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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5 期  总第 66 期 

一、批发价格监测 

  1. 7 月 31 日："农产品批发价格 200 指数"比上周五上升 0.33 个点 

据农业农村部监测，7 月 31 日"农产品批发价格 200 指数"为 118.36，

比上周五上升 0.33个点，“菜篮子”产品批发价格指数为 118.35，比上周

五上升 0.3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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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81 元/公斤，比上周五上升 4.8%；牛肉 70.90 元/公斤，比上周五上

升 1.1%；羊肉 64.44 元/公斤，比上周五上升 1.3%；鸡蛋 10.39 元/公斤，

比上周五上升 1.8%；白条鸡 17.79元/公斤，比上周五下降 0.4%。 

2. 8 月 1 日："农产品批发价格 200 指数"比昨天上升 0.08 个点 

据农业农村部监测，8 月 1 日"农产品批发价格 200 指数"为 118.44，

比昨天上升 0.08 个点，“菜篮子”产品批发价格指数为 118.44，比昨天上

升 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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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6 元/公斤，比昨天上升 2.2%；牛肉 70.40元/公斤，比昨天下降 0.7%；

羊肉 63.66 元/公斤，比昨天下降 1.2%；鸡蛋 10.44 元/公斤，比昨天上升

0.5%；白条鸡 17.66 元/公斤，比昨天下降 0.7%。 

3. 8 月 2 日："农产品批发价格 200 指数"比昨天下降 0.16 个点 

据农业农村部监测，8 月 2 日"农产品批发价格 200 指数"为 118.28，

比昨天下降 0.16 个点，“菜篮子”产品批发价格指数为 118.25，比昨天下

降 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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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40 元/公斤，比昨天上升 0.7%；牛肉 70.82元/公斤，比昨天上升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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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肉 63.93 元/公斤，比昨天上升 0.4%；鸡蛋 10.40 元/公斤，比昨天下降

0.4%；白条鸡 17.98 元/公斤，比昨天上升 1.8%。 

4. 8 月 3 日："农产品批发价格 200 指数"比昨天上升 0.02 个点 

据农业农村部监测，8 月 3 日"农产品批发价格 200 指数"为 118.30，

比昨天上升 0.02 个点，“菜篮子”产品批发价格指数为 118.28，比昨天上

升 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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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60 元/公斤，比昨天上升 0.9%；牛肉 70.44元/公斤，比昨天下降 0.5%；

羊肉 63.73 元/公斤，比昨天下降 0.3%；鸡蛋 10.47 元/公斤，比昨天上升

0.7%；白条鸡 18.10 元/公斤，比昨天上升 0.7%。 

5. 8 月 4 日："农产品批发价格 200 指数"比昨天上升 0.39 个点 

据农业农村部监测，8 月 4 日"农产品批发价格 200 指数"为 118.69，

比昨天上升 0.39 个点，“菜篮子”产品批发价格指数为 118.73，比昨天上

升 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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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7 元/公斤，比昨天上升 2.6%；牛肉 71.40元/公斤，比昨天上升 1.4%；

羊肉 63.78 元/公斤，比昨天上升 0.1%；鸡蛋 10.60 元/公斤，比昨天上升

1.2%；白条鸡 17.78 元/公斤，比昨天下降 1.8%。 

 

 

                                         信息来源：农业农村部市场与信息化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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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市场价格动态 

 

7 月份第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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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份第 4 周（采集日

