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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肉类协会猪业分会信息周报 
                              

 （2023 年 第 43 周） 

                                 中国肉类协会猪业分会秘书处 

 

信息检索    

 

一、 行业数据及信息： 

1、农产品批发价格 200 指数 

2、2023 年第 43 周瘦肉型白条猪肉出厂价格监测周报 

3、10月第 4 周畜产品和饲料集贸市场价格情况 

4、2023 年第 43 周国内外农产品市场动态 

5、全国农产品批发市场一周价格行情监测报告 

6、2023 年第 43 周生猪及猪肉价格同比环比双降 

7、一周国际动物疫情动态-434 期  

 

二、肉类行业法规政策新闻： 

政策法规 

行业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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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类行业数据监测 

 
1）10 月 27 日："农产品批发价格 200 指数"比昨天下降 0.34 个

点。 

据农业农村部监测，10 月 27 日"农产品批发价格 200 指数"为 116.73，比

昨天下降 0.34 个点，“菜篮子”产品批发价格指数为 116.27，比昨天下降 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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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昨天下降 2.7%；牛肉 72.23 元/公斤，比昨天上升 1.5%；羊肉 63.28 元/公

斤，比昨天上升 1.1%；鸡蛋 10.26 元/公斤，比昨天下降 1.7%；白条鸡 18.16

元/公斤，比昨天上升 0.2%。重点监测的 28 种蔬菜平均价格为 4.69 元/公斤，

比昨天下降 0.2%；重点监测的 6 种水果平均价格为 6.66 元/公斤，比昨天上升

0.9%。鲫鱼 19.02 元/公斤，比昨天下降 0.2%；鲤鱼 14.08 元/公斤，比昨天下

降 0.8%；白鲢鱼 9.41 元/公斤，比昨天上升 0.5%；大带鱼 39.14 元/公斤，比

昨天上升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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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升幅前五名的是菠萝、大带鱼、巨峰葡萄、冬瓜和大黄花鱼，幅度分别为 3.2%、

2.7%、2.3%、2.0%和 1.8%；价格降幅前五名的是菠菜、鸭梨、猪肉、莴笋和

鸡蛋，幅度分别为 3.4%、2.8%、2.7%、1.9%和 1.7%。 

 

 

2）10 月 30 日："农产品批发价格 200 指数"比上周五下降 0.58 个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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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农业农村部监测，10 月 30 日"农产品批发价格 200 指数"为 116.15，比

上周五下降 0.58 个点，“菜篮子”产品批发价格指数为 115.59，比上周五下降

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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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54 元

/公斤，比上周五下降 1.3%；牛肉 71.66 元/公斤，比上周五下降 0.8%；羊肉

62.71 元/公斤，比上周五下降 0.9%；鸡蛋 10.25 元/公斤，比上周五下降 0.1%；

白条鸡 17.88 元/公斤，比上周五下降 1.5%。重点监测的 28 种蔬菜平均价格为

4.60 元/公斤，比上周五下降 1.9%；重点监测的 6 种水果平均价格为 6.67 元/

公斤，比上周五上升 0.2%。鲫鱼 18.91 元/公斤，比上周五下降 0.6%；鲤鱼 14.02

元/公斤，比上周五下降 0.4%；白鲢鱼 9.37 元/公斤，比上周五下降 0.4%；大

带鱼 39.51 元/公斤，比上周五上升 0.9%。 

今日，国内鲜活农产品批发市场重点监测的 46 个品种中，与上周五相比价

格升幅前五名的是鸭梨、西瓜、葱头、大带鱼和花鲢鱼，幅度分别为 2.5%、2.2%、

1.3%、0.9%和 0.6%；价格降幅前五名的是大白菜、菠菜、油菜、洋白菜和白萝

卜，幅度分别为 6.7%、6.5%、6.4%、6.3%和 5.2%。 

 

 

3）10 月 31 日："农产品批发价格 200 指数"比昨天下降 0.37 个

点。 

据农业农村部监测，10 月 31 日"农产品批发价格 200 指数"为 115.78，比

昨天下降 0.37 个点，“菜篮子”产品批发价格指数为 115.14，比昨天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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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70 元/公斤，

比昨天上升 0.8%；牛肉 71.65 元/公斤，与昨天持平；羊肉 63.54 元/公斤，比

昨天上升 1.3%；鸡蛋 10.23 元/公斤，比昨天下降 0.2%；白条鸡 17.99 元/公

斤，比昨天上升 0.6%。重点监测的 28 种蔬菜平均价格为 4.58 元/公斤，比昨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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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降 0.4%；重点监测的 6 种水果平均价格为 6.60 元/公斤，比昨天下降 1.0%。

鲫鱼 18.66 元/公斤，比昨天下降 1.3%；鲤鱼 14.10 元/公斤，比昨天上升 0.6%；

白鲢鱼 9.29 元/公斤，比昨天下降 0.9%；大带鱼 38.53 元/公斤，比昨天下降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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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升幅前五名的是西瓜、平菇、胡萝卜、羊肉和冬瓜，幅度分别为 3.6%、2.2%、

1.9%、1.3%和 1.3%；价格降幅前五名的是菠萝、茄子、豆角、大带鱼和芹菜，

幅度分别为 4.7%、3.1%、3.1%、2.5%和 1.9%。 

 

 

4）11 月 1 日："农产品批发价格 200 指数"比昨天下降 0.28 个点。 

据农业农村部监测，11 月 1 日"农产品批发价格 200 指数"为 115.50，比昨

天下降 0.28 个点，“菜篮子”产品批发价格指数为 114.82，比昨天下降 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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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69 元/公斤，

与昨天持平；牛肉 71.36 元/公斤，比昨天下降 0.4%；羊肉 63.39 元/公斤，比

昨天下降 0.2%；鸡蛋 10.29 元/公斤，比昨天上升 0.6%；白条鸡 17.99 元/公

斤，与昨天持平。重点监测的 28 种蔬菜平均价格为 4.55 元/公斤，比昨天下降

0.7%；重点监测的 6 种水果平均价格为 6.59 元/公斤，比昨天下降 0.2%。鲫鱼

18.63 元/公斤，比昨天下降 0.2%；鲤鱼 14.01 元/公斤，比昨天下降 0.6%；白

鲢鱼 9.35 元/公斤，比昨天上升 0.6%；大带鱼 38.56 元/公斤，比昨天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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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升幅前五名的是菠萝、莴笋、蒜苔、富士苹果和豆角，幅度分别为 2.1%、2.0%、

1.1%、1.0%和 0.9%；价格降幅前五名的是油菜、菠菜、洋白菜、大白菜和青椒，

幅度分别为 3.2%、2.5%、2.4%、2.4%和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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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 月 2 日："农产品批发价格 200 指数"比昨天下降 0.23 个点。 

据农业农村部监测，11 月 2 日"农产品批发价格 200 指数"为 115.27，比昨

天下降 0.23 个点，“菜篮子”产品批发价格指数为 114.56，比昨天下降 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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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55 元/公斤，

比昨天下降 0.7%；牛肉 71.44 元/公斤，比昨天上升 0.1%；羊肉 63.12 元/公

斤，比昨天下降 0.4%；鸡蛋 10.21 元/公斤，比昨天下降 0.8%；白条鸡 17.93

元/公斤，比昨天下降 0.3%。重点监测的 28 种蔬菜平均价格为 4.52 元/公斤，

比昨天下降 0.7%；重点监测的 6 种水果平均价格为 6.60 元/公斤，比昨天上升

0.2%。鲫鱼 18.73 元/公斤，比昨天上升 0.5%；鲤鱼 14.03 元/公斤，比昨天上

升 0.1%；白鲢鱼 9.30 元/公斤，比昨天下降 0.5%；大带鱼 38.43 元/公斤，比

昨天下降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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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升幅前五名的是西瓜、南瓜、冬瓜、菠萝和青椒，幅度分别为 4.1%、2.3%、2.0%、

1.3%和 1.2%；价格降幅前五名的是芹菜、洋白菜、西葫芦、菠菜和大白菜，幅

度分别为 4.2%、3.1%、3.1%、2.8%和 2.5%。 

 

数据来源 : 农业农村部市场与信息化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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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第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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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第

43 周（即 2023 年 10 月 23 日-10 月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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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9 元，环比下跌 4.9%，

同比下跌 46.2%，较上周扩大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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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跌。主要是因

为散养户及规模养殖场因担忧后市而积极出栏，生猪及猪肉供应增加，同时下游

需求仍显疲软，叠加部分冻品陆续出库，屠宰企业多降价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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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 23 日 10月 24 日 10月 25 日 10月 26 日 10月 27 日 宰后均重 

16省 19.34 19.33 19.25 18.88 18.63 91.12 

一、东北地区猪肉价格环比下跌、同比跌幅扩大  

本周，东北地区猪肉周均价为每公斤 18.90 元，环比下跌 6.0%，同比下跌

43.5%，较上周扩大 0.4 个百分点。  



 

 

 10 / 80 
 

 

本周东北地区猪肉价格环比下跌。周内东北地区猪肉供应较为平稳，因华中

地区白条猪肉价格较低，东北地区猪肉价格优势消失而暂无外调量，加之本地区

需求较差，白条猪肉销售速度欠佳，猪肉价格下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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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 23 日 10月 24 日 10 月 25 日 10月 26 日 10月 27 日 宰后均重 

 黑龙江 19.13 19.13 19.13 18.73 18.33 91.20 

 吉林 19.90 19.15 19.15 18.60 18.30 93.10 

 辽宁 18.95 19.05 19.25 18.60 18.45 88.65 

二、华北地区猪肉价格环比下跌、同比跌幅扩大  

本周，华北地区猪肉周均价为每公斤 18.80 元，环比下跌 5.0%，同比下跌

46.0%，较上周扩大 1.3 个百分点。  

本周华北地区猪肉价格环比下跌。散养户和规模养殖场因担忧后市而积极出

栏，生猪及猪肉供应增加。终端需求偏弱，猪肉贸易商拿货积极性下滑，同时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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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部分低价冻品猪肉陆续出库，亦对鲜品市场需求造成一定影响，导致猪肉价格

环比下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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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 23 日 10月 24 日  10 月 25日 10月 26 日 10月 27 日 宰后均重 

北京  18.97  18.97  18.83  18.60  18.10  87.47 

天津  19.43  19.43   19.03   18.73  18.43  87.20 

河北  19.13  19.13  18.83  18.53  18.23  90.45 

三、华中地区猪肉价格环比下跌、同比跌幅扩大  

本周，华中地区猪肉周均价为每公斤 18.47 元，环比下跌 5.7%，同比下跌

47.6%，较上周扩大 1.5 个百分点。  

本周华中地区猪肉价格持续下跌。散养户及规模养殖场积极出栏，生猪及猪

肉供应量增加；因终端需求不足，猪肉贸易商拿货意向减弱，猪肉价格下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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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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 23

日 
10月 24 日 10 月 25 日 10月 26 日 10月 27 日 宰后均重 

 河南 18.42 18.42 18.08 17.72 17.52  84.38 

 湖北 19.47 19.27 18.90 18.67 18.53  88.33 

 湖南 20.07 20.07 20.07 19.90 19.70  100.70 

四、华东地区猪肉价格环比下跌、同比跌幅扩大  

本周，华东地区猪肉周均价为每公斤 18.61 元，环比下跌 5.6%，同比下跌

47.7%，较上周扩大 1.8 个百分点。  

本周华东地区猪肉价格环比下跌。周内部分散养户为避险提前出售 100-120

公斤体重猪源，导致生猪及猪肉供应较为充足，批发市场到货量增加；加之宰后

胴体重在 70-80 公斤区间的猪肉价格较低，致使正常规格白条猪肉销售速度进

一步放缓，价格下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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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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 23 日 10月 24 日 10 月 25 日 10月 26 日 10月 27 日 宰后均重 

 山东 18.71 18.71 18.70 18.20 17.77 86.17 

 江苏 19.08 19.08 19.08 18.50 18.03 88.23 

 安徽 18.90 18.95 18.85 18.38 17.93 85.68 

 浙江 20.80 20.80 20.50 20.25 19.50 93.50 

 福建 20.70 20.70 20.70 20.70 20.50 103.70 

五、四川猪肉价格环比下跌、同比跌幅扩大，广东环比微跌、同比较上周持

平  

本周，四川猪肉周均价为每公斤 20.16 元，环比下跌 2.3%，同比下跌 43.2%，

较上周扩大 0.1 个百分点。四川省散养户出栏积极性持续上升，猪源充沛，批发

市场到货量增多；下游白条猪肉需求疲软，价格下跌。  

本周，广东猪肉周均价为每公斤 21.32 元，环比下跌 0.9%，同比下跌 42.5%，

较上周持平。前半周，广东省生猪及猪肉供需平衡，批发市场销售较为平稳，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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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价格稳定为主；后半周，外地低价猪源进入广东省的数量增多，带动广东省内

