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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肉类行业数据监测： 

1）12 月 30 日："农产品批发价格 200 指数"比昨天上升 0.04 个

点。 

据农业农村部监测，12 月 30 日"农产品批发价格 200 指数"为 126.22，比昨天上升

0.04 个点，“菜篮子”产品批发价格指数为 127.69，比昨天上升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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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96 元/公斤，与昨天持平；牛肉 77.09 元

/公斤，比昨天上升 0.6%；羊肉 67.73 元/公斤，比昨天上升 0.3%；鸡蛋 10.87 元/公斤，比

昨天下降 0.3%；白条鸡 18.42 元/公斤，比昨天下降 2.0%。重点监测的 28 种蔬菜平均价格

为 5.04 元/公斤，比昨天上升 0.6%；重点监测的 6 种水果平均价格为 7.23 元/公斤，比昨

天上升 0.1%。鲫鱼 19.05 元/公斤，比昨天下降 0.7%；鲤鱼 14.12 元/公斤，比昨天上升

4.2%；白鲢鱼 9.68 元/公斤，比昨天上升 0.3%；大带鱼 38.29 元/公斤，比昨天上升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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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的是鲤鱼、大带鱼、鸭梨、莴笋和菜花，幅度分别为 4.2%、4.1%、3.7%、3.7%和 3.4%；

价格降幅前五名的是菠萝、生姜、白条鸡、西瓜和冬瓜，幅度分别为 4.9%、2.3%、2.0%、

1.9%和 1.1%。 

 

1 月 3 日："农产品批发价格 200 指数"比节前上升 1.78 个点。 

据农业农村部监测，1 月 3 日"农产品批发价格 200 指数"为 128.00，比节前（12 月 30

日，下同）上升 1.78 个点，“菜篮子”产品批发价格指数为 129.69，比节前上升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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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01 元/公斤，比节前上升

0.2%；牛肉 77.69 元/公斤，比节前上升 0.8%；羊肉 67.51 元/公斤，比节前下降 0.3%；鸡

蛋 10.73 元/公斤，比节前下降 1.3%；白条鸡 18.55 元/公斤，比节前上升 0.7%。重点监测

的 28 种蔬菜平均价格为 5.15 元/公斤，比节前上升 2.2%；重点监测的 6 种水果平均价格为

7.17 元/公斤，比节前下降 0.8%。鲫鱼 18.95 元/公斤，比节前下降 0.5%；鲤鱼 13.29 元/公

斤，比节前下降 5.9%；白鲢鱼 9.54 元/公斤，比节前下降 1.4%；大带鱼 37.75 元/公斤，比

节前下降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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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的是青椒、菜花、黄瓜、菠菜和韭菜，幅度分别为 14.5%、10.4%、7.3%、6.2%和 6.0%；

价格降幅前五名的是鲤鱼、巨峰葡萄、大葱、花鲢鱼和芹菜，幅度分别为 5.9%、5.6%、

3.7%、2.9%和 2.9%。 

1 月 4 日："农产品批发价格 200 指数"比昨天上升 0.06 个点。 

据农业农村部监测，1 月 4 日"农产品批发价格 200 指数"为 128.06，比昨天上升 0.06

个点，“菜篮子”产品批发价格指数为 129.76，比昨天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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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38 元/公斤，比昨天下降 2.4%；牛肉 77.59 元

/公斤，比昨天下降 0.1%；羊肉 66.89 元/公斤，比昨天下降 0.9%；鸡蛋 10.71 元/公斤，比

昨天下降 0.2%；白条鸡 18.58 元/公斤，比昨天上升 0.2%。重点监测的 28 种蔬菜平均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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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5.23 元/公斤，比昨天上升 1.6%；重点监测的 6 种水果平均价格为 6.98 元/公斤，比昨

天下降 2.6%。鲫鱼 18.70 元/公斤，比昨天下降 1.3%；鲤鱼 13.39 元/公斤，比昨天上升

0.8%；白鲢鱼 9.44 元/公斤，比昨天下降 1.0%；大带鱼 37.71 元/公斤，比昨天下降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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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的是生菜、莴笋、黄瓜、洋白菜和油菜，幅度分别为 7.8%、5.3%、4.9%、4.9%和 4.0%；

价格降幅前五名的是鸭梨、富士苹果、巨峰葡萄、菠萝和猪肉，幅度分别为 4.8%、3.0%、

2.7%、2.6%和 2.4%。 

1 月 5 日："农产品批发价格 200 指数"比昨天上升 0.43 个点。 

据农业农村部监测，1 月 5 日"农产品批发价格 200 指数"为 128.49，比昨天上升 0.43

个点，“菜篮子”产品批发价格指数为 130.26，比昨天上升 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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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87 元/公斤，比昨天下降 2.0%；牛肉 77.62 元

/公斤，与昨天持平；羊肉 66.95 元/公斤，比昨天上升 0.1%；鸡蛋 10.65 元/公斤，比昨天

下降 0.6%；白条鸡 18.54 元/公斤，比昨天下降 0.2%。重点监测的 28 种蔬菜平均价格为

5.28 元/公斤，比昨天上升 1.0%；重点监测的 6 种水果平均价格为 7.25 元/公斤，比昨天上

升 3.9%。鲫鱼 18.28 元/公斤，比昨天下降 2.2%；鲤鱼 13.07 元/公斤，比昨天下降 2.4%；

白鲢鱼 9.42 元/公斤，比昨天下降 0.2%；大带鱼 39.00 元/公斤，比昨天上升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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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鸭梨、冬瓜、富士苹果和芹菜，幅度分别为 6.2%、5.6%、4.0%、3.9%和

3.7%；价格降幅前五名的是鲤鱼、鲫鱼、猪肉、平菇和莲藕，幅度分别为 2.4%、2.2%、

2.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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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第 51 周瘦肉型白条猪肉出厂价格监测周报 

据农业农村部信息中心和山东卓创资讯股份有限公司联合监测，2022 年第 51 周（即

2022 年 12 月 26 日-12 月 30 日，以下简称本周），16 省（直辖市）瘦肉型白条猪肉出厂

价格总指数的周平均值为每公斤 23.02 元，环比上涨 4.0%，同比上涨 6.7%，较上周扩大

2.3 个百分点。  

本周国内瘦肉型白条猪肉出厂价格(以下简称“猪肉价格”)环比上涨。周初，规模养

殖场和散养户惜售挺价，供应短时减少，支撑多数地区猪肉价格延续上周反弹走势；周中

后期，规模养殖场生猪出栏量较为充裕，终端需求始终相对疲软，猪肉价格总体震荡偏

弱，仅个别地区在临近周末时受“腊八节”刺激，消费回升带动猪肉价格再次小幅上涨。

总体看，全国猪肉周均价高于上周。  

   

 

   

图 1 瘦肉型白条猪肉出厂价格总指数运行走势图 

表 1 瘦肉型白条猪肉出厂价格总指数变化情况表 

单位：元/公斤，公斤 

   12 月 26 日  12 月 27 日  12 月 28 日  12 月 29 日  12 月 30 日  宰后均重  

16 省  22.62   23.44   22.93   23.06   23.05   93.59  

     

一、东北地区猪肉价格环比上涨、同比涨幅扩大  

本周，东北地区猪肉周均价为每公斤 21.95 元，环比上涨 5.9%，同比上涨 8.2%，较上

周扩大 4.1 个百分点。  

本周东北地区猪肉价格环比上涨。周前期，因终端消费市场短时备货，支撑猪肉价格

延续上周末涨势；周中后期，规模养殖场生猪出栏依旧较多，但终端需求恢复疲软，加之

大体重猪源外调南方数量减少，致使猪肉价格小幅震荡走低。总体看，东北地区猪肉周均

价高于上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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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东北地区猪肉价格运行走势图 

