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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9 期  总第 70 期 

一、批发价格监测 

  1. 8 月 28 日："农产品批发价格 200 指数"比上周五上升 0.64 个点 

据农业农村部监测，8 月 28 日"农产品批发价格 200 指数"为 121.05，

比上周五上升 0.64个点，“菜篮子”产品批发价格指数为 121.41，比上周

五上升 0.7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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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78 元/公斤，比上周五上升 0.5%；牛肉 72.14 元/公斤，比上周五上

升 0.6%；羊肉 64.31 元/公斤，比上周五上升 1.4%；鸡蛋 11.47 元/公斤，

比上周五下降 0.2%；白条鸡 18.31元/公斤，比上周五上升 0.2%。 

2. 8 月 29 日："农产品批发价格 200 指数"比昨天上升 0.36 个点 

据农业农村部监测，8 月 29 日"农产品批发价格 200 指数"为 121.41，

比昨天上升 0.36 个点，“菜篮子”产品批发价格指数为 121.84，比昨天上

升 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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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63 元/公斤，比昨天下降 0.7%；牛肉 71.91元/公斤，比昨天下降 0.3%；

羊肉 63.92 元/公斤，比昨天下降 0.6%；鸡蛋 11.49 元/公斤，比昨天上升

0.2%；白条鸡 18.27 元/公斤，比昨天下降 0.2%。 

3. 8 月 30 日："农产品批发价格 200 指数"比昨天上升 0.12 个点 

据农业农村部监测，8 月 30 日"农产品批发价格 200 指数"为 121.53，

比昨天上升 0.12 个点，“菜篮子”产品批发价格指数为 121.97，比昨天上

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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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53 元/公斤，比昨天下降 0.4%；牛肉 71.58元/公斤，比昨天下降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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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肉 63.80 元/公斤，比昨天下降 0.2%；鸡蛋 11.52 元/公斤，比昨天上升

0.3%；白条鸡 18.65 元/公斤，比昨天上升 2.1%。 

4. 8 月 31 日："农产品批发价格 200 指数"比昨天上升 0.40 个点 

据农业农村部监测，8 月 31 日"农产品批发价格 200 指数"为 121.93，

比昨天上升 0.40 个点，“菜篮子”产品批发价格指数为 122.25，比昨天上

升 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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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78 元/公斤，比昨天上升 1.1%；牛肉 71.90元/公斤，比昨天上升 0.4%；

羊肉 63.80 元/公斤，与昨天持平；鸡蛋 11.43 元/公斤，比昨天下降 0.8%；

白条鸡 18.34 元/公斤，比昨天下降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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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月份第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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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份第 4 周（采集日

为 8 月 23 日)生猪产品、鸡蛋、鸡肉、商品代蛋雏鸡、牛肉、生鲜乳、饲

料价格环比上涨，商品代肉雏鸡价格下跌，羊肉价格基本持平。  

  生猪产品价格。全国仔猪平均价格 33.14元/公斤，比前一周上涨

0.2%，同比下跌 25.2%。新疆、山西、贵州、湖南、宁夏等 14个省份仔猪

价格上涨，浙江、陕西、辽宁、吉林、广东等 13个省份仔猪价格下跌，

天津、江苏 2 个省份价格持平。华北地区价格较高，为 35.32元/公斤；

西南地区价格较低，为 28.68 元/公斤。全国生猪平均价格 17.21元/公

斤，比前一周上涨 0.1%，同比下跌 21.7%。贵州、青海、宁夏、湖南、新

疆等 19 个省份生猪价格上涨，海南、天津、河北、北京、广东等 11个省

份生猪价格下跌。华南地区价格较高，为 17.72 元/公斤；西北地区价格

较低，为 16.72元/公斤。全国猪肉平均价格 27.13 元/公斤，比前一周上

涨 0.7%，同比下跌 20.4%。山西、辽宁、河南、宁夏、四川等 26 个省份

猪肉价格上涨，天津、北京、河北、海南 4 个省份猪肉价格下跌。华南地

区价格较高，为 31.12 元/公斤；东北地区价格较低，为 24.61 元/公斤。  

  家禽产品价格。全国鸡蛋平均价格 12.08元/公斤，比前一周上涨

1.6%，同比上涨 2.6%。河北、辽宁等 10 个主产省份鸡蛋价格 11.35元/公

斤，比前一周上涨 2.3%，同比上涨 3.3%。全国鸡肉平均价格 24.07元/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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斤，比前一周上涨 0.1%，同比下跌 1.4%。商品代蛋雏鸡平均价格 3.77元

/只，比前一周上涨 0.3%，同比下跌 0.8%。商品代肉雏鸡平均价格 3.44

元/只，比前一周下跌 3.4%，同比上涨 1.2%。  

  牛羊肉价格。全国牛肉平均价格 82.22元/公斤，比前一周上涨

0.4%，同比下跌 5.9%。河北、辽宁、吉林、山东和河南等主产省份牛肉价

格 71.25元/公斤，比前一周上涨 0.8%。全国羊肉平均价格 78.00元/公

斤，与前一周基本持平，同比下跌 4.5%。河北、内蒙古、山东、河南和新

疆等主产省份羊肉价格 7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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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7 元