为 7 月 26 日）生猪、猪肉、鸡蛋、鸡肉、商品代肉雏鸡、玉米、豆粕价

格上涨，仔猪、羊肉价格下跌，商品代蛋雏鸡、牛肉、生鲜乳、配合饲料

价格持平。  

  生猪产品价格。全国仔猪平均价格 31.28元/公斤，比前一周下跌

0.5%，同比下跌 30.4%。新疆、辽宁、重庆、广东、福建等 11个省份仔猪

价格上涨，宁夏、湖南、陕西、贵州、浙江等 16个省份仔猪价格下跌，

天津、内蒙古 2个省份价格持平。华中地区价格较高，为 33.87元/公

斤；西南地区价格较低，为 27.07元/公斤。全国生猪平均价格 14.76 元/

公斤，比前一周上涨 3.9%，同比下跌 32.0%。全国 30个监测省份生猪价

格全部上涨。华南地区价格较高，为 15.78元/公斤；西北地区价格较

低，为 14.18 元/公斤。全国猪肉平均价格 23.65 元/公斤，比前一周上涨

1.7%，同比下跌 30.3%。辽宁、河北、重庆、湖北、海南等 29个省份猪肉

价格上涨，江苏省猪肉价格下跌。华南地区价格较高，为 28.85元/公

斤；东北地区价格较低，为 19.93元/公斤。  

  家禽产品价格。全国鸡蛋平均价格 10.97元/公斤，比前一周上涨

2.5%，同比下跌 3.0%。河北、辽宁等 10 个主产省份鸡蛋价格 9.82 元/公

斤，比前一周上涨 4.8%，同比下跌 5.3%。全国鸡肉平均价格 23.63元/公



 

 4 / 20 

 

斤，比前一周上涨 0.4%，同比下跌 1.7%。商品代蛋雏鸡平均价格 3.65元

/只，与前一周持平，同比下跌 3.9%。商品代肉雏鸡平均价格 3.31 元/

只，比前一周上涨 1.5%，同比下跌 0.6%。  

  牛羊肉价格。全国牛肉平均价格 81.08元/公斤，与前一周基本持

平，同比下跌 6.7%。河北、辽宁、吉林、山东和河南等主产省份牛肉价格

68.72 元/公斤，比前一周上涨 0.1%。全国羊肉平均价格 77.72元/公斤，

比前一周下跌 0.1%，同比下跌 3.9%。河北、内蒙古、山东、河南和新疆

等主产省份羊肉价格 70.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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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5 元

/公斤，与前一周持平，同比下跌 8.8%。  

饲料价格。全国玉米平均价格 2.99元/公斤，比前一周上涨 0.3%，同比下

跌 0.3%。主产区东北三省玉米价格为 2.74 元/公斤，与前一周持平；主销

区广东省玉米价格 3.13 元/公斤，比前一周上涨 0.3%。全国豆粕平均价格

4.49元/公斤，比前一周上涨 1.1%，同比上涨 2.5%。育肥猪配合饲料平均

价格 3.87 元/公斤，与前一周持平，同比持平。肉鸡配合饲料平均价格

3.96元/公斤，与前一周持平，同比上涨 2.1%。蛋鸡配合饲料平均价格

3.65元/公斤，与前一周持平，同比上涨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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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7 月第 4 周（总第 30 周）畜产品、饲料集市价格 

 单位：元／公斤、元／只  

项目 本周 上年同期 前一周 同比% 环比% 

仔猪 31.28 44.95 31.43 -30.4 -0.5 

生猪 14.76 21.70 14.21 -32.0 3.9 

猪肉 23.65 33.94 23.25 -30.3 1.7 

鸡蛋 10.97 11.31 10.70 -3.0 2.5 

主产省份鸡蛋 9.82 10.37 9.37 -5.3 4.8 

鸡肉 23.63 24.03 23.54 -1.7 0.4 

商品代蛋雏鸡 3.65 3.80 3.65 -3.9 0.0 

商品代肉雏鸡 3.31 3.33 3.26 -0.6 1.5 

牛肉 81.08 86.90 81.09 -6.7 0.0 

羊肉 77.72 80.90 77.81 -3.9 -0.1 

主产省份生鲜乳 3.75 4.11 3.75 -8.8 0.0 

玉米 2.99 3.00 2.98 -0.3 0.3 

豆粕 4.49 4.38 4.44 2.5 1.1 

育肥猪配合饲料 3.87 3.87 3.87 0.0 0.0 

肉鸡配合饲料 3.96 3.88 3.96 2.1 0.0 

蛋鸡配合饲料 3.65 3.60 3.65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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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来源：农业农村部畜牧兽医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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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第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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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第 30周（2023 年 7 月 24日—7 月 30