养殖企业出栏积极性提升，供应增加，带动生猪及猪肉价格小幅下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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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 23 日 10 月 24 日 10 月 25 日 10月 26 日 10月 27 日 宰后均重 

 四川  20.38 20.28 20.23 20.08 19.85 95.98 

 广东  21.33 21.33 21.33 21.27 21.27 102.70 

 

来源: 农业农村部信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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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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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份第 4 周（采集日为 10

月 25 日）生猪产品、家禽产品、牛羊产品、饲料产品价格环比全部下跌。  

生猪产品价格。全国仔猪平均价格 25.63 元/公斤，比前一周下跌 5.2%，同

比下跌 45.4%。全国 29 个监测省份仔猪价格全部下跌。华北地区价格较高，为

27.30 元/公斤；华东地区价格较低，为 23.59 元/公斤。全国生猪平均价格 15.58

元/公斤，比前一周下跌 1.5%，同比下跌 43.7%。海南生猪价格上涨，安徽、河

南、山东、河北、天津等 29 个省份生猪价格下跌。西南地区价格较高，为 16.12

元/公斤；华北地区价格较低，为 15.21 元/公斤。全国猪肉平均价格 25.60 元/

公斤，比前一周下跌 1.2%，同比下跌 38.5%。安徽、河南、山东、河北、北京

等 29 个省份猪肉价格下跌，青海价格持平。华南地区价格较高，为 28.88 元/公

斤；东北地区价格较低，为 23.41 元/公斤。  

家禽产品价格。全国鸡蛋平均价格 11.64 元/公斤，比前一周下跌 1.8%，同

比下跌 13.8%。河北、辽宁等 10 个主产省份鸡蛋价格 10.28 元/公斤，比前一

周下跌 2.7%，同比下跌 20.5%。全国鸡肉平均价格 24.02 元/公斤，比前一周

下跌 0.3%，同比下跌 7.0%。商品代蛋雏鸡平均价格 3.73 元/只，比前一周下跌

0.3%，同比下跌 6.0%。商品代肉雏鸡平均价格 3.30 元/只，比前一周下跌 0.3%，

同比下跌 11.5%。  

牛羊肉价格。全国牛肉平均价格 82.44 元/公斤，比前一周下跌 0.2%，同比

下跌 6.9%。河北、辽宁、吉林、山东和河南等主产省份牛肉价格 71.73 元/公斤，

比前一周下跌 0.5%。全国羊肉平均价格 77.52 元/公斤，比前一周下跌 0.3%，

同比下跌 6.9%。河北、内蒙古、山东、河南和新疆等主产省份羊肉价格 69.66

元/公斤，比前一周下跌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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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鲜乳价格。内蒙古、河北等 10 个主产省份生鲜乳平均价格 3.72 元/公斤，

比前一周下跌 0.3%，同比下跌 10.1%。  

饲料价格。全国玉米平均价格 2.95 元/公斤，比前一周下跌 1.0%，同比下

跌 3.0%。主产区东北三省玉米价格为 2.70 元/公斤，比前一周下跌 0.7%；主销

区广东省玉米价格 3.08 元/公斤，比前一周下跌 0.3%。全国豆粕平均价格 4.59

元/公斤，比前一周下跌 1.7%，同比下跌 15.3%。育肥猪配合饲料平均价格 3.88

元/公斤，比前一周下跌 0.5%，同比下跌 4.4%。肉鸡配合饲料平均价格 3.99 元

/公斤，比前一周下跌 0.5%，同比下跌 2.0%。蛋鸡配合饲料平均价格 3.69 元/

公斤，比前一周下跌 0.3%，同比下跌 2.4%。  

2023年 10月第 4周（总第 4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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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63  46.96  27.05  -45.4  -5.2  

生猪  15.58  27.66  15.82  -43.7  -1.5  

猪肉  25.60  41.61  25.91  -38.5  -1.2  

鸡蛋  11.64  13.50  11.85  -13.8  -1.8  

主产省份鸡蛋  10.28  12.93  10.56  -20.5  -2.7  

鸡肉  24.02  25.83  24.09  -7.0  -0.3  

商品代蛋雏鸡  3.73  3.97  3.74  -6.0  -0.3  

商品代肉雏鸡  3.30  3.73  3.31  -11.5  -0.3  

牛肉  82.44  88.54  82.60  -6.9  -0.2  

羊肉  77.52  83.31  77.79  -6.9  -0.3  

主产省份生鲜乳  3.72  4.14  3.73  -10.1  -0.3  

玉米  2.95  3.04  2.98  -3.0  -1.0  

豆粕  4.59  5.42  4.67  -15.3  -1.7  

育肥猪配合饲料  3.88  4.06  3.90  -4.4  -0.5  

肉鸡配合饲料  3.99  4.07  4.01  -2.0  -0.5  

蛋鸡配合饲料  3.69  3.78  3.70  -2.4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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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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第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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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周（2023 年 10 月 23 日—10 月 29 日，

下同）“农产品批发价格 200 指数”为 116.97（以 2015 年为 100），比前一

周降 0.92 个点，同比低 12.45 个点；“‘菜篮子’产品批发价格 200 指数”为

116.57（以 2015 年为 100），比前一周降 1.27 个点，同比低 14.95 个点。  

1. 猪牛羊肉、鸡蛋价格小幅下跌。猪肉批发市场周均价每公斤 21.02 元，环

比跌 1.7%，为连续 8 周下跌，同比低 40.4%；牛肉每公斤 71.62 元，环比跌

0.1%，同比低 8.0%；羊肉每公斤 62.80 元，环比跌 0.4%，同比低 7.3%；白条

鸡每公斤 18.00 元，环比涨 0.5%，同比低 6.9%。鸡蛋批发市场周均价每公斤

10.36 元，环比跌 1.7%，同比低 17.7%。  

2.水产品价格小幅下跌。白鲢鱼、大带鱼、草鱼、鲤鱼、花鲢鱼、鲫鱼和大

黄花鱼周均价每公斤分别为 9.36 元、38.77 元、/15.62 元、14.14 元、16.89

元、19.08 元和 44.95 元，环比分别跌 0.7%、0.5%、0.5%、0.5%、0.4%、0.3%

和 0.3%。  

3.蔬菜均价小幅下跌。重点监测的 28 种蔬菜周均价每公斤 4.70 元，环比跌

2.7%，同比低 1.5%。分品种看，21 种蔬菜价格下跌，1 种持平，6 种上涨，其

中，菠菜价格跌幅较大，环比跌 12.7%，油菜、莴笋、生菜、菜花、大白菜、洋

白菜、芹菜、平菇和黄瓜价格环比分别跌 9.3%、8.5%、6.9%、6.6%、6.2%、

5.9%、5.9%、5.7%和 5.2%，其余品种价格跌幅在 5%以内；西红柿价格环比基

本持平；豆角、冬瓜、南瓜、蒜薹、茄子和大蒜价格环比分别涨 4.0%、2.0%、

1.4%、1.3%、0.6%和 0.5%。  

4.水果均价小幅上涨。重点监测的 6 种水果周均价每公斤 6.61 元，环比涨

0.9%，同比高 2.3%。分品种看，西瓜、巨峰葡萄、菠萝和富士苹果周均价环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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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涨 7.9%、1.1%、1.0%和 0.3%；鸭梨和香蕉周均价环比分别跌 1.4%和

0.2%。  

二、国际大宗农产品价格  

1.多数大宗农产品价格环比下跌  

美国芝加哥商品交易所豆油、玉米、大豆和小麦最近期货合约收盘周均价每

吨分别为 1145 美元、177 美元、474 美元和 212 美元，环比分别涨 5%、2%、

1%和 1%，同比分别低 28%、低 34%、7%和 32%；马来西亚棕榈油荷兰鹿特

丹港到岸周均价每吨 880 美元，环比跌 3%，同比低 18%；国际棉花指数（SM

级）每磅 96.79 美分（每吨 2134 美元），环比跌 1%，同比低 2%；泰国 100%B

级和 5%破碎率大米曼谷离岸周均价每吨分别为 599 美元和 585 美元，环比均

跌 1%，同比分别高 36%和 37%。   

2. 食糖价格环比基本持平  

国际糖料理事会原糖周均价每磅 26.06 美分（每吨 575 美元），环比基本

持平，同比高 51%。  

 

来源: 农业农村部市场与信息化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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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农产品批发市场一周价格行情监测报告 

（2023 年 10 月 20 日—2023 年 10 月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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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10 月 20 日--2023 年 10 月 26 日)农产品批发价格 200 指数为 117.39 点，比

上周下降 1.17 点，比去年同期下降 1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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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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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品种类 
上周 本周 去年同期 环比 同比 

单位（元/公斤） （%） 

猪肉 21.50 21.17 35.02 -1.5% -39.5% 

羊肉 63.16 62.77 67.46 -0.6% -7.0% 

牛肉 71.77 71.44 78.21 -0.5% -8.7% 

鸡蛋 10.66 10.43 12.35 -2.2% -15.5% 

白条鸡 17.87 17.93 19.24 0.3%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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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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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74 15.68 16.90 -0.4% -7.2% 

鲫鱼 19.21 19.14 19.70 -0.4% -2.8% 

鲤鱼 14.20 14.16 14.21 -0.3% -0.4% 

白鲢鱼 9.38 9.42 9.72 0.4% -3.1% 

花鲢鱼 16.88 16.97 17.60 0.5% -3.6% 

大带鱼 38.93 38.84 37.50 -0.2% 3.6% 

大黄花鱼 45.03 45.09 43.62 0.1%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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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 286 家产销地批发市场 19 种蔬菜平均价格为 3.68 元/公斤，比上周下

降 2.9%，同比下降 16.9%。 

监测的 19 种蔬菜价格中，本周豆角、西红柿、茄子和蒜苔的价格环比涨幅

较大，幅度分别为 3.6%、1.2%、1.1%和 1.0%（如表 3 所示）；菠菜、莴笋、

油菜、菜花和黄瓜的价格环比降幅较大，幅度为 11.0%、9.6%、8.7%、8.1%和

7.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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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豆角 7.47 7.74 7.82 3.6% -1.0% 

西红柿 4.06 4.11 5.66 1.2% -27.4% 

茄子 3.51 3.55 4.26 1.1% -16.7% 

蒜苔 8.75 8.84 8.42 1.0%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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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菠菜 5.93 5.28 6.19 -11.0% -14.7% 

莴笋 3.54 3.20 4.69 -9.6% -31.8% 

油菜 3.43 3.13 3.22 -8.7% -2.8% 

菜花 3.46 3.18 5.12 -8.1% -37.9% 

黄瓜 4.61 4.26 4.14 -7.6% 2.9% 

本周重点监测的 6 种水果平均价格为 6.54 元/公斤，与上周持平，同比下降

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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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2 5.57 5.43 -0.9%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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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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富士苹果 8.79 8.67 8.34 -1.4% 4.0% 

巨峰葡萄 9.92 9.85 10.82 -0.7% -9.0% 

香蕉 5.73 5.69 5.56 -0.7% 2.3% 

菠萝 6.28 6.27 5.67 -0.2% 10.6% 

西瓜 2.91 3.20 3.54 10.0%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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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 年第 43 周生猪及猪肉价格同比环比双降 

据农业农村部监测，2023 年 10 月 23—29 日，全国规模以上生猪定点屠

宰企业生猪平均收购价格为 16.25 元/公斤，较前一周下降 2.1%，较去年同期下

降 41.8%；白条肉平均出厂价格为 21.32 元/公斤，较前一周下降 1.7%，较去

年同期下降 40.2%。 

来源：农业农村部畜牧兽医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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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国际动物疫情动态-434 期 

非洲猪瘟  

     

  1. 南非发生 5 起家猪非洲猪瘟疫情  

  10 月 26 日，南非通报东开普省等 3 地发生 5 起家猪非洲猪瘟疫情，

500 头家猪感染，473 头死亡，38 头被扑杀。  

  2. 波兰发生 9 起野猪非洲猪瘟疫情  

  10 月 26 日，波兰通报西滨海省等 2 地发生 9 起野猪非洲猪瘟疫情，9

头野猪感染死亡。  

  3. 俄罗斯发生 1 起野猪和 2 起家猪非洲猪瘟疫情  

  10 月 27 日，俄罗斯通报沃罗涅日州等 2 地发生 1 起野猪和 2 起家猪

非洲猪瘟疫情，1 头野猪感染死亡，28 头家猪感染死亡。  

  4. 罗马尼亚发生 5 起野猪和 1 起家猪非洲猪瘟疫情  

  10 月 27 日，罗马尼亚通报戈尔日县等 4 地发生 5 起野猪和 1 起家猪

非洲猪瘟疫情，5 头野猪感染死亡，26 头家猪感染死亡。  

  5. 乌克兰发生 1 起家猪非洲猪瘟疫情  

  10 月 31 日，乌克兰通报基辅州发生 1 起家猪非洲猪瘟疫情，1 头家猪

感染死亡。  

  6. 拉脱维亚发生 21 起野猪非洲猪瘟疫情  

  10 月 31 日，拉脱维亚通报兹米加尔市等 3 地发生 21 起野猪非洲猪瘟

疫情，22 头野猪感染死亡。  

     

