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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价格数据更新 

1、猪、禽肉（蛋）、牛羊肉最新统计价格 

3 月份第 4 周（采集日为 3 月 22 日）仔猪、鸡蛋、商品代雏鸡价格上涨，

生猪、猪肉、鸡肉、牛肉、生鲜乳、饲料价格下跌，羊肉价格持平。 

 

品类：猪肉 

全国仔猪平均价格 38.09 元/公斤，比前一周上涨 0.1%，同比上涨 59.6%。甘

肃、山西、四川、广东、云南等 18 个省份仔猪平均价格上涨，江苏、宁夏、海

南、浙江、河南等 10 个省份仔猪平均价格下跌，内蒙古价格持平。西北地区仔

猪平均价格较高，为 41.09 元/公斤；西南仔猪平均价格地区较低，为 31.81 元/

公斤。全国生猪平均价格 15.40 元/公斤，比前一周下跌 0.8%，同比上涨 23.0%。

福建、广东、上海、山东、云南、安徽等 6 个省份生猪平均价格上涨，海南、山

西、黑龙江、陕西、北京等 24 个省份生猪平均价格下跌。华东地区生猪平均价

格较高，为 15.90 元/公斤；东北生猪平均价格地区较低，为 14.93 元/公斤。全

国猪肉平均价格 26.17 元/公斤，比前一周下跌 1.0%，同比上涨 16.9%。福建、安

徽、广东、湖北、上海、河南等 6 个省份猪肉平均价格上涨，新疆、北京、山西、

贵州、宁夏等 24 个省份猪肉平均价格下跌。华南地区猪肉平均价格较高，为 31.36

元/公斤；东北猪肉平均价格地区较低，为 22.40 元/公斤。 

 

品类：禽肉（蛋） 

全国鸡蛋平均价格 11.71 元/公斤，比前一周上涨 0.5%，同比上涨 11.6%。河

北、辽宁等 10 个主产省份鸡蛋平均价格 10.66 元/公斤，比前一周上涨 1.6%，同

比上涨 11.0%。全国鸡肉平均价格 24.34 元/公斤，比前一周下跌 0.1%，同比上涨

7.9%。商品代蛋雏鸡平均价格 3.96 元/只，比前一周上涨 0.3%，同比上涨 8.8%。

商品代肉雏鸡平均价格 4.15 元/只，比前一周上涨 0.5%，同比上涨 45.1%。 

 

品类：牛羊肉 

全国牛肉平均价格 86.94 元/公斤，比前一周下跌 0.1%，同比下跌 0.1%。河

北、辽宁、吉林、山东和河南等主产省份牛肉平均价格 78.12 元/公斤，与前一周

基本持平。全国羊肉平均价格 81.58元/公斤，与前一周基本持平，同比下跌 2.0%。

河北、内蒙古、山东、河南和新疆等主产省份羊肉平均价格 75.21 元/公斤，与前

一周基本持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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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周行业要闻摘要 

