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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前“菜篮子”产品供应总体有保障
本报讯 农业农村部市场与

经济信息司司长唐珂 16日表
示，春节前我国“菜篮子”产品
供应总体有保障，部分品种价
格可能波动上行。这是从当日
农业农村部举办的新闻发布会
上了解到的。

唐珂说，2018年蔬菜价格
波动较大，主要是不利天气、极
端天气导致蔬菜的茬口叠加集
中上市的结果。目前蔬菜在田
面积基本稳定，供应量同比变
化不大，价格可能出现季节性
上涨。

猪肉行情也是市场关注的
热点。唐珂表示，2018年我国
生猪市场受非洲猪瘟疫情的影
响总体有限，猪价波动不大。
“从总体看，生猪出栏量、屠宰
量依然较为充足，元旦前后猪
价还出现了下跌，预计短期内
不会大幅上涨。但由于非洲猪
瘟疫情防控需要，部分地区仍
然需要严格控制生猪及其产品
的流动，不排除部分销区价格
有所上涨的可能性。”他说。

据农业农村部监测，2018
年12月份全国生猪存栏同比下

降4.8%；能繁母猪存栏同比下
降 8.3%，连续 3个月跌幅超过
5%的预警线。“这意味着今年下
半年生猪上市量偏少，猪价上
涨的可能性较大。”唐珂说，建
议广大养殖场户在做好非洲猪
瘟疫情防控的基础上，适时调
整养殖结构，增加补栏。农业
农村部也将督促各地进一步落
实保障生产供给、畅通种猪和
仔猪调运的相关政策，尽量保
证肥猪正常出栏，补得了、卖得
出，解决广大养殖场户增养补
栏的后顾之忧。

春节临近，北京焙烤行业推出了近百种年货产
品，这些产品把年味儿作为主题，既体现民俗民风又
不乏时尚元素，价格方面也继续走亲民路线，9成年
货礼盒价格在100元到200元之间。

在近日举行的北京2019年焙烤行业年货展示推
介会上，近百种年货悉数亮相，不仅有中西糕点、熟
食、主食馒头系列，还有糖果、饮品、休闲食品、元宵、
汤圆、京味儿小吃、进口食品等，共达到95种。

老字号北京稻香村在保持畅销的“饽饽匣子”、京
八件等糕点礼盒外，今年又推出了团圆稻香礼盒、奶
皮八件礼盒等。奶皮八件以精选枣泥、豆沙、山楂、芝
麻、玫瑰、桂花等京味儿原料为馅料，饼皮选用传统奶
皮工艺，饼面印有老北京四合院的门墩、窗户等印戳，
京味儿十足。

老字号餐饮企业也推出了特色年货食品，有市
民喜爱的全聚德五香味、咸香味、香辣味烤鸭系列，
仿膳的宫廷御点系列、御福汤圆礼盒、御玲汤圆礼
盒，丰泽园特色馒头系列、丰泽园拜年礼盒、吉祥如
意六味礼盒等。北京知名品牌企业推出的北京特产
“老北京十三绝”礼盒、“食全十美”礼盒，小食品“清
恬菱角”“小芋头”“北京酥糖”等也将是年货大集不
可或缺的食品。

今年春节，年货产品在价格方面继续走亲民路
线，绝大部分产品价格保持去年同期水平，礼盒产品
每盒多在100元到200元之间，占市场90%左右。北
京焙烤食品糖制品协会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各大企
业年货产量有望增加10%左右。为充分保障节日市
场供应，各企业将加班加点生产，同时也力求货品不
积压。

本报讯 好的农产品打响了品
牌，但每到上市季节市场上总会
出现各种“李鬼”，生产名不副实
的“名牌产品”。那么，如何能实
现农产品时时可查？从北京新发
地了解到，新发地正在为市场内
的水果贴“身份码”，“一果一码”
手机扫码可查。

据了解，该市场正推行“防伪
溯源”，目前市场从水果开始试
点，今年内力争让市场内的自主

品牌都贴上“身份码”。市场上一
位水果经销商说：“扫一扫防伪追
溯码，我的这个农产品产自哪里、
种植管理过程、公司情况全有了，
如果信息跟实际对不上，那就不
是我基地产的，就是假的。”