/公斤，比前一周上涨 0.3%，同比下跌 8.7%。  

饲料价格。全国玉米平均价格 3.05元/公斤，比前一周上涨 0.7%，同比上

涨 2.3%。主产区东北三省玉米价格为 2.79 元/公斤，比前一周上涨

0.7%；主销区广东省玉米价格 3.17 元/公斤，比前一周上涨 0.6%。全国豆

粕平均价格 4.85元/公斤，比前一周上涨 3.2%，同比上涨 8.0%。育肥猪

配合饲料平均价格 3.93 元/公斤，比前一周上涨 0.8%，同比上涨 1.6%。

肉鸡配合饲料平均价格 4.04 元/公斤，比前一周上涨 0.7%，同比上涨

3.9%。蛋鸡配合饲料平均价格 3.73元/公斤，比前一周上涨 0.8%，同比上

涨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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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8 月第 4 周（总第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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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14 44.30 33.09 -25.2 0.2 

生猪 17.21 21.97 17.20 -21.7 0.1 

猪肉 27.13 34.08 26.95 -20.4 0.7 

鸡蛋 12.08 11.77 11.89 2.6 1.6 

主产省份鸡蛋 11.35 10.99 11.09 3.3 2.3 

鸡肉 24.07 24.40 24.04 -1.4 0.1 

商品代蛋雏鸡 3.77 3.80 3.76 -0.8 0.3 

商品代肉雏鸡 3.44 3.40 3.56 1.2 -3.4 

牛肉 82.22 87.34 81.92 -5.9 0.4 

羊肉 78.00 81.65 78.03 -4.5 0.0 

主产省份生鲜乳 3.77 4.13 3.76 -8.7 0.3 

玉米 3.05 2.98 3.03 2.3 0.7 

豆粕 4.85 4.49 4.70 8.0 3.2 

育肥猪配合饲料 3.93 3.87 3.90 1.6 0.8 

肉鸡配合饲料 4.04 3.89 4.01 3.9 0.7 

蛋鸡配合饲料 3.73 3.60 3.70 3.6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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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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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周（2023 年 8 月 21日—8 月 27

日，下同）“农产品批发价格 200 指数”为 120.34（以 2015年为

100），比前一周升 0.22个点，同比低 4.20个点；“‘菜篮子’产品批

发价格 200 指数”为 120.60（以 2015 年为 100），比前一周升 0.25个

点，同比低 5.29 个点。  

  1.猪肉价格持平略降，鸡蛋价格继续上涨。猪肉批发市场周均价每公

斤 22.64元，环比跌 0.2%，同比低 22.2%；牛肉每公斤 71.55 元，环比涨

0.5%，同比低 7.2%；羊肉每公斤 63.50 元，环比基本持平，同比低

5.4%；白条鸡每公斤 18.24元，环比跌 0.5%，同比低 3.7%。鸡蛋批发市

场周均价每公斤 11.41 元，环比涨 1.5%，同比高 5.4%。  

  2.多数水产品价格小幅上涨。大黄花鱼、白鲢鱼、花鲢鱼、草鱼、鲤

鱼和鲫鱼批发市场周均价每公斤分别为 43.98元、9.3 元、17.39元、

15.99 元、14.23 元和 19.36元，环比分别涨 1.2%、1.1%、0.5%、0.4%、

0.3%和 0.1%；大带鱼每公斤为 38.07元，环比跌 0.4%。  

  3.蔬菜均价小幅上涨。重点监测的 28种蔬菜周均价每公斤 5.09元，

环比涨 1.6%，同比高 2.6%。分品种看，17种蔬菜价格上涨，11 种下跌，

其中，菠菜和莴笋价格涨幅较大，环比分别涨 12.3%和 9.7%，其余品种价

格涨幅在 5%以内；冬瓜、胡萝卜和南瓜价格环比分别跌 4.8%、3.9%和

3.6%，其余品种价格跌幅在 2%以内。  



 

 7 / 35 

 

  4.水果均价小幅下跌。重点监测的 6 种水果周均价每公斤 6.97元，

环比跌 2.5%，同比高 3.1%。分品种看，菠萝、西瓜、鸭梨、巨峰葡萄和

富士苹果周均价环比分别跌 8.6%、3.8%、2.8%、1.9%和 0.4%；香蕉周均

价环比涨 0.3%。  

  二、国际大宗农产品价格  

  1.多数大宗农产品价格环比小幅下跌  

  泰国 100%B级和 5%破碎率大米曼谷离岸周均价每吨分别为 626 美元和

612 美元，环比均跌 2%，同比分别高 40%和 42%；国际棉花指数（SM级）

每磅 97.54 美分（每吨 2150 美元），环比跌 1%，同比低 29%；国际糖料

理事会原糖周均价每磅 23.57 美分（每吨 520美元），环比跌 1%，同比高

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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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62 美

元，环比跌 1%，同比低 5%。  

  2. 小麦和玉米价格环比基本持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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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 美元和 173美元，环比均基本持平，同比分别低 23%和 33%。  

  3. 大豆价格环比涨 1%  

  美国芝加哥商品交易所大豆最近期货合约收盘周均价每吨为 502 美

元，环比涨 1%，同比低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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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图 1:   