表 2 东北地区猪肉价格变化情况表 

单位：元/公斤，公斤 

   12 月 26 日  12 月 27 日  12 月 28 日  12 月 29 日  12 月 30 日  宰后均重  

黑龙江  22.60   23.20   22.70   22.70   22.30   93.63   

吉林  21.50   21.10   20.60   20.60   20.00   100.84   

辽宁  22.23   22.48   21.68   21.78   21.18   90.61   

     

   

二、华北地区猪肉价格环比明显上涨、同比涨幅扩大  

本周，华北地区猪肉周均价为每公斤 23.43 元，环比上涨 7.6%，同比上涨 13.5%，较

上周扩大 9.7 个百分点。  

本周华北地区猪肉价格环比明显上涨。周内河北地区散养户因低价惜售减少生猪出栏

量，生猪供应减少；华北地区餐饮消费缓慢恢复，终端猪肉需求量微增。供减需增带动猪

肉价格涨后震荡。仅临近周末时，部分规模养殖场增加生猪出栏，导致猪肉价格小幅下

跌。总体看，华北地区猪肉周均价明显高于上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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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华北地区猪肉价格运行走势图 

表 3 华北地区猪肉价格变化情况表 

单位：元/公斤，公斤 

   12 月 26 日  12 月 27 日  12 月 28 日  12 月 29 日  12 月 30 日  宰后均重  

北京  22.90   22.90   22.90   22.90   21.90   86.20   

天津  23.58   23.58   23.58   24.08   23.08   86.13   

河北  23.43   23.80   23.30   23.73   23.53   90.11   

     

   

三、华中地区猪肉价格环比上涨、同比涨幅收窄  

本周，华中地区猪肉周均价为每公斤 23.36 元，环比上涨 5.7%，同比上涨 1.5%，较上

周收窄 0.9 个百分点。  

本周华中地区猪肉价格环比上涨。周前期，规模养殖场生猪出栏减少，散养户惜售而

减少生猪出栏量，生猪供应减少支撑猪肉价格小幅上涨；周中后期，终端消费转弱，屠宰

企业白条猪肉销售速度减慢，价格下跌。总体看，华中地区猪肉周均价高于上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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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华中地区猪肉价格运行走势图 

表 4 华中地区猪肉价格变化情况表 

单位：元/公斤，公斤 

   12 月 26 日  12 月 27 日  12 月 28 日  12 月 29 日  12 月 30 日  宰后均重  

河南  23.13   23.38   23.05   23.18   22.25   87.71   

湖北  24.03   24.80   24.10   23.87   23.87   92.90   

湖南  24.00   24.00   24.00   24.17   23.67   110.09   

     

   

四、华东地区猪肉价格环比小幅上涨、同比涨幅扩大  

本周，华东地区猪肉周均价为每公斤 22.84 元，环比上涨 2.3%，同比上涨 4.2%，较上

周扩大 1.0 个百分点。  

本周华东地区猪肉价格环比小幅上涨。周初，本地区散养户惜售减少生猪出栏量，且

临近月末规模养殖场生猪出栏计划减少，支撑猪肉价格延续上周末的价格反弹走势；周中

期，屠宰企业高价猪肉销售不畅，猪肉价格下跌；临近周末，受“腊八节”提振，终端消

费量短时增多，带动猪肉价格再次反弹。总体看，华东地区猪肉周均价小幅高于上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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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华东地区猪肉价格运行走势图 

表 5 华东地区猪肉价格变化情况表 

单位：元/公斤，公斤 

   12 月 26 日  12 月 27 日  12 月 28 日  12 月 29 日  12 月 30 日  宰后均重  

山东  22.39   23.53   22.44   22.59   23.19   85.46   

江苏  22.28   23.78   22.33   22.33   22.95   91.75   

安徽  22.48   23.93   22.55   22.48   22.88   91.00   

浙江  22.00   23.50   23.00   23.00   23.00   93.93   

福建  22.80   22.80   23.60   23.40   23.50   107.68   

     

   

五、四川猪肉价格环比微涨，同比涨幅扩大；广东猪肉价格环比上涨，同比跌幅收窄  

本周，四川猪肉周均价为每公斤 23.83 元，环比微涨 0.9%，同比上涨 0.7%，较上周扩

大 0.1 个百分点。前半周，规模养殖场和散养户惜售情绪偏重，生猪出栏量减少，支撑猪

肉价格延续上周反弹趋势；后半周，受北方部分地区猪价下跌影响，规模养殖场和散养户

继续积极出栏，生猪和猪肉价格再次回落。总体看，四川猪肉周均价略微高于上周。  

本周，广东猪肉周均价为每公斤 23.32 元，环比上涨 2.7%，同比下跌 4.4%，较上周收

窄 3.8 个百分点。周内，贸易商及屠宰企业从外地采购生猪调入本地区的积极性较差，交

易市场生猪到货数量减少，支撑猪肉价格延续上周反弹走势；临近周末，受终端需求持续

疲弱、交易市场生猪到货量增加等因素的共同影响，猪肉价格止涨回落。总体看，广东猪

肉周均价小幅高于上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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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四川、广东猪肉价格运行走势图 

表 6 四川、广东猪肉价格变化情况表 

单位：元/公斤，公斤 

   12 月 26 日  12 月 27 日  12 月 28 日  12 月 29 日  12 月 30 日  宰后均重  

四川  23.40   23.90   24.45   24.03   23.38   99.90   

广东  21.97   22.47   23.73   24.30   24.07   103.97   

来源: 农业农村部信息中心 

 

 

 

 

 

3）全国农产品批发市场一周价格行情监测报告 

（2022 年 12 月 23 日—2022 年 12 月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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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日

--2022 年 12 月 29 日)农产品批发价格 200 指数为 125.84 点，比上周上升 0.29 点，比去年

同期上升 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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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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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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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种类 
上周 本周 去年同期 环比 同比 

单位（元/公斤） （%） 

猪肉 28.65 26.30 23.86 -8.2% 10.2% 

羊肉 67.96 67.68 71.59 -0.4% -5.5% 

牛肉 77.67 76.72 77.33 -1.2% -0.8% 

鸡蛋 11.78 11.26 10.06 -4.4% 11.9% 

白条鸡 19.02 18.76 17.50 -1.4%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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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3.0%之间（如表 2 所示）。 

表 2 重点监测的水产品价格及变化幅度 

产品种类 
上周 本周 去年同期 环比 同比 

单位（元/公斤） （%） 

草鱼 16.47 16.29 17.89 -1.1% -8.9% 

鲫鱼 19.09 19.08 20.02 -0.1% -4.7% 

鲤鱼 13.80 13.52 15.90 -2.0% -15.0% 

白鲢鱼 9.71 9.47 10.98 -2.5% -13.8% 

花鲢鱼 16.47 16.42 18.45 -0.3% -11.0% 

大带鱼 36.43 37.51 39.84 3.0% -5.8% 

大黄花鱼 43.22 43.39 43.31 0.4% 0.2% 

全国 286 家产销地批发市场 19 种蔬菜平均价格为 4.31 元/公斤，比上周上升 5.6%，同

比下降 9.1%。 

监测的 19 种蔬菜价格中，本周油菜、豆角、菠菜、菜花和洋白菜的价格环比涨幅较

大，幅度分别为 13.1%、12.9%、12.6%、11.3%和 8.2%（如表 3 所示）；黄瓜的价格环比降

幅较大，幅度为 2.2%（如表 4 所示）。 

表 3 环比上升幅度较大的蔬菜 

产品种类 
上周 本周 去年同期 环比 同比 

单位（元/公斤） （%） 

油菜 3.81 4.31 3.55 13.1% 21.4% 

豆角 9.67 10.92 8.85 12.9% 23.4% 

菠菜 5.41 6.09 5.59 12.6% 8.9% 

菜花 3.18 3.54 5.33 11.3% -33.6% 

洋白菜 1.46 1.58 2.92 8.2% -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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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环比下降幅度较大的蔬菜 