日，下同）“农产品批发价格 200 指数”为 118.14（以 2015年为

100），比前一周降 0.37个点，同比低 4.78个点；“‘菜篮子’产品批

发价格 200 指数”为 118.09（以 2015 年为 100），比前一周降 0.44个

点，同比低 5.91 个点。  

  1.猪肉、鸡蛋价格小幅上涨。猪肉批发市场周均价每公斤 19.62 元，

环比涨 3.7%，同比低 33.2%；牛肉每公斤 70.06元，环比跌 1.1%，同比低

8.9%；羊肉每公斤 63.58元，环比跌 0.1%，同比低 4.6%；白条鸡每公斤

17.67 元，环比涨 0.2%，同比低 4.0%。鸡蛋批发市场周均价每公斤 10.11

元，环比涨 4.9%，同比低 2.4%。  

  2.多数水产品价格小幅上涨。大带鱼、花鲢鱼、鲫鱼、大黄花鱼和白

鲢鱼批发市场周均价每公斤分别为 37.86 元、17.36 元、19.05元、41.92

元和 9.01 元，环比分别涨 0.8%、0.5%、0.5%、0.4%和 0.3%；鲤鱼和草鱼

批发市场周均价每公斤分别为 14.16元和 15.90 元，环比均跌 0.1%。  

  3.蔬菜均价小幅下跌。重点监测的 28种蔬菜周均价每公斤 4.81元，

环比跌 1.2%，同比高 1.7%。分品种看，18种蔬菜价格下跌，10 种上涨，

其中，菜花、黄瓜、冬瓜、莲藕、芹菜和西红柿价格环比分别跌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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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7.5%、5.5%、5.4%和 5.2%，其余品种价格跌幅在 5%以内；韭菜价

格环比涨 3.1%，其余品种价格涨幅在 3%以内。  

  4.水果均价小幅下跌。重点监测的 6 种水果周均价每公斤 7.39元，

环比跌 1.1%，同比高 6.2%。分品种看，西瓜、鸭梨、巨峰葡萄和菠萝周

均价环比分别跌 6.8%、3.0%、0.9%和 0.2%；富士苹果和香蕉周均价环比

分别涨 1.0%和 0.3%。  

  二、国际大宗农产品价格  

  1.多数大宗农产品价格环比上涨  

  美国芝加哥商品交易所小麦和玉米最近期货合约收盘周均价每吨为

269 美元 203 美元，环比分别涨 12%和 11%，同比分别低 9%和 15%；泰国

100%B 级和 5%破碎率大米曼谷离岸周均价每吨分别为 572 美元和 557 美

元，环比均涨 4%，同比分别高 35%和 36%；国际棉花指数（SM级）每磅

100.00 美分（每吨 2205美元），环比涨 3%，同比低 17%；国际糖料理事

会原糖周均价每磅 24.31美分（每吨 536 美元），环比涨 2%，同比高

39%。  

  2.大豆和豆油价格环比下跌  

  美国芝加哥商品交易所大豆和豆油最近期货合约收盘周均价每吨分别

为 518 美元和 1395美元，环比分别跌 5%和 2%，同比分别低 10%和基本持

平。  

 

 

信息来源：农业农村部市场与信息化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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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周国际动物疫情动态-422 期 

 

  非洲猪瘟 

 