农产品批发价格 200 指数走势图（2016 年 2 月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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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菜篮子”产品批发价格 200 指数以 2015 年为基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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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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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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图 5:  

本期“菜篮子”舆情热点词云图 

 

  数据来源：附图 1-3 全国农产品批发市场价格信息系统  

            附图 4   农业农村部贸易促进中心  

               附图 5   农业农村部信息中心  

  制图单位：农业农村部市场与信息化司监测统计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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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周国际动物疫情动态-426 期 

 

 非洲猪瘟  

    

  1. 捷克发生 3 起野猪非洲猪瘟疫情  

  8 月 24日，捷克通报利贝茨克州发生 3 起野猪非洲猪瘟疫情，3 头野

猪感染死亡。  

  2. 罗马尼亚发生 1 起野猪和 75 起家猪非洲猪瘟疫情  

  8 月 25日，罗马尼亚通报萨图马雷县等 11 地发生 1起野猪和 75起家

猪非洲猪瘟疫情，3头野猪感染死亡，709 头家猪感染，52头死亡，655

头被扑杀。  

  3. 俄罗斯发生 2 起野猪和 1 起家猪非洲猪瘟疫情  

  8 月 25、28 日，俄罗斯通报下诺夫格罗德州等 3地发生 2 起野猪和 1

起家猪非洲猪瘟疫情，2 头野猪和 8 头家猪感染死亡。  

  4. 拉脱维亚发生 20 起野猪非洲猪瘟疫情  

  8 月 29日，拉脱维亚通报维兹米市等 3 地发生 20 起野猪非洲猪瘟疫

情，26 头野猪感染死亡。  

  5. 乌克兰发生 1 起家猪非洲猪瘟疫情  

  8 月 30日，乌克兰通报基辅州发生 1 起家猪非洲猪瘟疫情，2 头家猪

感染死亡。  

  6. 意大利发生 5 起野猪和 2 起家猪非洲猪瘟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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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月 30日，意大利通报伦巴第大区等 3 地发生 5起野猪和 2起家猪非

洲猪瘟疫情，5头野猪感染死亡，57 头家猪感染，54 头死亡，3 头被扑

杀。  

  7. 匈牙利发生 8 起野猪非洲猪瘟疫情  

  8 月 30日，匈牙利通报佩斯州等 3 地发生 8 起野猪非洲猪瘟疫情，11

头野猪感染死亡。  

  8. 波兰发生 27 起野猪非洲猪瘟疫情  

  8 月 30日，波兰通报瓦尔米亚马祖尔省等 2 地发生 27 起野猪非洲猪

瘟疫情，32头野猪感染死亡。  

     

  禽流感 

  

  1. 芬兰发生 1 起哺乳动物 H5N1 亚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  

  8 月 24日，芬兰通报西芬兰省一毛皮动物养殖场发生 1 起哺乳动物

H5N1亚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1只养殖北极狐感染死亡。  

  2. 芬兰发生 1 起野禽 H5N1 亚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  

  8 月 24日，芬兰通报东芬兰省发生 1 起野禽 H5N1 亚型高致病性禽流

感疫情，2 只野禽感染死亡。  

  3. 西班牙发生 1 起野禽 H5N1 亚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  

  8 月 24日，西班牙通报加泰罗尼亚自治区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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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西发生 7 起野禽 H5N1 亚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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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月 24、30 日，巴西通报圣保罗州等 3 地发生 7起野禽 H5N1 亚型高

致病性禽流感疫情，14只野禽感染死亡。  

  5. 英国发生 8 起野禽和 3 起家禽 H5N1 亚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  

  8 月 25日，英国通报英格兰等 2地发生 8起野禽和 3 起家禽 H5N1 亚

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25 只野禽感染死亡，797 只家禽感染，609 只死

亡，2.7万只被扑杀。  

  6. 俄罗斯发生 1 起野禽和 1 起家禽 H5N1 亚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  

  8 月 25、30 日，俄罗斯通报科米共和国等 2 地发生 1 起野禽和 1 起家

禽 H5N1 亚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8 只散养家禽感染死亡，1.8 万只商品

肉鸡感染死亡。  

  7. 俄罗斯发生 1 起海洋野生哺乳动物 H5N1 亚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  

  8 月 28日，俄罗斯通报远东萨哈林州发生 1 起海洋野生哺乳动物

H5N1亚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1只北方海狗感染死亡。  

  8. 比利时发生 1 起野禽 H5N1 亚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  

  8 月 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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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爱尔兰发生 1 起野禽 H5N1 亚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  

  8 月 28日，爱尔兰通报威克洛郡发生 1 起野禽 H5N1亚型高致病性禽

流感疫情，1 只野禽感染死亡。  

  10. 哥斯达黎加发生 2 起野禽 H5 亚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  

  8 月 28日，哥斯达黎加通报圣何塞省发生 2 起野禽 H5 亚型高致病性

禽流感疫情，2只野禽感染死亡。  



 

 15 / 35 

 