产品种类 
上周 本周 去年同期 环比 同比 

单位（元/公斤） （%） 

黄瓜 6.04 5.91 5.68 -2.2% 4.0% 

本周重点监测的 6 种水果平均价格为 7.06 元/公斤，比上周上升 3.2%，同比上升

12.8%（如表 5 所示）。 

表 5 重点监测的水果价格及变化幅度 

产品种类 
上周 本周 去年同期 环比 同比 

单位（元/公斤） （%） 

鸭梨 5.88 6.71 4.00 14.1% 67.8% 

富士苹果 8.36 8.40 6.67 0.5% 25.9% 

巨峰葡萄 10.41 10.48 8.79 0.7% 19.2% 

香蕉 5.93 6.03 5.61 1.7% 7.5% 

菠萝 5.72 5.63 6.49 -1.6% -13.3% 

西瓜 4.72 5.11 5.98 8.3%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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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022 年第 52 周国内外农产品市场动态 

一、国内鲜活农产品批发市场交易情况  

据农业农村部监测，2022 年第 52 周（2022 年 12 月 26 日—2023 年 1 月 1 日，下同）

“农产品批发价格 200 指数”为 126.24（以 2015 年为 100），比前一周升 0.56 个点，同

比低 0.03 个点；“‘菜篮子’产品批发价格 200 指数”为 127.70（以 2015 年为 100），

比前一周升 0.61 个点，同比低 0.99 个点。  

1.猪肉、鸡蛋价格继续下跌。猪肉批发市场周均价每公斤 26.02 元，环比跌 4.8%，为

连续 8 周下跌，同比高 11.4%；牛肉每公斤 77.09 元，环比涨 0.4%，同比低 0.3%；羊肉每

公斤 67.71 元，环比跌 0.2%，同比低 5.7%；白条鸡每公斤 18.70 元，环比跌 0.8%，同比高

8.2%。鸡蛋批发市场周均价每公斤 10.99 元，环比跌 5.1%，为连续 9 周小幅下跌，同比高

10.6%。  

2.水产品价格涨跌互现。草鱼、白鲢鱼、鲤鱼和大黄花鱼每公斤分别为 16.21 元、9.54

元、13.61 元和 43.32 元，环比分别跌 1.1%、0.6%、0.4%和 0.2%。大带鱼、花鲢鱼和鲫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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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发市场周均价每公斤分别为 37.61 元、16.54 元和 19.08 元，环比分别涨 1.6%、1.0%和

0.1%。   

3.蔬菜均价小幅上涨。重点监测的 28 种蔬菜周均价每公斤 5.00 元，环比涨 4.2%，同

比低 1.2%。分品种看，24 种蔬菜价格上涨，4 种下跌，其中，菜花、油菜、菠菜和生菜价

格涨幅较大，环比分别涨 14.5%、13.4%、12.7%和 10.6%，其余品种价格涨幅在 10%以内；

大葱、平菇、黄瓜和胡萝卜价格环比分别跌 1.8%、1.7%、1.7%和 0.4%。  

4.水果均价小幅上涨。重点监测的 6 种水果周均价每公斤 7.19 元，环比涨 4.2%，同比

高 12.9%。分品种看，鸭梨、巨峰葡萄、西瓜、富士苹果和香蕉周均价环比分别涨 13.2%、

5.2%、4.2%、2.3%和 1.0%；菠萝周均价环比跌 1.8%。  

二、国际大宗农产品价格  

1. 小麦、大豆、棕榈油和大米价格小幅上涨  

美国芝加哥商品交易所小麦和大豆最近期货合约收盘周均价每吨分别为 287 美元和

553 美元，环比分别涨 3%和 2%，同比分别低 1%和高 12%；马来西亚棕榈油荷兰鹿特丹港

到岸周均价每吨 999 美元，环比涨 2%，同比低 25%；泰国 100%B 级和 5%破碎率大米曼谷

离岸周均价每吨分别为 492 美元和 477 美元，环比均涨 1%，同比分别高 18%和 19%。   

2.豆油和食糖价格环比均基本持平  

美国芝加哥商品交易所豆油最近期货合约收盘周均价每吨为 1453 美元，环比基本持

平，同比高 17%；国际糖料理事会原糖周均价每磅 19.22 美分（每吨 424 美元），环比基

本持平，同比高 2%。  

3.玉米和棉花价格环比小幅下跌  

美国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玉米最近期货合约收盘周均价每吨为 249 美元，环比跌 4%，同

比高 6%；国际棉花指数（SM 级）每磅 101.67 美分（每吨 2242 美元），环比跌 1%，同比

低 22%。  

  附图 1:   

农产品批发价格 200 指数走势图（2016 年 2 月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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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农产品批发价格 200 指数以 2015 年为基期 

  附图 2：  

“菜篮子”产品批发价格 200 指数走势图（2016 年 2 月至今） 

 

  附图 3：  

  全国主要鲜活农产品批发价格走势图（2016 年 2 月至今）  

  单位：元/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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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图 4：  

  国际大宗农产品周均价格走势图（2016 年 2 月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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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农业农村部市场与信息化司 

 

 

5）12 月份第 5 周畜产品和饲料集贸市场价格情况 

据对全国 500 个县集贸市场和采集点的监测，12 月份第 5 周（采集日为 12 月 28 日）

生猪产品、家禽产品、玉米、豆粕、育肥猪配合饲料、肉鸡配合饲料价格下跌，牛羊肉、

生鲜乳、蛋鸡配合饲料持平。  

生猪产品价格。全国仔猪平均价格 37.94 元/公斤，比前一周下跌 2.3%，同比上涨

37.2%。浙江、广东、海南等 3 个省份仔猪价格上涨，江苏、新疆、江西、河北、湖北等

26 个省份价格下跌。西北地区仔猪平均价格较高，为 41.46 元/公斤；西南地区较低，为

32.35 元/公斤。全国生猪平均价格 18.66 元/公斤，比前一周下跌 1.3%，同比上涨 10.3%。

河南、河北、天津、广东、山东等 14 个省份生猪价格上涨，海南、青海、北京、贵州、云

南等 16 个省份价格下跌。西南地区生猪平均价格较高，为 19.72 元/公斤；东北地区较

低，为 17.46 元/公斤。全国猪肉平均价格 33.01 元/公斤，比前一周下跌 2.8%，同比上涨

18.4%。福建、广东猪肉价格上涨，青海、江苏、宁夏、湖北、贵州等 28 个省份价格下

跌。华南地区猪肉平均价格较高，为 36.64 元/公斤；东北地区较低，为 28.69 元/公斤。  

家禽产品价格。全国鸡蛋平均价格 12.43 元/公斤，比前一周下跌 3.2%，同比上涨

11.3%。河北、辽宁等 10 个主产省份鸡蛋平均价格 11.14 元/公斤，比前一周下跌 5.4%，同

比上涨 11.2%。全国鸡肉平均价格 25.00 元/公斤，比前一周下跌 0.6%，同比上涨 10.7%。

商品代蛋雏鸡平均价格 3.90 元/只，比前一周下跌 1.3%，同比上涨 7.1%。商品代肉雏鸡平

均价格 3.31 元/只，比前一周下跌 1.8%，同比上涨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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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羊肉价格。全国牛肉平均 88.25 元/公斤，与前一周基本持平，同比上涨 1.1%。河