  1. 乌克兰发生 1 起家猪非洲猪瘟疫情  

  7 月 27日，乌克兰通报切尔尼戈夫州发生 1 起家猪非洲猪瘟疫情，1

头家猪感染死亡。  

  2. 波兰发生 18 起野猪和 3 起家猪非洲猪瘟疫情  

  7 月 27、28 日，波兰通报西滨海省等 10 地发生 24起野猪和 3 起家猪

非洲猪瘟疫情，40头野猪感染死亡，8头家猪感染死亡，299 头被扑杀。  

  3. 罗马尼亚发生 3 起野猪和 66 起家猪非洲猪瘟疫情  

  7 月 28日，罗马尼亚通报雅洛米察县等 7地发生 3起野猪和 66起家

猪非洲猪瘟疫情，5头野猪感染死亡，361 头家猪感染，46头死亡，377

头被扑杀。  

  4. 俄罗斯发生 3 起野猪和 3 起家猪非洲猪瘟疫情  

  7 月 28日，俄罗斯通报马里埃尔共和国等 3 地发生 3 起野猪和 3 起家

猪非洲猪瘟疫情，4头野猪感染死亡，21 头家猪感染，6 头死亡，15 头被

扑杀。  

  5. 塞尔维亚发生 13 起野猪和 47 起家猪非洲猪瘟疫情  

  8 月 1 日，塞尔维亚通报波摸拉夫列县等 4地发生 13起野猪和 47起

家猪非洲猪瘟疫情，13头野猪感染死亡，99 头家猪感染，27头死亡，379

头被扑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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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拉脱维亚发生 50 起野猪非洲猪瘟疫情  

  8 月 1 日，拉脱维亚通报兹米加尔市等 2 地发生 50 起野猪非洲猪瘟疫

情，76 头野猪感染死亡。  

  7. 克罗地亚发生 95 起家猪非洲猪瘟疫情  

  8 月 1 日，克罗地亚通报武科瓦尔-斯里耶姆县发生 95起家猪非洲猪

瘟疫情，210 头家猪感染，75 头死亡。  

  8. 匈牙利发生 1 起野猪非洲猪瘟疫情  

  8 月 1 日，匈牙利通报豪比州发生 1 起野猪非洲猪瘟疫情，1 头野猪

感染死亡。  

  9. 摩尔多瓦发生 2 起家猪非洲猪瘟疫情  

  8 月 1 日，摩尔多瓦通报卡胡尔区等 2 地发生 2 起家猪非洲猪瘟疫

情，43 头家猪感染，36头死亡，7头被扑杀。  

  10. 南非发生 6 起家猪非洲猪瘟疫情  

  8 月 2 日，南非通报高登省等 2地发生 6 起家猪非洲猪瘟疫情，178

头家猪感染死亡，21 头被扑杀。  

  11. 捷克发生 4 起野猪非洲猪瘟疫情  

  8 月 2 日，捷克通报利贝茨克州发生 4 起野猪非洲猪瘟疫情，4 头野

猪感染死亡。  

  

  禽流感  

  

  1. 芬兰发生 9 起野禽 H5N1 亚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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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月 27日，芬兰通报西芬兰省等 3 地发生 9 起野禽 H5N1 亚型高致病

