的 46 个品种中，与昨天相比价格升幅前五名

的是洋白菜、大黄花鱼、大带鱼、莴笋和菠萝，幅度分别为 8.2%、6.9%、4.5%、2.9%和 2.9%；

价格降幅前五名的是西瓜、白鲢鱼、黄瓜、巨峰葡萄和花鲢鱼，幅度分别为 5.6%、4.9%、

4.6%、3.9%和 3.1%。 
 

12 月 15 日："农产品批发价格 200 指数"比昨天上升 0.19 个点。 

据农业农村部监测，12 月 15 日"农产品批发价格 200 指数"为 125.38，比昨天上升 0.19
个点，“菜篮子”产品批发价格指数为 126.78，比昨天上升 0.23 个点。截至今日 14:00 时，全

国农产品批发市场猪肉平均价格为 30.34 元/公斤，比昨天上升 1.8%；牛肉 78.35 元/公斤，

比昨天上升 0.5%；羊肉 67.99 元/公斤，比昨天上升 1.0%；鸡蛋 11.88 元/公斤，比昨天下降

1.0%；白条鸡 19.05 元/公斤，比昨天上升 1.6%。重点监测的 28 种蔬菜平均价格为 4.54 元/
公斤，比昨天上升 0.4%；重点监测的 6 种水果平均价格为 6.77 元/公斤，比昨天上升 1.0%。

鲫鱼 18.76 元/公斤，比昨天下降 0.8%；鲤鱼 13.31 元/公斤，比昨天下降 1.6%；白鲢鱼 9.69
元/公斤，比昨天上升 3.1%；大带鱼 37.48 元/公斤，比昨天上升 0.3%。 

今日，国内鲜活农产品批发市场重点监测的 46 个品种中，与昨天相比价格升幅前五名

的是巨峰葡萄、白鲢鱼、平菇、油菜和菠菜，幅度分别为 5.3%、3.1%、2.9%、2.8%和 2.4%；

价格降幅前五名的是洋白菜、菠萝、草鱼、花鲢鱼和蒜苔，幅度分别为 7.0%、4.8%、2.2%、

2.2%和 1.6%。 
数据来源 : 农业农村部市场与信息化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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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22 年 12 月中国农产品供需形势分析（CASDE-No.78） 

玉米：本月预测，2022/23 年度中国玉米产量、消费量和进口量与上月保持一致。随着

疫情防控措施持续优化，各地物流运输逐步恢复，多方主体收购玉米的积极性增加，叠加春

节前农户集中售粮的常态，近期玉米有效供给量加大，玉米市场转向弱势运行，但受饲用消

费持续增加、工业消费预期回暖以及企业补库意愿增加等多重拉动，玉米价格将高位趋稳。 
大豆：本月对 2022/23 年度中国大豆生产、消费、贸易预测与上月保持一致。新季国

产大豆产量大幅增加，市场供应宽松，东北主产区中储粮直属库国标三等大豆收购价下调，

带动东北产区国产大豆价格普遍下跌，预计国产大豆销区批发均价区间为每吨 5800-6000
元，中间价较上年度均价下跌 8.8%；近期巴西政局紧张，阿根廷大豆播种面临干旱，国际

植物油价格走强，支撑国际大豆价格重心上移，加上国际海运费价格持续上涨，人民币对美

元汇率中间价不断走低，进口大豆到港成本持续增加，预计进口大豆到岸税后均价区间为每

吨 5000-5200 元，中间值较上月预测数调高 600 元，中间价较上年度均价上调 3.2%。 
棉花：2022/23 年度棉花采摘基本完成，加工和销售缓慢。据国家棉花市场监测系统数

据，截至 12 月 1 日，全国新棉加工率和销售率分别为 48.5%和 8.1%，同比下降 19.9 个和 1.4
个百分点。全球经济增长面临多重不利因素，纺织品服装消费持续低迷，下游订单疲弱情况

短期内难以扭转。本月将新年度中国棉花消费调减 20 万吨至 750 万吨,期末库存调增至 748
万吨。 

食用植物油：本月预测，2022/23 年度中国食用植物油产量 2921 万吨，进口量 843 万

吨，消费量 3634 万吨，均与上月预测值保持不变。截至 11 月底，江淮、江汉油菜处于出苗

至第五真叶期，部分进入成活期；江南、西南地区大部进入移栽成活期。油菜播种以来主产

区大部光热适宜，气象条件总体利于油菜播种出苗、移栽成活。后期需关注西南地区降水偏

少以及长江以南地区阶段性气温偏低对油菜苗情的影响。 
食糖：本月对 2021/22 年度估计数据进行校准。2021/22 年度，全国糖料种植面积 1263

千公顷，甘蔗种植面积 1122 千公顷，甜菜种植面积 141 千公顷；甘蔗单产 68.55 吨/公顷，

甜菜单产 51 吨/公顷。 
本月对 2022/23 年度预测数据不作调整。目前，甜菜糖生产进入后期，除 1 家糖厂等

待开机外，其它糖厂陆续停机；甘蔗糖厂陆续开榨。据中国糖业协会统计，截至 11 月底，

2022/23 年度全国共生产食糖 85 万吨，比上年同期增加 9 万吨；全国累计销售食糖 15 万吨，

累计销糖率 18.2%，比上年同期放缓 4 个百分点。11 月份，广西上半月气温偏高、降雨持

续偏少，影响甘蔗生长，株高低于正常水平，但有利于甘蔗糖分转化积累，下半月降雨天气

促进甘蔗生长。近期国内优化调整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政策，对甘蔗砍收、运输、食糖生产和