北、辽宁、吉林、山东和河南等主产省份牛肉平均价格 78.81 元/公斤，比前一周上涨

0.1%。全国羊肉平均价格 83.38 元/公斤，与前一周基本持平，同比下跌 1.7%。河北、内蒙

古、山东、河南和新疆等主产省份羊肉平均价格 75.49 元/公斤，比前一周下跌 0.1%。  

生鲜乳价格。内蒙古、河北等 10 个主产省份生鲜乳平均价格 4.12 元/公斤，与前一周

持平，同比下跌 3.7%。  

饲料价格。全国玉米平均价格 3.05 元/公斤，比前一周下跌 0.3%，同比上涨 5.5%。主

产区东北三省玉米平均价格为 2.81 元/公斤，与前一周持平；主销区广东省玉米价格 3.18

元/公斤，比前一周上涨 0.3%。全国豆粕平均价格 5.07 元/公斤，比前一周下跌 0.8%，同比

上涨 34.1%。育肥猪配合饲料平均价格 4.06 元/公斤，比前一周下跌 0.2%，同比上涨

11.5%。肉鸡配合饲料平均价格 4.09 元/公斤，比前一周下跌 0.2%，同比上涨 10.8%。蛋鸡

配合饲料平均价格 3.79 元/公斤，与前一周持平，同比上涨 11.1%。  

  

2022 年 12 月第 5 周（总第 52 周）畜产品、饲料集市价格表 

 单位：元／公斤、元／只  

项目  本周  上年同期  前一周  同比%  环比%  

仔猪  37.94  27.66  38.84  37.2  -2.3  

生猪  18.66  16.92  18.91  10.3  -1.3  

猪肉  33.01  27.87  33.96  18.4  -2.8  

鸡蛋  12.43  11.17  12.84  11.3  -3.2  

主产省份鸡蛋  11.14  10.02  11.78  11.2  -5.4  

鸡肉  25.00  22.58  25.15  10.7  -0.6  

商品代蛋雏鸡  3.90  3.64  3.95  7.1  -1.3  

商品代肉雏鸡  3.31  2.97  3.37  11.4  -1.8  

牛肉  88.25  87.28  88.29  1.1  0.0  

羊肉  83.38  84.85  83.42  -1.7  0.0  

主产省份生鲜乳  4.12  4.28  4.12  -3.7  0.0  

玉米  3.05  2.89  3.06  5.5  -0.3  

豆粕  5.07  3.78  5.11  34.1  -0.8  

育肥猪配合饲料  4.06  3.64  4.07  11.5  -0.2  

肉鸡配合饲料  4.09  3.69  4.10  10.8  -0.2  

蛋鸡配合饲料  3.79  3.41  3.79  11.1  0.0  

蛋鸡主产省份统计范围：河北、山西、辽宁、吉林、黑龙江、江苏、安徽、山东、河

南、陕西。  

生鲜乳主产省份统计范围：河北、山西、内蒙古、辽宁、黑龙江、山东、河南、陕

西、宁夏、新疆。  

 来源: 农业农村部畜牧兽医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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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022 年第 52 周生猪及猪肉价格环比下降 

据农业农村部监测，2022 年 12 月 26 日—2023 年 1 月 1 日，全国规模以上生猪定点

屠宰企业生猪平均收购价格为 18.92 元/公斤，环比下降 2.1%，同比上涨 7.3%。白条肉平

均出厂价格为 25.18 元/公斤，环比下降 1.9%，同比上涨 7.7%。 

   来源：农业农村部畜牧兽医局 

 

 

7）一周国际动物疫情动态-392 期 

 

非洲猪瘟 

    

  1. 罗马尼亚发生 6 起野猪非洲猪瘟疫情  

  12 月 29 日，罗马尼亚通报锡比乌县等 5 地发生 6 起野猪非洲猪瘟疫情，6 头野猪

感染死亡。  

  2. 意大利发生 9 起野猪非洲猪瘟疫情  

  12 月 29 日，意大利通报皮埃蒙特大区发生 9 起野猪非洲猪瘟疫情，9 头野猪感染

死亡。  

  3. 波兰发生 112 起野猪非洲猪瘟疫情  

  12 月 29、30 日和 1 月 3、4 日，波兰通报奥波莱省等 6 地发生 112 起野猪非洲猪

瘟疫情，121 头野猪感染死亡。  

  4. 拉脱维亚发生 23 起野猪非洲猪瘟疫情  

  1 月 3 日，拉脱维亚通报拉特佳市等 3 地发生 23 起野猪非洲猪瘟疫情，33 头野猪

感染死亡。  

  5. 摩尔多瓦发生 1 起家猪非洲猪瘟疫情  

  1 月 3 日，摩尔多瓦通报奥尔海区发生 1 起家猪非洲猪瘟疫情，2 头家猪感染死

亡，1 头被扑杀。  

  6. 俄罗斯发生 1 起野猪非洲猪瘟疫情  

  12 月 30 日，俄罗斯通报萨拉托夫州发生 1 起野猪非洲猪瘟疫情，2 头野猪感染死

亡。  

     

禽流感  

     

  1. 瑞典发生 1 起野禽 H5N1 亚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  

  12 月 29 日，瑞典通报东约特兰省发生 1 起野禽 H5N1 亚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疫

情，1 只野禽感染死亡。  

  2. 冰岛发生 5 起野禽 H5N1 亚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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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 29 日，冰岛通报南部区发生 5 起野禽 H5N1 亚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6 只

野禽感染死亡。  

  3. 斯洛文尼亚发生 1 起野禽 H5N1 亚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  

  12 月 29 日，斯洛文尼亚通报波德拉夫区发生 1 起野禽 H5N1 亚型高致病性禽流

感疫情，1 只野禽感染死亡。  

  4. 英国发生 1 起家禽和 18 起野禽 H5N1 亚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  

  12 月 28、30 日，英国通报英格兰等 3 地发生 1 起家禽和 18 起野禽 H5N1 亚型高

致病性禽流感疫情，800 只家禽感染，450 只死亡，350 只被扑杀，65 只野禽和散养家禽

感染，47 只死亡，40 只被扑杀。  

  5. 挪威发生 1 起野禽 H5N5 亚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  

  12 月 29 日，挪威通报芬马克郡发生 1 起野禽 H5N5 亚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1

只野禽感染死亡。  

  6. 奥地利发生 2 起野禽 H5N1 亚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  

  1 月 2 日，奥地利通报下奥地利州发生 2 起野禽 H5N1 亚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疫

情，2 只野禽感染死亡。  

  7. 丹麦发生 1 起家禽 H5N1 亚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  

  1 月 2 日，丹麦通报中日德兰大区发生 1 起家禽 H5N1 亚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疫

情，429 只家禽感染死亡。  

  8. 尼日尔发生 1 起家禽 H5N1 亚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  

  1 月 2 日，尼日尔通报蒂拉贝里大区发生 1 起家禽 H5N1 亚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疫

情，500 只家禽感染死亡，500 只被扑杀。  

  9. 比利时发生 1 起家禽和 7 起野禽 H5N1 亚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  