  11. 阿根廷发生 4 起海洋野生哺乳动物 H5 亚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  

  8 月 28日，阿根廷通报圣克鲁斯省等 4 地发生 4起海洋野生哺乳动物

H5 亚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57 头南美海狮被扑杀。  

  12. 厄瓜多尔发生 1 起家禽 H5N1 亚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  

  8 月 28日，厄瓜多尔通报瓜亚斯省发生 1起家禽 H5N1 亚型高致病性

禽流感疫情，58 只混养家禽感染死亡。  

  13. 挪威发生 2 起野禽 H5 亚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  

  8 月 29日，挪威通报韦斯特兰郡等 2 地发生 2 起野禽 H5亚型高致病

性禽流感疫情，2 只野禽感染死亡。  

  14. 挪威发生 3 起野禽 H5N1 亚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  

  8 月 29日，挪威通报韦斯特兰郡等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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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瑞典发生 1 起野禽 H5 亚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  

  8 月 29日，瑞典通报西约特兰省发生 1 起野禽 H5 亚型高致病性禽流

感疫情，1 只野禽感染死亡。  

  16. 南非发生 6 起家禽 H7 亚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  

  8 月 30日，南非通报高登省发生 6 起家禽 H7亚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疫

情，9134 只家禽感染，8990 只死亡，31 万只被扑杀。  

     

  其它动物疫病  

  

  1. 波兰发生 12 起新冠病毒感染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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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月 24日，波兰通报大波兰省等 6 地水貂养殖场发生 12起新冠病毒

感染疫情，122只水貂感染，8189 只被扑杀。  

  2. 罗马尼亚发生 1 起炭疽疫情  

  8 月 25日，罗马尼亚通报穆列什县发生 1起炭疽疫情，1 头牛感染。  

  3. 德国发生 2 起西尼罗热疫情  

  8 月 25日，德国通报柏林州等 2地发生 2起西尼罗热疫情，1 匹马感

染，1 只鹫鹰感染死亡。  

  4. 毛里求斯发生 1 起蜂房小甲虫感染疫情  

  8 月 29日，毛里求斯通报弗拉克区发生 1起蜂房小甲虫感染疫情，3

只蜂箱感染。  

  5. 挪威发生 3 起野兔热疫情  

  8 月 29日，挪威通报内陆郡等 2地发生 3起野兔热疫情，6只野生棕

兔感染死亡。  

  6. 哥斯达黎加发生 12 起新世界螺旋蝇蛆病疫情  

  8 月 29日，哥斯达黎加通报蓬塔雷纳斯省发生 12 起新世界螺旋蝇蛆

病疫情，17头（只）牛、绵羊和家犬感染，1头牛死亡。  

  7. 俄罗斯发生 2 起羊痘疫情  

  8 月 29日，俄罗斯通报弗拉基米尔州发生 2 起羊痘疫情，18 只绵羊

感染。  

 

信息来源：农业农村部畜牧兽医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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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政策、法律、法规、标准 

农业农村部关于《畜禽养殖场规模标准和备案管理办法（试行） 

（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 

 

    为了规范畜牧业生产经营行为，保护畜牧业生产经营者的合法权益，

促进畜牧业高质量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我部研究起草

了《畜禽养殖场规模标准和备案管理办法（试行）（征求意见稿）》，现

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公众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和方式提出意见： 

  1.登录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 中国政府法制信息网（网址：

www.moj.gov.cn、www.chinalaw.gov.cn），进入首页“立法意见征集”

栏目提出意见。 

  2.登录农业农村部网站（网址：www.moa.gov.cn），进入上方“互

动”栏目中的“征求意见”，点击“农业农村部关于《畜禽养殖场规模标

准和备案管理办法（试行）（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提出

意见。 

  3.电子邮件：fgslfc@163.com 

  4.通信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农展南里 11 号农业农村部畜牧兽医局畜

牧处，邮政编码：100125 

  意见反馈截止时间为 2023 年 9 月 30 日。 

                                                                                      

                                        农业农村部 

                                   2023年 8 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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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禽养殖场规模标准和备案管理办法 

（试行）（征求意见稿）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畜牧业生产经营行为，保护畜牧业生产经营者的合法

权益，促进畜牧业高质量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制定本办

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畜禽养殖场是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规

定，具有独立的生产场所，达到规模标准的畜禽养殖单位（牧区纯放牧的单

位除外）。  

畜禽养殖场饲养的畜禽种类应当属于《国家畜禽遗传资源目录》所列的

畜禽。 

第三条 畜禽养殖场应当按照本办法进行备案。 

同一单位或者个人在不同地点拥有两个以上独立畜禽养殖单位，或者

同一区域拥有两个及以上独立畜种的养殖场，并且均达到备案条件的，应当

分别备案。 

第四条 县级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负责辖区内畜禽养殖场备案

管理工作。 

省级和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负责对畜禽养殖场备案

工作进行指导和监督检查。 

第二章 备案条件 

第五条 设计生产能力达到以下标准的畜禽养殖场应当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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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猪年出栏量五百头以上，蛋鸡、蛋鸭存栏量二千只以上，肉鸡、肉鸭