【猪业】 

1、欧洲猪价上涨带动 FAO 全球猪肉价格 2 月份继续上涨 

FAO2023 年 2 月份肉类价格指数平均为 112.0 点，比 1 月份略低 0.1 点，下

降 0.1%)，较上年同期值低 1.9 点(下跌 1.7%)。 

2 月份，国际禽肉价格连续第 8 个月下跌，反映出尽管几个主要生产国爆发

了禽流感，禽肉进口需求疲软，全球供应充足。相比之下，国际猪肉价格上涨，

市场担忧欧洲国内需求增加，屠宰生猪供应量不足。与此同时，牛肉价格稳定，

自 2022 年 6 月以来持续下跌，因为进口采购的改善，特别是来自北亚的采购，

推动全球需求与当前供应相对平衡。国际绵羊肉价格也大致保持不变，因为全球

需求支撑了澳大利亚供应的增加。 

2、先用二氧化碳迷晕 澳大利亚屠宰业杀猪方法引争议 

据澳大利亚广播公司（ABC）网站 3 月 28 日报道，澳大利亚屠宰业的相关人

士近日围绕如何“人道地”屠宰猪的问题争论不休。 

报道称，通常澳大利亚屠宰业在杀猪之前会通过二氧化碳使其陷入昏迷，但

ABC 一档节目日前播放了动物活动家克里斯·德尔福斯拍摄的录像，录像中的猪

在被“迷晕”的过程中，一直在发出恐惧的尖叫声。 

澳大利亚猪肉有限公司表示，迷晕猪再屠宰是业内公认的最佳做法，但他们

也承认节目中猪的尖叫可能让一些观众感到不安。不过，澳大利亚肉类行业委员

会则认为，猪在各种场合都会发出声音，而节目中猪的痛苦尖叫并不常见，他们

指责视频误导了观众。 

动物福利科学家则认为，虽然如何屠宰生猪一直都是行业难题，但他们认为

当地屠宰业并未尽力解决问题。自 2014 年以来，该行业每年投入了过千万澳元

的研发资金，却始终没有在减少猪的痛苦这点取得进展。 

3、加拿大修订了关于非洲猪瘟相关国家的进口饲料的许可证要求 

加拿大食品检验局（CFIA）已实施新的进口规定，要求从被确定可能引起非

洲猪瘟（ASF）问题的国家进口特定饲料配料之前需要进口许可证，并且需要满

足执行令和进口许可证中的条件。这些条件可能包括原产地证明、热处理和停留

时间，旨在减少这些产品受非洲猪瘟病毒污染的风险。新规定涉及包含中国的 61

个国家。 

 

【牛羊业】 

1、涉大肠杆菌 美国 9 个州召回千磅牛肉 

美国农业部的食品安全和检验服务局（FSIS）于上周五表示，由于可能存在

大肠杆菌污染，Elkhorn Valley Packing 生产的约 3436 磅无骨牛肉被召回。受影响

的牛肉是在 2 月 16 日包装的，并已发往分销商、零售商、批发商、旅馆、餐厅

和其他机构，其中包括九个州：康涅狄格州、伊利诺伊州、印第安纳州、马里兰

州、马萨诸塞州、密歇根州、新泽西州、纽约州和宾夕法尼亚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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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美国农业部的声明，召回的这批牛肉可能被致病性大肠杆菌(STEC) O103

污染。然而，截至目前尚未收到任何确诊疾病或其他不良反应的报告。问题是由

FSIS 对肉类的常规检测中发现的。根据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的数据，STEC 是最常