禽流感  

   1. 西班牙发生 2 起野禽 H5N1 亚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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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 26 日，西班牙通报加利西亚自治区发生 2 起野禽 H5N1 亚型高

致病性禽流感疫情，5 只野禽感染死亡。  

  2. 英国发生 1 起家禽 H5N1 亚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  

  10 月 26 日，英国通报苏格兰发生 1 起家禽 H5N1 亚型高致病性禽流

感疫情，6 只家禽感染，3 只死亡，12 只被扑杀。  

  3. 芬兰发生 1 起野禽 H5N1 亚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  

  10 月 26 日，芬兰通报西南芬兰区发生 1 起野禽 H5N1 亚型高致病性

禽流感疫情，2 只野禽感染死亡。  

  4. 瑞典发生 1 起野禽 H5N1 亚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  

  10 月 26 日，瑞典通报卡马尔省发生 1 起野禽 H5N1 亚型高致病性禽

流感疫情，1 只野禽感染死亡。  

  5. 巴西发生 7 起野禽 H5N1 亚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  

  10 月 26 日，巴西通报圣卡塔琳娜州等 3 地发生 7 起野禽 H5N1 亚型

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7 只野禽感染死亡。  

  6. 日本发生 1 起野禽 H5N1 亚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  

  10 月 26 日，日本通报北海道县发生 1 起野禽 H5N1 亚型高致病性禽

流感疫情，1 只野禽感染死亡。  

  7. 罗马尼亚发生 1 起家禽 H5N1 亚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  

  10 月 27 日，罗马尼亚通报特列奥尔曼县发生 1 起家禽 H5N1 亚型高

致病性禽流感疫情，120 只家禽感染，28 只死亡，72 只被扑。  

  8. 美国发生 1 起野禽和 8 起家禽 H5N1 亚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  

  10 月 27 日，美国通报明尼苏达州等 8 地发生 1 起野禽和 8 起家禽

H5N1 亚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76 只散养家禽被扑杀，5800 只家禽感染死

亡，14 万只被扑杀。  

  9. 加拿大发生 2 起野禽和 1 起家禽 H5N1 亚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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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 27 日，加拿大通报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等 3 地发生 2 起野禽和 1

起家禽 H5N1 亚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4 只散养家禽感染，3 只死亡，30 只

被扑杀，600 只家禽感染死亡，3.5 万只被扑杀。  

  10. 墨西哥发生 1 起野禽 H5N1 亚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  

  10 月 27 日，墨西哥通报哈里斯克州发生 1 起野禽 H5N1 亚型高致病

性禽流感疫情，1 只野禽感染死亡。  

  11. 保加利亚发生 2 起家禽 H5 亚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  

  10 月 27 日，保加利亚通报帕扎尔吉克县发生 2 起家禽 H5 亚型高致

病性禽流感疫情，5800 只家禽感染死亡。  

  12. 南乔治亚群岛发生 1 起野禽 H5N1 亚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  

  10 月 30 日，南乔治亚和南桑威奇群岛通报西岛区发生 1 起野禽 H5N1

亚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3 只野禽感染死亡。  

  13. 罗马尼亚发生 1 起野禽 H5N1 亚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  

  10 月 30 日，罗马尼亚通报尼亚姆县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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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根廷发生 1 起野禽和哺乳动物 H5 亚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  

  10 月 30 日，阿根廷通报丘布特省发生 1 起野禽和哺乳动物 H5 亚型

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200 只南美燕鸥和 300 头南象海豹感染死亡。  

  15. 奥地利发生 1 起野禽 H5N1 亚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  

  10 月 31 日，奥地利通报下奥地利州发生 1 起野禽 H5N1 亚型高致病

性禽流感疫情，1 只野禽感染死亡。  

  16. 俄罗斯发生 1 起野禽 H5N1 亚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  

  10 月 31 日，俄罗斯通报科米共和国发生 1 起野禽 H5N1 亚型高致病

性禽流感疫情，14 只散养家禽感染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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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动物疫病  

     

  1. 德国发生 2 起 3 型蓝舌病疫情  

  10 月 26 日，德国通报下萨克森州等 2 地发生 2 起 3 型蓝舌病疫情，

2 只绵羊感染死亡。  

  2. 匈牙利发生 1 起狂犬病疫情  

  10 月 27 日，匈牙利通报索博尔奇-索特马尔-拜赖格州发生 1 起狂犬

病疫情，1 只野生赤狐感染死亡。  

  3. 德国发生 3 起西尼罗热疫情  

  10 月 27 日，德国通报布兰登堡州等 2 地发生 3 起西尼罗热疫情，3 匹

马感染。  

  4. 希腊发生 1 起羊痘疫情  

  10 月 27 日，希腊通报爱琴海大区发生 1 起羊痘疫情，1 只绵羊感染，

56 只被扑杀。  

  5. 韩国发生 51 起结节性皮肤病疫情  

  10 月 30 日，韩国通报京畿道等 6 地发生 51 起结节性皮肤病疫情，

161 头牛感染，3667 头被扑杀。  

 

来源：农业农村部畜牧兽医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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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类行业法规政策新闻 

 

香港食安中心：美国部分地区禽肉及禽类产品暂停进口 

   香港食物环境卫生署食物安全中心（中心）十月三十日宣布，因应世界动物

卫生组织通报，指美国明尼苏达州 Kandiyohi 县、Blue Earth 县和 Redwood

县、爱荷华州 Buena Vista 县，以及南达科他州 Spink 县爆发高致病性 H5N1

禽流感，中心即时指示业界暂停从上述地区进口禽肉及禽类产品（包括禽蛋），

以保障本港公众健康。 

  中心发言人说，根据政府统计处的资料，本港今年首九个月从美国进口约二

万一千四百七十公吨冰鲜和冷藏禽肉及约五千七百一十一万只禽蛋。 

  发言人说：「中心已就事件联络美国当局，并会继续密切留意世界动物卫生

组织及有关当局发出关于爆发禽流感的消息，因应当地疫情发展，采取适当行动。」 

 

来源：香港食安中心 

 

 

 

 

 

 

http://news.foodmate.net/tag_4847.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3003.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4566.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4566.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2463.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1448.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951.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1449.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1447.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2895.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459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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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原三季度养猪盈利约 14 亿元  

公司称芽麦采购对成本降低贡献大 

牧原股份最新公布的三季报显示，该公司在 2023 年第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

约 311 亿元，同比下降近 15%；实现归母净利润逾 9 亿元。 

其前三季度的营收则增长了约 3%至 830 亿元，归母亏损逾 18 亿元。 

根据牧原高管团队在三季报交流会上的解读，三季度该公司养殖板块盈利

14 亿元左右，屠宰肉食板块亏损 2.5 亿元左右；前三季度其养殖板块则亏损 11

亿元左右，屠宰肉食板块亏损 6 亿元左右。 

养猪业务的盈利使牧原在第三季度实现经营性现金流流入 77 亿元左右，带

动其前三季度亦实现经营性现金流净流入约 67 亿元。 

据交流会介绍，今年前三季度，牧原生猪养殖平均成本为 15.0 元/kg，其

中一季度平均成本为 15.7 元/kg，二季度为 15.0 元/kg，三季度为 14.5 元/kg，

呈逐步下降趋势。 

2022 年，该公司的生猪养殖平均成本为 15.7 元/kg。 

对于养猪成本的下降，牧原认为主要得益于三个方面的工作：首先是疾病净

化——过去一年，公司蓝耳病净化成果显著，猪群生产指标明显提升，全年平均

日增重高于 800g，全程成活率为 86%，料肉比为 2.86。 

其次，该公司的低成本原粮替代工作成效显著，尤其中原区域夏收芽麦的采

购对其成本降低贡献较大。此外，其养猪生产标准化流程升级，降低了对人员的

依赖，提高了人工效率，使得产能充分释放，成本进一步降低。 

随着公司在生产管理方面逐步发力，牧原团队表示有信心实现养殖成本的进

一步下降，争取明年降至 14 元/kg 以下。“公司将继续围绕猪群健康管理做好

疾病净化工作，持续提升各场线满产率，同时不断提升智能化运营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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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房养殖成本领先 

牧原方面还特别介绍了其设计年出栏达 210 万头的内乡综合体的生产成本：

该项目 2022 年的养殖平均成本为 16.47 元/kg，今年 1-9 月平均为 14.41 元

/kg，其中 9 月份更是达到了 13.90 元/kg——随着逐步满产而持续下降的成本

已处于公司领先梯队。 

目前内乡综合体的 21 栋楼房猪舍已全部投产，现有生猪存栏约 91 万头，

今年 1-9 月已出栏 93 万头，预计全年生猪出栏可达 128 万头。 

牧原团队指出，在生产运营过程中，楼房养殖的优势也进一步得到体现：一

是生物安全防控水平更好，内部采用了无人转运设备，避免猪群间的交叉，减少

了疾病的传播；二是智能设备应用比例高（主要为智能饲喂及智能环控设备），

使得料肉比等生产指标达到公司领先水平；三是先进的信息化管理平台提升了管

理效率，降低了人工成本；四是产业链集中优势，降低了原粮、生猪的运费及损

耗，物料周转率高。 

其还提到，目前公司已在 24 个县区投产了共计 68 栋楼房猪舍，涉及 625

万头生猪产能，同时还有在建规模 25 万头左右。 

屠宰肉食趋于盈利 

据介绍，2023 年 1-9 月，牧原集团共屠宰生猪 913 万头，实现营业收入

152 亿元。相比于去年的头均亏损超 100 元，其今年前三季度的头均亏损已显

著降低至 60 元左右。 

其还提到，公司三季度屠宰生猪 361 万头，产能利用率接近 50%——根据

牧原更早前的分析，屠宰产能利用率在 50%左右即可达到盈亏平衡点。 

截至目前，牧原在中原、东北等区域共投产了 10 家屠宰厂，屠宰产能合计

达到 2900 万头/年。 

该公司还认为，养猪和屠宰端的联动管理是其过去一年里的一个亮点，因过

去公司没有屠宰厂，在销售端得到市场、消费者的反馈比较滞后，而通过屠宰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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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生猪长期、全面、多批次的品质数据跟踪和反馈，可推动养猪以市场需求为导

向，不断提升育种、生产管理工作，提升猪肉品质。 

“公司认为当下所做的生猪品质提升工作可以为明年的生猪养殖利润提升、

屠宰利润增长布局，这也是公司全产业链的一大优势。”牧原团队表示。 

 

来源：牧食记 牧食记  

 

 

 

温氏股份耗资 9 亿元回购 0.72%股份 

在股价持续低迷的情况下，温氏股份已大手笔回购公司股份。 

11 月 1 日晚间，温氏股份发布公告称，截至 2023 年 10 月 31 日，公司以

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份 4801.14 万股，成交总额为 9 亿元（不含

交易费用）。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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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手笔回购提振市场信心的同时，公司业绩也在第三季度企稳回升。 

三季报显示，2023 年前三季度温氏股份亏损 45.30 亿元。不过，第三季度，

公司的归母净利润为 1.59 亿元，环比转正；一、二季度，公司归母净利润分别

为-27.49 亿元、-19.4 亿元。 

记者发现，第三季度净利转正，背后是毛鸡价格和毛猪销售价格在 8、9 月

份环比回升。此外，温氏股份的全方位挖掘猪业降本空间成效明显，也在一定程

度上助力公司第三季度归母净利润环比扭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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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1 

第三季度净利环比转正 

资料显示，温氏股份主要业务是毛鸡和肉猪的养殖及其产品销售，主要产品

为毛鸡和肉猪。 

根据 9 月份的销售情况表，温氏股份的毛鸡价格在 2022 年 11 月份快速下

跌，从 10 月份的 18.47 元/公斤下跌至 11 月份的 15.82 元/公斤，降幅明显。

2023 年上半年，温氏股份毛鸡价格在 1 月份达到年内最低点 12.49 元/公斤，

最高价格在 5 月份，为 14.01 元/公斤。 

不过，进入三季度以来，尤其是 8、9 月份，温氏股份的毛鸡价格环比涨幅

明显，分别为 15.07 元/公斤、15.39 元/公斤，是年内首次站上 15 元/公斤。 

数据显示，温氏股份第三季度毛鸡出栏 3.08 亿羽，同比增 4.7%，环比 7.6%；

销售收入为 93.49 亿元，单月持续环比增长。光大证券研报预测，目前黄羽毛鸡

父母代在产存栏量已至低点，行业景气改善具有确定性，年前备货旺季将带动消

费复苏，黄鸡价格有望企稳回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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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氏股份的另一重要板块猪业的毛猪价格也有同样的走势。 

