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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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月份第 1 周（采集日为 5 月 4 日）生猪产品、鸡蛋、商品代肉雏鸡、生鲜

乳价格下跌，鸡肉、豆粕价格上涨，商品代蛋雏鸡、牛羊肉、玉米、配合饲料价

格持平。 

 

品类：猪肉 

全国仔猪平均价格 36.70 元/公斤，比前一周下跌 0.1%，同比上涨 24.8%。山

东、江苏、山西、河北、上海等 14 个省份仔猪价格上涨，福建、甘肃、湖南、

新疆、四川等 14 个省份仔猪价格下跌，天津价格持平。华中地区价格较高，为

40.38 元/公斤；西南地区价格较低，为 30.83 元/公斤。全国生猪平均价格 14.68

元/公斤，比前一周下跌 0.6%，同比下跌 1.4%。天津、海南、山西、宁夏、云南

等 7 个省份生猪价格上涨，福建、江西、广东、辽宁、山东等 22 个省份生猪价

格下跌，江苏价格持平。华东地区价格较高，为 15.03 元/公斤；东北地区价格较

低，为 14.15 元/公斤。全国猪肉平均价格 24.63 元/公斤，比前一周下跌 0.1%，

同比上涨 0.5%。天津、江苏、宁夏、山西、海南等 11 个省份猪肉价格上涨，辽

宁、江西、黑龙江、山东、河北等 18 个省份猪肉价格下跌，广西价格持平。华

南地区价格较高，为 29.98 元/公斤；东北地区价格较低，为 20.63 元/公斤。 

 

品类：禽肉（蛋） 

全国鸡蛋平均价格 11.50 元/公斤，比前一周下跌 0.6%，同比下跌 0.8%。河

北、辽宁等 10 个主产省份鸡蛋价格 10.45 元/公斤，比前一周下跌 1.1%，同比下

跌 3.9%。全国鸡肉平均价格 24.10 元/公斤，比前一周上涨 0.1%，同比上涨 5.4%。

商品代蛋雏鸡平均价格 3.91 元/只，与前一周持平，同比上涨 4.8%。商品代肉雏

鸡平均价格 3.64 元/只，比前一周下跌 5.7%，同比上涨 12.3%。 

 

品类：牛羊肉 

全国牛肉平均价格 86.20 元/公斤，与前一周基本持平，同比下跌 0.6%。河

北、辽宁、吉林、山东和河南等主产省份牛肉价格 77.13 元/公斤，比前一周下跌

0.3%。全国羊肉平均价格 80.87 元/公斤，与前一周基本持平，同比下跌 1.8%。

河北、内蒙古、山东、河南和新疆等主产省份羊肉平均价格 74.70 元/公斤，比前

一周上涨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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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周行业要闻摘要 