性禽流感疫情，29只野禽感染死亡。  

  2. 西班牙发生 3 起野禽 H5N1 亚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  

  7 月 27日，西班牙通报加泰罗尼亚自治区发生 3起野禽 H5N1 亚型高

致病性禽流感疫情，28只野禽感染死亡。  

  3. 荷兰发生 1 起家禽 H5N1 亚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  

  7 月 27日，荷兰通报弗莱福兰省发生 1 起家禽 H5N1亚型高致病性禽

流感疫情，150只家禽感染，100 只死亡，1.1 万只被扑杀。  

  4. 芬兰发生 10 起哺乳动物 H5N1 亚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  

  7 月 28日，芬兰通报西芬兰省多家毛皮动物养殖场发生 10 起哺乳动

物 H5N1 亚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38只美洲貂、北极狐、赤狐等毛皮动

物感染死亡。  

  5. 美国发生 1 起家禽 H5N1 亚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  

  7 月 28日，美国通报纽约州一活禽交易市场发生 1起家禽 H5N1亚型

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多只家禽感染死亡。  

  6. 德国发生 9 起野禽 H5N1 亚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  

  7 月 28日，德国通报下萨克森州等 5 地发生 9 起野禽 H5N1 亚型高致

病性禽流感疫情，33 只野禽感染死亡。  

  7. 拉脱维亚发生 1 起野禽 H5N1 亚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  

  7 月 28日，拉脱维亚通报维兹米市发生 1起野禽 H5N1 亚型高致病性

禽流感疫情，1只野禽感染死亡。  

  8. 俄罗斯发生 1 起家禽和野禽 H5N1 亚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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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月 28日，俄罗斯通报沃洛格达州等 2 地发生 1起家禽和 1起野禽

H5N1亚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2.7 万只家禽感染死亡，1只野禽感染死

亡。  

  9. 英国发生 1 起家禽和 30 起野禽 H5N1 亚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  

  7 月 28、31 日，英国通报英格兰等 3 地发生 1 起家禽和 30 起野禽

H5N1亚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16 只家禽感染，6 只死亡，3298 只被扑

杀，141只野禽感染死亡。  

  10. 法国发生 14 起野禽 H5N1 亚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  

  7 月 28日，法国通报中央卢瓦尔河大区等 4 地发生 14 起野禽 H5N1 亚

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41 只野禽感染死亡。  

  11. 爱尔兰发生 1 起野禽 H5N1 亚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  

  7 月 28日，爱尔兰通报高维郡发生 1 起野禽 H5N1 亚型高致病性禽流

感疫情，8 只野禽感染死亡。  

  12. 比利时发生 1 起野禽 H5N1 亚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  

  7 月 31日，比利时通报弗莱芒大区发生 1起野禽 H5N1 亚型高致病性

禽流感疫情，1只野禽感染死亡。  

  13. 智利发生 3 起海洋野生哺乳动物 H5N1 亚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  

  7 月 31日，智利通报麦哲伦南极大区等 3地发生 3起海洋野生哺乳动

物 H5亚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3头南美海狮感染死亡。  

  14. 哥伦比亚发生 1 起野禽 H5 亚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  

  7 月 31日，哥伦比亚通报考卡省发生 1 起野禽 H5 亚型高致病性禽流

感疫情，1 只野禽感染死亡，32只被扑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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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瑞典发生 3 起野禽 H5N1 亚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  

  7 月 31日和 8月 1 日，瑞典通报哥得兰省等 2 地发生 3 起野禽 H5N1

亚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8 只野禽感染死亡。  

  16. 巴西发生 6 起野禽 H5N1 亚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  

  8 月 1 日，巴西通报圣卡塔琳娜州等 3 地发生 6 起野禽 H5N1 亚型高致

病性禽流感疫情，131 只野禽感染死亡。  

  17. 厄瓜多尔发生 1 起家禽 H5N1 亚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  

  8 月 1 日，厄瓜多尔通报通古拉瓦省发生 1起家禽 H5N1 亚型高致病性

禽流感疫情，12 只家禽感染，9 只死亡，3 只被扑杀。  

     

  其它动物疫病  

  

  1. 德国发生 1 起西尼罗热疫情  

  7 月 28日，德国通报柏林州发生 1 起西尼罗热疫情，2 只野禽感染死

亡。  

  2. 巴拿马发生 6 起新世界螺旋蝇蛆病疫情  

  7 月 28日，巴拿马通报巴拿马省发生 6 起新世界螺旋蝇蛆病疫情，

1123头（只）牛、马、绵羊、猪、家禽和家犬感染。  

 

数据来源：农业农村部畜牧兽医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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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政策、法律、法规、标准 

 

 

《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解读 

 

为了规范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行为，加强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