数据显示，2023 年上半年，温氏股份的毛猪价格最低为 14.27 元/公斤，这

一水平处于毛猪价格的盈亏线之下。进入三季度以来，虽然 7 月份公司的毛猪价

格探至年内 14.21 元/公斤的低点，但 8、9 月以来，毛猪价格却首次站上了 16

元/公斤的高位，分别为 16.84 元/公斤、16.22 元/公斤。 

第三季度，温氏股份肉猪（含毛猪和鲜品）销售量由 7 月的 213.1 万头增长

至 9 月的 226.5 万头，销售收入从 35.3 亿元上涨至 43.7 亿元，环比持续保持

增长。 

长江商报记者注意到，毛鸡价格和毛猪价格环比明显回升的情况下，公司的

归母净利润在连续亏损两个季度之后，环比扭亏为盈。 

数据显示，2023 年一、二、三季度，温氏股份的归母净利润分别为-27.49

亿元、-19.4 亿元、1.59 亿元。前三季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为 647.03 亿元，

同比增长 15.8%；归母净利润亏损 45.30 亿元。 

Part.2 

降成本效果显著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售价环比增长外，温氏股份的毛猪综合养殖成本逐月下

降。 

根据最新的投资者关系活动表，三季度，温氏股份肉猪养殖综合成本降至

16.2 元/公斤，季度环比下降 0.8 元/公斤。其中 9 月份降至 15.8 元/公斤，为本

年度的最低单月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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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氏股份相关人员表示，目前公司低于 16 元/公斤的肉猪销量约占公司肉

猪总销量的 80%左右。根据公司当前生产情况，肉猪养殖综合成本有望进一步

下降，第四季度或降至 15.4 元/公斤左右。 

另一生猪养殖龙头牧原股份也在全力降本的过程中。 

牧原股份公开表示，公司将由追求快速提升出栏量转变为更加关注生猪头均

成本的降低，逐步降低资本开支。 

数据显示，9 月，牧原股份的生猪养殖完全成本 14.7 元/公斤，较 8 月提高

0.3 元/公斤，主要由高温、原料价格上升和出栏减少造成。不过，这一养殖成本

已经遥遥领先于其他生猪养殖企业。 

牧原股份董秘秦军在三季度业绩说明会上表示，公司各类养殖成绩指标仍有

进一步下降的空间，希望生猪养殖成本能在 2023 年年底重回 14.5 元/公斤，

2024 年将平均成本控制在 14 元/公斤。 

不过，记者注意到，由于生猪养殖亏损时间较长，温氏股份的股价自 2022

年 8 月以来一直在低位徘徊，最高价格未超过 26 元/股。2022 年 12 月，公司

发布回购股份公告，拟以不低于 9 亿元不超过 18 亿元金额回购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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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1 日晚间，温氏股份发布公告称，截至 2023 年 10 月 31 日，公司以

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份 4801.14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72%。

回购股份的最高成交价为 19.05 元/股，最低成交价为 18.17 元/股，成交总额为

9 亿元（不含交易费用），这一金额已经达到了此前公告的最低回购金额。 

截至 11 月 2 日收盘，温氏股份的股价收报 18.56 元/股，跌 0.96%，总市

值为 1233 亿元。 

 

来源：长江商报 

 

 

得利斯第三季度营收 7.7 亿，净利增长超 50% 

10 月 27 日晚间，得利斯发布 2023 年三季报。公司前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

营业收入 23.13 亿元，同比增长 18.13%。由于去年前三季度公司非经常性收益

对归母净利润的影响较大，因此公司今年前三季度归母净利润同比增速有所下滑。

在剔除了非经常性损益影响后，公司业绩表现亮眼，前三季度实现扣非净利润

2762.08 万元，同比增长 55.37%。其中，公司第三季度业绩增速突出，实现营

业收入 7.7 亿元，同比增长 38.96%；归母净利润 256.27 万元，同比增长 57.17%；

扣非净利润 230.23 万元，同比增长 138.64%。 

报告显示，得利斯是国内知名的肉制品加工企业，近年来其产品体系布局由

生猪屠宰、肉制品深加工拓展到牛肉系列产品精细加工，并加码预制菜产业。进

入三季度，公司积极进行市场拓展，并在原材料把控、渠道建设、品牌建设方面

取得一系列进展，驱动业绩迎来高增长。 

来源：冷冻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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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名单公布 

2023-11-03 10:01  发表于北京  

为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致全球重要农

业文化遗产大会贺信精神，保护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我

部组织开展了第七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挖掘认定工作。依据《重要农业文化

遗产管理办法》，在市县申报、省级推荐的基础上，经过评议公示、制定规划、

综合评估等程序，认定北京怀柔板栗栽培系统等 50 项传统农业系统为第七批中

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名单见附件），现予以公布。 

各省级农业农村部门要坚持在挖掘中保护、在利用中传承，持续加强工作指

导和宣传展示，引导社会提升保护传承自觉意识，促进农业文化遗产创造性转化、

创新性发展。第七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所在地要切实履行保护传承责任，有

效调动农民群众参与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积极性、主动性，深入挖掘农业文

化遗产在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科技等方面的价值，展现新时代农耕文化的

魅力风采。 

附件：第七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名单 

 

农业农村部 

2023 年 9 月 15 日 

 

附件 

第七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名单 

1. 北京怀柔板栗栽培系统 2. 北京门头沟京白梨栽培系统 3. 河北赵县古梨园 4. 河

北涿鹿龙眼葡萄栽培系统 5. 河北泊头古桑林 6. 山西浑源恒山黄芪栽培系统 7. 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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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治党参栽培系统（长治市平顺县、壶关县）8. 内蒙古库伦荞麦旱作系统 9. 辽宁西

丰梅花鹿养殖系统 10. 吉林长白山人参栽培系统（通化市集安市、白山市抚松县、延

边朝鲜族自治州安图县）11. 上海金山蟠桃栽培系统 12. 江苏吴中传统水生蔬菜栽培

系统 13. 江苏吴江基塘农业系统 14. 浙江吴兴溇港圩田农业系统 15. 浙江东阳元胡

水稻轮作系统 16. 浙江天台乌药林下栽培系统 17. 安徽义安凤丹栽培系统 18. 安徽

青阳九华黄精栽培系统 19. 安徽歙县梯地茶园系统 20. 福建长乐番薯种植系统 21. 

福建武夷岩茶文化系统 22. 江西湖口大豆栽培系统 23. 山东昌邑山阳大梨栽培系统

24. 山东平邑金银花—山楂复合系统 25. 山东临清黄河故道古桑树群 26. 河南宁陵

黄河故道古梨园 27. 河南林州太行菊栽培系统 28. 湖北秭归柑橘栽培系统 29. 湖北

京山稻作文化系统 30. 湖北咸宁古桂花树群 31. 湖南洪江山地香稻栽培文化系统 32. 

广东增城丝苗米文化系统 33. 广东南雄水旱轮作系统 34. 广东饶平单丛茶文化系统

35. 广西永福罗汉果栽培系统 36. 广西苍梧六堡茶文化系统 37. 海南白沙黎族山兰

稻作文化系统 38. 重庆江津花椒栽培系统 39. 重庆荣昌猪养殖系统 40. 四川北川苔

子茶复合栽培系统 41. 四川高坪蚕桑文化系统 42. 四川筠连山地茶文化系统 43. 贵

州兴仁薏仁米栽培系统 44. 西藏芒康葡萄栽培系统 45. 西藏工布江达藏猪养殖系统

46. 陕西府谷海红果栽培系统 47. 青海三江源曲麻莱高寒游牧系统 48. 宁夏平原引

黄灌溉农业系统（石嘴山市平罗县，吴忠市利通区、青铜峡市，中卫市沙坡头区）49. 

新疆叶城核桃栽培系统 50. 新疆昭苏草原马牧养系统 

 

来源：农业农村部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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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生猪产业技术体系发布：生猪养殖提质增效降本技术

指导意见 

今年以来，生猪价格整体低迷，养殖场户普遍亏损。为帮助广大养殖场户提

升养殖水平，实现增效降本，稳定养殖信心，国家生猪产业技术体系总结凝练了

各地提高综合生产效率的经验做法，形成如下技术指导意见，供广大养殖场户参

考。 

一、防好病,抓好养殖场生物安全体系建设和管理 

越是经营困难时期，越不能放松防疫，避免雪上加霜甚至血本无归。重点做

好非洲猪瘟防控，完善和落实常态化生物安全管理措施。一是做好物理隔离。设

立关口，包括人员出入洗澡间、物资物品消毒房、运输车辆消毒池和熏蒸棚等，

每个生产生活区域建有完整实体围墙隔离。二是做好化学消毒。量化风险，制定

针对各关口和重要风险点的洗消管理措施，定期进行清洗和消毒。加强日常监督

考核，确保洗消措施落实到位。三是做好生物净化。制定和实施猪场净化制度，

加强猪群监测排查，在疫情高风险期增加采样检测频次，发现风险隐患按照要求

及时规范处置，防止疫病扩散蔓延。杜绝使用非法疫苗、销售病死猪。 

毫不放松抓好其他生猪重点疫病防控，针对性加强猪群健康管理，重点防好

3 种疫病。一是防控好蓝耳病，持续强化公猪站、核心母猪场监测，维持猪蓝耳

病双阴性，根据实际开展育肥猪免疫，保证商品母猪场以及育肥场稳定生产。二

是防控好猪病毒性腹泻，母猪场腹泻疫苗免疫到位，降低哺乳仔猪死亡。严格驯

化后备猪，强化监测，确保抗体阳性率达标、驯化后不排毒，不将病毒带入母猪

场。实施全进全出，加强空栏管理，确保热水冲栏、消毒、干燥、空栏、烘干等

重点措施落实到位。三是防控好猪传染性胸膜肺炎，采取药物控制和科学饲养管

理减少猪群发病，降低死亡率，通过疫苗免疫和药物控制逐步实现疫病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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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中小养殖户，在缺乏完善的生物安全硬件条件的情况下，应严控外来人

员、物资、车辆等进入养殖场区，做好防鸟、防鼠和防蝇等措施，加强场区排查

和清洗消毒，杜绝使用非法疫苗，按要求处置病死生猪。 

二、留好种,优化种猪群结构 

对于自繁自养的中小养殖场户，一方面要选用健康安全、质量有保障的优质

种公猪精液；另一方面要加强后备母猪培育，确保后备猪育成率不低于 90%，1

胎留存率不低于 75%，分娩率达 85%，产健仔不低于 11 头/窝。实际操作中要

把握好 5 个关键点：一是首次挑选后备猪日龄，应低于 120 日龄；二是后备母

猪入群 2 周内，须建立信息完整的后备猪培育档案；三是后备猪培育舍硬件设施

配备完整，尽量配备体重秤测定初情期和配种体重；四是在 150 日龄初情期后，

有效管控背膘和体重，从自由采食转换为控料，在配种时测定背膘，确保初配体

重在 140～150 kg，最佳配种背膘 15～17 mm；五是 160 日龄开始诱情，并

准确记录。 

需要注意的是，基于行业当前能繁母猪存栏偏高，要加快调整存栏结构，优

化能繁母猪结构（品种、胎龄等），及时淘汰低产母猪，适当降低存栏，保障种

猪生产效率最大化。 

三、降成本,因场制宜推广低蛋白日粮 

生猪对蛋白的需求实际是对氨基酸的需求，饲料中的蛋白含量不是越高越好。

实践证明，通过在饲料中添加使用工业合成氨基酸，补足原料中的短板营养元素，

能够有效降低饲料中蛋白用量，提高饲料蛋白利用效率。采用低蛋白日粮技术，

不仅能减少豆粕用量，节省养殖成本，还能从源头上降耗减排，保护生态环境，

一举两得。在实际生产过程，要注重把握三个方面：一是合理设置日粮净能水平。

结合猪动态营养需求及营养精准供给技术研究，根据不同阶段生猪推荐的有效能

需要量确定其它营养成分的相应比例。二是配制基于可利用氨基酸的低蛋白日粮。

针对生猪不同生理阶段，选用合适的氨基酸平衡模式。三是使用合成氨基酸。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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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不同阶段猪群最适可消化氨基酸需要，精准补充添加合成氨基酸（包括赖氨酸、