  12 月 30 日和 1 月 4 日，比利时通报西弗莱芒大区等 2 地发生 1 起家禽和 7 起野

禽 H5N1 亚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5 只家禽感染死亡，15.1 万只被扑杀，7 只野禽感染死

亡。  

  10. 美国发生 10 起野禽和 16 起家禽 H5N1 亚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  

  12 月 30 日，美国通报田纳西州等 10 地发生 10 起野禽和 16 起家禽 H5N1 亚型高

致病性禽流感疫情，17 只野禽感染死亡，2751 只家禽感染死亡，7.2 万只被扑杀。  

  11. 墨西哥发生 1 起家禽 H5N1 亚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  

  12 月 30 日，墨西哥通报杰里斯科州发生 1 起家禽 H5N1 亚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疫

情，10 只家禽感染死亡。  

  12. 法国发生 2 起野禽和 15 起家禽 H5N1 亚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  

  12 月 30 日，法国通报芒什省等 6 地发生 2 起野禽和 15 起家禽 H5N1 亚型高致病

性禽流感疫情，58 只野禽和散养家禽感染，22 只死亡，36 只被扑杀，21.9 万只家禽感

染，123 只死亡，21.9 万只被扑杀。  

  13. 爱尔兰发生 1 起野禽 H5N1 亚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  

  1 月 3 日，爱尔兰通报库克郡发生 1 起野禽 H5N1 亚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2 只

野禽感染死亡。  

  14. 厄瓜多尔发生 1 起家禽 H5N1 亚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  

  12 月 31 日，厄瓜多尔通报科多帕希省发生 1 起家禽 H5N1 亚型高致病性禽流感

疫情，33.7 万只家禽感染，31.8 万只死亡，1.2 万只被扑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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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德国发生 7 起家禽 H5N1 亚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  

  1 月 4 日，德国通报下萨克森州等 2 地发生 7 起家禽 H5N1 亚型高致病性禽流感

疫情，5908 只家禽感染，5695 只死亡，10 万只被扑杀。  

  16. 以色列发生 4 起家禽和 1 起野禽 H5N1 亚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  

  1 月 4 日，以色列通报南部区等 2 地发生 4 起家禽和 1 起野禽 H5N1 亚型高致病

性禽流感疫情，245 只家禽感染死亡，6.7 万只被扑杀，1 只野禽感染死亡。  

  17. 匈牙利发生 2 起家禽和 1 起野禽 H5N1 亚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  

  1 月 4 日，匈牙利通报豪比州等 2 地发生 2 起家禽和 1 起野禽 H5N1 亚型高致病

性禽流感疫情，多只家禽感染死亡，2 只野禽感染死亡。  

  18. 意大利发生 3 起野禽 H5N1 亚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  

  1 月 4 日，意大利通报艾米利亚罗马涅大区等 3 地发生 3 起野禽 H5N1 亚型高致

病性禽流感疫情，3 只野禽感染死亡。  

  19. 韩国发生 52 起家禽 H5N1 亚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  

  1 月 4 日，韩国通报忠清北道等 6 地发生 52 起家禽 H5N1 亚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疫

情，5.5 万只家禽感染死亡，277.4 万只被扑杀。  

  20. 捷克发生 3 起家禽 H5N1 亚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  

  1 月 3 日，捷克通报摩拉维亚-西里西亚州等 3 地发生 3 起家禽 H5N1 亚型高致病

性禽流感疫情，283 只家禽感染死亡，22.3 万只被扑杀。  

     

其它动物疫病  

     

  1. 意大利发生 2 起流行性出血病疫情  

  12 月 29 日，意大利通报萨丁大区发生 2 起流行性出血病疫情，2 头牛感染。  

  2. 巴拿马发生 1 起新世界螺旋蝇蛆病疫情  

  12 月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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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头牛感

染。  

  3. 塞浦路斯发生 1 起 4 型蓝舌病疫情  

  12 月 30 日，塞浦路斯通报法马古斯塔市发生 1 起 4 型蓝舌病疫情，4 只山羊和绵

羊感染。  

  4. 利比亚发生 1 起西尼罗热疫情  

  1 月 2 日，利比亚通报吉法拉省发生 1 起西尼罗热疫情，2 匹马感染。  

  5. 罗马尼亚发生 1 起梅迪/维斯那病疫情  

  1 月 3 日，罗马尼亚通报色拉日县发生 1 起梅迪/维斯那病疫情，4 只绵羊感染。  

    

 来源：农业农村部畜牧兽医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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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肉类行业法规、政策及新闻： 

1）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公告 第 637 号 

发布时间：2023 年 01 月 03 日 

   

为规范生猪屠宰肉品品质检验，保障生猪产品质量安全，根据《生猪屠宰管理条例》

规定，我部组织制定了《生猪屠宰肉品品质检验规程（试行）》，现予公布，自公布之日

起施行。 

   特此公告。 

  

        

    农业农村部        

    2023 年 1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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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全国执业兽医资格考试委员会公告 农医考公告第 30 号 

发布时间：2022 年 12 月 30 日 

根据《执业兽医和乡村兽医管理办法》规定，现将 2022 年全国执业兽医资格考试成绩

公布时间、合格分数线及执业兽医资格授予等事项公告如下。 

一、成绩公布与查询 

2022 年全国执业兽医资格考试成绩将于 2023 年 1 月 9 日公布。考生可在中国兽医网

（http://www.cadc.net.cn）“全国执业兽医资格考试网上信息平台”查询成绩。 

二、合格分数线 

本年度一次性报考全部 4 门科目的，兽医全科类执业兽医师和执业助理兽医师合格分

数线分别为 237 分和 209 分；水生动物类执业兽医师和执业助理兽医师合格分数线分别为

213 分和 197 分；西藏自治区 C 类执业兽医资格证书试点合格分数线由西藏自治区农业农

村部门公布。 

一次性报考全部 4 门科目而未达到上述合格分数线或报考部分科目的，60 分为单科合

格分数线，单科合格成绩 3 年内有效，有效期内 4 门科目全部合格视为考试通过，可申请

执业兽医师资格。 

三、执业兽医资格申请与证书颁发、补发 

考试成绩达到 2022 年全国执业兽医资格考试合格分数线的考生，应按照报名地考试公

告要求，在规定时间内提出执业兽医资格申请。经审核合格的，由省级农业农村部门颁发

执业兽医资格证书。 

往年获证人员因遗失、破损等原因申请补发证书的，按规定时限进行网上申请，补发

时间、流程和要求以各地公告为准。 

特此公告。 

  

                                                       全国执业兽医资格考试委员会 

                                                                        （代  章）          

                                                                       2022 年 12 月 29 日       

3）农业农村部完成第二批国家级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单位确定工作 

为落实中央种业振兴行动部署，近日，农业农村部印发公告，明确第二批 12 个国家级

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单位，包括 10 个畜禽保种场、2 个蚕基因库。其中，首次建立了温岭高

峰牛、西藏羊、静原鸡、长顺绿壳蛋鸡和敖鲁古雅驯鹿等 5 个国家级保护品种保种场；首

次确定了 2 个国家蚕遗传资源基因库。至此，159 个国家级保护品种保护覆盖率由 2021 年

的 92%提高到 96%，为 2023 年实现应保尽保全覆盖的目标任务打下坚实基础。 

2021 年，农业农村部印发《关于做好农业种质资源库建设工作的通知》，明确构建国

家畜禽种质资源库、区域级基因库、保种场保护区三道保护屏障。去年以来已分两批确定

国家级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单位 217 个，包括基因库 10 个、保护区 24 个、保种场 183 个，