全监督管理，市场监管总局修订发布了《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监

督管理办法》（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81 号，以下简称《办法》）。

现就《办法》相关内容解读如下： 

一、《办法》的修订背景是什么？ 

近年来，《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

农产品质量安全法》（以下简称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相继修订，对食品安

全和农产品质量安全做出新规定。尤其是新修订的农产品质量安全法提出

建立实施农产品承诺达标合格证制度，迫切需要从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环

节明确相应衔接要求。同时，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涌现新模式，现有监管

办法和工作举措与行业发展要求和监管需求不相适应的问题日益明显，有

必要及时修订《办法》。 

二、《办法》的适用范围是什么？ 

（一）《办法》所称的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指通过食用农产品集中

交易市场、商场、超市、便利店等固定场所销售食用农产品的活动，不包

括食用农产品收购行为。 

（二）《办法》所称的食用农产品，指来源于种植业、林业、畜牧业

和渔业等供人食用的初级产品，即在农业活动中获得的供人食用的植物、

动物、微生物及其产品，不包括法律法规禁止食用的野生动物产品及其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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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释义》（中国民主法制出版

社 2023 年 3月第 1版），“植物、动物、微生物及其产品”包括在农业

活动中直接获得的未经加工的以及经过分拣、去皮、剥壳、粉碎、清洗、

切割、冷冻、打蜡、分级、包装等初加工，但未改变其基本自然性状和化

学性质的初加工产品，区别于经过加工已基本不能辨认其原有形态的“食

品”或“产品”。鱼干、菜干、果干等“干货”若仅经过简单晾晒，未经

过其他加工工艺，可以作为食用农产品上市销售。 

三、《办法》主要修订了哪些内容? 

（一）衔接落实法律法规要求。根据农产品质量安全法有关规定，将

承诺达标合格证列为采购食用农产品的有效凭证之一，并鼓励优先采购带

证的食用农产品；落实新修订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中食品安全管理人员培

训和考核、委托贮存和运输、集中交易市场开办者报告等规定。 

（二）强化市场开办者和销售者食品安全责任。规定集中交易市场开

办者履行入场销售者登记建档、签订协议、入场查验、场内检查、信息公

示、食品安全违法行为制止及报告、食品安全事故处置、投诉举报处置等

管理义务，规定食用农产品销售者履行进货查验、定期检查、标示信息等

主体责任；对鲜切果蔬等即食食用农产品明确提出做好食品安全防护等相

关要求；对群众反映“生鲜灯”误导消费者问题，增加对销售场所照明等

设施的设置和使用要求。 

（三）完善法律责任。结合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以个体散户为主的突

出特点，按照“警示为主，拒不改正再处罚”的基本原则设置法律责任，

将部分条款的罚款起点适度下调。 

四、《办法》所称的进货凭证和产品质量合格凭证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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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进货凭证是指销售者采购食用农产品时，向供货者索取并保

存，能够体现食用农产品名称、数量、进货日期以及供货者名称、地址、

联系方式等内容的相关凭证，如供货者提供的销售凭证、食用农产品采购

协议等。 

（二）产品质量合格凭证主要表现为 3 种形式：一是食用农产品生产

者或者供货者出具的农产品承诺达标合格证；二是供货者出具的自检合格

证明；三是有关部门出具的检验检疫合格证明。其中，供货者出具的自检

合格证明既包括供货者自行检验后开具的合格证明，也包括供货者委托检

验机构开展检验后开具的合格证明。 

五、《办法》如何体现与承诺达标合格证制度的衔接？ 

（一）将农产品质量安全法中规定的农产品承诺达标合格证作为产品

质量合格凭证的具体表现形式之一，并鼓励从事连锁经营和批发业务的食

用农产品销售企业优先采购带证的食用农产品。 

（二）规定集中交易市场开办者应当查验入场食用农产品的进货凭证

和产品质量合格凭证。对无法提供承诺达标合格证或者其他产品质量合格

凭证的食用农产品，由集中交易市场开办者进行抽样检验或者快速检测，

结果合格的，方可允许进入市场销售。 

（三）市场监管部门和农业农村部门建立承诺达标合格证问题通报协

查机制。市场监管部门发现农产品生产经营主体未按照规定出具承诺达标

合格证、承诺达标合格证存在虚假信息、带证食用农产品不合格等情形，

应当及时通报所在地同级农业农村部门；根据农业农村部门提供的不合格

带证食用农产品流向信息，及时追查不合格产品并依法处理。 

 