【猪业】 

1、美国农业部 2023 年猪肉产量最新预测 

据 4 月 11 日《世界禽畜市场与贸易》报告，美国农业部更新了对 2023 年的

相关预测，预计世界猪肉产量和国际贸易将下降。 

前景展望 

欧盟猪肉产量预计将同比下降 3%。有关环境法规的不断完善和饲养成本的

上涨导致养殖户利润下降，并可能会继续抑制生产。由于成本增加，欧盟猪肉价

格失去了市场竞争力，预计欧盟对中国、日本和韩国的出口将共计下降 10%。 

由于产业投资不断增长和逐渐摆脱非洲猪瘟(ASF)所带来的影响，越南猪肉产

量预计增长 6%。 

由于价格极具竞争力，巴西国内需求和出口依然强劲，预计巴西猪肉产量同

比增长 2%。 

由于消费需求依然强劲，预计中国猪肉产量将略增长。 

预计加拿大 2023 年出口量同比下降 4%。部分屠宰场关闭和相对较高的饲料

价格将对加拿大猪肉生产造成压力，并使其出口量有所下降。 

由于日本和中国香港放宽入境政策管制，预计此举将刺激酒店和餐饮机构对

中国加工猪肉产品的需求，预计中国的加工猪肉出口将会增加。 

预计美国猪肉产量将同比略增 1%，原因是一直较为强劲的生猪屠宰在今年

第一季度有所放缓。由于美国市场竞争力的增强和欧盟出口的下降，预计 2023

年美国猪肉出口将略增长，对中国、日本和韩国的出口将小幅增长。 

全球预测 

2023 年世界猪肉产量预计将达到 1.143 亿吨，较 2022 年的 1.146 亿吨同比

下降 0.2%。 

全球出口量预计将从 989 万吨降至 988 万吨，同比下降 0.1%。 

全球进口量预计将从 1100 万吨降至 1060 万吨，同比下降 3.4%。 

表观消费量预计将从 1.134 亿吨增至 1.137 亿吨，同比增长 0.2%。 

洲际预测 

拉丁美洲预计将成为增幅最大的区域。2023 年产量预计达到 808 万吨，较

2022 年的 789 万吨增长 2.4%；出口量达到 189 万吨，同比增长 3.3%；进口量预

计将下降 0.3%，表观消费量将增长 1.5%。 

由于中国和越南国内供给增加，亚洲产量预计达到 6340 万吨，同比增长 0.5%；

进口量预计增长 0.1%，达到 570 万吨。 

就整个美洲而言，产量预计增长 1.2%，达到 2250 万吨；进口量预计下降 4.3%

至 269 万吨；出口量预计增长 0.4%至 614 万吨。 

欧洲产量预计下降 2.9%，至 2750 万吨；出口量预计下降 9.2%至 420 万吨。 

非洲产量预计增长 3.2%，达到 50 万吨。 

大洋洲产量预计下降 2.3%，至 50 万吨。 

国家预测 

中国猪肉产量预计为 5550 万吨，同比增长 0.2%；预计进口量达到 220 万吨

同比增长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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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猪肉产量预计为 2180 万吨，同比下降 3.2%；出口量预计达到 380 万吨，

同比下降 10.3%；进口量预计为 12.5 万吨，同比增长 3.3%。 

美国猪肉产量预计为 1240 万吨，同比增加 1.4%；出口量预计达到 290 万吨，

同比增长 0.7%。 

虽然日本进口量预计将下降 3.5%，其仍将以 150 万吨的进口量成为世界第

二大猪肉进口国。 

巴西猪肉产量预计为 440 万吨，同比增长 1.7%；出口量预计达到 140 万吨，

同比增长 5.4%。 

墨西哥猪肉产量预计为 160 万吨，同比增长 2.6%；虽然今年进口量预计将

下降 1.6%至 127 万吨，但墨西哥仍将是世界第三大猪肉进口国和拉美区域主要

进口国。 

 

【牛羊业】 

1、哥斯达黎加国家畜牧业公司警告：厄尔尼诺现象将影响畜牧业 

哥斯达黎加国家畜牧业公司（Corfoga）近日表示，今年一季度哥斯达黎加肉

牛出栏量为 162 万头，同比减少了约 2800 头。虽然只是轻微减产，但出栏量下

降主要与气候变化有关，这应当引起农户们的重视。 

哥斯达黎加《民族报》5 月 9 日报道，Corfoga 执行董事路易斯·迭戈·奥班

多（Luis Diego Obando）指出，哥斯达黎加乔罗特加地区（Chorotega）的肉牛养

殖业正在经历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即将到来的厄尔尼诺现象将导致降雨量减少、

入夏时间提前、夏季延长，因此 Corfoga 建议畜牧业农户采取预防措施，例如采

用合理的养殖方式、为牲畜建立遮阳设施、确保牲畜每日能够摄入矿物质等。 

哥斯达黎加农业和畜牧业部副部长费尔南多·巴尔加斯（Fernando Vargas）

同样呼吁农民提高警惕，重视厄尔尼诺现象，同时关注农业和畜牧业部发布的信

息。 

4 月底联合国粮农组织（FAO）曾警告称，持续了 3 年的拉尼娜现象已经结

束，与之相对的厄尔尼诺现象即将出现，这将给中美洲的粮食安全带来极大威胁。

根据专业组织的预测，厄尔尼诺现象或将于 6 月开始。 

 

【禽（蛋）业】 

1、欧盟评估地克珠利作为蛋鸡和野鸡饲料添加剂的环境安全性 

5 月 5 日，据欧盟食品安全局（EFSA）消息，根据欧盟委员会的要求，欧洲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被要求就双氯脲（Coxiril®）作为蛋鸡和野鸡的抗球虫饲料添

加剂的环境安全性发表科学意见。在之前的评估中，动物饲料中使用的添加剂和

产品或物质小组（FEEDAP）无法就 Coxiril®在酸性土壤中使用双氯脲产生的风险

得出最终结论。根据提供的新数据，FEDAP 小组更新了之前的结论如下：当在建

议的使用条件下（在酸性和非酸性土壤中）将双氯脲用于饲养蛋鸡和野鸡时，预

计陆地隔间和沉积物不会有风险。预计酸性和非酸性土壤都不会对地下水产生任

何影响。由于缺乏数据，因此无法对水生隔室得出任何结论。双氯脲不具有生物

累积的潜力；因此，二次中毒的风险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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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英国家禽协会首席执行官理查德·格里菲斯：英国家禽业无法维持生产，整