外运以及食糖消费有利。未来需继续关注广西和云南等食糖主产区天气、甘蔗砍运、食糖加

工，以及春节传统消费旺季的食糖购销等情况。 
来源: 农业农村部市场预警专家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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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全国农产品批发市场一周价格行情监测报告 

（2022 年 12 月 2日—2022 年 12 月 8 日） 

据农业农村部“全国农产品批发市场价格信息系统“监测，本周（2022 年 12 月 02 日--2022
年 12 月 08 日)农产品批发价格 200 指数为 126.33 点，比上周上升 1.48 点，比去年同期下降

3.06 个点。 
本周重点监测的畜禽产品猪肉、羊肉、牛肉、鸡蛋和白条鸡与上周相比，变化幅度在

-2.4～0.5%之间（如表 1 所示）。 
表 1 重点监测的畜禽产品价格及变化幅度 

上周 本周 去年同期 环比 同比 
产品种类 

单位（元/公斤） （%） 

猪肉 32.64 31.85 24.50 -2.4% 30.0% 

羊肉 67.27 67.53 70.79 0.4% -4.6% 

牛肉 78.43 78.16 76.90 -0.3% 1.6% 

鸡蛋 12.16 12.04 10.27 -1.0% 17.2% 

白条鸡 18.96 19.05 17.03 0.5% 11.9% 

本周，重点监测的水产品草鱼、鲫鱼、鲤鱼、白鲢鱼、花鲢鱼、大带鱼和大黄花鱼与上

周相比，变化幅度在-3.2～1.1%之间（如表 2 所示）。 
表 2 重点监测的水产品价格及变化幅度 

上周 本周 去年同期 环比 同比 
产品种类 

单位（元/公斤） （%） 

草鱼 16.62 16.33 17.94 -1.7% -9.0% 

鲫鱼 19.01 18.76 20.34 -1.3% -7.8% 

鲤鱼 13.94 13.83 15.82 -0.8% -12.6% 

白鲢鱼 9.70 9.51 11.11 -2.0% -14.4% 

花鲢鱼 16.63 16.27 17.81 -2.2% -8.6% 

大带鱼 38.92 37.66 40.75 -3.2% -7.6% 

大黄花鱼 41.20 41.66 42.34 1.1% -1.6% 

全国 286 家产销地批发市场 19 种蔬菜平均价格为 3.99 元/公斤，比上周上升 7.5%，同

比下降 25.0%。 
监测的 19 种蔬菜价格中，本周油菜、豆角、茄子、菠菜和黄瓜的价格环比涨幅较大，

幅度分别为 20.8%、14.1%、14.1%、13.8%和 12.9%（如表 3 所示）；胡萝卜的价格环比降幅

较大，幅度为 0.4%（如表 4 所示）。 
表 3 环比上升幅度较大的蔬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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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 本周 去年同期 环比 同比 
产品种类 

单位（元/公斤） （%） 

油菜 2.88 3.48 4.60 20.8% -24.3% 

豆角 7.24 8.26 9.42 14.1% -12.3% 

茄子 3.97 4.53 5.93 14.1% -23.6% 

菠菜 4.35 4.95 7.24 13.8% -31.6% 

黄瓜 6.12 6.91 6.88 12.9% 0.4% 

表 4 环比下降幅度较大的蔬菜 

上周 本周 去年同期 环比 同比 
产品种类 

单位（元/公斤） （%） 

胡萝卜 2.53 2.52 3.33 -0.4% -24.3% 

本周重点监测的 6 种水果平均价格为 6.90 元/公斤，比上周上升 0.7%，同比上升 13.1%
（如表 5 所示）。 

表 5 重点监测的水果价格及变化幅度 

上周 本周 去年同期 环比 同比 
产品种类 

单位（元/公斤） （%） 

鸭梨 5.86 5.70 3.80 -2.7% 50.0% 

富士苹果 8.52 8.49 6.59 -0.4% 28.8% 

巨峰葡萄 11.21 11.26 8.35 0.4% 34.9% 

香蕉 5.73 5.79 5.45 1.0% 6.2% 

菠萝 5.46 5.54 6.67 1.5% -16.9% 

西瓜 4.34 4.60 5.76 6.0% -20.1% 

注：19 种蔬菜是指大白菜、西红柿、黄瓜、青椒、芹菜、土豆、白萝卜、茄子、豆角、

胡萝卜、菜花、韭菜、蒜苔、大葱、葱头、油菜、菠菜、洋白菜、莴笋；6 种水果是指富士

苹果、巨峰葡萄、香蕉、菠萝、西瓜、鸭梨。 
 来源: 农业农村部信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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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一周国际动物疫情动态-389 期 