与食源性疾病爆发相关的病原体之一。 

召回声明指出，STEC O103 会导致腹泻，经常伴随着带血的情况，以及呕吐。

患者通常会在一周内恢复健康，但是一些人可能会因为这种菌株的感染变得更为

严重。目前尚不清楚这批召回的牛肉会对消费者造成多大的健康风险。 

2、日本取消对加拿大牛肉进口限制 

财联社 3 月 28 日电，据加拿大农业部，日本取消了自 2003 年出现疯牛病病

例以来对加拿大牛肉的进口限制。 

3、时隔四周，中国恢复巴西牛肉进口 

据海关总署最新消息，自巴西帕拉州发现了非典型“疯牛病”病例后，2023

年 2 月 23 日巴西自主暂停了牛肉输华，至今已有四周。事件发生后，海关总署

对此高度重视，在进行风险评估与多轮技术磋商后，证实巴西疯牛病防控体系符

合中方相关检疫和卫生要求，决定允许巴西自 2023 年 3 月 23 日起恢复对华出

口 30 月龄以下剔骨牛肉。在相关产品入境时，海关将依法依规实施检验检疫，

确保符合我国卫生安全要求。 

上一次巴西爆发疯牛病是在 2021 年，中国市场关闭三个多月，导致全球贸

易流量严重中断。据路透社报道，在此次贸易禁令期间，巴西境内一些大型牛肉

加工商每天的损失高达 2500 万美元。 

Global AgriTrends 数据显示，近年来，中国对牛肉的需求不断上升，2022 年

牛肉总进口量近 270 万吨，作为中国最大牛肉进口国的巴西向中国出口的牛肉量

创历史新高，占比巴西总牛肉出口量的 55%。荷兰合作银行分析师 Angus Gidley 

Baird 也表示，新冠肺炎限制的放松将激发消费者活力，预计 2023 年中国牛肉消

费量将继续上升，而巴西作为中国进口牛肉的主要供应国，2022 年向中国出口

了 110 万吨牛肉，是世界上最大的牛肉贸易，因此中巴双方不能长期暂停贸易往

来。 

3 月 23 日下午，海关总署署长俞建华会见巴西农业和畜牧业部部长卡洛

斯·法瓦罗，双方就深化中巴（西）检验检疫合作等议题交换意见，海关总署宣

布中国同意恢复巴西对华出口 30 月龄以下剔骨牛肉。 

Global AgriTrends 的 Simon Quilty 表示，此次中国不仅解除了对巴西牛肉的

进口禁令，还额外允许另外六家巴西屠宰场向中国出口牛肉，这一举动使得巴西

能够出口到中国的工厂总数达到 40 家。他还表示，中国和巴西之间的贸易依赖

日益加强。卡洛斯·法瓦罗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我相信这是巴西在工厂认证和

巴西牲畜出口机会方面取得越来越多进展的一步。” 

巴西总统路易斯·伊纳西奥·卢拉·达席尔瓦将于本月晚些时候访问中国，

这也许能够成为准入规则变化的催化剂。人们推测，巴西将于下周修改提出其与

中国之间贸易协议的修改意见，该协议目前规定发现疯牛病病例后停止巴西全国

范围内出口。巴西或将提出放宽规定的修改意见，将出口限令的范围缩小至发现

病牛的特定州或地区。 

根据澳大利亚肉类和畜牧业协会（MLA）的数据，此次对巴西牛肉限制进口

使得中国在 2023 年已成为澳大利亚第三大牛肉客户，1 月和 2 月进口澳大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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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肉超过 2.3 万吨。一位澳大利亚出口贸易消息人士表示，由于库存减少，巴西

牛肉的重新进口来得很快，足以避免中国向澳大利亚和美国等替代供应商进行

“恐慌性”购买。 

 

【禽（蛋）业】 

1、美国鸡蛋价格飙升 最大蛋商 Cal-Maine 季度盈利暴增逾 7 倍 

美国最大鸡蛋生产商和分销商 Cal-Maine Foods 周二公布，截至 2 月底的第

三财季营收增长了一倍多，利润增长了逾七倍，原因是鸡蛋价格大幅上涨，而且

禽流感仍在影响鸡蛋生产。 

该公司股价周二下跌 1.8%，收于 54.27 美元。但在财报公布后，其股价盘后

大涨近 4%。 

财报显示，该公司第三财季净利润从上年同期的 3950 万美元，合每股 81 美

分，增至 3.232 亿美元，合每股 6.62 美元。营收从上年同期的 4.775 亿美元增至

9.975 亿美元。 

在此期间，美国每打鸡蛋的平均售价升至 3.68 美元，较上年同期的 1.46 美

元暴涨一倍半。 

2、日蛋商欲打造鸡蛋中的“保时捷” 