个家禽产业正处于崩溃边缘 

英国政府宣布从 4 月起，英格兰、威尔士和苏格兰家庭使用的生活能源价格

涨幅最高将提升 54%，即每个家庭平均每年为燃气、电力等能源付费达到 1971

英镑（折合人民币约 17048 元/年）。虽然政府同时推出了相应的财政补偿计划，

但还是引起了国内大量市民的反对与抗议。 

英国家禽协会首席执行官理查德·格里菲斯表示：“在市场异常状况下，企

业的生产成本无法得到市场的有效回报，导致家禽业无法维持生产，整个家禽产

业正处于崩溃边缘。此外，禽流感以及英国脱欧所带来的纷争，都导致家禽生产

商难以获得与生产成本相匹配的产品价格。英国农民面临着能源、劳动力等成本

的大幅上升，很多农民根本无法负担目前的生产成本。” 

 

【肉类贸易与市场】 

1、越南禽肉出口乐观 2 月出口超 16 亿美元 

越南农业与农村发展部养殖局表示，2023 年 2 月，越南对各市场的加工过

禽肉出口额超过 16 亿美元，是上月的两倍，并同比增加 8650 万美元。2023 年

第一季度，越南全国家禽养殖活动发展稳定。家禽群约达 5.514 亿只，同比增长

2.4%；禽肉产量约达 56.32 万吨，同比增长 4.2%；鸡蛋产量约达 47 亿个，同比

增长 4.5%，禽肉出口活动在 2023 年初释放了积极的复苏信号。基于国内养殖情

况的良好态势，越南养殖局将定期更新和提供市场信息，以制定符合于国内外供

求的生产计划。同时，加强对接并扩大市场，为越南的畜禽产品出口创造便利条

件。 

2、越南出口超过 5800 吨肉类及肉制品 

来自越南工贸部进出口司的消息称，2023 年第一季度，越南出口肉类和肉

类制品 5830 吨，价值 2562 万美元，与 2022 年同期相比，数量增长 70.3%，价

值增长 81.2% 。 

出口的肉类及肉制品种类主要有冷冻凤爪（主要销往中国）、冷冻整只乳猪

（只销往中国香港市场）。 

冷冻田鸡肉（主要销往比利时、美国、法国）、鲜、冷、冻猪肉（销往巴布

亚新几内亚、老挝、马来西亚市场），主要出口市场是亚洲。其中，出口到中国

香港的最多，分别占全国肉类及肉制品出口总量的 44.04%和 64.84%。 

具体而言，越南向香港市场出口了近 2,570 吨，价值 1,661 万美元，与 2022

年第一季度相比，数量和价值分别增长了 79.8%和 102%。 

3、菲律宾肉鸡产业受进口冷冻鸡肉涌入冲击 

据《菲律宾星报》5 月 6 日报道，2023 年第一季度菲至少进口了 14.25 万吨

冷冻鸡肉，其中 1 月为 3.83 万吨，2 月为 5.44 万吨，3 月为 4.98 万吨。截至 4

月 27 日，菲各地冷库中至少还有 5.46 万吨进口鸡肉。由于非洲猪瘟对许多国家

的影响，进口鸡肉相比猪肉价格更便宜。当前，肉鸡农场收购价为每公斤 90 比

索（约 11.2 元），而生产成本为每公斤 100-110 比索（约 12.5-13.7 元），养殖

户难以盈利，而菲农业部 5 月 5 日监测数据显示，肉鸡市场零售价为每公斤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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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 比索（约 20-25 元）。 