一位苹果经销商说，他使用
的是唯一的追溯码，刮开被覆盖
的密码之后，会显示扫码时的查
询时间和查询地点，同时这张追
溯码就作废了。再次用手机扫

码，会提示：此商品已被消费，为
无效追溯码。相关负责人表示，
这种水果上贴的防伪码只有第
一次扫描是真的，第二次扫码就
显示失效，而在系统后台也对扫
码的次数有一个上限预警提示，
他说：“如果我们企业设置二十
次，那么这个产品扫描超过了二
十次，系统就会报警，会提示企
业。这样设计才能让假冒者无
处可逃。”

根据农业农村部“全国农产品
批发市场价格信息系统”的监测显
示，截至1月3日，牛肉价格已连续
五周上涨，从11月23日的59.29元/
公斤，升至 1月 2日的 61.4元/公
斤。自每公斤超过56元之后，屡创
新高。过去的一周价格虽然有所下
降，但仍比去年同期高出很多。

秋冬季一直是牛羊肉消费的
旺季，人们需要热量大的食物来维
持身体的热量，因此业内人士表
示，现在肉类食品价格应该呈上涨
的趋势。

除去季节性等因素的影响，业
内普遍认为，最重要的因素是中国
肉类消费的结构，正在发生不可逆
的变化。数据显示，过去30年内，
国内牛肉消费量显著增加，从1987
年的 75.9万吨，上升到 2018年的
794万吨。而中国人均牛肉年消费
量已从1987年的0.69千克上升到
2017年的6千克，增长近十倍。从
整个消费肉类的结构来看，牛肉消
费在红肉中的占比从 1987年的
4.08%上升到2018年的11.22%。

根据《全国牛羊肉生产发展规
划（2013-2020）》，到2020年中国牛
肉产量将达到786万吨。而要达到
目前世界的平均消费水平，大约还
需要进口558万吨牛肉。牛肉作为
肉类供应的短板，需要靠进口来补

充和平衡。2020年中国牛肉进口
量将占到目前世界牛肉出口总量
的2/3以上。

在需求量不断增大的同时，国
内牛肉的供给无法跟上，供需缺口
推高了牛肉价格。进入二十世纪
九十年代以后，中国开始进口牛
肉。2013年以来，中国的进口牛肉
量呈爆发式增长。1992年，中国牛
肉进口量仅为1000吨，2012年达
到 8.6万吨，到 2016年已增长至
81.2万吨。

2000-2016年间，澳大利亚处
于中国牛肉进口来源国首位，巴
西、乌拉圭和新西兰、阿根廷也是
主要的来源国。据初步统计，2018
年国内牛肉消费量超过810万吨，
供需缺口超过100万吨。

此外，饲料生产、运输等环节
成本上升、中国加大力度打击走私
牛肉等，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牛
肉的涨价。

中国肉牛协会副会长李和认
为，国内牛肉的供给无法跟上，主
要是受困于产业发展小而散的格
局，前十家牛肉生产企业加起来的
产量不足中国总牛肉消费的2%。

据了解，截至2017年，中国肉
牛饲养年出栏100头以上的场户仅
占15%，其中年出栏1000头肉牛的
场户更是只占2%。年出栏肉牛数

在51～100头的场户占4%，59%的
场户年出栏头数在10头以内。肉
牛的饲养规模化水平较低。

对此，中国农业大学肉牛研究
中心主任孟庆翔认为，规模化养殖
才是出路。目前我国肉牛的规模
化水平低，与肉牛业的整个发展水
平是不相适应的。特别像西方发
达国家养牛都赚钱，主要是规模化
程度高、标准化水平高，所以在将
来应该鼓励大户养殖、规模化养
殖、标准化养殖。

就偶发性因素而言，中国肉类
协会牛羊业分会秘书长高观分析，
去年8月初以来，非洲猪瘟在国内
多省市出现，一些消费者放弃猪肉
消费，转而食用牛肉等其他肉类。
这也导致对牛肉的需求量增加，为
牛肉价格的上涨创造了条件。截
至2019年1月11日，国内已发生
104起非洲猪瘟疫情。

虽然过去的一周牛肉价格有
所下降，但春节即将到来，高观认
为，受节日消费的影响，预计牛肉
价格还会继续上涨。办年货等传
统习俗，都会让牛肉的需求量进一
步增加。上海肉类行业协会秘书
长郁麟驹则表示，春节期间，牛肉
价格预计会有一定的上涨，但不会
大幅增加，还是会趋于平稳。

（食品伙伴网）

牛肉价格连涨五周：

肉牛养殖规模化水平较低 供需缺口加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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