   非洲猪瘟 
     
  1. 俄罗斯发生 8 起野猪非洲猪瘟疫情  
  12 月 9 日，俄罗斯通报奥廖尔州等 4 地发生 8 起野猪非洲猪瘟疫情，24 头野猪感

染死亡。  
  2. 波兰发生 78 起野猪非洲猪瘟疫情  
  12 月 9 日，波兰通报卢布斯卡省等 6 地发生 78 起野猪非洲猪瘟疫情，78 头野猪

感染死亡。  
  3. 罗马尼亚发生 8 起野猪和 5 起家猪非洲猪瘟疫情  
  12 月 9 日，罗马尼亚通报雅西县等 9 地发生 8 起野猪和 5 起家猪非洲猪瘟疫情，

16 头野猪感染死亡，75 头家猪感染，7 头死亡，68 头被扑杀。  
  4. 乌克兰发生 1 起家猪非洲猪瘟疫情  
  12 月 12 日，乌克兰通报尼古拉耶夫州发生 1 起家猪非洲猪瘟疫情，11 头家猪感染，

8 头死亡，115 头被扑杀。  
  5. 德国发生 9 起野猪非洲猪瘟疫情  
  12 月 9 日，德国通报登布兰登堡州等 2 地发生 9 起野猪非洲猪瘟疫情，66 头野猪

感染死亡。  
  6. 意大利发生 3 起野猪非洲猪瘟疫情  
  12 月 14 日，意大利通报皮埃蒙特大区发生 3 起野猪非洲猪瘟疫情，3 头野猪感染

死亡。  
  7. 拉脱维亚发生 26 起野猪非洲猪瘟疫情  
  12 月 14 日，拉脱维亚通报拉特加市等 4 地发生 26 起野猪非洲猪瘟疫情，42 头野

猪感染死亡。  
     
  禽流感  
     
  1. 匈牙利发生 5 起家禽 H5N1 亚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  
  12 月 8 日，匈牙利通报琼格拉德州等 2 地发生 5 起家禽 H5N1 亚型高致病性禽流

感疫情，3314 只家禽感染死亡，13.6 万只被扑杀。  
  2. 美国发生 7 起家禽和 12 起野禽 H5N1 亚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  
  12 月 7、8 日，美国通报南达科他州等 12 地发生 7 起家禽和 12 起野禽 H5N1 亚型

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10.1 万只家禽感染死亡，180 万只被扑杀，60 只野禽和散养家禽感

染死亡，505 只被扑杀。  
  3. 日本发生 3 起家禽 H5N1 亚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  
  12 月 7 日，日本通报鸟取县等 3 地发生 3 起家禽 H5N1 亚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

191 只家禽感染死亡，16.5 万只被扑杀。  
  4. 瑞士发生 1 起野禽 H5N1 亚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  
  12 月 9 日，瑞士通报提契诺州发生 1 起野禽 H5N1 亚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1 只

苍鹭感染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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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波兰发生 4 起野禽 H5N1 亚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  
  12 月 9、14 日，波兰通报滨海省等 3 地发生 4 起野禽 H5N1 亚型高致病性禽流感

疫情，10 只野禽感染死亡。  
  6. 瑞典发生 1 起野禽 H5N1 亚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  
  12 月 9 日，瑞典通报斯塔凡斯托普市发生 1 起野禽 H5N1 亚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疫

情，1 只野禽感染死亡。  
  7. 罗马尼亚发生 5 起野禽 H5N1 亚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  
  12 月 9 日，罗马尼亚通报尼亚姆县发生 5 起野禽 H5N1 亚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

15 只野生疣鼻天鹅感染死亡。  
  8. 塞浦路斯发生 3 起野禽 H5N1 亚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  
  12 月 9 日，塞浦路斯通报法马古斯塔区发生 3 起野禽 H5N1 亚型高致病性禽流感

疫情，5 只野禽和散养家禽感染死亡，846 只被扑杀。  
  9. 比利时发生 5 起野禽 H5N1 亚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  
  12 月 12、14 日，比利时通报瓦隆大区等 2 地发生 5 起野禽 H5N1 亚型高致病性禽

流感疫情，22 只野禽感染死亡。  
  10. 阿尔及利亚发生 3 起家禽 H5N1 亚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  
  12 月 12 日，阿尔及利亚通报布阿拉里季堡等 3 地发生 3 起家禽 H5N1 亚型高致病