蛋氨酸、苏氨酸、色氨酸、缬氨酸、异亮氨酸等），减少豆粕等蛋白原料使用量，

确保生猪养殖效率不降低。 

针对中小养殖户，一是需要在有条件的饲料企业帮助下合理应用低蛋白日粮；

二是结合自身养殖的品种类型，特别是含有地方猪血缘的“土杂猪”，可以在参

考瘦肉型猪饲养标准水平下再降低 10%～15%；三是充分利用当地多样化饲料

资源，科学合理搭配；四是有条件的养殖户，可以考虑利用微生物制剂对饲料或

原料进行发酵处理后饲喂，既可适当提高适口性和利用率，也有助于猪只健康。 

四、提效率,优化生产管理措施 

一是推广多周批饲养管理技术。母猪批次化生产是利用生物技术，根据母猪

群规模按计划分群并组织批次生产，是一种母猪繁殖的高效管理体系。目前，以

四周批生产最为普遍。批次化生产最大的优势在于年产胎次高、产房利用率高、

全进全出有利于健康管理。关键控制点：连续喂药，确保每一头猪喂烯丙孕素不

间断、足量；4 天内确保精液充足；确保有充足的后备猪，满足断奶计划配种补

充。 

二是推广“测膘调料、精准饲喂”技术。以动态测膘调料技术和功能性纤维

应用技术为手段，精准供应饲料以满足不同品系、胎次母猪的营养需求；通过定

期分析母猪饲养情况，调整营养参数和管理制度，从而调整母猪背膘或体况，达

到“低妊娠-高泌乳”，实现母猪高效繁殖。对各阶段母猪进行测背膘，按照背膘

调整饲喂量，确保 80%以上的上产房母猪背膘在 16～19 mm 间。强化过程管

理，在测膘过程中使用执法记录仪，由猪场场长负责监督执行情况，确保测得准、

调得准、喂得准。 

三是加强一胎留存率管理。确保产房一胎母猪子宫炎发生率控制在 4%以下，

一胎母猪断配率在 90%以上。一胎母猪分娩前背膘厚应在 16～19mm，哺乳期

采食平均 5kg，哺乳期背膘损失小于 2.5mm。做好产前产后保健方案评估，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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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度做一次药敏试验。后备母猪上产床要集中区域放置，单独护理，安排专人负

责一胎母猪产前产后保健，不漏一头；母猪产后 1 小时内注射药物保健，每天清

理料槽 2 次，产后 3 天内保证母猪后躯卫生干净，产后第 4 天开始检查母猪子

宫恢复情况。 

五、防应激,强化养殖场环境控制与管理 

秋冬季节，昼夜温差大，广大养殖场户要提前准备好应对季节变换，确保保

温通风等设施设备良好运行。一要做好猪舍整修，开放式猪舍应搭建塑料保温棚，

封堵窗户及多余的通风口，在门口挂上棉帘，栏舍漏风部位要堵严，防止贼风。

注意仔猪保温箱、取暖灯等保温取暖设备的检查和维护。二要重视产房管理，加

强母猪的营养与饲喂管理，提高母猪采食量与泌乳量，可实行多餐制，少喂勤添，

每天喂 4～5 次。三要做好猪群健康监控与管理，强化对猪流行性腹泻和猪传染

性胃肠炎的防控，做好新生仔猪的防寒保暖。四要保持适度通风，寒冻天气避免

栏舍长期处于相对密闭状态，维持良好的舍内卫生环境，降低舍内湿度和有害气

体浓度。 

来源：国家生猪产业技术体系 

 

 

 

 

 

 

 

只减不增！到 2027 年底，四川生猪定点屠宰企业总数要减

少 20% 

近日，农业农村厅印发《四川省生猪屠宰行业发展规划》（以下简称《规划》），

提出到 2027 年底，全省生猪定点屠宰企业总数要减少 20%，同时，规模屠宰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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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数占比要达到 50%，规模屠宰企业屠宰量占比要超过 90%。该《规划》自 2023

年 12 月 1 日起施行，有效期 5 年。 

瞄准初步形成“集中屠宰、品牌经营、冷链流通、冷鲜上市”的猪肉供应链，

《规划》对创建部级、省级标准化生猪屠宰场（厂）数量，冷鲜猪肉销售比例等

均提出明确目标。 

在控减总量、转型升级、保护环境等设置原则下，《规划》要求，以农业农

村部批准备案屠宰企业数量为基数，各县（市、区）只减不增，确因特殊情况需

要新增的，由市（州）人民政府在辖区总数不增的情况下统筹考虑。到 2027 年

底，以县为单位，生猪屠宰企业数超过 10 个（含 10 个）的，压减到 10 个以

内；生猪屠宰企业数在 5—10 个且常年出栏生猪少于 50 万头的，压减到 5 个

以内。 

《规划》提出，除边远和交通不便的农村地区确因保供需要外，其他地区不

再新增小型屠宰场点。已有的小型屠宰场点应根据交通条件、配送体系等实际情

况，在保障市场供给的前提下逐步退出。鼓励发展冷链化定点配送网点，通过配

送保障农村乡镇或居民集中居住地的肉品供给。 

对同一地市范围内年出栏生猪 50 万头以上的大型生猪养殖企业申办现代化

生猪屠宰、加工、冷链配送一体化企业，以及新建设计年屠宰生猪 100 万头以

上的标准化屠宰企业，予以鼓励支持。尚无生猪屠宰企业的县（市、区），确因

保供需要，原则上可增设 1 个屠宰企业。 

为落实上述要求，《规划》提出了严格把好准入关口、持续压减企业数量、

大力推行标准化建设、全面落实企业主体责任、强化行业监督管理 5 项任务。 

 

来源：四川在线记者 阚莹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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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跑出一个“火锅”独角兽，166 亿 

11 月 2 日，锅圈（02517.HK）顺利登陆港股，发行价为 5.98 港元/股。

截止发稿，股价涨 1.84%，报 6.09 港元，总市值 166.79 亿港元。 

不惑创投、IDG 资本、招银国际、物美投资、天图投资、茅台基金……一批

头部的投资机构年度成绩单上又添了一笔 IPO。 

值得注意的是，锅圈本次 IPO 并未设定发行价区间，而是直接确定发售价

为 5.98 港元，拟全球发售 6880.28 万股股份。 

期间，锅圈还引进了恒顺集团、锦鼎资本、COFCO Captial Fund 这三位基

石投资人，认购额度占总发行额的 53.8%。其中，恒顺集团为恒顺醋业母公司，

主营为调味品；锦鼎资本母公司为牧原集团，主营为生猪养殖；COFCO Capital 

则由中粮资本管理投资。不难发现，锅圈的基石投资人阵容以产业资本为主。 

从 2017 年在郑州开出第一家门店算起，用 7 年时间做到万家门店、开辟

出一条“火锅烧烤食材连锁”新赛道并做到业内第一。无论从何种角度看，锅圈

的成功都难以被复制，特别是在消费投资系统性遇冷的当下。 

众所周知，消费投资自 2022 年以来进入“去泡沫”时期，投资热度下降，

二级市场的艰难程度也不遑多让。 

2023 年初，随着“红黄灯”（其中“红灯行业”包括食品、防疫、白酒等）

行业限制政策的流传，消费型企业 IPO 闯关的难度越来越大。近期，大洋世家、

紫林醋业、老乡鸡、德州扒鸡、沃隆食品等多家消费企业纷纷主动撤单、终止 IPO。 

锅圈的成功上市，无形中也为消费产业注入了一剂“强心针”。 

从“粮仓”跑出来的独角兽 

即便锅圈总部位于上海，公司名叫“锅圈食品（上海）股份有限公司”，但

锅圈的故事，却要从“粮仓”河南说起。 

锅圈的创始人杨明超，来自河南鹿邑，上世纪 90 年代毕业于郑州大学中文

系，毕业后的杨明超端了几年“铁饭碗”，便毅然决定“下海从商”。 



 

 

 46 / 80 
 

 

或是基于早期在青岛啤酒做销售的经历，在商业摸爬滚打几年的杨明超，开

始瞄准餐饮行业，他卖过烤鱼做过烧烤，多年下来，在郑州当地也算小有名气，

但前景一片大好的露天烧烤，却因环境污染问题而折戟。 

杨明超并不气馁，凭借“小板凳火锅”在餐饮界卷土重来。在经营火锅店期

间，敏锐的杨明超又发现火锅行业存在诸多痛点亟待完善，也是那时，杨明超萌

发了做上游供应链的想法。 

2015 年，杨明超等人创立河南锅圈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专门从事火锅食

材配送。2017 年，杨明超将面向 B 端的供应链企业改造为了一家面向 C 端的

“食材超市”，为消费者提供从食材到用具的一站式火锅超市。也是这时，第一

家锅圈零售店开在了郑州。 

目前，锅圈的产品组合包括八大类别，涵盖火锅产品、烧烤产品、饮品、一

人食、即烹餐包、生鲜、西餐及零食，合共 710 个 SKU，其中超过 95%为锅

圈自有品牌产品。加盟门店过万家，覆盖了全国 29 个省级行政区、200 多个

地级市、1000 多个县城。 

有“粮仓”之称的河南，不仅是全国重要的农业大省、粮食主产区，同时也

是食品工业大省。这片肥沃土壤上，生产了全国市场上二分之一的火腿肠、三分

之一的方便面、四分之一的馒头、五分之三的汤圆、十分之七的水饺。 

产业发展的背后少不了政策的支撑引领作用。早在 2021 年，《河南省先进

制造业集群培育行动方案（2021—2025 年）的通知》提出，到 2025 年，建成

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万亿级现代食品集群。2023 年，河南省政府工作报告进一步

明确，“建设万亿级现代食品产业”。 

发家于河南的锅圈，也在全力冲刺着这个万亿级“考验”。 

值得注意的，从锅圈门店的区域分布情况来看，河南是锅圈真正意义上的

“大本营”。红餐大数据截止 2023 年 8 月数据显示，锅圈门店在河南地区的

数量遥遥领先于其他省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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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锅圈门店全国分布情况来源：红餐大数据 融中财经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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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即便锅圈在 2019 年为了寻求更大的发展空间，锅圈将总部迁于上

海，但锅圈仍坚持“郑州+上海”双中心发展模式。其核心的研发中心、产品中

心、品控总部、云信息中心等部门，也还一直保留在河南。 

河南不止孵化了锅圈 

大众对于锅圈最深的印象，离不开代言人岳云鹏那句“在家吃火锅，就找锅

圈”广告语。 

而锅圈得以进一步被广大消费者所接受，则离不开其自身极致的性价比。因

为“便宜”，锅圈被称为火锅届的“蜜雪冰城”，在零售界以黑马之姿脱颖而出。  

有意思的是，锅圈和蜜雪冰城一样，成长在河南这片土地上。资料显示，2003 

年，杨明超租了郑州市金水区政府西边的一个工厂车间的东头，巧的是，西头也

有一家创业企业，名为“蜜雪冰城”。 

锅圈和蜜雪冰城有很多共通点，除了都源自河南、都做着“加盟生意”、都

有万店规模外，锅圈和蜜雪冰城最大的共同点，在于二者背后都有专门的原料供

应链公司充当“弹药库”。 

作为一家“奶茶品牌”，蜜雪冰城营收的大头却由卖给加盟商的食材和包材

所贡献。为了明星产品柠檬水的稳定供应，蜜雪冰城自行建造了柠檬种植基地，

以降低柠檬的收购价格。 

锅圈也如出一辙。如锅圈所言，“随着我们的品牌知名度提高及不断扩大的

门店网络带来的采购量增加，我们与供应商的议价能力有所增强，并获得更优惠

的条款。为进一步巩固我们对供应链的控制及管理存货销售成本，我们收购三家

生产工厂，即和一工厂、丸来丸去工厂及澄明工厂，用于加工牛肉、生产肉丸及

火锅汤底。” 

值得注意的是，位于上游的生产工厂是锅圈产业生态链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而这些工厂大部分都建于河南。 

除了锅圈和蜜雪冰城外，河南这块这片土地还孵化出众多食品加工大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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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双汇等为代表的肉制品产业、以白象等为代表的面及面制品产业、以三全

等为代表的速冻食品产业、以卫龙等为代表的休闲食品产业、以中沃等为代表的

饮料产业、以十三香等为代表的调味品产业，均已形成规模发展态势。 

此外，还有诸如锅圈和蜜雪冰城之类的消费行业新星，在河南的培育下茁壮

成长。像巴奴毛肚火锅、食族人酸辣粉、姐弟俩土豆粉、炉小哥烤肉等业内新秀，

也渐渐从河南冒头。 

面向未来，河南有意孵化出更多消费独角兽。 

今年 2 月，河南整合世界银行河南高质量绿色农业发展基金、现代农业基

金等，通过母基金直投或与相关地方合作设立子基金方式，设立总规模 30 亿元

的省食品产业集群培育基金，首期规模 10 亿元，根据产业发展等情况再逐年扩

大规模。支持省农投集团通过参股、控股、直接投资等方式，发展一批农产品加

工龙头企业，培育一批农产品加工上市企业。 

换言之，未来，河南这片土地，将走出更多消费独角兽和 IPO。 

在上海实现 3 年 5 轮融资 

狂飙上市 

如果说，“粮仓”河南奠定了锅圈的食品基因，并对锅圈进行了培育，那么

“资本宠儿”这层身份，则很大程度上由“魔都”上海赋予。 

正如锅圈在招股书中所言，“于 2019 年至 2022 年，我们从首次公开发

售前投资者获得多轮股权融资，以支持我们不断扩大的业务运营。我们的首次公

开发售前投资者包括经验丰富的投资者，彼等可分享在品牌建立及市场拓展方面

的经验，以及在商业战略及运作方面的见解及关于本集团企业治理及内部控制的

专业意见。” 