年出栏量一万只以上，鹅年出栏量五千只以上，奶牛存栏量一百头以上，肉

牛（瘤牛、水牛、大额牛）年出栏量五十头以上，牦牛存栏量二百头以上，

羊年出栏量二百只以上，马、驴、骆驼存栏量五十匹以上，兔年出栏量五千

只以上，鸽年出栏量一万只以上，鹌鹑年出栏量五万只以上。 

梅花鹿、马鹿、驯鹿存栏量五百只以上，羊驼存栏量三百只以上，火鸡

年出栏量五百只以上，珍珠鸡年出栏量一千五百只及以上，雉鸡年出栏量二

千只以上，鹧鸪年出栏量二万只以上，番鸭年出栏量一万只以上，绿头鸭年

出栏量一万只以上，鸵鸟年出栏量一百只以上，鸸鹋年出栏量二百只以上，

水貂（非食用）留种量三千只以上，银狐、北极狐、貉（非食用）留种量五

百只以上。 

畜禽养殖场备案规模标准根据畜牧业发展情况适时进行调整。 

第六条 申请备案的畜禽养殖场的生产场所、配套设施、畜牧兽医技术

人员、防疫条件等基本生产条件，应当与其饲养规模相适应。 

第三章 备案程序 

第七条 畜禽养殖场按照以下程序进行备案： 

（一）申请。符合本办法第五条、第六条规定的畜禽养殖场兴办者应当

向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提出备案申请，填写《畜禽养殖场

备案（变更）申请表》，提供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个人身份证）的复印件。 

（二）核验。县级人民政府农业农村行政主管部门在收到申请十个工作

日内对养殖场进行现场核验，对符合备案条件的畜禽养殖场签署同意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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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对不符合备案条件的，不予备案并说明理由。 

（三）存档。核验通过的《畜禽养殖场备案（变更）申请表》由县级人

民政府农业农村行政主管部门存档，存档时间不少于五年。 

第八条 畜禽养殖场备案后需要对备案内容进行调整的，养殖场兴办者

应当按照第七条规定，及时向原备案部门申请变更备案信息。 

第九条 畜禽养殖场不再经营或者不再符合本办法第五条、第六条规定

条件的，养殖者应当及时报告原备案部门注销备案信息。 

县级人民政府农业农村行政主管部门在日常监管中发现畜禽养殖场不

再经营或者不再符合本办法第五条、第六条规定条件的，经与养殖者确认后，

应当注销备案信息。 

第十条 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应用电子化、信息化手段开展备案管理工作。 

第十一条 县级人民政府农业农村行政主管部门对备案养殖场按照《畜

牧兽医生产经营主体代码编码规则》赋码，并开展相关信息采集工作。 

第十二条 已经备案的畜禽养殖场应当按照行业统计监测工作要求在

畜牧业综合信息平台及时更新存栏量、出栏量等基本信息。 

第四章 监督管理 

第十三条 县级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在资料审查、核查备案、备

案登记等环节应当按照公正、公平、公开的原则，主动提供服务，秉公办理。 

第十四条  畜禽养殖场备案不得收取任何费用。地方人民政府应当保

障开展畜禽养殖场备案所需的经费。 

第十五条 县级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应当定期对备案养殖场的

备案信息进行监督抽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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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通过提供虚假材料等不正当手段获得备案或者不符合备案条件的，

由备案机构取消其备案资格。 

第十六条 未按照规定备案的畜禽养殖场不得参与各类评选评比，不得

享受各级财政支持政策。 

第十七条 各级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工作人员在畜禽养殖场备

案管理工作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依据相关规定给予处分；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八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兴办畜禽养殖场未备案的，由县级以上地

方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并可以处一万元以下罚款。 

第五章 附则 

第十九条 本办法自 2023年 月 日起施行。 

第二十条 本办法施行前已经备案的畜禽养殖场，应当自本办法实施之

日起三个月内，重新办理备案。 

 

 

 

国家标准委 农业农村部 生态环境部联合印发《关于推进 

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标准体系建设的指导意见》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市场监管局（厅、委），农业农

村（农牧）、畜牧兽医厅（局、委），生态环境厅（局）： 

为贯彻落实《国家标准化发展纲要》《“十四五”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规划》有关部署，推动重点标准研制，强化标准实施应用，加快畜禽粪污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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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化利用，防治畜禽养殖污染，提升畜牧业绿色发展水平，现就推进畜禽粪

污资源化利用标准体系建设，提出如下指导意见。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精神，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快推进畜禽养殖废弃物

处理和资源化的重要指示要求，推动建立系统完备、结构合理、衔接配套、

科学严谨的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标准体系，充分发挥标准的基础性引领性

作用，提升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标准化、规范化、科学化水平，推动畜牧业

绿色低碳循环发展和科技创新，为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快建设农业强

国、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提供有力支撑。 

（二）基本原则 

强化顶层设计。健全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标准体系建设系统谋划、分工

明确、协同推进的工作机制，调动各部门、各地区、各主体积极性，统筹做

好相关标准制修订规划，分年度分重点推进标准体系建设工作。 

注重协调统一。立足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的总体要求，促进畜禽粪肥还田、

沼气和生物天然气利用、畜禽养殖污染防治、环境监督评价等各方面标准有

效对接，推动温室气体管控等标准与国际接轨，增强标准体系的协调性和统

一性。 

坚持守正创新。传承我国农耕文明种养结合思想精华，借鉴发达国家畜

禽粪污资源化利用经验，面向解决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突出问题，综合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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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阶段种养业发展现状，优先制修订并推动实施一批对生产发展和污染防