性禽流感疫情，1.7 万只家禽感染，1.6 万只死亡，800 只被扑杀。  
  11. 瑞典发生 2 起野禽 H5N1 亚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  
  12 月 10 日，瑞典通报隆德市等 2 地发生 2 起野禽 H5N1 亚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

2 只野禽感染死亡。  
  12. 英国发生 1 起家禽 H5N1 亚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  
  12 月 9 日，英国通报苏格兰发生 1 起家禽 H5N1 亚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50 只

家禽感染，26 只死亡，4.8 万只被扑杀。  
  13. 智利发生 1 起野禽 H5N1 亚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  
  12 月 9 日，智利通报阿里卡和帕里纳科塔大区发生 1 起野禽 H5N1 亚型高致病性

禽流感疫情，3 只野生秘鲁鹈鹕感染死亡。  
  14. 哥伦比亚发生 9 起野禽 H5N1 亚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  
  12 月 10 日，哥伦比亚通报科尔多巴省发生 9 起野禽 H5N1 亚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疫

情，247 只野禽和散养家禽感染，203 只死亡，107 只被扑杀。  
  15. 法国发生 5 起野禽和 64 起家禽 H5N1 亚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  
  12 月 9 日，法国通报旺代省等 10 地发生 5 起野禽和 64 起家禽 H5N1 亚型高致病

性禽流感疫情，18 只野禽感染死亡，90.2 万只家禽感染，1956 只死亡，98 万只被扑杀。  
  16. 加拿大发生 1 起家禽 H5N1 亚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  
  12 月 9 日，加拿大通报安大略省发生 1 起家禽 H5N1 亚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

2.2 万只家禽感染死亡，46.3 万只被扑杀。  
  17. 南非发生 3 起野禽 H5N1 亚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  
  12 月 13 日，南非通报西开普省发生 3 起野禽 H5N1 亚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160

只野生鸬鹚感染，69 只死亡，71 只被扑杀。  
  18. 以色列发生 1 起家禽 H5N1 亚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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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 14 日，以色列通报中央区发生 1 起家禽 H5N1 亚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100
只家禽感染，35 只死亡，2 万只被扑杀。  

     
  其它动物疫病  
     
  1. 俄罗斯发生 5 起新城疫疫情  
  12 月 8、12 日，俄罗斯通报萨马拉州发生 5 起新城疫疫情，9309 只家禽感染，136

只死亡，9264 只被扑杀。  
  2. 巴西发生 1 起猪瘟疫情  
  12 月 7 日，巴西通报皮奥伊州发生 1 起猪瘟疫情，7 头家猪感染，6 头死亡，21

头被扑杀。  
  3. 挪威发生 1 起牛结核病疫情  
  12 月 9 日，挪威通报罗加兰郡发生 1 起牛结核病疫情，1 头牛感染。  
  4. 南非发生 37 起兔出血病疫情  
  12 月 13 日，南非通报东开普省等 2 地发生 37 起兔出血病疫情，333 只家兔和野

兔感染死亡。  
  5. 巴拿马发生 1 起新世界螺旋蝇蛆病疫情  
  12 月 13 日，巴拿马通报巴拿马城发生 1 起新世界螺旋蝇蛆病疫情，1 头家猪感染。  
  6. 日本发生 24 起野猪猪瘟疫情  
  12 月 14 日，日本通报和歌山县等 6 地发生 24 起野猪猪瘟疫情，209 头野猪感染，

70 头死亡，139 头被扑杀。  
 来源：农业农村部畜牧兽医局 

 
 
 
 
 

二、肉类行业法规政策新闻： 

1）市场监管总局关于征求《广告绝对化用语执法指南（征求意见稿）》

意见的公告 

为加强和规范广告监管执法活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处罚法》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国家有关规定，结合广告监管工作实际，市场监管总局制

定了《广告绝对化用语执法指南（征求意见稿）》（见附件），现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公众可通过以下途径和方式反馈意见。 
1.通过电子邮件将意见建议发送至：ggsjd@samr.gov.cn，邮件主题注明“广告绝对化用

语执法指南反馈意见”； 
2.将意见建议邮寄至：北京市西城区三里河东路 8 号市场监管总局广告监管司（邮编：

100820），并在信封上注明“广告绝对化用语执法指南反馈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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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馈意见截止日期为 2023 年 1 月 6 日。 
附件：广告绝对化用语执法指南（征求意见稿） 
 附件下载地址：https://www.samr.gov.cn/hd/zjdc/202212/P020221207419984057639.pdf 
  

                市场监管总局 
                  2022 年 12 月 7 日 

 
 