4、2023 年巴西牛肉出口量占全球总出口量的四分之一 

巴西《经济价值报》消息，据美国农业部预计，今年巴西牛肉出口量将超过

300 万吨，同比增长近 4%，占全球牛肉贸易出口总量的四分之一。据美国农业部

估计，今年巴西牛肉产量应达到 1057 万吨，同比增长 2.13%，全球牛肉产量 5915

万吨，略低于上年水平。 

5、4 月巴西猪肉对华出口 3.18 万吨 环比 3 月下降 8% 

5 月 6 日，Comexstat 发布 4 月巴西肉类出口数据，4 月巴西猪肉出口总量为

9.30 万吨，环比 3 月下降 2.4%，同比上升 14.1%，金额为 2.36 亿美元，环比上

升 1.6%，同比上升 30.2%。其中 4 月巴西猪肉对华出口量为 3.18 万吨，环比下

降 8.0%，同比上升 8.2%。 

分析 

继 3 月备货高峰后，4 月巴西猪肉出口量出现小幅回落属于正常现象，作为

巴西猪肉的主要出口目的地的中国大陆，五一节后进入消费需求淡季，对巴西猪

肉出口影响较大。不过菲律宾、新加坡等其他国家猪肉需求稳步增长，弥补了部

分中国需求下降。展望 5 月，由于 6-7 月中国消费需求位于低位且猪源充足，对

进口冻品需求较小，预计巴西猪肉出口量仍有小幅回落。 

此外 4 月巴西猪肉出口至墨西哥有大幅增长，达到 1823 吨，较 3 月的 189

吨大幅上涨 867%，市场份额稳步提升中；但出口至加拿大的猪肉仅 75 吨，较 3

月的 275 吨下降了 73%，为了在加拿大市场寻找新的机会，巴西家禽和猪肉出口

商将于 5 月 9 日至 11 日参加由巴西动物蛋白协会（ABPA）牵头，与巴西贸易和

投资促进局（ApexBrasil）合作在多伦多举行的 SIAL 加拿大展期间开展的活动，

ABPA 将在活动中拥有一个专属展位，在那里将进行形象和商业推广活动，五家

农业企业已经确认参加：Aurora Alimentos、BRF、Pamplona Alimentos、Seara 

Alimentos 和 Somave Alimentos，预计后续巴西猪肉在加拿大的市场份额将得到

快速提升。 

6、乌拉圭冷冻牛骨获准进入中国市场 法国新增一批工厂获批出口猪产品 

海关总署最新数据显示，5 月 10 日乌拉圭冷冻牛骨获准进入中国市场。 

当前正值乌拉圭农牧渔业部（MLAF）部长 Fernando Mattos 率代表团访华期

间，预计在双方重新开启自贸协议谈判后更多的牛副产品如牛肚、牛舌等也能实

现对华出口。 

同时法国冷冻猪产品、熟制猪肉、腌制猪肉产品又有一批工厂获批。 

据牧集此前报道，法国在今年 3 月新增 15 家输华工厂，加上之前的 81 家，

现在共有 96 家猪肉工厂有对华出口资质。 

 

三、国际疫情动态 

非洲猪瘟  

1、4 月 27 日，波兰通报西滨海省等 5 地发生 44 起野猪非洲猪瘟疫情。  

2、4 月 28 日，罗马尼亚通报雅西县等 6 地 发生 8 起野猪和 4 起家猪非洲猪瘟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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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  

3、4 月 28 日，乌克兰通报沃林州发生 1 起野猪非洲猪瘟疫情。  

4、4 月 28 日，捷克通报立贝茨克州发生 1 起野猪非洲猪瘟疫情。  

5、5 月 2 日，拉脱维亚通报维兹米市发生 2 起野猪非洲猪瘟疫情。  

6、5 月 3 日，意大利通报皮埃蒙特大区发生 34 起野猪非洲猪瘟疫情。  

7、5 月 3 日，摩尔多瓦通报冈代米尔区发生 1 起野猪非洲猪瘟疫情。  

8、5 月 2 日，希腊通报马其顿和特雷斯大区发生 1 起家猪非洲猪瘟疫情。 

禽流感 

1、4 月 27 日，瑞典通报斯德哥尔摩省发生 1 起野禽 H5N1 亚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疫

情。  

2、4 月 27 日，匈牙利通报巴奇基什孔州发生 1 起家禽 H5N1 亚型高致病性禽流感

疫情。  

3、4 月 28 日，奥地利通报维也纳州等 3 地发生 5 起野禽 H5N1 亚型高致病性禽流

感疫情。  

4、4 月 28 日和 5 月 2 日，捷克通帕尔杜比采州等 3 地发生 3 起野禽和 1 起家禽

H5N1 亚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  

5、4 月 27 日，美国通报纽约州等 2 地发生 3 起野生动物 H5N1 亚型高致病性禽流

感疫情。  

6、4 月 27 日，美国通报科罗拉多州等 2 地发生 2 起野禽 H5N1 亚型高致病性禽流

感疫情。  

7、4 月 28 日，波兰通报马佐夫舍省等 3 地发生 5 起野禽 H5N1 亚型高致病性禽流

感疫情。  

8、4 月 27 和 5 月 1 日，加拿大通报魁北克省等 3 地发生 9 起家禽和 3 起野禽 H5N1

亚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  

9、5 月 2 日，加拿大通报魁北克省发生 1 起野生动物 H5N1 亚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疫