治有重要指导意义的标准。 

突出由治转用。以推动畜禽粪肥就地就近还田利用为重点，加紧编制、

完善有关急需标准，规范畜禽粪污资源化处理和安全利用，着力打通畜禽粪

肥还田“最后一公里”，推动畜禽粪污由“治”向“用”转变。 

（三）发展目标 

到 2030 年，以就地就近用于农村能源和农用有机肥为主要使用方向、

以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保安全为重点，推动制修订国家标准、行业标准 100 项

左右，出台一批地方标准、团体标准和企业标准，政府颁布标准和市场自主

制定标准协调配套的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标准体系进一步完善。公益性和

市场化相结合的标准化推广服务体系基本形成，标准化助力土壤地力改善、

化肥减量、畜禽养殖污染和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对减排、

固碳、肥地、增效的综合作用得到充分发挥。 

二、重点任务 

（一）建立健全标准体系 

根据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的现实需求，构建逻辑清晰、层级合理、内容

科学的标准体系框架。体系框架分为三个层级，第一层级包括综合通用、无

害化处理、粪肥利用、气体管控、检测方法 5 个子体系。第二层级在第一层

级的基础上，包括 3 个综合通用要素、4 个无害化处理要素、3 个粪肥利用

要素、2 个气体管控要素、3 个检测方法要素。第三层级在第二层级的基础

上进一步细化分类。（见附件 1） 

（二）系统推进标准制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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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规划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标准体系中各项标准的协调配套，实现主

要指标数值、核心技术要求的一致性，增强标准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加快

组织制定通用性强、实践急需的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重点补齐温室气体减

排和臭气管控等标准制修订短板。各地立足区域资源环境特点，因地制宜制

定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地方标准，进一步细化实化技术要求和管控指标。鼓

励社会团体、企业等根据市场需求，制定关键技术指标高于优于国家推荐性

标准的团体标准、企业标准。 

（三）加强重点领域标准研制 

根据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标准体系框架，完善现行标准体系（见附件 2），

主要制修订标准如下： 

1.综合通用标准。制定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通则，抓紧编制畜禽粪污综

合利用率核算方法，开展畜禽养殖温室气体管理术语、畜禽粪便产生量和特

性标准编制。 

2.无害化处理标准。加快制修订畜禽粪污处理设施装备规范系列标准，

推进畜禽固体粪污和液体粪污处理的操作技术标准制定，开展畜禽粪污处

理过程中安全生产相关标准的制定。 

3.粪肥利用标准。抓紧编制畜禽粪污还田有害物质限量标准，研究制定

畜禽粪肥安全评价方法，研究完善畜禽粪肥还田承载力测算相关标准，完善

畜禽粪肥还田利用设施装备相关标准，加快推进固体粪肥、液体粪肥还田的

操作技术标准制修订，分畜种、作物和地力开展粪污资源化利用标准研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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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气体管控标准。加快推进畜禽养殖温室气体减排和氨等臭气管控技术

规范制定，抓紧编制畜禽粪污能源化利用、畜产品碳足迹核算和报告指南等

方面的核算审核标准。 

5.检测方法标准。加快推进畜禽粪污（肥）主要成分及畜禽养殖温室气

体排放测定方法系列标准制定。 

（四）强化标准实施推广 

各有关部门积极推动标准实施应用，指导生产经营主体提高守法意识和

标准意识，在生产活动中将标准作为畜禽粪污处理和粪肥还田利用的基本

依据，严格执行强制性标准，确保畜禽粪肥还田的安全性和科学性。推动在

行业信息发布平台中增设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相关标准发布模块，依托各

级畜牧业技术推广体系积极开展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标准宣贯，将标准体

系纳入相关培训内容，推介一批标准化典型案例，打造畜禽粪污标准化处理

利用标杆，加强示范引领，不断提高标准应用能力。 

三、保障措施 

（一）完善工作机制。各级市场监管、农业农村、生态环境部门要按照

职责分工，密切配合，合力推进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标准制修订。国家标准

委、农业农村部、生态环境部要加强整体谋划和工作指导，衔接标准制修订

计划。各级市场监管、农业农村、生态环境部门要结合已有国家标准和行业

标准实施情况，积极推进地方标准制修订，切实做好标准衔接。全国畜牧业

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等相关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要按职责制定工作方案，发挥

农业农村部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技术指导委员会技术支撑作用，充

分吸纳生态环境等相关部门专家参与，协同推进标准研究与制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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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加强工作保障。各相关部门要加大经费保障力度，优先将畜禽粪