2）全国动物疫病净化工作取得积极进展 

近年来，各级农业农村部门扎实推进动物疫病净化工作，取得积极进展。截至目前，全

国累计建成各类国家级动物疫病净化场 143 个、动物疫病无疫区和无疫小区 192 个。通过典

型引领、示范带动，有力提升了养殖环节生物安全防护水平和区域综合防疫能力，有效保障

了畜牧业生产安全、公共卫生安全和国家生物安全。 
为全面总结动物疫病净化工作进展，加强相关政策和知识宣传普及，形成全社会群防群

治的良好氛围，在农业农村部畜牧兽医局指导下，中国农村杂志社日前编辑出版了《农民文

摘·动物疫病净化专刊》。 该专刊详细解读了《农业农村部关于推进动物疫病净化工作的

意见》及动物防疫法相关规定要求，刊登了《动物疫病净化场评估管理指南》和《动物疫病

净化场评估技术规范》等指导性技术文件，介绍了宁夏、河北、河南、北京、重庆、内蒙古、

新疆等地开展动物疫病净化的典型经验和做法。 
来源：农业农村部新闻办公室 

 

3）猪肉、鸡蛋、蔬菜等农产品价格稳中回落 消费需求得到充分保障 

临近年底，农产品供应情况和价格受到关注。记者从多地市场了解到，猪肉、鸡蛋、蔬

菜等重要民生商品最近供应充足，价格稳中有降，城乡居民的消费需求得到了充分的保障。 
在河北、山东、山西等地的一些生鲜市场，猪肉价格最近接连下调。从不久前最高的一

斤 20 元，回落到 16 元左右。在一些地方，14 元的价格也并不罕见。个别地方前些天剩余

的冻猪肉甚至降到了每斤 12 元出头。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研究员朱增勇说，

价格回落有望提振猪肉消费。 
朱增勇介绍：“双节之前，随着猪价的回落，以及生活秩序逐渐恢复正常，消费就会有

所提振。双节之前猪价总体来讲应该还会有季节性的反弹，但因为离双节也只有一个多月的

时间了，所以整体反弹的空间应该是相对比较温和的。”  
来源：央广网 

 
 

4）农业农村部部长唐仁健：加快以种业为重点的科技创新 

农业农村部部长唐仁健在人民日报发表《加快建设农业强国(认真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

十大精神)》文章指出，推进农业科技装备全领域突破。以基础性、战略性、原创性重大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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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科技突破带动整体创新能力跃升，推动农业科技由跟跑、并跑向领跑跨越，强化农业科技

和装备支撑。加快以种业为重点的科技创新。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加强农业种质资源保

护利用，建设种业领域国家重大创新平台，有序推进生物育种产业化应用，培育一批航母型

种业领军企业，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加强农业战略科技力量建设，推进

农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在基因编辑、生物工厂、人工智能等领域实现突围突破。 
来源：同花顺 

 
 

5）牧原股份：公司拟回购不超过 2768.55 万股公司股份 

牧原股份（002714）12 月 15 日发布股份回购公告，公司拟于 2022 年 12 月 15 日至 2023
年 12 月 12 日完成本次公司股份回购计划，本次回购价格不超过 72.24 元/股 ，回购总金额

不超过人民币 200000.00 万元人民币，若全额回购且按回购总金额上限和回购股份价格上限

测算，预计可回购股份数量不超过 2768.55 万股，拟回购股份数量上限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0.51%，具体回购股份的数量以回购期满或终止回购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 
公告称，基于对公司未来持续稳定发展的信心和对公司价值的认可，并结合公司经营情

况、主营业务发展前景、公司财务状况以及未来的盈利能力等基础上，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

回购公司股份，并将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计划，以此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构

建长期激励与约束机制，确保公司长期经营目标的实现，提升公司整体价值。 
来源：同花顺 

 
 

6）湖北省人兽共患病防治产业创新中心落户蕲春 

湖北省经济和信息化厅发布《2022 年度省级制造业创新中心拟培育对象公示》，中农

华威生物制药（湖北）有限公司牵头申报培育的“湖北省人兽共患病防治产业创新中心”，列

为 2022 年度省级制造业创新中心培育对象，这是黄冈市目前唯一一家省级制造业创新中心

培育对象企业。 
中农华威生物制药（湖北）有限公司位于黄冈市蕲春县李时珍医药工业园区，是研发和

生产高端、高质、高效兽用药的高科技企业，主营业务涉及人兽共患病防控系统、动物保健

品和药品、药用天然植物发酵和提取等三大领域，是全球领先的包虫病防控系统供应商、省

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高新技术企业、中国兽用驱虫药领军企业、中国药用天然植物发

酵创新型企业。 
制造业创新中心是什么？ 
制造业创新中心是由企业、科研院所、高校等各类创新主体自愿组合、自主结合，以企

业为主体，以独立法人形式建立的新型创新平台。创新中心面向制造业创新发展的重大需求，

突出协同创新取向，以重点领域前沿技术和关键共性技术的研发供给、转移扩散和首次商业

化为重点，充分整合省内外创新资源和载体，完成技术开发到转移扩散到首次商业化应用的

创新链条各环节的活动，着力打造跨界协同的创新生态系统。 
来源：蕲春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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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统计局：12月上旬生猪（外三元）价格环比下降 2.2% 