2019 年，是锅圈从走出河南落地上海的时间，同样也是锅圈开启 3 年斩

获 5 轮融资的起始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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锅圈招股书数据显示，2019 年 10 月，锅圈开始进行股权转让和 Pre-A 

轮融资，2020 年 4 月，锅圈完成了这笔 7000 万元的 A 轮前融资，并在同

年的 8 月和 12 月，分别完成了 2.53 亿元的 A 轮融资和 3.88 亿元的 B 轮

融资。 

其中，在  A 轮融资与  B 轮融资中， IDG 旗下的  Famous Wealthy 

Limited 成为最大的认购方，其认购总额达到约 2.06 亿元；御基金创始合伙人

兼董事长、前阿里巴巴总裁卫哲旗下的 Generation One 则成为第二大认购方，

两轮融资总认购金额约为 1.4 亿元。 

随后的 2021 年与 2022 年，锅圈又相继完成 18.57 亿 C-1 轮融资以及 

2.62 亿元 C-2 轮融资。 

3 年累计募资金额接近 30 亿元的锅圈，背后林立着一众头部机构。除了不

惑创投、IDG 资本、嘉御资本、启承资本、天图投资、光源资本、瑞橡资本等市

场化投资机构外，锅圈的背后还出现了分众传媒、三全食品旗下成都全益以及茅

台基金这类产业 CVC。 

在资本力量助推下，锅圈成长速度之快，也让众人始料未及。据弗若斯特沙

利文报告，按在家吃饭餐食解决方案的零售额计，锅圈是目前国内最大的在家火

锅和烧烤食品提供商。 

锅圈公开数据显示，锅圈目前经营有 6 家直营店，其余全部为加盟店。加

盟店总数从 2020 年年初的 1441 家增至 2022 年年底的 9216 家，而截至 

2023 年 9 月 26 日，锅圈的门店数进一步增至 9978 家，最新数据是门店数

量已过万家。 

从业绩上看，锅圈在过去三年，保持整体营收连续增长。招股书显示，2020-

2022 年，公司营业收入分别为 29.18 亿元、38.8 亿元、70.59 亿元；2020 年

和 2021 年分别为亏损 4329.2 万元、4.61 亿元，2022 年实现扭亏为盈，录

得净利润 2.41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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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宠儿、万店规模、扭亏为盈……锅圈身上的这些标签，让其在消费寒冬

背景下也能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发展之路。在资本市场，也有很多消费企业想

“成为”锅圈。 

锅圈打样，下一个赴港上市会是谁？ 

回顾 2022 年的消费投资市场，可以说是“惨淡”“凛冬”。 

烯牛数据对 2022 年消费投融资事件进行的分析结果显示，2022 年的消

费行业投融资数量大幅下降，全年只有 982 起，同比下滑 43%。几乎所有赛道

的融资件数都不同程度下滑，其中食品领域减少 240 笔，餐饮领域减少 102 笔；

连去年大火的美妆个护也未能继续获得青睐，同比下滑 58.82%。 

进入到 2023 年，随着经济运行呈现回升向好态势，零售市场也渐渐走出

上扬曲线，消费复苏推动品牌释放被抑制需求，资本的目光也在密切注视着零售

市场的表现，但消费投资的热度恢复依旧处在爬坡期。 

换言之，消费投资还处于过冬时期。仲量联行数据显示，2023 年上半年，

新消费领域共发生 218 起投融资事件，同比减少 32.1%。融资总额较去年同期

仍有差距，市场观望情绪浓郁。 

据仲量联行统计，2023 年上半年发生在天使轮和 A 轮的融资交易占比达 

77%，且过半数交易的投资金额在 3000 万元以内，显示出新消费品牌融资轮

次与金额分布的高集中度。仲量联行认为，投资金额越来越小，反映了资本对于

新消费投资更加理性。不过，新消费领域仍有 35 笔过亿元的融资交易，主要集

中在食品、美妆个护、餐饮赛道的头部项目中。 

在投资热度倾向投早投小的同时，随着线上获客成本的提高以及线下消费的

回归，消费品牌加速向线下渗透。从上半年获投品牌的渠道分布数据来看，70 余

家品牌已开设线下门店，占总获投品牌数量的 33%，融资金额达 69.5 亿。预

计另有 11%的获投品牌未来亦将布局线下门店，涉及融资金额 22.3 亿元，意

味着零售市场将迎来这些品牌的选址拓店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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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量联行认为，当下领域融资金额和数量的减少并非行业的寒潮，更多的是

理性的回归。 

长期来看，消费市场的潜力依旧巨大，在资本加持下，还将有更多消费品牌

如锅圈一样成功“出圈”。但短期来看，消费企业仍处于苦融资久矣的困局中。 

一级市场投资遇冷，二级市场则受“证监会对核准制下的主板申报进行行业

限制，明确‘红灯行业’不能申报、‘黄灯行业’头部企业才可申报”的传闻影

响，消费企业上市变得难上加难。 

近日，大洋世家、紫林醋业、老乡鸡、德州扒鸡、沃隆食品、八马茶业等多

家“吃穿住”企业 IPO 终止，目前主板 IPO 排队企业中，尚有 20 多家“衣

食住”企业，其中包括想念食品、阿宽食品、中乔体育等知名企业。但从进度来

看，相当缓慢。 

在消费投资一片寂静之时，锅圈赴港上市，也为消费企业的资本化之路的探

索多了个参照。近期市面上，便频频传来老乡鸡、乡村基、杨国福、捞王、七欣

天等餐饮企业，赴港寻求上市的消息，但到目前为止，均没有公布后续进程，甚

至老乡鸡还出面“辟谣”。 

但尚未盖棺定论之前，一切尚有发生的可能。审核周期较短、上市标准明确

且门槛较低、程序相对简单、且更趋于国际化的香港资本市场，在未来，或许能

成为了多数消费企业的选择。 

 

来源：Foodaily 每日食品 融中财经 ，作者冯晓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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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强制餐馆给“预制菜”加标识 

据法国 BFM 电视台 23 日报道，法国有望在明年出台预制菜相关法规，强

制规定餐馆注明哪些菜品是非厨房自制的菜肴，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这项决定

将影响法国超 17.5 万间餐馆。 

“消费者将得知他们点的菜究竟是餐馆的自制菜，还是提前准备好的工业化

预制菜。”法国中小企业部部长奥莉薇娅·格里高利上周日接受采访时表示，“我

们已为此筹备数月，新法规将于最早明年、最迟 2025 年实施。” 

早在 2014 年，法国政府就曾推出此类标识，但因为是非强制选项，很少有

餐馆使用。此外，餐饮行业对“自制”和“预制”的定义一直以来也存在争议。

为此，法国政府将与行业代表进一步磋商，以确定更多实施细节。 

报道称，法国政府此次推出给预制菜强制添加标识的新规，一方面是为了保

障消费者的知情权，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保护那些坚持现场烹饪的餐馆，保护法国

美食传统。法国餐饮业普遍对新规表示欢迎。一位名叫阿兰·方丹的主厨表示，

“我们需要的是专业的厨师，而不是一台‘开袋机器’。” 

 

来源：环球时报 

 

 

新疆预制菜行业首批标准发布 

  10 月 23 日，由新疆特色农副产品加工业协会制定的两项预制菜团体标

准《预制菜》和《预制菜保质期通用规范》在全国团体标准信息平台完成公示

并正式发布实施。这是新疆预制菜行业实施的首批标准，将为规范预制菜生产

过程与评价标准，促进行业高质量有序健康发展提供指引。 

据介绍，《预制菜》对预制菜的定义、分类、原辅料要求、预制菜产品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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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检验规则、标签标志、包装、贮存、运输和召回等进行了规范。该标准可

作为产品生产的重要标准依据，保障产品质量安全，提高行业竞争力。 

《预制菜保质期通用规范》对预制菜保质期的术语和定义、分类、通用要

求、一般情况下保质期的确定等内容进行了规范，明确预制菜保质期应根据不

同预制菜的微生物、物理、化学特性，包装材料和包装方式、贮存和运输条件

等因素确定。 

 

来源：新华网 

 

 

 

 

 

关于征求《食品基本信息描述规范》等 7 项 

推荐性国家标准（报批稿）意见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及个人： 

根据国家标准制修订计划，现就《食品基本信息描述规范》等 7 项推荐性国

家标准（报批稿）公开征求意见。请各有关单位或个人于 2023 年 11 月 30 日

前将《意见反馈表》以寄回、传真或电子邮件形式反馈至我单位，逾期视为无意

见。 

联系地址：北京市海淀区马甸东路 9 号 

邮编：100088 

传真：010-82260667 

电子邮件：spxfpbzc@samr.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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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标准技术管理司食品消费品处 

2023 年 10 月 30 日 

• 1.食品基本信息描述规范（报批稿）.pdf 

• 2.食品生产数据管理技术规范（报批稿）.pdf 

• 3.食品生产物料平衡管理技术指南（报批稿）.pdf 

• 4.淀粉及其衍生物 硫酸化灰分测定（报批稿）.pdf 

• 5.动植物中角鲨烯含量的测定（报批稿）.pdf 

• 6.植物中绿原酸类物质的测定 高效液相色谱法（报批稿）.pdf 

• 7.饮食加工设备 电动设备 臂式搅拌机（报批稿）.pdf 
 

原文地址：

https://www.samr.gov.cn/bzjss/zqyj/art/2023/art_69d04d041f124b4e9d47d

7563c2b73d4.html 

 

 

 

 

四川省市场监管关于印发《四川省食品小作坊管理办法》的

通知 

各市（州）市场监管局： 

《四川省食品小作坊管理办法》已经 2023 年 9 月 27 日省局第 6 次局务

会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四川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3 年 10 月 17 日  

 

https://www.samr.gov.cn/cms_files/filemanager/1647978232/attach/20239/5ed3167875a34f1787586ba8d59b727d.pdf?fileName=1.%E9%A3%9F%E5%93%81%E5%9F%BA%E6%9C%AC%E4%BF%A1%E6%81%AF%E6%8F%8F%E8%BF%B0%E8%A7%84%E8%8C%83%EF%BC%88%E6%8A%A5%E6%89%B9%E7%A8%BF%EF%BC%89
https://www.samr.gov.cn/cms_files/filemanager/1647978232/attach/20239/1b697a1f77544e62be3d192c220494e4.pdf?fileName=2.%E9%A3%9F%E5%93%81%E7%94%9F%E4%BA%A7%E6%95%B0%E6%8D%AE%E7%AE%A1%E7%90%86%E6%8A%80%E6%9C%AF%E8%A7%84%E8%8C%83%EF%BC%88%E6%8A%A5%E6%89%B9%E7%A8%BF%EF%BC%89
https://www.samr.gov.cn/cms_files/filemanager/1647978232/attach/20239/cee7f35e3dcb48f7ab0640c6db1bd6bd.pdf?fileName=3.%E9%A3%9F%E5%93%81%E7%94%9F%E4%BA%A7%E7%89%A9%E6%96%99%E5%B9%B3%E8%A1%A1%E7%AE%A1%E7%90%86%E6%8A%80%E6%9C%AF%E6%8C%87%E5%8D%97%EF%BC%88%E6%8A%A5%E6%89%B9%E7%A8%BF%EF%BC%89
https://www.samr.gov.cn/cms_files/filemanager/1647978232/attach/20239/c10b1b2a071d481c9c9d0f35418c9b34.pdf?fileName=4.%E6%B7%80%E7%B2%89%E5%8F%8A%E5%85%B6%E8%A1%8D%E7%94%9F%E7%89%A9%20%E7%A1%AB%E9%85%B8%E5%8C%96%E7%81%B0%E5%88%86%E6%B5%8B%E5%AE%9A%EF%BC%88%E6%8A%A5%E6%89%B9%E7%A8%BF%EF%BC%89
https://www.samr.gov.cn/cms_files/filemanager/1647978232/attach/20239/7239332f58284049ae97651fb9734006.pdf?fileName=5.%E5%8A%A8%E6%A4%8D%E7%89%A9%E4%B8%AD%E8%A7%92%E9%B2%A8%E7%83%AF%E5%90%AB%E9%87%8F%E7%9A%84%E6%B5%8B%E5%AE%9A%EF%BC%88%E6%8A%A5%E6%89%B9%E7%A8%BF%EF%BC%89
https://www.samr.gov.cn/cms_files/filemanager/1647978232/attach/20239/11bf68785f4e43b8b12cfaf49a165a5e.pdf?fileName=6.%E6%A4%8D%E7%89%A9%E4%B8%AD%E7%BB%BF%E5%8E%9F%E9%85%B8%E7%B1%BB%E7%89%A9%E8%B4%A8%E7%9A%84%E6%B5%8B%E5%AE%9A%20%E9%AB%98%E6%95%88%E6%B6%B2%E7%9B%B8%E8%89%B2%E8%B0%B1%E6%B3%95%EF%BC%88%E6%8A%A5%E6%89%B9%E7%A8%BF%EF%BC%89
https://www.samr.gov.cn/cms_files/filemanager/1647978232/attach/20239/79b4855a06bd48f39d8a34ab3660c857.pdf?fileName=7.%E9%A5%AE%E9%A3%9F%E5%8A%A0%E5%B7%A5%E8%AE%BE%E5%A4%87%20%E7%94%B5%E5%8A%A8%E8%AE%BE%E5%A4%87%20%E8%87%82%E5%BC%8F%E6%90%85%E6%8B%8C%E6%9C%BA%EF%BC%88%E6%8A%A5%E6%89%B9%E7%A8%BF%EF%BC%89