据日本《朝日新闻》3 月 27 日报道，日本鸡蛋在海外大受欢迎。虽然价格不

菲，但是其味道和安全性吸引着顾客前来购买。日本对外出口的鸡蛋仅占国内总

产量的 1%左右，不少蛋商欲挑战海外市场，扩大品牌影响力。 

“希望能把鸡蛋做成像保时捷一样的品牌。”怀揣这一梦想，“三荣鸡卵”社

长市川尚宏自 2012 年开始向新加坡出口鸡蛋。该公司开拓新市场依靠的并非低

价，而是高品质。为了保证新鲜，该公司近期将启用从日本中部国际机场直飞新

加坡的飞机空运鸡蛋。 

尽管增加了运输成本，但是能将两周的海运耗时缩短至 7 小时。由于在饲料

中添加了紫苏和金盏菊，鸡蛋的味道和颜色都十分浓厚。 

在新加坡的超市中，这种鸡蛋可以卖到 6 枚 1000 日元（约合 7.7 美元）的

价格，比本地鸡蛋高出好几倍，但因其“蛋黄浓厚香醇”“看起来很健康”，不

但是超市的必进商品，还成为当地高级度假设施滨海湾金沙酒店内米其林二星餐

厅的专用蛋，出口额在 10 年间增长至原来的 5 倍。 

据统计，日本带壳鸡蛋出口量在 2022 年达到 3 万吨，比上年增长 40%，是

8 年前的 20 倍。中国香港是其主要出口对象，还有部分出口到新加坡。 

日本鸡蛋在中国香港人气大涨，“生鸡蛋拌饭”出现在不少餐馆的菜单上。

尽管当地没有吃生鸡蛋的习惯，但是赴日旅游和对日本料理的喜爱成为生食鸡蛋

在当地流行开来的原因。农林水产省也大力支持日本鸡蛋出口，提出 2030 年出

口额达到 196 亿日元的目标。 

3、澳大利亚发布供人类食用的鸡蛋和蛋制品的进口条件 

3 月 22 日，澳大利亚农业、渔业和林业部发布供人类食用的鸡蛋和蛋制品

的进口条件，主要内容如下： 

（1）不需要农业、渔业和林业部的进口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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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蛋制品的个人托运必须符合以下条件。货物：不含可辨别的鸡蛋块；

货架稳定；供个人使用，数量不超过 1 公斤或 1 升。 

（3）产品标签可能会在检查时进行验证，以确认已满足这些要求。 

（4）每批货物必须用干净的新包装包装。 

（5）货物必须清晰可辨。 

该进口条件自发布之日实施。 

4、智利报告首例人类感染 H5N1 禽流感病例 

智利卫生部 3 月 29 日下午报告国内首例人类感染 H5N1 亚型高致病性禽流

感病例，地点在国家北部，患者是一名 53 岁男子，目前正接受隔离治疗，病情

稳定，但症状较为严重。 

综合智利《国家报》、ADN 电台报道，现阶段，有关部门正在调查患者感染

的病毒来源。卫生部呼吁公众发现生病或死亡的鸟类或哺乳动物后，要向智利农

牧局（SAG）报告，不要擅自处理，并敦促家禽业者遵循安全协议，接种季节性

流感疫苗。 

据介绍，H5N1 是一种可以从鸟类或海洋哺乳动物传染给人类的禽流感病毒，

但目前还没有已知人与人之间传染案例。智利卫生部副部长安德里亚·阿尔巴格

利（Andrea Albagli）呼吁公众保持冷静，因为暂时“不存在人与人之间传染”，

处理携带 H5N1 的动物是感染唯一途径。 

阿尔巴格利还称，现阶段，智利卫生网络正积极准备，以及时发现和应对新

的病例。此外，食用禽肉和禽蛋没有任何危险。不过，家禽业者必须接种流感疫

苗，以避免双重感染，因为禽流感本身可能会引发非常严重的呼吸道并发症。 

3 月 13 日，智利农业部和农牧局确认，奥希金斯大区（R. de O'Higgins）兰

卡瓜（Rancagua）Agrosuper 生产公司发现国内首例家禽感染 H5N1 病例。随后，

SAG 禁止智利出口鸡、蛋和火鸡，为期 28 天。 

据介绍，通常情况下，禽流感病毒不易从鸟类传染给人类或其他动物，也不

会在人与人之间传播。人类感染禽流感病毒的最常见方式是，接触感染鸟类粪便、

唾液或被污染的表面。此外，禽流感不会通过食用煮熟的家禽产品传播。 

人类感染禽流感初期症状，与感染 H3N2 和 H1N1 等季节性流感症状相似，

包括发热、寒战、肌肉酸痛、咳嗽、喉咙痛、呼吸急促、头痛和疲劳。通过鼻咽

拭子检查，可确定是否感染禽流感，方法与冠状病毒检测相同。 

生活中，避免直接接触活禽是预防禽流感最有效措施。如不能避免接触可能

受感染禽类，应穿戴个人防护装备，如手套、口罩等。此外，在接触可能受感染

禽类后，应用肥皂和水清洗双手，酒精类消毒液对禽流感病毒灭活效果不如洗手。 

 