信息来源：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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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场监管总局公布 

• 《肉制品生产许可审查细则（2023 版）》 

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公布《肉制品生产许可审查细则（2023 版）》（以

下简称《细则》），进一步加强肉制品生产许可审查工作，保障肉制品质量

安全，促进肉制品产业高质量发展。《细则》主要从以下八个方面进行修订： 

一是调整许可范围。将可食用动物肠衣纳入肉制品生产许可发证范围，

修订后许可范围包括热加工熟肉制品、发酵肉制品、预制调理肉制品、腌腊

肉制品和可食用动物肠衣。 

二是加强生产场所管理。明确企业应根据产品特点和工艺要求，合理设

置相应的生产场所。提出生产车间整体布局要求，强调了与污水污物处理设

施、易产生粉尘场所等生产辅助区域的位置关系，避免交叉污染。明确肉制

品生产作业区划分要求以及人员通道、物料运输通道等方面的管理要求。 

三是加强设备设施管理。要求企业合理配备性能和精度能够满足生产

要求的设备设施。明确供（排）水设施、排风设施、仓储设施以及生产车间

或冷库的温/湿度监测等方面的管理要求。细化生产作业区内更衣室、卫生

间、淋浴室以及手部清洗、消毒、干手设备的设置要求。 

四是加强设备布局与工艺流程管理。要求企业根据工艺流程，合理布局

生产设备，防止交叉污染。企业应通过危害分析方法明确生产过程中的食品

安全关键环节，制定产品配方、工艺规程等工艺文件，并设立相应的控制措

施。采用分切方式生产肉制品的，要求企业在制度中明确待分切肉制品管理、

标签标识、工艺控制和卫生控制等要求。明确生产过程中解冻、腌制、热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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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发酵、冷却、盐渍肠衣上盐以及内包装材料脱包后消毒等工序的控制要

求。 

五是加强食品添加剂使用管理。企业应明确产品在 GB 2760“食品分类

系统”中的最小分类号。 

六是加强人员管理。企业主要负责人、食品安全总监、食品安全员应符

合《企业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 

七是加强食品安全防护。企业应建立并执行食品安全防护制度，最大限

度降低因故意污染、蓄意破坏等人为因素造成食品受到生物、化学、物理方

面的风险。 

八是优化检验检测要求。明确企业可以使用快速检测方法开展原料、半

成品、成品检验，定期与国家标准规定的检验方法开展比对或验证，保证检

测结果准确。企业可以综合考虑产品特性、工艺特点、生产过程控制等因素

确定检验项目、检验频次、检验方法等，配备相应的检验设备设施。 

 

信息来源：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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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行业资讯 