情。  

10、5 月 2 日，南非通报西开普省等 2 地发生 1 起家禽和 3 起野禽 H5 亚型高致病

性禽流感疫情。  

11、5 月 2 日，比利时通报布鲁塞尔大区等 2 地发生 3 起野生动物 H5N1 亚型高致

病性禽流感疫情。  

12、5 月 2 日，德国通报下萨克森州等 3 地发生 8 起野生动物 H5N1 亚型高致病性

禽流感疫情。  

13、5 月 1 日，加拿大通报曼尼托巴省发生 1 起野禽 H5 亚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  

14、4 月 28 日，智利通报比奥比奥大区等 2 地发生 1 起家禽 H5N1 亚型高致病性禽

流感疫情。  

15、4 月 28 日，阿根廷通报布宜诺斯艾利斯市等 5 地发生 7 起野禽 H5N1 亚型高致

病性禽流感疫情。  

16、4 月 28 日，阿根廷通报布宜诺斯艾利斯市等 2 地发生 2 起家禽 H5 亚型高致病

性禽流感疫情。  

17、4 月 28 日，英国通报威尔士等 3 地发生 1 起家禽和 8 起野禽 H5N1 亚型高致病

性禽流感疫情。 



 
 

8/13 
 

中国国际肉类产业商之桥 

ChinaInternationalMeatIndustryBusinessBridge 肉类贸易信息周报 

InternationalMeatTradeWeekly 

其他动物疫病  

1、5 月 3 日，科摩罗通报恩嘉济贾岛发生 30 起 SAT1 型口蹄疫疫情。  

2、5 月 3 日，意大利通报伦巴第大区发生 1 起新冠病毒感染疫情。 

 

四、市场信息 

1、贵州：到 2025 年培育和引进预制菜优强企业不少于 50 家 其中亿元级以上

龙头企业不少于 10 家 

日前，贵州省商务厅等 15 部门印发《加快推进贵州省生态特色预制菜产业

高质量发展十二条措施》，提出充分发挥贵州食材资源丰富，生态营养健康的天

然优势，发动全省各地培育和开发具有现代潮流、乡土特色、民族风情的优质黔

味预制名菜，传承弘扬黔菜美食文化，推动黔菜成为国内外具有广泛影响力和良

好美誉度的知名菜系。围绕蔬菜、天麻、灵芝、石斛、食用菌、生态家畜（禽）、

淡水渔业等生态农产品；粉、面、荞、饭等地方主食，酸、辣、酱、麻等特色调

味品，重点打造黔味绿色生态的“酸汤鱼系列”“辣子鸡系列”“蒸菜系列”“腊

味制品系列”“山珍系列”等预制黔菜单品。黔东南州、黔南州、黔西南州和毕

节市大力推动酸汤系列、清真菜、土司菜、民族菜转化为预制菜；遵义市、安顺

市、铜仁市、六盘水市大力开发牛、羊、猪肉系列，“辣椒+”系列的家常预制

菜；贵阳市大力开发小吃型、休闲型、时尚型预制菜。全省各地突出“功能性”