基本形成了较为完善的保护体系，其中国家蚕遗传资源基因库的确定，标志着适用《中华

人民共和国畜牧法》管理的蚕种资源也有了明确的蚕种国家级保护主体。 

来源：农业农村部新闻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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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欧盟评估欧芹酊剂作为所有动物饲料添加剂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2023 年 1 月 3 日，据欧盟食品安全局（EFSA）消息， 根据欧盟委员会的要求，欧洲

食品安全局动物饲料添加剂和产品或物质专家组（FEEDAP）被要求就从松脆果中提取的酊

剂（香芹酊剂）用作所有动物物种的感官饲料添加剂时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发表科学意见。

该产品含有 0.0198%的多酚（其中 0.0085%为黄酮类化合物）、阿哌唑（0.0083%）、，动

物饲料中使用的添加剂和产品或物质委员会（FEEDAP）得出结论，欧芹酊在马用 200 

mg/kg 完全饲料和所有其他动物种 50 mg/kg 完全饲料的最大拟议使用水平下是安全的。

FEEDAP 小组认为，如果添加剂的每日总摄入量不超过通过饲料摄入的每日安全量，饮用水

的使用是安全的。如果在饲料中使用欧芹酊达到最大建议使用量，则不会对消费者产生安

全问题。香芹酊应被视为对皮肤和眼睛有刺激性，并且是皮肤和呼吸道的致敏剂。在处理

添加剂时，不能排除未受保护的使用者接触 apiole、elemicin 和肉豆蔻素。因此，为了降低

风险，应尽量减少用户的风险。在动物饲料中使用欧芹酊作为调味品预计不会对环境造成

风险。由于薯片及其制品被公认为在食品中提供风味，且其在饲料中的功能基本相同，因

此无需证明其功效。 

 来源：食品伙伴网 

 

 

 

5）雷霆出击巴东严厉打击生猪私屠乱宰等违法行为 

1 月 3 日，巴东县召开依法打击生猪私屠乱宰"百日整治"专项工作推进会，进一步规

范生猪屠宰行业秩序，切实保障猪肉产品质量安全。 

据了解，“百日整治”专项行动从 2022 年 12 月开始至 2023 年 3 月底结束，重点围绕

农村集中屠宰年猪的违规行为（有三个隐患：生产安全、食品安全、环保），建议责令改

正，拆除固定设施，转型到户服务；对已取得生猪定点屠宰证书和生猪定点屠宰标识牌的

屠宰企业开展屠宰全环节隐患排查，规范屠宰生产经营行为；及时受理处置举报线索，对

查证属实的私屠滥宰等违法行为依法查处。 

 自开展“百日整治”专项行动以来，巴东成立领导小组，组织执法部门以“摸隐患底

数，清违法设施，促自查整改，查私屠窝点”为抓手，形成齐抓共管格局，严厉打击私屠滥

宰、屠宰病死猪、注水或注入其他物质等违法行为，消除私屠滥宰隐患，取缔私屠滥宰窝

点，深挖一批违法线索，查处一批违法案件，打击一批违法犯罪分子，通报一批典型案

例，进一步规范生猪屠宰生产经营行为。 

 下一步，农业、市场监管、公安等部门，将组建专班开展联合执法行动，责令整改农

村集中屠宰年猪的违规行为；对下达《责令改正通知书》的，按照限定整改时间开展回头

看，整改到位的，实行台账销号，不予处罚，没有整改到位的，进入立案程序，依法调查

取证，以实际行动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来源：湖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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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低于市场价！明起，鄂州政府储备猪肉投放！ 

鄂州市 120 吨政府储备猪肉来啦！为贯彻落实国家、省关于重要民生商品保供稳价工

作的部署，保障我市“春节”前后猪肉市场供应和价格稳定，满足人民群众消费需求，市商

务局、市发改委、市农业农村局、市财政局、市市场监管局联合决定从 2023 年 1 月 6 日起

在鄂州市主城区范围内投放政府储备猪肉。  

各投放网点均设置“鄂州市政府储备肉投放点”和“价格公示牌”，实行明码标价。 

投放时间安排为：2023 年 1 月 6 日--2023 年 1 月 12 日（120 吨投完截止） 

投放品种：投放的猪肉储备品种共 5 种，分别为：前腿肉、后腿肉、五花肉、精瘦

肉、排骨。 

投放总量：投放总量 120 吨。 

投放价格：投放期间，5 个猪肉品种的零售价格分别低于当天市场售价 2 元/500 克。

即按照市发改委价格认证中心发布的各投放点前两日猪肉品种市场均价下调 2 元/500 克。 

  来源：拾月财经 

 

7）2023 年春节、元宵节期间食品安全消费提示 

2023 年春节、元宵节将至，为保障节日期间消费者饮食安全，进一步提高市民食品安

全意识，营造平安、健康、祥和的节日氛围，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提醒广大消费者，春节、

元宵节注意食品安全，科学健康消费。 

一 科学选购食品 

购买食品时，优先选择连锁商超或正规农贸市场销售的食品；购买散装食品时，应注

意盛放食品容器的显著位置是否有食品名称、厂名厂址、生产日期等信息标注，必要时应

询问食品保质期信息，切勿贪图便宜在无证食品摊点购买食品或购买来历不明的食品；购

买鲜肉时要查看现场公示的检验检疫证明；选购蔬菜、水果，不要选择颜色、形状、气味

异常的蔬果；坚决做到不采购、不接收、不食用野生动物，不购买未经检验检疫或来源不

明的畜禽肉；食用农产品尽量按需购买、尽快食用。 

 二 提高在外就餐安全意识 

在外就餐前，应注意查看餐厅是否持有食品经营许可证，尽量选择量化等级高、实施

“明厨亮灶”的餐厅。就餐时，尽量保证食物多样化，注意膳食平衡。如果就餐人员较多，

应尽量缩短就餐时间，减少人员之间交流，或采取打包的方式；提倡使用公筷、公勺。此

外，就餐时需留意食品是否变质、是否有异物，不吃感官异常和未烧熟、煮透的菜肴，慎

吃颜色鲜艳的腌制肉类，慎重选择熟卤菜、凉菜、冷食；倡导健康饮食，革除滥食野生动

物的陋习，自觉抵制餐饮浪费，开展“光盘行动”，杜绝“舌尖上的浪费”。 

 三 理性购买保健食品 

购买保健食品，要选择信誉度好、证照齐全的经营单位购买，购买时认准保健食品标

识和批准文号，依据其功能及适宜人群有针对性地进行选择，并按标签说明书要求食用，

切忌盲目购买，并妥善保管购物发票和相关凭证。不要参加以产品销售为目的健康讲座、

专家报告等；不要通过会议销售、电话销售、免费试用等活动购买保健品；不购买无保健

品标识的非法保健品。保健食品是食品，不是药品，不能替代药品，消费者特别是中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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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疾病患者，切勿听信不法商家对保健食品的虚假广告和夸大宣传，更不要将保健食品