【肉类贸易与市场】 

1、德国肉类出口量在过去五年中下降了 19.3% 

据德国联邦统计局（Destatis）数据，德国 2022 年出口近 290 万吨肉类和肉

制品，同比下降 6.9%，其中大部分出口至其他欧盟国家。肉类出口在过去五年中

下降了 19.3%。2017 年，德国出口近 360 万吨肉类。 

过去五年间德国猪肉出口明显下降。2022 年，猪肉出口近 150 万吨，占德

国肉类出口的 50.5%。2017 年到 2022 年，德国肉类出口下降了 20.4%。同期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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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出口下降 11.4%，约为 25.4 万吨。禽肉出口数量保持相对稳定，约为 48.15 万

吨，仅略微下降 0.2%。肉类出口减少的原因之一可能是源于中国等贸易国家的

进口限制。2017 年，德国 9.7%的肉类出口到中国，而 2022 年仅为 0.1%。与此

同时，德国的畜禽存栏量同样在减少。 

过去五年肉类进口量下降 16% 

在肉类进口方面也可以看到类似的趋势：2022年，德国进口 200万吨肉类，

同比减少 4.5%，其主要来自其他欧盟国家。肉类进口在过去五年中下降了 15.9%。

2017年，德国进口 240万吨肉类。 

德国猪肉进口量也明显下降：2017 年到 2022 年下降了近四分之一（降幅

23.4%）。德国猪肉进口约 70.14万吨。同期牛肉进口约 32.42万吨（降幅 12.0%）。

禽肉进口量下降幅度较小，从 2017年的近 69.36万吨下降到 2022 年的约 65.76

万吨(降幅 5.2%)。 

肉类产量大幅下降 

德国肉类产量下降。根据初步统计结果，2022 年德国商业屠宰场屠宰并产

出约 700 万吨肉类，同比下降 8.1%。2017 年，德国肉类产量近 820 万吨，但过

去五年肉类产量下降了 13.9%，猪肉产量下降尤其明显。2017 年至 2022 年，猪

肉产量下降了 18.5%，降至不足 450万吨。由德国屠宰，来源于欧盟其他国家的

生猪数量下降了 68.7%。同期牛肉产量下降 12.8%。2022年，商业屠宰场屠宰并

产出约 98.46万吨牛肉。相比之下，2022 年禽肉产量较 2017年略增长 1.8%，达

到 150万吨。 

肉类价格高于常态水平 

和许多其他食品的价格一样，2022 年德国肉类价格也高于平均水平。2022

年，肉类和肉制品消费支出同比增长 14.5%。禽肉价格在各肉类中涨幅最大，达

到 22.9%。2021 年到 2022 年，其他肉类的价格也大幅上涨。牛肉和犊牛肉的价

格上涨了 19.2%，猪肉价格则上涨了 16.7%。 

肉类消费量下降 

德国近期肉类消费量越来越少: 根据联邦农业和食品办公室的数据，2021

年德国人均肉类消费量为 55.0公斤，较 2011年相比下降了 12.4%。2011年德国

人均肉类消费量高达 62.8公斤。 

2、阿根廷牛肉首次出口墨西哥 

当地时间 3 月 23 日，阿根廷农业部发布消息称，该国首次向墨西哥出口的

牛肉于 22 日自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国际机场启运。消息说，此次输墨牛

肉总量只有 1 吨，但具有象征意义，标志着阿根廷牛肉已全面打入北美市场。 

自 2012 年起，阿根廷就向墨西哥出口牛肉展开谈判。经过阿方近十年的努

力，最终在 2022 年 11 月与墨西哥达成牛肉贸易协议。根据协议，阿根廷有 22

家大型牛肉屠宰企业获得检疫许可，被允许向墨西哥出口新鲜牛肉及相关产品。

此前，美国和加拿大是阿根廷牛肉在北美的主要出口国。 

3、老挝停止从泰国和越南进口猪肉 

由于非洲猪瘟在泰国和越南暴发，老挝农林部宣布暂停从前述两国进口猪肉。

