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首都食品安全市场观察13

责编：何妍君 版式：武凯强

2023年3月3日 星期五
E—mail：tougao_cfs365@126.com

本报讯 陈琳 近期
随着气温逐渐回升，北
京新发地市场蔬菜上
市量明显增加，已连续
多日突破2万吨关口，
蔬菜整体价格也呈现
波动下行走势。特别
是2月24日，新发地市
场蔬菜上市量达到
2.21万吨。

近日，在新发地
市场周转二区看到，
这里主要销售大白
菜、土豆、萝卜、圆白
菜、莴笋等蔬菜品种，
每条交易通道两侧和
部分通道的中间位置
都塞满了装着货物的
车辆，可见市场整体
供应非常充足。

现场工作人员介
绍，近几日周转二区的
蔬菜上市量特别大。
比如土豆，现在每天都
能达到120车左右，云
南来的新土豆，全部用
的是十多米长的大车
运输。在蔬菜市场主
市场内，每天下午，两
条主干道两侧也停满
了来上货的车辆。

新发地市场统计
部负责人刘通介绍，
由于春节过后气温普
遍偏低，导致北方设
施种植的小品种叶菜类及茄果
类蔬菜价格居高不下，从而抬高
了蔬菜整体价格。但随着近期
气温持续回升，这部分蔬菜价格
普遍出现了松动，而且云南新土
豆、新蒜等产品也陆续上市，补
充了市场供应。

数据显示，2月18日新发地市
场蔬菜加权平均价为4.43元/公
斤，2月25日为4.31元/公斤，蔬菜
价格整体出现下降。刘通表示，
由于新一茬蔬菜开始上市，鲜嫩
蔬菜价格回落，拉动了蔬菜整体
价格的回落。

与上周相比，小菠菜、小油
菜、小白菜等小品种叶菜类，圆
茄、长茄等茄果类，架豆、扁豆等
豆角类，以及新上市的土豆、鲜蒜
等品种价格均有不同程度下降。
特别是此前价格明显偏高的小品
种叶菜、茄果类蔬菜，近几日降幅
明显。

从目前价格走势来看，近期
蔬菜供应正在逐渐充实，总体形
势快速向好，蔬菜整体价格仍然
会表现出波动下行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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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猪肉市场价格持续下跌，主
要是二次育肥大猪集中出栏冲击市场，
加上春节过后进入传统消费淡季，猪肉
市场延续季节性下行的历史规律。总
的看，目前，旅游、餐饮、团体等消费需
求释放，冻猪肉收储等政策支撑猪价，
预计后期猪价有望回暖，但仍需关注压
栏、二次育肥等因素加剧阶段性猪价波
动的风险。

生猪和猪肉集贸市场价连续下跌

据农业农村部监测，猪肉集贸市
场价从2022年11月第1周开始连续16
周下跌，2023年2月第3周跌至每公斤
26.70元，环比跌1.5%，同比涨7.6%，累
计跌幅36.0%；2月份以来，猪肉价格跌
幅有所收窄，2月第1周、第2周和第3
周的环比跌幅分别为 3.5%、2.8%和
1.5%。猪肉批发价从2022年11月上
旬开始连续11周下跌后，在春节期间
回涨，2023年2月第1周继续下跌至每
公斤 22.25元，环比跌 3.6%，同比涨
1.8%。近期生猪和猪肉价格持续下跌
的原因有：

一是11月份以来生猪和猪肉供应
持续增加。2022年10月份以来生猪养
殖企业扛价压栏惜售，加上8至10月份
二次育肥大猪集中出栏，致使生猪和猪
肉供应持续增加。据农业农村部数据，
生猪定点屠宰量在2022年11月和12
月分别为2269万头和3090万头，环比
分别增加8.2%和36.2%。据国家统计
局数据，2022年四季度生猪出栏共
17965万头，同比增加0.2%，猪肉产量

1436万吨，同比增加4.1%；年末生猪存
栏45256万头，创历史新高，比上年同
期增加0.7%。

二是2022年四季度猪肉消费旺季
不旺，未能有效提振猪肉市场价格。
受2022年四季度腌熏腊肉制作时间推
迟、临近年底时雨雪天气影响运输等
因素综合影响，猪肉消费在传统消费
旺季增幅有限。据农业农村部信息中
心200家规模批发市场监测，2022年猪
肉鲜销批发量主要集中在上半年，
2022年四季度，北方地区鲜销批发量
同比略减，中部和南方等省同比增幅
不及上半年水平。

多重因素有望对猪价形成支撑

历史规律看，春节过后猪价都有
一段下行区间，主要原因是春节前猪
肉备货较为充分，猪肉较耐储存，节
后消费短期内进入淡季，居民购买猪
肉积极性较弱。目前，社会经济活动
恢复常态，消费需求将得到释放，加
上冻猪肉收储引导市场预期等相关
因素有望对猪价形成支撑，猪价有望
回暖。