国家统计局网站 12 月 14 日公布 2022 年 12 月上旬流通领域重要生产资料市场价格变

动情况。据对全国流通领域 9 大类 50 种重要生产资料市场价格的监测显示，2022 年 12 月

上旬与 11 月下旬相比，29 种产品价格上涨，18 种下降，3 种持平。其中，生猪(外三元)价
格为 22.0 元/千克，环比下降 2.2%。 

中国新闻网 
 
 

8）湖北潜江生猪“保险+期货”项目顺利结项 

近日，在大连商品交易所“农保计划”的支持下，中信期货有限公司和中国人寿财产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共同推进的湖北省潜江市生猪“保险+期货”价格保险养殖类分散项目顺利结束

并进入理赔阶段，赔付率高达 175.2%，有效帮助湖北省潜江市养殖户规避价格波动风险。  
据介绍，该项目为潜江市养殖农户约 17139 万头生猪提供约 4084 万元的价格风险保障。

总保费约 162 万元，其中养殖主体自缴 30 万元，大商所“农保计划”补贴 50 万元，剩余保费

由省级和地方政府财政资金补贴 82 万元。受供需两端的影响，2022 年 10 月以来生猪价格

振荡走低，项目最终实现约 283.83 万元的赔付，项目赔付率达 175.2%。 
中信期货相关负责人表示，面对生猪价格市场大起大落，公司通过“保险+期货”项目为

养殖户提供价格风险保障服务，持续培育其风险管理意识，帮助其理性看待市场，避免盲目

补栏带来巨大损失。中信期货持续发挥自身金融衍生品领域专长，积极为农户、合作社、涉

农企业等各类农业主体提供全方位、多层次的金融服务，帮助农业主体排忧解难，坚持服务

“三农”和实体经济发展。 
来源：中证网 

 

 

9）格力入局预制菜设备赛道！ 

近日，格力董明珠再出手，斥资 5000 万成立公司，跨界“预制菜”生意。回顾近些年，

董明珠和格力电器沉迷于跨界与转型，从手机到新能源汽车再到芯片，尝试并不少；然而，

屡次的“跨界”转型尝试并未给格力电器带来太大的改变。  
那么，这次的“跨界”预制菜，又能让格力电器掀起多大的浪花呢？ 
格力跨界“预制菜”生意 
天眼查 APP 显示，近日，珠海格力预制菜装备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为

董明珠，注册资本 5000 万人民币，经营范围包括供应链农副食品加工专用设备制造；包装

专用设备制造、销售；农产品智能物流装备销售；电热食品加工设备销售等。股东信息显示，

该公司由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全资持股。 
作为餐饮和传统农业升级迭代的组合拳，预制菜既是风口，更是新蓝海。对于市场嗅觉

向来灵敏的家电企业而言，如此充满想象力的市场空间无疑具有巨大的吸引力。其实，早在

今年 9 月份，格力电器就正式宣布，发起筹建广东省预制菜装备产业发展联合会，格力电器

为预制菜上下游企业提供配套的专业化制造、储存、运输制冷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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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风口财经 
 

 

10）我国是最大的猪肉生产国和消费市场 

我国现在是全球最大的猪肉生产、消费市场。2021 年中国猪肉产量 5,296 万吨，是全

球最大的猪肉生产国；2021 年中国猪肉消费量为 5,172.60 万吨，是全球最大的猪肉消费

国。 
长期以来，猪肉在我国肉类消费中占据重要地位，是我国居民主要的肉类蛋 白来源。

2021 年，我国猪肉产量 5,296 万吨，占到肉类整体产量的 59.59%。 
2022 年全年及未来较长一段时间内，受饮食习惯、人口结构等因素影响，猪肉仍将是

我国居民动物蛋白的主要来源。同时，我国人口数量和居民收入的持续增长、城镇化 的持

续推进，将进一步拉动包括猪肉在内的动物蛋白需求。 
来源：生猪产业研究院 

 
 

11）2022 年度郑州市养殖环节和屠宰环节 “瘦肉精”抽检工作完成 

为规范畜禽养殖、屠宰环节标准，严厉排查打击违法使用“瘦肉精”等违禁物质的行为，

根据《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关于下达 2022 年全省农产品及投入品质量安全监测检验计划的通

知》要求，郑州严格制定 2022 年郑州市养殖环节和屠宰环节“瘦肉精”抽样监测计划，统筹

协调对全市养殖和屠宰企业、厂（户）开展“瘦肉精”全年抽样检测。  
全市“瘦肉精”抽样检测计划已圆满完成，累计抽检生猪养殖场（户）102 个、301 批次，

肉牛养殖场（户）46 个、138 批次，肉羊养殖场（户）37 个、111 批次，累计抽检屠宰企

业 550 批次，抽样检测结果均未发现违法添加、使用“瘦肉精”等非法行为。 
下一步，郑州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将持续加强抽检力度，常态化开展“瘦肉精”检测，