该部发布的通知称，畜牧渔业部禁止从泰国和越南向老挝进口猪肉，包括生猪和

加工产品。该部门将限制和监测国际边境口岸、国际机场、塔纳冷陆港、当地边

境口岸和海关边境口岸的非法进口。此外，必须销毁走私或非法进口到该国的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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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违反新规定者，将面临警告记录或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4、美国拟批准进口巴拉圭新鲜牛肉 

据美国联邦公报消息，3 月 27 日，美国农业部动植物卫生检验局（APHIS）

发布 2023-05889 号文件，拟批准进口巴拉圭新鲜牛肉。 

动植物卫生检验局（APHIS）提议修订某些动物、肉类和其他动物产品的进

口条例，允许在一定条件下从巴拉圭进口新鲜(冷藏或冷冻)牛肉。基于风险分析

的证据，已经确定，只要满足某些条件，从巴拉圭进口新鲜牛肉是安全的。这一

行动将允许从巴拉圭进口新鲜牛肉到美国，同时继续保护美国免受口蹄疫的传入。

所有评论需在 2023 年 5 月 26 日之前提交。 

从乌拉圭进口牛肉和羊肉需要满足的条件如下： 

（1）肉类是来自出口地区出生、饲养和屠宰的动物。 

（2）在过去的 12 个月里，出口地区没有发生过口蹄疫疫情。 

（3）牛或羊的产地在任何为向美国出口肉类而屠宰的牛或羊的时间段内没

有发生过口蹄疫疫情。 

（4）牛或羊是直接从产地运到屠宰厂的，与其他动物没有任何接触。 

（5）牛或羊在屠宰厂接受宰前和宰后兽医检查，特别注意头和脚，没有发

现水疱病。 

（6）屠宰后，在去除任何骨头、血块或淋巴组织之前，将动物尸体放在冷

却器中熟化。不得进口的牛羊部分包括头、脚、驼峰、蹄和内脏的所有部分。 

（7）所有骨头、肉眼可见的血块和淋巴组织都已从出口的肉中去除(但是，

在条例所列的某些条件下，可以从乌拉圭进口带骨头的羊肉)。 

（8）这些肉没有接触过除了§94.1(a)列出的地区以外的其他地区的肉。 

5、阿媒：中国进口阿根廷牛肉猛增 

据阿根廷美洲通讯社网站 3 月 28 日报道，阿根廷罗斯甘畜牧业市场公司的

一份报告指出，阿根廷今年头两个月的牛肉出口量同比增长 19.6%，以带骨牛肉

重量计算达到 14.68 万吨。 

该公司表示，过去每年头两个月都不是出口高峰期，因为在中国春节期间需

求量会减少。然而，今年中国在这两个月中继续以非常平稳的速度购买，来自阿

根廷方面的数据显示，每月采购量约为 5.5 万吨，同比增长 22%。 

该报告解释说：“显然，中国的牛肉需求正日益增长。”根据最新预测，中

国今年的牛肉进口需求有望达到新高。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两个月该国的牛肉

进口量约为 42.3 万吨，同比增加约 37%。 

从这个意义上说，2018 年的非洲猪瘟疫情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中国人的饮

食结构变化，因为需要用其他动物蛋白来源弥补猪肉的短缺。 

 

三、国际疫情动态 

非洲猪瘟  

1、3 月 16、21 日，匈牙利通报索博尔奇-索特马尔-拜赖格州等 5 地发生 31 起野猪非洲

猪瘟疫情。  

2、3 月 16 日，塞尔维亚通报尼沙瓦县等 3 地发生 2 起家猪和 16 起野猪非洲猪瘟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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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月 17 日，俄罗斯通报克拉斯诺亚尔边疆区等 2 地发生 1 起野猪和 1 起家猪非洲猪