从生产上看，上半年猪肉供应基本
与去年持平。从生猪存栏看，据国家统
计局统计，2022年末生猪存栏量为
45256万头，同比增长0.7%。综合考虑
冻猪肉收储、养殖场（户）扛价压栏、猪
肉进口等因素判断，上半年猪肉供给相
对稳定。

从消费上看，消费需求回暖将对猪
价形成支撑。随着社会经济活动全面

恢复，加上学校等团体消费全面启动，
都将对猪价形成有力支撑。3—4月份
气温回升，前期备货猪肉消化完毕，猪
肉消费将进入上升通道，猪价有望迎来
拐点。

从政策引导看，冻猪肉收储将利
于猪肉市场供需稳定。2月6日，国家
发展改革委发布消息，1月30日至2月
3日当周，全国平均猪粮比价为4.96∶
1，进入过度下跌一级预警区间，将启
动中央冻猪肉储备收储，将引导猪肉
市场预期。通常猪肉加工企业和贸易
商在年初猪价低位时会选择存储一定
量的冻肉，赚取后市猪价上涨时的差
额盈利。

需密切关注影响价格波动因素

从供需形势上看，预计今年生猪和
猪肉价格总体平稳，但仍需密切关注和
预警防范可能影响价格大幅波动的因
素，主要是二次育肥和压栏的不
确定。2021年下半年猪价大幅
下跌以及2022年国庆前后猪价
暴涨的重要推手均是二次育肥和压
栏。今年1月份，部分地区猪价低位，
一些投机养殖户开始二次育肥，预计今
年二次育肥仍是影响价格异常波动的
主要因素，若二季度猪价恢复速度较温
和，那么下半年二次育肥数量将会明显
下降，对猪价影响较小，但如果养殖户
对下半年预期过高，二次育肥发生高点
和出栏量将会导致部分时段猪价再次
出现较大波动。

（据《农民日报》）

猪价有望回暖 仍需关注价格波动

本报讯 近年来，随着生活水
平的提高以及人们饮食结构的改
善，人们对营养丰富的奶制品的
需求激增。其中，除了液态奶外，
奶酪等干制乳品的需求量也在不
断攀升。

奶酪又被称为干酪，是一种
发酵的牛奶制品。由于奶酪是经
牛奶浓缩而成，因此含有更为丰
富的蛋白质、钙、脂肪、磷和维生
素等营养成分。随着市场对奶酪
的接受度、认可度逐渐提高，奶酪
迎来了发展机遇。据欧睿数据显
示，截至2021年年底，我国奶酪零
售端市场销售额达到123亿元，过
去5年年复合增长率达到23.85%，
预计未来几年零售额仍然将保持
双位数增长。不过，根据USDA
测算，我国人均奶酪消费量仅
0.28kg，远低于奶酪历史悠久的欧
美国家，奶酪市场具有较大的增
长空间。在液态奶市场竞争趋近
白热化的情况下，奶酪成为了乳
企竞相布局的赛道。君乐宝、蒙
牛、妙可蓝多、伊利等头部企业纷

纷推出奶酪产品，力
图在奶酪市场分得
一杯羹。

事实上，奶酪起源于西方国
家，一直是这些国家餐桌上的常
客。但是，奶酪与新疆地区的奶疙
瘩、内蒙古地区的奶豆腐又有异曲
同工之妙，都是将牛奶、羊奶等乳
品经过发酵、净乳、凝乳、干燥而制
成。不过，奶疙瘩、奶豆腐通常是
自制自食，而奶酪由于要做到工业
化、规模化生产，并要求保障品质
稳定和统一，因此对生产设备和生
产工艺的要求就非常高。

对于奶酪生产来说，杀菌是
至关重要的环节。刚挤出的牛奶
并不能直接用于制作奶酪，没有
经过处理的牛奶中可能含有致病
菌，若直接制成奶酪，人体食用后
很可能引起不适。为了保证牛奶
的安全性，企业一般会采用巴氏
杀菌设备来对牛奶进行杀菌处
理。该设备可以将牛奶将加热到
62℃～65℃，将牛奶中的致病菌
杀灭，留下部分有益菌，同时还能

尽可能地保留鲜奶的大部分营养
成分以及原有的口感。伴随着消
费升级，人们对奶酪产品的品质
有了更高的要求。在此背景下，
加工企业需要注重产品生产工艺
提升，研发出更为优质、更为安全
的奶酪产品，如此才能在激烈的
市场竞争中获得优势。

值得一提的是，国家也出台
了相关政策支持奶酪产业的发
展。2018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的《关于推进奶业振兴保障乳品
质量安全的意见》明确提出，优化
乳品结构，发展奶酪等乳制品。
在稳定发展液态奶同时，把奶酪
培育成乳制品新的消费增长点，
让消费者从“喝奶”向“吃奶酪”转
变。相关政策的出台无疑会为我
国的奶酪产业发展注入新的动
力，企业也应抓住机遇谋求自身
发展。

（食品机械设备网）

奶酪市场破百亿

加工工艺升级打造优质产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