切实消除畜产品安全风险隐患，坚决守护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来源：郑州市人民政府 

 
 

 

12）山东跑出落实食品安全“两个责任”加速度 

全国部署落实食品安全“两个责任”工作以来，山东全省高位推动、快速部署、严格要求、

细化措施，压紧压实属地管理责任和企业主体责任“两个责任”，跑出落实“两个责任”工作“加
速度”。截至 11 月底，全省 20.19 万家生产经营企业全部配备食品安全员，其中，1.25 万家

企业配备食品安全总监，所有企业实现应配尽配；全省 106.14 万家包保主体全部落实包保

责任，明确包保干部 16.74 万人，市、县两级包保干部全部签订承诺书，提前一个月完成本

年度包保工作任务。 
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全国食品安全办主任会议后，省食药安办立即向省委、省政府

汇报有关情况，提出贯彻落实打算。省委、省政府领导作出批示，要求认真抓好落实，切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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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食品安全。省食药安委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部署落实“两个责任”工作。目前，省委、省

政府领导先后 10 余次作出批示，提出要求。 
高位出台实施方案。第一时间研究制定落实措施，经报请省政府同意，由省食药安委转

发《意见》，并印发全省实施方案和督查方案，在各阶段推进时间安排上均比国家要求提前

半个月。同时，致信各市党委政府主要负责同志，通报“两个责任”工作情况，讲清工作的重

要性、紧迫性。 
各级党政领导积极包保。16 市党委、政府高度重视，7 位市委书记、11 位市长分别作

出批示、提出要求，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市政府常务会议或市食药安委专题（扩大）会议

进行研究部署。市委书记、市长带头包保，252 位市领导、2897 位县领导参与包保，济南等

10 市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已到包保企业开展督导工作。 
来源：大众日报 

 
 

 

13）华统股份：11月公司生猪销售收入 2.06 亿元，同比增 972.41% 

华统股份公告，11 月份，公司生猪销售数量 11.68 万头（其中仔猪销售 58,105 头），

环比变动-2.61%，同比变动 1476.62%。 
11 月份，公司生猪销售收入 2.06 亿元，环比变动-27.33%，同比变动 972.41%。 
11 月份，商品猪销售均价 24.39 元/公斤，比 10 月份下降 10.63%。11 月份生猪销售数

量同比变动的原因为 2021 年猪场陆续投产 2022 年产能释放所致。生猪销售收入同比变动

的主要原因为销售量增加及销售价格上升所致。 
来源：界面新闻 

 
 

 

14）养殖企业今年业绩不俗 多家公司前 11个月出栏量已超去年全年 

截至 12 月 9 日，A 股多家养殖企业发布了 11 月份销售数据。数据显示，多家养殖企业

今年前 11 个月生猪出栏量已超过去年全年，且下半年销售价格一直保持较高水平，今年有

望为投资者交出一份不错的“成绩单”。 
新希望公告称，去年全年，公司累计生猪销售量为997.81万头，生猪销售收入累计 190.89

亿元；而截至今年 11 月份，年内累计生猪销售量为 1304.7 万头，生猪销售收入累计为 240.43
亿元。此外，从温氏股份、牧原股份等公司 11 月份销售数据中也可以看出，前 11 个月累计

生猪销售量和销售金额都已超过去年全年。 
对此，多家养殖公司在公告中皆提及，受益于生猪价格大幅上涨。不过，从监测数据中

可知，进入 12 月份以来，生猪价格波动明显。上海钢联农产品事业部生猪分析师杨志远对

记者表示：“12 月初监测数据显示，自繁自养周均盈利 621.71 元/头，养殖端为完成月度任

务，出栏较为集中，生猪价格明显下跌，养殖利润继续缩减。” 
除供需变化之外，此前生猪市场的二次育肥行为也被认为是未来压低养殖企业利润的潜

在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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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的分析人士认为，由于目前生猪价格仍然处于高位，

养殖企业的利润仍有保障。 
来源：《证券日报》 

 
 

15）多猪企布局屠宰食品业务 全产业链模式仍处探索期 

生猪养殖企业向下游屠宰布局的动作仍在延续，并试图延伸至溢价能力更强的食品领

域。 
两年前以“筹建办”形式出现的温氏生猪屠宰板块，日前正式“转正”成为独立经营单元；

做饲料起家的傲农生物，在布局生猪养殖之后，又计划投入 5 亿元募集资金建设屠宰和食品

项目；牧原股份投产的屠宰场由上半年的 8 家增至当下的 10 家，屠宰产业也增至 3000 万头。 
《中国经营报》记者注意到，养殖企业涉猎屠宰业务，其盈利水平并不高。布瑞克咨询