8 月鸡蛋价格或达 5.5 元，或为年内最高！ 

8 月 2 日价格监测显示，全国主产区鸡蛋稳中有涨，均价

4.75 元 /斤，较昨日涨 0.08 元 /斤。其中，价格最高地区山东

4.96 元 /斤，价格最低地区河北 4.52 元 /斤。  

在连稳 5 天后，山东、河南等部分产区蛋价再度出现上涨

态势。近几日，北方大面积降雨天气，鸡蛋运输难度加大，随着

物流逐步恢复，鸡蛋走货加快，下游需求回暖，终端囤货意愿提

升，贸易商拿货积极性较高，预计短期蛋价或继续上涨为主，局

部破 5 可见。  

其中，据山东安丘市价格监测点监测数据显示， 7 月 31 日

安 丘 市 的 零 售 鸡 蛋 价 格 为 10.6 元 /公 斤 ， 比上 月 环 比增 长

23.25%，比去年同期同比下跌 1.85%。  

此外，据武汉中百市集蛋品销售人员介绍，夏季鸡蛋价格上

涨属于正常范围内的周期性波动，八九月份鸡蛋价格将呈持续

上涨趋势，湖北省家禽养殖协会会长杨砚和省畜牧技术推广总

站副研究员蒲跃进也持相同观点。  

“不管是商超还是菜市场，鸡蛋近几天都出现了明显的涨

价。进价上涨，我们也得跟着涨啊，不然就要亏本了。”武汉一

菜市场摊主表示，目前，普通白壳鸡蛋基本上已经卖到了 0.7 元

一颗，有的土鸡蛋零售价甚至达到了一元一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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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鸡蛋的价格在 7 月份中旬之前一直保持着低位运

行的状态。农业农村部监测数据显示，今年二季度，综合批发价

从 4 月的每斤 5.24 元，跌至 6 月的每斤 4.915 元，跌破 5 元大

关。端午节活动期间，一颗鸡蛋甚至不到 5 毛钱。  

蒲跃进分析，此前鸡蛋出现低价的根本原因还是供过于求。

从去年开始，蛋鸡养殖效益比较可观、产量也比较多，但是由于

疫情影响，刚刚放开的国内市场需求量仍然不足，直至今年 3 月

份，市场需求才得到充分释放。并且进入 5、6 月份，南方梅雨

天气、北方持续高温使得鸡蛋储存难度加大，对鸡蛋需求量较大

的各大食品加工厂或企业也减少了囤货量。  

“今年 5 月份鸡蛋价格确实跌到了最低点，已经跌破了盈

亏平衡线，很多地方养鸡甚至出现了亏损，从这里也可以预测

出七月份鸡蛋价格反弹上涨是必然的。”杨砚表示。  

除了价格触底反弹外，今年夏季鸡蛋价格上涨还受到季节

性因素的影响。其直接原因在于天气炎热导致鸡蛋产量下降，鸡

蛋供给量减少。据相关资料，蛋鸡生活的最适宜温度在 13℃到

20℃之间，当温度高于 29℃时，蛋鸡产量就会下降 10%－ 20%。

目前采用恒温房养殖的目前仍处于小规模阶段，对整个市场影

响不大。因此每到夏季高温天气，总体蛋鸡产量出现明显下降，

造成鸡蛋供应量减少，价格上涨。  

根据往年鸡蛋价格波动规律，在八九月份，鸡蛋价格仍将保

持上涨趋势。每年的九月份起是鸡蛋市场的传统消费旺季，学生

入学，各阶段学校会为新学期储备大量鸡蛋以供师生食用。随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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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中秋节、国庆节等节日，各大食品加工厂、餐饮酒店也需要大

量鸡蛋备货，进一步拉高鸡蛋消费需求。  

对于今年国内鸡蛋市场行情，蒲跃进表示，今年的鸡蛋价格

波动属于正常的周期性规律，价格在 9－ 10 月份达到最高点之

后还是会下调，保持平稳运行，对普通家庭消费影响较小。不过，

对于蛋鸡养殖厂来说，今年市场行情仍存在一定的风险。这是

由于今年春季蛋鸡补栏率较高，在经过消费旺季后，新补栏的蛋

鸡将在秋冬进入生产周期，供应量增加，可能会继续面临供过

于求的风险。  

 

据卓创资讯分析，三季度需求量或增长至年内高位，因此将

带动鸡蛋价格涨至年内较高水平，8 月份或出现年内价格最高点。

但由于供应量持续增加，预计三季度鸡蛋均价或不及去年同期，

初步预计最高价或涨至 5.30-5.50 元 /斤。  

信息来源：蛋品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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