污资源化利用标准纳入年度标准制修订计划，加快标准制修订进度；要充分

发挥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整县推进、典型流域农业面源污染综合治理、绿色

种养循环农业试点、京津冀畜禽养殖业大气氨排放控制试点等项目的示范

引领作用，引导各类生产经营主体积极主动按标准改造提升畜禽粪污处理

和利用设施装备，按标准有效处理畜禽粪污，科学利用畜禽粪肥。各级畜牧

和农业技术推广机构要加强跟踪研究，及时反馈标准实施过程中出现的新

情况新问题，提出有针对性的意见建议。 

（三）强化技术支撑。鼓励各级农业农村部门开展畜禽粪污处理和畜禽

粪肥施用效果监测评价，逐步积累第一手数据，探索构建基础数据库，对标

准重要参数和指标等进行验证，提高标准的科学性、合理性和适用性。鼓励

开展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全链条监测和畜禽粪肥施用定位监测，研究确定

不同畜种、不同区域、不同工艺的处理时间，研究确定不同气候、不同土壤、

不同作物的畜禽粪肥施用量，为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提供有力支撑。加快制

定相关成套设施装备建设规范、畜禽养殖臭气管控技术规范，加大农机购置

与应用补贴政策支持力度，引导科研院所、社会团体、企业等集成组装关键

技术、工艺和设施装备。探索建立标准评价制度，定期开展重点标准实施效

果评价，持续提升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标准质量。 

附件：1.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标准体系框架 

     2.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现行标准体系 

                   国家标准委 农业农村部   生态环境部 

 2023 年 8 月 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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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行业资讯 

中国家禽企业上半年业绩出炉：仅 3 家盈利 最高亏损 3.7 亿元 

截至 8 月 30 日，我国家禽上市企业福建圣农、山东益生、山东民

和、江苏益客、江苏立华、山东仙坛、山东凤祥、湖南湘佳、山东春雪等

均公布 2022 年上半年业绩报告。整个上半年，家禽行业亏损较大，仅 3

家企业盈利，最高亏损 3.7 亿元。 

业绩报告中，亏损较多的是鸡苗和肉鸡养殖板块，禽肉消费诸如春

雪、仙坛、益客等受鸡周期影响不大，而凤祥和圣农肉鸡产业一体化企业

并不好过。随着淡季的结束，下半年是家禽企业收获期，企业亏损将减少。 

益生股份：2022 年半年度净利润约-3.7 亿元 

益生股份 8 月 26 日晚间发布半年度业绩报告称，2022 年上半年营业

收入约 8.55亿元，同比减少 28.7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约

3.7 亿元;基本每股收益亏损 0.37 元。拟不派现、不送红股、不转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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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1 至 12月份，益生股份的营业收入构成为：鸡收入占比

89.82%，农牧设备收入占比 3.82%，牛奶收入占比 3.14%，猪收入占比

2.03%，其他行业占比 1.18%。 

 

益客食品：2022 上半年归母净利润同比盈转亏，亏损合计约 1.1 亿元 

益客食品于 2022 年 8 月 26 日披露中报，公司 2022上半年实现营业

总收入 80.78 亿元，同比增长 4.6%；实现归母净利润-1.05 亿元，上年同

期为 3167.4万元，未能维持盈利状态。 

经营性现金流大幅下降 318.9% 

公司 2022 半年度营业成本 79.55 亿元，同比增长 6.6%，高于营业收

入 4.6%的增速，导致毛利率下降 1.8%。期间费用率为 2.3%，同去年相比

变化不大。经营性现金流由 1.33 亿元下降至-2.91 亿元，同比下降

3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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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2022 年上半年鸡苗设计产能 2521.06 万羽，实际产量 4242.43

万羽;鸭苗设计产能 7722.21万羽，实际产量 8796.92 万羽。 

圣农半年亏损近亿元 预测明年鸡价将好转 

8 月 24 日，圣农发展发布 2022年半年报，报告期内，公司始终坚持熟

食+生食双曲线同步发展的战略，深挖管理提升、强化成本管控、开展饲料

配方替代等建设，实现公司成本同比行业竞争优势明显。 

2022 年上半年公司实现整体营收 75.27 亿，较上年同期增长 11.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亏损 9879.55 万元，同比止盈转亏;其中养

殖板块营收 57.48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3.07%;食品深加工板块营收 

29.28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18.69%;销量方面，养殖板块鸡肉销售数量

为 53.54 万吨，较上年同期增长 8.53%;食品深加工板块产品销售数量为 

11.99 万吨，较上年同期增长 1.78%。 

圣农发展在半年报中预计多重因素叠加将推动鸡价在下半年开始上

涨，整个行业下半年行情将整体好于上半年，明年行情将整体好于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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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和股份发布半年度业绩，净亏损 2.97 亿元，同比由盈转亏 

民和股份发布 2022年半年度报告，公司报告期内营业收入 6.4 亿

元，同比减少 38.9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97亿元，同比由

盈转亏。 

 

公告称，报告期公司主营产品商品代鸡苗售价较低，是亏损的主要原

因，同时玉米、豆粕等原材成本居高不下，报告期末对种鸡和种蛋计提资

产减值准备也有一定影响。 

报告期， 公司销售商品代鸡苗 1.33 亿羽，销量有所下降，主要是

因为 白羽肉鸡市场行情较差，公司适当降低了商品代鸡苗产量；报告期

公司 鸡肉产品销量 3 万余吨，产销量保持稳定；报告期，公司“年存栏 

80 万套父母代肉种鸡养殖园区项目”建设工作进展顺利，部分厂房已建

设完毕，预计下半年将开始逐步饲养种鸡；公司熟食工厂项目目前已经正

式生产运营，线上线下销售推广工作已经展开，正在努力提升生产和销售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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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雪食品：2022 上半年归母净利润同比增长 12.6%，约为 4270 万元 

春雪食品于 2022 年 8 月 23 日披露中报，公司 2022上半年实现营业

总收入 11.23 亿元，同比增长 13.6%；实现归母净利润 4270 万元，同比增

长 12.6%；每股收益为 0.21 元。 

 