高级研究员徐洪志对记者表示，鉴于我国屠宰产能过剩的市场格局，相关企业要做好长期不

盈利或毛利率偏低的准备。 
在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研究员朱增勇看来，对于上游养殖企业而言，进

入屠宰是一个必然要经历的环节，他们最终目的是要布局食品领域。“养殖企业发展到一定

阶段，大多会走全产业链的道路，此举在于降本增效。不过，我国在这一领域仍处初级阶段。” 
来源：中国经营网 

 
 

16）猪菜同跌 2022 年 11 月 CPI 同比上涨 1.6% 环比下降 0.2% 

12 月 9 日，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2022 年 11 月，全国 CPI(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
比上涨 1.6%，涨幅比上月回落 0.5 个百分点；从环比看，CPI 由上月上涨 0.1%转为下降 0.2%。

1-11 月平均，CPI 比上年同期上涨 2.0%。 
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莉娟解读数据指出，11 月，受国内疫情、季节性因素

及去年同期对比基数走高等共同影响，CPI 环比由涨转降，同比涨幅回落。 
从环比看，CPI 由上月上涨 0.1%转为下降 0.2%。其中，食品价格由上月上涨 0.1%转为

下降 0.8%，影响 CPI 下降约 0.14 个百分点。食品中，鲜菜因天气条件较好供应充足，价格

下降 8.3%，降幅比上月扩大 3.8 个百分点；中央储备猪肉投放工作继续开展，生猪供给持续

增加，猪肉价格由涨转降，下降 0.7%；鲜果价格季节性上涨 1.5%。非食品价格继续持平。

非食品中，国际油价变动影响国内汽油和柴油价格分别上涨 2.1%和 2.3%；冬装新款上市，

服装价格上涨 0.4%；受疫情影响，飞机票和宾馆住宿价格分别下降 7.5%和 2.9%。 
从同比看，CPI 上涨 1.6%，涨幅比上月回落 0.5 个百分点。同比涨幅回落较多，主要是

去年同期对比基数走高影响。其中，食品价格上涨 3.7%，涨幅比上月回落 3.3 个百分点，影

响 CPI 上涨约 0.68 个百分点。食品中，猪肉价格上涨 34.4%，涨幅比上月回落 17.4 个百分

点；鸡蛋、鲜果和禽肉类价格分别上涨 10.4%、9.6%和 8.5%；粮食和食用油价格分别上涨

3.0%和 7.6%，涨幅比上月均有回落；鲜菜价格下降 21.2%，降幅比上月扩大 13.1 个百分点。

非食品价格上涨 1.1%，涨幅与上月相同，影响 CPI 上涨约 0.88 个百分点。非食品中，汽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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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油和液化石油气价格分别上涨 11.4%、12.3%和 4.6%，涨幅均有回落；家庭服务价格上涨

2.3%，涨幅比上月回落 0.2 个百分点。 
据国家统计局测算，在 11 月 1.6%的 CPI 同比涨幅中，去年价格变动的翘尾影响约为-0.3

个百分点，新涨价影响约为 1.9 个百分点。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 0.6%，

涨幅与上月相同。 
来源：北京商报 

 

17）JBS 在美大举并购猪肉企业 

近日全球领先的肉类巨头 JBS（美国）宣布，该公司已与美国中西部猪肉生产商 TriOak 
Foods 达成协议，将收购其部分资产，交易金额目前不详。据悉，这两家公司已经拥有长期

的业务合作关系。 
美国 TriOak Foods 是家族企业，成立于 1951 年。其业务领域包括生猪养殖，谷物和化

肥等。TriOak 位于爱荷华州的农业土地资产不包含在此次交易中。 
JBS（美国）生猪产业负责人 Matthew Turner 表示：“关于此次并购的声明符合我们公

司的战略，即始终为客户和消费者提供高质量的猪肉。作为 JBS USA 的长期独家生猪供应商，

TriOak Foods 在动物福利和产品质量方面有着优良的记录。我们期待与 TriOak 团队继续保持

强有力的合作关系。” 
TriOak 食品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Randy Pflum 表示:“我为 TriOak 所取得的成就感到非

常自豪，我很高兴能与一个值得信赖的合作伙伴加强合作关系。我相信，由于这种合作伙伴

关系的存在，我们两个公司的未来都将非常有希望。” 
JBS USA 目前在美国拥有五家生猪生产企业，这些企业分别位于伊利诺伊州，肯塔基州,

爱荷华州,以及明尼苏达州的沃辛顿。JBS 美国猪肉总裁 Marty Dooley 说:“为了满足客户和消

费者的期望，这一声明意味着 JBS（美国）将继续扩大我们的优质猪肉产品组合。” 
通过此次并购会加强 JBS 在爱尔华州和伊利诺伊州的生猪供应，也将加强为美国市场提

供高质量动物蛋白质的能力。 
来源：冻品 E 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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