 

 

 56 / 80 
 

 

四川省食品小作坊管理办法  

目 录 

第一章  总则 

第二章  许可管理 

第一节  申请与受理 

第二节  审查与决定 

第三节  许可证管理 

第四节  变更、延续与注销 

第三章  生产过程控制 

第四章  风险分级 

第五章  附则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食品小作坊监督管理，规范生产加工行为，保障食品安全，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及实施条例、《四川省食品安全条例》等法

律法规，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四川省行政区域内，对食品小作坊的生产许可和监督管理，适用本

办法。 

本办法所称食品小作坊，是指有固定生产经营场所，生产经营规模小的个体

食品生产加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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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条  食品小作坊生产者对其生产经营食品的安全负责。 

食品小作坊生产者应当依照法律、法规和食品安全标准从事生产经营活动，

保证食品安全，诚信自律，对社会和公众负责，接受社会监督，承担社会责任。 

第四条  省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负责指导全省食品小作坊生产许可和监督

管理工作。依据食品类别和食品安全风险状况，确定食品小作坊重点监管食品目

录。 

设区的市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负责指导本行政区域内食品小作坊生产许可

和监督管理工作。 

县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具体负责本辖区内食品小作坊的生产许可、监督管理

等工作。 

第二章  许可管理 

第一节  申请与受理 

第五条  四川省行政区域内从事食品生产的小作坊，应当取得食品小作坊生

产许可。 

申请食品小作坊生产许可，应当先行取得营业执照，以营业执照载明的主体

作为申请人。 

第六条  食品小作坊生产食品类别、类别名称及品种明细的划分参照市场监

管总局公布的食品生产许可分类目录管理。 

第七条  食品小作坊禁止生产下列食品： 



 

 

 58 / 80 
 

 

（一）保健食品、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婴幼儿配方食品、特殊膳食食品； 

（二）采用传统酿制工艺以外的其他方法生产的酒类、酱油和醋； 

（三）国家和省禁止生产加工的其他食品。 

食品小作坊不得接受委托生产加工或者分装食品，不得生产加工食品添加剂。 

第八条  食品小作坊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具有与生产加工的食品品种、数量相适应的生产加工场所，环境整洁，

并与有毒、有害场所以及其他污染源保持适当的距离； 

（二）具有与生产加工的食品品种、数量相适应的生产设备、设施以及消毒、

防腐、防尘、防蝇、防鼠、防虫、洗涤等卫生防护设施； 

（三）具有合理的设备布局和工艺流程，防止待加工食品与直接入口食品、

原料与成品交叉污染，避免食品接触有毒物、不洁物； 

（四）具有食品安全管理人员和健全的食品安全管理制度； 

（五）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要求。 

第九条  申请食品小作坊生产许可证的，应当在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前向生产

所在地县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提交下列材料，并对提交的申请材料真实性负责： 

（一）申请书； 

（二）申请人的身份证复印件及联系方式； 

（三）营业执照复印件； 

（四）从事接触直接入口食品工作的人员的健康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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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生产的主要食品类别、类别名称和品种明细； 

（六）生产经营场所平面图以及生产工艺、流程说明 

第十条  县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对申请人提出的食品小作坊生产许可申请，

应当根据下列情形分别作出处理： 

（一）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和申请要求，或者申请人按照要求提交

全部补正材料的，应即时受理，并出具受理通知书； 

（二）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和申请要求的，应即时告知需补

正内容； 

（三）申请事项不属于食品小作坊生产许可范围的，应即时告知申请人不予

受理，并出具不予受理通知书，说明不予受理的理由，并告知申请人依法享有申

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 

第二节  审查与决定 

第十一条  生产的食品未列入小作坊重点监管食品目录的，县级市场监督管

理部门应当自收到食品小作坊生产许可申请之日起 3 个工作日内完成形式审查。

对符合条件的，作出准予生产许可的决定，并自作出决定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向

申请人颁发食品小作坊生产许可证；对不符合条件的，应当及时作出不予许可的

书面决定并说明理由，同时告知申请人依法享有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的权利。对经形式审查获得许可证的食品小作坊，县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自

颁证之日起 30 日内，进行现场监督检查。监督检查结果不合格的，应当限期整

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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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的食品列入小作坊重点监管食品目录的，县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对

其进行现场核查，在收到食品小作坊生产许可申请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完成审

查。对符合条件的，作出准予生产许可的决定，并自作出决定之日起 5 个工作

日内向申请人颁发食品小作坊生产许可证；对不符合条件的，应当及时作出不予

许可的书面决定并说明理由，同时告知申请人依法享有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

政诉讼的权利。 

第十二条  现场核查应当由县级人民政府市场监管部门抽派的食品安全监

管人员进行，核查人员不得少于 2 人。根据需要可以聘请专业技术人员作为核

查人员参加现场核查。核查人员应当出示有效证件（证明），填写食品小作坊生

产许可现场核查记录表，制作现场核查记录，经申请人核对无误后，由核查人员

和申请人在核查记录表上签名或者盖章。申请人拒绝签名或者盖章的，核查人员

应当注明情况。 

第十三条  颁发食品小作坊生产许可证时，县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书面

告知所从事食品生产的风险控制要点及注意事项。 

第三节  许可证管理 

第十四条  食品小作坊生产许可证有效期为 5 年。 

省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负责制定食品小作坊生产许可证式样并向社会公布。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制作的食品小作坊生产许可电子证书与印制的食品小作

坊生产许可证书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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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条  食品小作坊生产许可证应当载明：许可证编号、食品小作坊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业主姓名、食品类别、类别名称及品种明细、生产地址、有

效期、发证机关和发证日期。 

食品小作坊生产许可证编号由“川坊”+ 12 位阿拉伯数字组成。12 位阿拉伯

数字从左至右依次为：2 位市（州）代码、2 位县（市、区）代码、4 位年份码、

4 位顺序码。 

第十六条  食品小作坊业主应当妥善保管食品小作坊生产许可证，不得伪造、

涂改、倒卖、出租、出借、转让。 

食品小作坊应当在生产场所显著位置悬挂或者摆放食品小作坊生产许可证

及食品安全风险等级公示表。 

第四节  变更、延续与注销 

第十七条  食品小作坊生产许可证有效期内，食品小作坊名称、现有设备布

局和工艺流程、主要生产设备设施、食品类别等事项发生变化，需要变更食品小

作坊生产许可证载明的许可事项的，应当自变更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向原发证

机关提出申请。 

第十八条  食品小作坊提出变更申请，应当提交食品小作坊生产许可变更申

请书、与变更事项有关的其他材料，并对材料的真实性负责。 

县级人民政府市场监管部门应当按照本办法第十一条的规定，对变更食品小

作坊生产许可的申请材料进行审查。变更事项可能对食品安全造成影响的，应进

行现场核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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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条  准予变更的，应当向申请人颁发新的食品小作坊生产许可证。食

品小作坊生产许可证编号不变，发证日期为县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作出变更许可

决定的日期，有效期与原证书一致。 

食品小作坊的生产场所迁址的，应当重新申请食品小作坊生产许可，其换发

的食品小作坊生产许可证有效期自发证之日起计算；在同一县（市、区）辖区内

进行迁址的，食品小作坊生产许可证编号不变。 

第二十条  食品小作坊需要延续依法取得的生产许可证有效期的，应当在有

效期届满前 30 日向原发证机关提出申请。 

申请延续换证，应当提交食品小作坊生产许可延续申请书、与延续事项有关

的其他材料，并对材料的真实性负责。 

第二十一条  县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根据被许可人的延续申请，在有效

期届满前作出是否准予延续的决定。经审查，符合条件的，准予延续，许可证编

号不变，有效期自延续许可决定之日起计算。不符合条件的，应当作出不予延续

食品小作坊生产许可的决定，并书面说明理由。 

第二十二条  生产列入小作坊重点监管食品目录的食品小作坊，下列情形须

组织现场核查： 

（一）变更食品小作坊生产许可，食品类别、工艺设备布局和工艺流程发生

变化，可能影响食品安全的；生产场所发生变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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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延续食品小作坊生产许可，在证书有效期内存在食品安全监督抽检不

合格或食品安全风险监测结果表明存在食品安全隐患的。存在食品安全违法行为

被立案查处的。 

（三）其他依法需要现场核查的情况。 

第二十三条  食品小作坊终止食品生产经营的，应当自终止生产经营之日起

30 日内向原发证机关申请注销许可证。 

食品小作坊生产许可被注销的，许可证编号不得再次使用。 

第二十四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食品小作坊未按规定申请办理注销手续的，

县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依法注销食品小作坊生产许可证并进行公告： 

（一）生产许可有效期届满未申请延续的； 

（二）食品小作坊主体资格依法终止的； 

（三）生产许可依法被撤回、撤销或者生产许可证依法被吊销的； 

（四）食品小作坊终止生产经营的； 

（五）因不可抗力导致无法实施生产经营的； 

（六）法律法规规定的应当注销生产许可证的其他情形。 

第二十五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做出行政许可决定的行政机关，根据利害

关系人的请求，可以撤销食品小作坊生产许可： 

（一）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二）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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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违反法定程序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四）对不具备申请资格或者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行政许可的； 

（五）依法可以撤销行政许可的其他情形。 

被许可人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行政许可的，应当予以撤销。 

第三章  生产过程控制 

第二十六条  食品小作坊生产活动应在许可范围之内，并符合下列要求： 

（一）盛放直接入口食品的容器，使用前应当洗净、消毒，炊具、用具使用

后应当洗净，保持清洁； 

（二）生产、贮存、运输和装卸食品的容器、工具和设备应当安全、无害，

保持清洁，防止食品污染，并符合保证食品安全所需的温度、湿度等特殊要求，

不得将食品与有毒、有害物品一同贮存、运输； 

（三）直接入口的食品应当使用无毒、清洁的包装材料，并符合相关食品安

全标准要求； 

（四）食品生产经营人员应当保持个人卫生，患有国务院卫生健康主管部门

规定的有碍食品安全疾病的人员，不得从事接触直接入口食品的工作； 

（五）用水应当符合国家规定的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六）使用的洗涤剂、消毒剂应当对人体安全、无害； 

（七）按照国家规定和标准存放、使用食品添加剂； 

（八）生产经营的食品不得掺假掺杂、以次充好、以假充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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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要求。 

第二十七条  食品小作坊应当保障食品可追溯。鼓励食品小作坊对接或上传

相关数据信息至省信息化溯源公共服务平台。 

采购食品原料、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应当查验供货者的许可或者备

案证明、产品合格证明，索取销售凭证，并保存相关证明。 

采购进口食品原料的，需提供进口经销商资质和加盖供货方公章的出入境货

物检验检疫证明复印件。 

相关证明的保存期限不得少于产品保质期满后 6 个月；没有明确保质期的，

保存期限不得少于 2 年。 

第二十八条  食品小作坊应当建立食品安全自查制度，定期开展食品安全状

况自查评价。食品小作坊生产条件发生变化，不再符合食品安全要求的，食品小

作坊生产者应当立即采取整改措施；有发生食品安全事故潜在风险的，应当立即

停止食品生产经营活动，并向所在地县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告。 

食品安全风险等级被评定为高风险的食品小作坊应当每季度将自查结果向

所在地县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告。 

第二十九条  因食品小作坊生产工艺确有需要使用食品添加剂的，应符合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GB 2760）。专区（柜）存放，专

人管理，并标示食品添加剂字样。使用时应准确计量，如实记录食品添加剂的名

称、使用量、使用日期、使用人员等事项。记录保存期限不得少于产品保质期满

后 6 个月；没有明确保质期的，保存期限不得少于 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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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条  食品小作坊生产加工的食品应当有包装和标签，标明食品名称、