期间费用为 4991 万元，营业成本为 10.19 亿元 

公司 2022 半年度营业成本 10.19 亿元，同比增长 13.5%，营业收入同

比增长 13.6%，毛利率与上期持平。期间费用率为 4.4%，较去年下降 0.9

个百分点。 

立华股份：2022 上半年归母净利润为-1.6 亿元，亏损同比收窄 

立华股份于 2022 年 8 月 29 日披露中报，公司 2022上半年实现营业

总收入 57.58 亿元，同比增长 9%；实现归母净利润-1.55亿元，上年同期

为-2.8 亿元，亏损幅度收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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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性现金流大幅下降 100.7% 

公司 2022 半年度营业成本 53.45 亿元，同比增长 10.4%，高于营业收

入 9%的增速，导致毛利率下降 1.1%。期间费用率为 7.4%，较上年升高

0.8 个百分点。经营性现金流由 2.57 亿元下降至-179 万元，同比下降

100.7%。 

仙坛股份：2022 上半年归母净利润为 1684 万元，同比下降 86.2% 

仙坛股份于 2022 年 8 月 23 日披露中报，公司 2022上半年实现营业

总收入 20.23 亿元，同比增长 39.9%；实现归母净利润 1684 万元，同比下

降 86.2%，降幅较去年同期扩大；每股收益为 0.02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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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间费用大幅上升，营业成本大幅上升，经营性现金流大幅下降

114.9% 

公司 2022 半年度营业成本 20.18 亿元，同比增长 50.6%，高于营业收入

39.9%的增速，导致毛利率下降 7.1%。期间费用率为 2.1%，同去年相比变

化不大。经营性现金流大幅下降 114.9%至-1.04 亿元。 

本期“鸡肉产品”营收贡献较大 

从业务结构来看，“鸡肉产品”是企业营业收入的主要来源。具体而

言，“鸡肉产品”营业收入为 19.28亿元，营收占比为 95.3%，毛利率为-

0.7%。 

凤祥股份 2022财年前半财年亏损 7093.70万元 亏损同比扩大 15.05% 

8 月 16 日，港股凤祥股份发布 2022 财年中报。公司在 2022 年 1 月 1

日-2022年 6 月 30日实现营业收入 24.43 亿元，同比增长 24.06%，归属

母公司净亏损 7093.70 万元，亏损同比扩大 15.05%，基本每股收益为-

0.05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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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凤祥股份有限公司，一家于 2010年 12 月 17 日在中国成立的股

份有限公司。根据弗若斯特沙利文报告，就 2019年商品肉鸡的产量而

言，我们是中国第二大全面一体化白羽肉鸡生产商，市场份额为 3.1%。 

根据弗若斯特沙利文报告，按 2018 年出口收入及出口量(市场份额分

别为 8.6%及 10.4%)计算，我们亦是中国最大的全面一体化白羽鸡肉出口

商，拥有向海外出口生白羽肉鸡制品及深加工白羽肉鸡制品的往绩记录。 

2019年，按鸡只生产数量及生产吨数计，我们在中国白羽肉鸡及黄羽

肉鸡总产量中所占市场份额分别为 1.7%及 1.4%。 

湘佳股份 2022 年上半年实现净利润 422.64 万元 

2022年 8 月 18日，湘佳股份(002982)发布 2022 年中期报告全文。报

告显示，2022 年上半年，湘佳股份(002982)实现营收 16.28 亿元，同比

增长 16.70%；净利润 422.64 万元，同比增长 173.10%；实现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87.61 万元，同比增长 196.53%；基本每股收益为

0.05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ROE 为 0.24%。截止报告期末公司净资产为

18.02 亿元，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 7.31%，资产负债率为 49.49%。 

经营活动、投资活动、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8492.04

万元、-2.21 亿元、6.72亿元，同比下降 3.51%、增长 9.13%、增长

4506.57%。 

半年报显示，2022上半年湘佳股份销售活禽 1814.85 万只，同比增

长超 10%；7 月活禽销量更是逼近 400 万只，创历史新高位，环比上涨

13.06%。活禽板块营业收入占比稳定上涨，其营收金额同比上涨 20.8%，

意味着湘佳股份养殖板块稳步增量，进一步提升冰鲜板块营收。 

信息来源：国际畜牧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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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禁止 4 家俄罗斯禽肉企业产品输华 

俄媒 Alta.ru8 月 28 日官网消息：中国自 2023 年 8 月 24 日起对俄罗

斯 4家禽肉企业产品实施禁限进口措施，但中方未公布采取该措施的原因，

俄方希望中方可以说明企业被禁对华出口的理由，但尚未收到中方答复。 

    网站称：俄罗斯兽医和植物卫生监督局官员证实了上述禁令的真实性。

该官员表表示，被禁对华出口的 4 家禽肉企业中有 3 家位于无禽流感地区

且不具备疫病扩散的可能性。另外一家企业的高层表示，其产品被拒出口的

可能性是产品中被检出某些危害物如抗生素含量超标或者是标签标识不合

规。 

俄方表示，目前很难预测上述 4 家企业产品恢复输华资质的日期。 

 

信息来源：食品世界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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