用于治疗疾病。 

 四 合理网购食品 

网上购买食品、食用农产品、进口食品或订餐时，消费者要注意查看网络平台及卖

家资质、食品安全相关证照及产品生产日期、保质期。网络订餐尽量选择近距离的餐饮单

位，缩短食物运送时间，如需进行二次加工，一定要彻底加热，保证烧熟煮透后再食用。 

五 注意居家饮食安全 

购买的食品原料要按照食品包装标签或根据食品特点妥善保存，食用、加工前要仔细

检查食品质量。购买冷链食品回家后，尽量采用独立封闭包装按食品标签标识所要求的储

存温度放入冰箱保存，避免在室温暴露过长导致腐败变质。 

 冰箱不是“保险箱”，放入冰箱的食品不宜过满，食品之间要留一定空隙，以便冷气对

流，定期除霜，以确保冷藏温度。冰箱内熟食和生食应分开存放，熟食品加盖（膜）后存

放上层，生食品宜存放下层；生的蔬菜、水果不要和生肉、鱼等接触，以防止生与熟、荤

与素的交叉污染。 

 谨慎选择生食海产品、冷荤凉菜、野生菌、小龙虾等高风险食品；烹饪食品时，应烧

熟煮透，四季豆、扁豆等豆荚类食品要先过沸水再煸炒。餐后剩余熟肉制品要及时放入冰

箱冷藏，再次食用时烧熟煮透，剩余蔬菜不要隔夜食用，发现感官性状异常应立即停止进

食。 

来源：国家市场监督管理局 

 

8）全国屠宰标委会：加强重要畜禽屠宰标准制修订提升行业高质量

发展能力 

近日，第三届全国屠宰加工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以下简称全国屠宰标委会）成立大会

在京召开，会议采取线下和线上同步方式进行。全国屠宰标委会主任委员、中国动物疫病

预防控制中心（农业农村部屠宰技术中心）主任陈伟生作了第二届委员会工作报告，农业

农村部畜牧兽医局副局长王功民、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标准技术司副司长徐长兴出席会

议并讲话。 

会议认为，第二届全国屠宰标委会成立以来，着力加强标准体系建设，全面开展畜禽

屠宰标准制修订，大力开展标准宣贯培训，有效推动重要标准实施，畜禽屠宰标准化工作

取得长足进步，为畜禽屠宰行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技术支撑，为行业监管提供了有力支

撑。会议强调，第三届全国屠宰标委会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以新发展理念为

引领，准确把握新形势对畜禽屠宰标准化工作提出的新要求，进一步优化标准体系，加强

重要畜禽屠宰标准制修订，切实提高标准的质量，强化标准的宣贯实施，提升标准支撑屠

宰行业高质量发展的能力，推动畜禽屠宰标准化工作再上新台阶。会议要求，各位委员要

不断提高业务能力水平，切实履职尽责，齐心协力推进畜禽屠宰标准化工作。会议还审议

了屠宰标委会章程、秘书处工作细则草案、《全国屠宰加工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标准化工作

组管理办法》、工作经费预决算及执行情况、标准体系表等。 

 全国屠宰标委会秘书长、农业农村部屠宰技术中心副主任冯忠泽主持了会议。国家市

场监督管理总局标准技术司、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司、农业农村部畜牧兽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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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技术审评中心、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等单

位相关处室负责人及第三届全国屠宰标委会全体委员参加了会议。 

 来源：中国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 

 

9）全年卖猪 519 万头！傲农生物 2022 年出栏量大增近 60%！2023

年目标 800 万头！ 

2023 年 1 月 2 日晚间，傲农生物披露养殖业务主要经营数据。公告显示，2022 年，

傲农累计销售生猪 518.93 万头，同比增长 59.87%。 

 截至 2022 年末，傲农生猪存栏 243.45 万头，较 2021 年 12 月末增长 35.81%。 

此前，傲农生物宣布，自 2022 年起生猪养殖产业自“上量”阶段转入“提质”阶段。近今

年，傲农生物生猪养殖业务快速增长，生猪出栏量由 2019 年度的 65.94 万头，增长至

2021 年度的 324.59 万头，年复合增长率为 121.87%。 

 傲农生物认为，鉴于目前养殖规模已经具备一定的体量，将采取“稳扎稳打、稳步推

进”的原则，吸取前期快速上量阶段的一些教训，全力以赴提升生产管理效率，确保产能释

放的同时做出预期的成本水平。2023 年，傲农生物出栏目标为 800 万头，并力争 2024 年

达到出栏 1000 万头的目标。 

此外，傲农生物曾在接待调研时表示，完成 1000 万头出栏目标后，还未有考虑再做大

的扩张，可能会往后端屠宰食品延伸。根据规划，傲农生物拟在山东、福建、江西建设三

个屠宰加工项目，合计投资额 8.39 亿元，拟投入募集资金 5.03 亿元。三个项目均计划在

24 个月内建成 100 万头生猪屠宰加工能力，实现肉制品产能 1 万吨至 3 万吨不等。 

傲农生物指出，公司于 2020 年开始布局屠宰及食品业务，公司食品产业板块的生猪屠

宰及肉制品深加工将与公司生猪养殖产业实现产业配套，公司快速发展的生猪养殖业务为

食品业务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相对于生猪养殖业务、屠宰及食品业务，饲料业务是傲农生物长期经营的基本盘。傲

农生物表示，非洲猪瘟爆发后，国家、企业均推动生猪生产的转型升级，饲料市场发生新

变化。一方面，养殖规模化率的提升，直接拉动工业饲料的市场化需求；另一方面，大型

生猪养殖企业为了防范外部猪瘟病毒，往往会在养殖场附近建设配套饲料生产场所，在疫

病防控的同时可以做到一定程度的成本控制，实现产业链条的协同作用。 

 来源：证券时报 

 

10）温氏股份：已耗资 2.03 亿元回购 1089.94 万股 

温氏股份公告，截至 2022 年 12 月 30 日，公司通过股份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

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份数量为 1089.94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17%。本次回购股份

的最高成交价为 18.98 元/股，最低成交价为 18.34 元/股，成交总金额为 2.03 亿元(不含交

易费用)。 

截至 2023 年 1 月 3 日收盘，温氏股份(300498)报收于 19.33 元，下跌 1.53%，换手率

0.82%，成交量 44.01 万手，成交额 8.49 亿元。1 月 3 日的资金流向数据方面，主力资金净

流出 4599.34 万元，占总成交额 5.42%，游资资金净流出 6763.24 万元，占总成交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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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7%，散户资金净流入 1.14 亿元，占总成交额 13.39%。融资融券方面近 5 日融资净流出

784.62 万，融资余额减少；融券净流入 103.15 万，融券余额增加。 

根据近五年财报数据，证券之星估值分析工具显示，温氏股份(300498)行业内竞争力

的护城河优秀，盈利能力较差，营收成长性较差。财务可能有隐忧，须重点关注的财务指

标包括：货币资金/总资产率、有息资产负债率、应收账款/利润率、应收账款/利润率近 3

年增幅、经营现金流/利润率。该股好公司指标 0.5 星，好价格指标 2 星，综合指标 1 星。

(指标仅供参考，指标范围：0 ~ 5 星，最高 5 星)该股最近 90 天内共有 29 家机构给出评

级，买入评级 26 家，增持评级 3 家；过去 90 天内机构目标均价为 26.53。 

温氏股份(300498)主营业务：肉鸡和肉猪的养殖和销售;兼营肉鸭、奶牛、蛋鸡、鸽子

的养殖及其产品的销售。同时,公司围绕畜禽养殖产业链上下游,配套经营畜禽屠宰、食品加

工、现代农牧设备制造、兽药生产、生鲜食品流通连锁经营以及金融投资等业务。公司董

事长为温志芬。公司总经理为梁志雄。 

 来源：证券之星 

 

 

 