预制菜，大力发展药食同源预制菜产品。 

措施明确，各地通过盘活存量，依托龙头企业，引入第三方建设等方式发展

预制菜产业园区，鼓励预制菜企业和上下游配套企业集中入园发展，推动产品协

作配套、品牌共建共有。到 2025 年在全省建设 20 个功能完善、设施完备、服务

配套的产业集中区，打造特色鲜明、辐射面广、带动性强的产业集群。到 2025

年，分批分类培育和认定省级预制菜生产基地 20 个。鼓励中央厨房企业与预制

菜上下游企业合作，支持预制菜生产企业、连锁经营餐饮企业推广“原料基地+

中央厨房+冷链配送”模式。 

措施提出，建立全省预制菜企业、产品名录，制定“一企一策”帮扶政策，

培育一批行业“领头羊”企业。围绕贵州省预制菜产业链关键环节，加大产业招

商，招引一批国内外预制菜龙头企业和产业链上下游配套企业入黔发展。加大金

融支持预制菜产业力度，通过农业基金等省级政府投资基金对符合条件的预制菜

企业予以支持。到 2025 年，培育和引进预制菜优强企业不少于 50 家，其中亿元

级以上龙头企业不少于 10 家。鼓励有条件的企业上市，对符合条件的新增预制

菜上市企业进行奖励。到 2025 年，全省预制菜销售额突破 150 亿元。 

2、海关总署：即日起允许符合相关要求的法国猪肉进口 

据海关总署网站消息，5 月 11 日，海关总署发布 2023 年第 48 号公告(关于

进口法国猪肉检验检疫要求的公告)，即日起允许符合要求的法国猪肉进口。公

告全文如下： 

根据我国相关法律法规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和法兰西共和国农业与

粮食主权部有关中国从法国进口猪肉检验检疫要求的规定，即日起，允许符合相

关要求的法国猪肉进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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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检验检疫依据 

(一)法律法规以及部门规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及其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境动

植物检疫法》及其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商品检验法》及其实施条

例、《国务院关于加强食品等产品安全监督管理的特别规定》，以及《中华人民

共和国进出口食品安全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口食品境外生产企业注

册管理规定》等。 

(二)双边议定书。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和法兰西共和国农业与粮食主权部关于中国从

法国进口猪肉的检验检疫和兽医卫生条件议定书》。 

二、允许进口产品 

允许进口的猪肉是指猪胴体的任何可食用部分，包括内脏。 

三、生产企业要求 

向中国输出猪肉的屠宰和加工企业应符合中国和法国的法律法规中有关猪

肉屠宰加工企业的兽医卫生和公共卫生的要求。 

企业的注册程序如下： 

—法方向中方推荐申请注册的企业名单并提供相关资料。 

—中方在对所提供资料尽快审核的基础上，派出专家评审组对所推荐的企业

及相应的兽医和公共卫生体系进行实地评审。 

—中方的实地评审应得到法方的协助。 

—中方完成实地评审后，将评审情况尽快通知法方：中方组织专家对评审报

告进行审核，并尽快通知法方已批准的注册企业名单。 

四、检验检疫要求 

(一)动物疫病管理。 

法国确认其境内无口蹄疫、猪捷申病、牛瘟、猪水泡病和猪瘟。 

关于非洲猪瘟，适用 2021 年 12 月 13 日签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与法兰西共和国

农业和食品部关于非洲猪瘟区域化管理的合作协议》的规定。 

(二)用于生产向中国输出猪肉的猪须符合的条件。 

1.出生并一直饲养于法国； 

2.来自过去六个月内未发生过炭疽病、布鲁氏杆菌病、伪狂犬病、传染性胃

肠炎、结核病和旋毛虫病的农场； 

3.来自过去六个月未发生猪呼吸系统发育不良综合征临床症状的农场； 

4.来自在过去六个月内未因发生过法国动物卫生法规规定应申报的猪病而

受到限制或监测的农场。 

(三)加工过程要求。 

1.依照法国和欧盟的有关法律法规对用于生产出口猪肉的猪实施宰前和宰

后检验检疫； 

2.所有屠宰的猪是健康的，没有任何传染病的临床症状，胴体和脏器无病理

变化； 

3.产品中兽药、农药、重金属和其他有毒、有害物质的残留量不超过欧盟和

中国规定的最高限量； 

4.产品没有被致病微生物污染，符合欧盟及中国的法律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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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产品是卫生、安全的，适合人类食用。 

(四)存放要求。 

在存放猪肉的冷库中，应当有存放向中国输出猪肉的专门区域。 

五、证书要求 

向中国输出的每一批猪肉应随附一份正本卫生证书，证明该批产品符合法国

兽医和公共卫生法律法规及双边议定书的有关内容。 

卫生证书用中文和法文写成，卫生证书的格式、内容须事先获得双方认可。 

六、包装、储存和运输要求 

产品必须用符合国际卫生标准的全新材料包装。包装外要用中法文标明品名、

重量、生产厂名称、地址、注册编号、储存条件和生产日期，并施加经中方认可

并备案的检疫检疫合格标志。 

产品从包装、存放到运输的全过程，均应符合卫生条件，防止有毒有害物质

的污染。冷藏肉的中心温度不应高于-18。货物装入集装箱后，在法国官方兽医监

督下加施铅封，铅封号须在卫生证书中注明。运输过程中不得拆开及更换包装。 

特此公告。 

海关总署 

2023 年 5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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