成分表或者配料表、生产日期、保质期、贮存条件以及食品小作坊的名称、生产

地址、联系方式、许可证编号等信息。鼓励标识产品执行标准、致敏物质。标签

内容应当清楚、明显，生产日期、保质期等事项应当显著标注，容易辨识。 

依法豁免标示保质期的食品可不标示保质期。 

第三十一条  食品小作坊应当按照食品安全标准对所生产的食品进行检验，

检验合格后方可出厂或者销售。 

食品小作坊应当对新投产、停产超过 3 个月后重新生产或者改变生产工艺

后生产的首批食品，委托有资质的检验机构进行检验，检验合格后方可生产、销

售。 

检验报告的保存期限不得少于产品保质期满后 6 个月；没有明确保质期的，

保存期限不得少于 2 年。 

第三十二条  从事网络食品经营的食品小作坊应当按照规定在自建网站或

者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的首页显著位置或者经营活动主页面醒目位置，公示

其营业执照、许可证、食品安全风险等级等信息。相关信息应当完整、真实、清

晰，发生变化的，应当在 10 日内更新。 

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应当依法制止不合格食品的销售。 

食品安全风险等级被评定为高风险的食品小作坊不得从事网络食品经营。 

第四章  风险分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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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三条  食品小作坊的食品安全风险等级从低到高分为低风险、中风险、

较高风险、高风险四个等级，依次用 A、B、C、D 表示。 

第三十四条  首次评定食品小作坊的风险等级，可按照食品小作坊生产的产

品类别及品种明细的静态风险分值确定。 

第三十五条  县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确定食品小作坊风险等级，采用评分方

法进行，以百分制计算。其中，静态风险因素量化分值为 40 分，动态风险因素

量化分值为 60 分。分值越高，风险等级越高。风险分值之和为 0—30 分（含）

的，为低风险；风险分值之和为 30—45 分（含）的，为中风险；风险分值之和

为 45—60 分（含）的，为较高风险；风险分值之和为 60 分以上的，为高风险。 

生产多类别食品的，应当选择风险较高的食品类别确定静态风险因素量化分

值。 

第三十六条  县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根据食品小作坊风险等级划分结

果，对较高风险食品小作坊的监管优先于较低风险食品小作坊的监管，实现监管

资源的科学配置和有效利用。 

（一）对评定为低风险的食品小作坊，原则上每年至少监督检查 1 次； 

（二）对评定为中风险的食品小作坊，原则上每年至少监督检查 1—2 次； 

（三）对评定为较高风险的食品小作坊，原则上每年至少监督检查 2—3 次； 

（四）对评定为高风险的食品小作坊，原则上每年至少监督检查 3—4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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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七条  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下一年度食品小作坊风险等级应调高

一个等级： 

（一）故意违反食品安全法律法规，且受到罚款、没收违法所得（非法财物）、

责令停产停业等行政处罚的； 

（二）有 1 次及以上监督抽检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 

（三）违反食品安全法律法规规定，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的； 

（四）发生食品安全事故的； 

（五）不按规定进行产品召回或者停止生产经营的； 

（六）拒绝、逃避、阻挠执法人员进行监督检查，或者拒不配合执法人员依

法进行案件调查的； 

（七）具有法律、法规、规章和省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规定的其他可以上调风

险等级的情形。 

第三十八条  食品小作坊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下一年度食品安全动态风险

酌情减分： 

（一）连续 3 年食品安全监督管理记录没有违反本办法第三十八条所列情

形的； 

（二）积极参与配合当地政府或市场监管部门组织开展的食品小作坊治理提

升工作并通过验收确认的； 

（三）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可以减分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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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附则 

第三十九条  法律、法规、规章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四十条  本办法由省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负责解释。 

第四十一条  本办法自 2023 年 12 月 1 日起施行。有效期为 5 年。 

  

附件：四川省食品小作坊食品分类目录 

附件 四川省食品小作坊食品分类目录 

食品类别 
类 别 编

号 
类别名称 

重点监管食

品 

粮食加工品 

0101 小麦粉 否 

0102 大米 否 

0103 挂面 否 

0104 其他粮食加工品 否 

食用油、油脂及其

制品 

0201 食用植物油 是 

0202 食用油脂制品 是 

0203 食用动物油脂 是 

调味品 

0301 酱油 是 

0302 食醋 是 

0303 味精 否 

0304 酱类 是 

0305 调味料 是 

0306 食盐 否 

肉制品 

0401 热加工熟肉制品 是 

0402 发酵肉制品 是 

0403 预制调理肉制品 是 

0404 腌腊肉制品 是 

乳制品 

0501 液体乳 是 

0502 乳粉 是 

0503 其他乳制品 是 

饮料 

0601 包装饮用水 是 

0602 碳酸饮料（汽水） 是 

0603 茶类饮料 是 

0604 果蔬汁类及其饮料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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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类别 
类 别 编

号 
类别名称 

重点监管食

品 

0605 蛋白饮料 是 

0606 固体饮料 是 

0607 其他饮料 是 

方便食品 

0701 方便面 是 

0702 其他方便食品 是 

0703 调味面制品 是 

饼干 0801 饼干 是 

罐头 

0901 畜禽水产罐头 是 

0902 果蔬罐头 是 

0903 其他罐头 是 

冷冻饮品 1001 冷冻饮品 是 

速冻食品 

1101 速冻面米制品 是 

1102 速冻调制食品 是 

1103 速冻其他食品 是 

薯类和膨化食品 
1201 膨化食品 否 

1202 薯类食品 否 

糖果制品 

1301 糖果 是 

1302 巧克力及巧克力制品 是 

1303 
代可可脂巧克力及代可

可脂巧克力制品 
是 

1304 果冻 是 

茶叶及相关制品 

1401 茶叶 否 

1402 茶制品 否 

1403 调味茶 否 

1404 代用茶 否 

酒类 1501 白酒 是 

蔬菜制品 

1601 酱腌菜 是 

1602 蔬菜干制品 否 

1603 食用菌制品 否 

1604 其他蔬菜制品 否 

水果制品 
1701 蜜饯 是 

1702 水果制品 是 

炒货食品及坚果制

品 
1801 炒货食品及坚果制品 否 

蛋制品 1901 蛋制品 是 

2001 可可制品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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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1．食品小作坊许可应按照对应食品类别进行分类； 

2．申请的食品类别如有产业政策限制的，应按照产业政策有关要求 开展许

可审查； 

3．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来源：四川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食品类别 
类 别 编

号 
类别名称 

重点监管食

品 

可可及焙烤咖啡产

品 
2002 焙炒咖啡 否 

食糖 2101 糖 否 

水产制品 

2201 干制水产品 否 

2202 盐渍水产品 否 

2203 鱼糜及鱼糜制品 是 

2204 冷冻水产制品 是 

2205 熟制水产品 是 

2206 生食水产品 是 

2207 其他水产品 否 

淀粉及淀粉制品 
2301 淀粉及淀粉制品 否 

2302 淀粉糖 否 

糕点 

2401 热加工糕点 是 

2402 冷加工糕点 是 

2403 食品馅料 是 

豆制品 2501 豆制品 是 

蜂产品 

2601 蜂蜜 否 

2602 
蜂王浆（含蜂王浆冻干

品） 
是 

2603 蜂花粉 否 

2604 蜂产品制品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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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9 月生猪养殖成本和利润情况 

 

猪粮比根据国家五部委公布的数据显示，2023 年 9 月猪粮比价 5.74，环

比下跌 2.2%；同比下跌 31.9%，连续 5 个月同比下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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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猪散养和规模养殖对比 

 

2023 年 9 月散养生猪每头成本 2261 元，环比减少 0.6%； 

同比增长 0.8%，连续 12 个月同比增长； 

与 2022 年 2 月最低成本 1898 元相比，头均成本增加 363 元。 

2023 年 9 月规模养殖每头成本 2160 元，环比减少 0.2%； 

同比增长 1.0%，连续 12 个月同比增长； 

与 2022 年 2 月最低成本 1891 元相比，头均成本增加 269 元。 

规模养殖成本连续 23 个月低于散养成本 ，两者的差距有收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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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9 月散养生猪每头净利润-44元，环比增长4.0%，同比减少105.1%，

连续 9 个月亏损，亏损幅度下降； 

2023 年 9 月规模养殖每头净利润 118 元，环比减少 17.9%，同比减少

88.6%，连续 2 个月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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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大畜牧综合发改委和农业农村部，仅供参考。 

 

 

猪肉分割成本算法概述 

分类核算方式 

由于分拆类生鲜品多以整片猪、牛、羊等畜产屠体和整禽形式采购进超市,在

卖场加工分解,分类核算就是以采购单品的批次采购总成本与分解后各对应 单

品销售额总和作对比,核算采购单品的批次销售毛利。核算可以细化至采购单品

的批次,也可以大而化之成为一定期间内（月、半月、周）的肉类或者水产部门的 

分类核算。 

分类核算的基本计算方式  

假设按照采购单品批次为核算基础,分拆类生鲜品分类核算主要依据以下基

本计算公式： 

总采购成本＋总损耗成本＋毛利额＝总销售额  

在这个基本公式中,有几项为已知或者事先可以采集到的标准数据,其中,总

采购成本是指采购单品的本批次采购成本总和（例如生猪采购金额）,此项 数据

应该为已知项目；总销售额为采购单品分解成销售单品后销售额合计（例如本批

次生猪分割成排骨、瘦肉和五花肉等销售单品之后的销售额总和）。 

其计算公式为： 

总销售额＝（销售单品价格×销售单品重量）＋…… 

其中：单品价格是参照市场单品价而定的本超市销售单品定价  

销售单品重量＝总猪重量×销售单品出品率  

总损耗成本＝总销售额×标准损耗率 

最终销售毛利可以通过上述公式和已知条件计算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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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利额＝总销售额－总采购成本－总损耗成本 

毛利率＝毛利额÷总销售额 

分割试验与标准核算参数提取  

在分拆类生鲜品的整个核算过程中,在采购单品的品级规格,以及转化到部门

商品结构中的销售单品数量确定之后,有一个重要的准备工作就是要进行一定批

次和数量的分割试验,从中提取核算标准参数,这些参数包括：销售单品出品率、

标准损耗率和预算毛利率。 

1、通过分割试验详细记录每个分拆后的销售单品占单位屠体重量的百分比,

由此累计得出销售单品出品率。 

2、通过分割试验详细记录屠体分解过程中加工损耗、在卖场加工销售期间

内的脱水损耗、合理的过期报废损耗和废料损耗等占单位屠体重量的百分比,累

计得出标准损耗率。 

3、按照各销售单品的预定价格所得的销售额合计,可以计算出预算毛利额和

预算毛利率。 

当分割试验中累计出核算标准参数比较稳定时,管理人员可以在一定盘点周

期内,直接使用这些经验参数推算出与采购单品量对应预算销售额和预算毛利

（预算毛利额＝总销售额×预算毛利率）。 

由于这些核算参数属于需要不断累计的经验数据,也会受到来自采购单品质

量状况和屠体分解作业管理的影响,因此连锁超市还需要在生鲜经营过程中定期

进行分 割试验,以便监控和修正核算参数,越是成本核算偏差较大,问题多发,分割

试验的频率也要加大,以保证核算参数的准确性。 

分类成本核算平衡  

由于分拆类生鲜品加工和成本分解过程难以做到随时采集数据,所以部门内

定期盘点作业就显得非常重要,如果标准核算参数相对准确而稳定,分拆加工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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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能够保证,那么定期盘点可以监控运营中的毛利状况,此时毛利率可能呈现出

4 种情况： 

①实际盘点毛利率与预算毛利率基本吻合,误差值在合理范围内,或者实际盘

点毛利率持续稳定地高于预算毛利率,此类盘点结果可以说明标准核算参数准 

确,加工作业稳定,损耗控制有效,整体运营处于良性状态； 

②如果定期实际盘点毛利率持续偏低于预算毛利率,则需要依次检查以下几

个管理环节,以便决定是否需 要调低毛利率预算：采购单品的质量品级是否符合

采购标准要求、是否因为采购单品成本偏高导致整体毛利率下降、标准核算参数

是否准确、分拆加工作业管理流程 是否存在偏差； 

③如果定期实际盘点毛利率持续在预算毛利率曲线上下跳动,则有必要加大

盘点核查的频率,缩短盘点周期,重点检查各项作业管理流程的执行情况；  

④当以上方法仍无法找到毛利波动原因,则可以参照分割试验的方式对每一

次分拆作业进行详细的分割出品记录,全面采集相关数据,这种方式繁琐,工作效

率较低,但有利于比较全面地查找原因。 

 

资料来源：生鲜品管 

 

 

 

中国肉类协会猪业分会秘书处 

联络方式：17744492913    

邮箱：411534016@qq.com                                                        

    2023 年 11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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