11）巴西动物蛋白协会：预估 2023 年禽肉和猪肉行业的生产和出口

数据 

新年伊始， 巴西动物蛋白协会 ABPA 在圣保罗召开新闻发布会预估 2023 年禽肉和猪

肉行业的生产和出口数据。 

在刚刚过去的 2022 年，巴西总计生产达到 1,450 万吨禽肉，较 2021 年增长 1.5%， 

巴西超过了中国成为全球禽肉第二大生产商，排在欧盟之后。 

 2022 年巴西禽肉产量的 970 万吨用于巴西国内消费：国内消费在 2022 年较 2021 年

减少了 0.2%；2022 年人均年消费禽肉为 45.1 公斤；2021 年人均年消费禽肉是 45.5 公斤。

出口方面 2022 年达到 485 万吨，较 2021 年增长 5%，2021 年巴西出口禽肉 461 万吨。 

2023 年预计生产 1,475 万吨禽肉，较 2022 年增长 2%：巴西国内消费约占 975 万吨，

较 2022 年增长 0.5%；2023 年人均年消费禽肉量为 45.5 公斤。2023 年禽肉全球出口将达

到 520 万吨，较 2022 年增长 8.5%。 

在猪肉方面，2022 年巴西全年猪肉产量达到 500 万吨，较 2021 年增长了 6.5%，这也

是巴西历史上猪肉产量最高的年份。其中 390 万吨是为巴西国内消费：在 2022 年人均年消

费猪肉达到 18 公斤， 较 2021 年增长了 8%，2021 年人均年消费猪肉为 16.7 公斤。出口

方面 2022 年全年达到 112 万吨， 超过 2021 年的 113.7 万吨；增幅为 1.5%。 

2023 年巴西预计生产猪肉 515 万吨，较 2022 年增长 4%。其中 395 万吨用于国内消

费：2023 年人均年消费猪肉将为 18.5 公斤；2023 年巴西预计出口猪肉 125 万吨，较 2022

年会增长 12%。 

最后值得一提的还有巴西蛋品。2022 年巴西共计生产 520 亿只鸡蛋，较 2021 减少了

5%；人均 2022 年消费鸡蛋 241 只，减少 6%。巴西蛋品出口在 2022 年达到 10,000 吨，较

2021 减少 12%。2023 年巴西鸡蛋产量预计为 510 亿只，较 2022 年减少 2%。年人均消费

量也会随之减少 2.5%，为 235 只。出口方面大约在 11,000 吨， 较 2022 年增加 10%。 



 

 

 38 / 39 
 

 

巴西动物蛋白协会 ABPA 会长 Ricardo 说：¨巴西将继续其在禽肉出口方面的领导地

位，并且 2023 年还会有增长。国际禽业在近几年经历了高成本的巨大挑战以及禽流感的威

胁，这使我们更加坚信巴西这个从未有过禽流感发生的国家，必将承担着重要的使命来保

障对 150 多个国家禽肉供应的安全¨。 

墨西哥和加拿大对巴西猪肉的开放为我们的猪肉全球出口带来了增长的新机遇，同时

我们也能看到巴西国内猪肉消费的迅速增长；生产加工企业也在不断开发新的产品来迎合

市场需求。中国是巴西猪肉的主要出口市场并且一直保持着对巴西猪肉产品的认可；其它

亚洲市场也会一如既往的进口巴西猪肉  ̈ 巴西动物蛋白协会市场总监 Luís Rua 评价说。 

 来源：巴西动物蛋白协会 

 

 

 

 

 

12）经济日报：支持民营经济方向不变力度不减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从政策和舆论上鼓励支持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发展壮大。依

法保护民营企业产权和企业家权益。近期，各地区各部门陆续出台一系列政策举措，加大

对民营企业纾困帮扶力度。专家表示，2023 年我国经济发展预期向好、政策有力，民营企

业要坚定信心，继续练好内功，助力经济稳步回升。 

多措并举强信心 

“民营经济是稳定经济的重要基础、国家税收的重要来源、技术创新的重要主体、金融

发展的重要依托，是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力量。”中国民营经济研究会理事吴跃农表

示，确保民营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对扩大国内需求、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等有重要意

义。 

连日来，多地以实际行动提振民营企业发展信心，优化民营企业发展环境。河南召开

全省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大会，部署壮大民营经济总量重点任务；陕西召开民营企业座谈

会，落细落实助企纾困各项政策举措……“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为民营经济健康发展指明了方

向，我们感受到了中央对民营企业的关心和重视，感到温暖、受到鼓舞。”亨通集团董事局

主席崔根良说。 

支持民营经济发展，无论是对稳增长稳投资，还是对稳就业稳外贸，都十分重要。“各

地应牢固树立‘民营经济兴则地方经济兴、民营经济强则地方经济社会综合实力强’的理

念。”吴跃农表示，各地区要充分认识民营经济的重要地位，努力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

展。 

当前，民营企业的生产经营困难主要体现在需求不足、成本上涨和发展预期偏弱等方

面。“中央对这些问题高度重视，回应民营企业关切，从法律制度、政策舆论、产权保护、

政商关系等方面对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发展作出通盘考虑和政策安排。”中国人民大学国家

中小企业研究院副院长孙文凯认为，相关部署有利于稳定民营企业家预期，激活发展动

能，也为具体措施的出台和落地提供了有力保障。 

 来源：经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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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青海：向打造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目标挺进 

青海新闻网·大美青海客户端讯 岁末回眸，极不平凡。2022 年是实施“十四五”规划承

上启下的关键一年。年初以来，在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青海把习近平总书记情系

全省各族群众，精准把脉青海资源禀赋、发展优势和区域特征，赋予青海建设产业“四地”

的重大任务和历史使命牢记在心，统筹疫情防控和农业农村工作，立足资源禀赋，以提

质、稳量、补链、扩输为路径，转变农牧业发展方式，坚定地向打造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

出地目标挺进，为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压舱石”作用。 

攻坚发力，抓绿色发展为输出地打造夯实基础 

2022 年以来，我省打造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工作沉着应对错综复杂的经济形势和

气象灾害等不利影响，坚持政策引领，部省合力，顶层设计，高位推动，聚力发展，全省

有机认证监测草原面积突破 600 万公顷，成为全国有机草原认证面积最大的省份。打造青

海青稞、藜麦总部经济基地，累计认证绿色、有机和地理标志农产品 1015 个，为打造绿色

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提供了得天独厚的生产条件。 

拥有良好的生态禀赋，2022 年，青海已成为全国重要的绿色有机畜牧业生产基地、重

要的春油菜杂交制种基地、冷凉性农作物北繁制种高地、有机青稞生产基地、冷水鱼生产

基地和有机枸杞生产基地，累计输出牛羊肉、油料、青稞、露地蔬菜、枸杞等大宗绿色产

品 80 余万吨，价值 130 亿元，农畜产品出口达到近亿元。  

放眼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景阳镇甘树湾村，20 多公顷油菜地里，全部用上了粘虫板。

不仅如此，大通县有 1.33 万公顷土地都使用了黑色地膜、粘虫板、杀虫灯等绿色防治措

施，最大程度减少化学农药使用量。绿色有机特色更加鲜明，产地环境得到优化，全省化

肥农药减量增效面积占农作物总播种面积的三分之一，绿色防控覆盖率达到 45%。 

这一年，我省深入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综合生产能力稳步提升，粮油丰

产丰收，压实粮食安全党政同责，保障重要农畜产品供给，全省种植农作物 57.73 万公

顷；强化耕地保护，新建高标准农田 1.33 万公顷，全省高标准农田总量达到 30.27 万公

顷，占永久基本农田的 61.5%。 

我省打造输出地的强大动力不断注入，协调省级财政资金 1.4 亿元，遴选 4 个先行示

范市（州）和 4 个先行示范县进行打造，先行先试、示范引领；8 个援青省市与 8 个市

（州）、8 家输出地企业与 8 家输入地企业签署合作协议，推动共建工作升级加力。 

 来源：青海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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