瘟疫情。  

4、3 月 17 日，罗马尼亚通报登博维察县等 3 地发生 1 起野猪和 3 起家猪非洲猪瘟疫

情。  

5、3 月 17 日，波兰通报西滨海省等 3 地发生 76 起野猪非洲猪瘟疫情。  

6、3 月 20 日，摩尔多瓦通报索罗卡区等 2 地发生 1 起野猪和 1 起家猪非洲猪瘟疫情。  

7、3 月 21 日，拉脱维亚通报库兹米尔市发生 6 起野猪非洲猪瘟疫情。  

8、3 月 22 日，意大利通报利古里亚大区发生 16 起野猪非洲猪瘟疫情。 

禽流感 

1、3 月 1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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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月 16 日，比利时通报福莱芒大区发生 14 起野禽 H5 亚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  

3、3 月 16 日，不丹通报萨姆齐宗发生 1 起野禽 H5N1 亚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  

4、3 月 16 日，日本通报新泻县等 6 地发生 15 起野禽 H5N1 亚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  

5、3 月 15 日，哥伦比亚通报纳里尼奥省发生 1 起野禽 H5N1 亚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  

6、3 月 15 日，乌拉圭通报马尔多纳多省发生 1 起野禽 H5N1 亚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  

7、3 月 16 日，乌拉圭通报蒙得维的亚省发生 1 起野禽 H5 亚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  

8、3 月 16 日，德国通报石勒苏益格荷尔施泰因州等 5 地发生 2 起家禽和 5 起野禽 H5N1

亚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  

9、3 月 16 日，瑞士通报苏黎世州等 4 地发生 25 起野禽 H5N1 亚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疫

情。  

10、3 月 17 日，奥地利通报维也纳州等 2 地发生 11 起野禽 H5N1 亚型高致病性禽流感

疫情。  

11、3 月 16 日，美国通报蒙大拿州发生 3 起野生动物 H5N1 亚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  

12、3 月 16 日，美国通报密歇根州等 5 地发生 2 起野禽和 6 起家禽 H5N1 亚型高致病

性禽流感疫情。  

13、3 月 17 日，丹麦通报腓特烈堡州发生 1 起家禽 H5N1 亚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  

14、3 月 20 日，波兰通报大波兰省发生 5 起野禽 H5N1 亚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  

15、3 月 17 日，英国通报英格兰发生 1 起家禽和 2 起野禽 H5N1 亚型高致病性禽流感

疫情。  

16、3 月 17 日，智利通报塔拉帕卡大区等 3 地发生 4 起海洋哺乳动物 H5N1 亚型高致

病性禽流感疫情。  

17、3 月 21 日，斯洛文尼亚通报萨维尼亚区等 4 地发生 4 起野禽 H5N1 亚型高致病性

禽流感疫情。  

18、3 月 20 日，阿根廷通报内乌肯省等 4 地发生 11 起野禽和 1 起家禽 H5 亚型高致病

性禽流感疫情。  

19、3 月 22 日，意大利通报艾米利亚罗马涅大区等 3 地发生 1 起家禽和 36 起野禽 H5N1

亚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  

20、3 月 22 日，瑞典通报斯科纳省发生 1 起家禽 H5N1 亚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  

21、3 月 22 日，尼泊尔通报巴格马蒂区发生 1 起家禽 H5N1 亚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 

其他动物疫病  

1、3 月 16 日，土耳其通报阿勒省等 2 地发生 2 起 SAT2 型口蹄疫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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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月 20 日，伊拉克通报巴格达省等 4 地发生 4 起 SAT2 型口蹄疫疫情。  

3、3 月 22 日，利比亚通报德尔纳区发生 1 起 O 型口蹄疫疫情。  

4、3 月 15 日，意大利通报萨丁大区发生 2 起流行性出血病疫情。  

5、3 月 17 日，摩尔多瓦通报基希纳乌市发生 1 起新城疫疫情。  

6、3 月 20 日，英国通报英格兰康沃尔郡发生 1 起非典型 H 型牛海绵状脑病疫情。  

7、3 月 17 日，亚美尼亚通报埃里温市发生 1 起狂犬病疫情。 

 

四、市场信息 

1、猪肉概念股大幅拉升 巨星农牧涨停 新五丰连续两日大涨 

农业板块 31 日盘中再度活跃，猪肉、鸡肉股表现亮眼。截至发稿，播恩集

团、巨星农牧涨停，昨日涨停的新五丰涨超 9%，京基智农超 7%，天康生物涨超

6%，温氏股份、唐人神涨约 5%，新希望涨约 4%。 

巨星农牧强势涨停，公司 29 日晚间披露的 2022 年年度报告显示，公司全年

实现营业收入 39.68 亿元，同比增长 33.02%；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58 亿元，同比下降 38.96%；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8 亿元，同比下降

8.9%。公司表示，报告期内，公司专注精细化管理，采取多种降本增效措施，持

续降低成本。生猪养殖方面，面对年内生猪价格反季节波动且振幅较大的复杂形

势，专注于提高生产指标、降低生产成本，同时抓住市场阶段机遇，及时调整销

售节奏，在生猪价格较高的时期加大销售，在艰难的环境下取得了较好的经营业

绩。 

新五丰盘中再度涨停，公司昨日晚间发布 2022 年度业绩预告更正公告，本

次业绩预告更正后，预计 2022 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6000 万

元到-8000 万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事项后，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预计

-1.55 亿元到-1.75 亿元。此前，公司预计 2022 年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800 万元到 1200 万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事项后，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预计-9200 万元到-13800 万元。 

公司表示，公司发布业绩预盈公告时是基于行业周期趋势，预测生猪市场价

格进入上涨阶段，对 2023 年 1-6 月份生猪市场价格预测较为乐观。根据目前 2023

年 1-3 月生猪实际价格情况，基于谨慎性原则，计提消耗性生物资产减值准备约

6400 万元。 

同日晚间，新希望亦发布了业绩预告修正公告，本次业绩预告更正后，预计

2022 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 13.5 亿元—15.5 亿元，此前预

计为亏损 4.1 亿元—6.1 亿元。 

公司表示，一季度生猪市场行情及北方地区疫病情况发生了较大变化，华信

会所进场审计后发现，由于上述变化，一季度各月(特别是 2 月和 3 月)生猪市场

价格与此前公司以当期各月生猪期货价格为主要基础预计的生猪价格有一定程

度差异，且一季度(特别是 2 月和 3 月)山东、河北等北方区域生猪疫病影响程度

也超出了 2022 年末行业的预期，导致公司 2022 年末部分消耗性生物资产和生

产性生物资产产生了在资产负债表日超出原有预期的减值。依据相关规定，公司

拟就对 2022 年 12 月 31 日的生物资产超出原有预期外部分的减值进行计提，共

计约 12.35 亿元，其中消耗性生物资产增加计提减值 4.88 亿元，生产性生物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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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计提减值 7.47 亿元。 

对于生猪板块，浙商证券指出，据博亚和讯统计，1、2 月全国生猪均价分别

为 14.87、14.75 元/公斤；1、2 月自繁自养头均分别亏损 258.51、337.01 元；1、

2 月外购养殖头均分别亏损 357.27、382.46 元。考虑到 3 月份猪价反弹高度有限，

整体波动区间不大，预计 3 月生猪养殖头均亏损与 2 月相近，一季度生猪养殖板

块业绩承压。 

该机构判断 4 月生猪市场将延续供强需弱格局，猪价有进一步下跌的可能，

持续亏损下母猪产能有望继续出清。持续的去产能有望在未来催生更加璀璨的猪

周期，当前生猪板块估值处于历史底部，股价下探的空间相对有限，产能加速去

化将成为板块核心催化。推荐养殖成本领先的龙头牧原股份、出栏高速增长的温

氏股份、兼具出栏弹性和安全边际的新五丰、天康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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