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斋月期间沙特牛奶日产量超700万升

据报道，沙特在不到半个世纪实现了乳制品的
自给自足，并跻身中东乃至世界出口大国之列。其
乳制品无论是在食品价值和国内生产总值附加值
方面，还是在农业和工业乳制品部门的贡献方面，
都在国家食品安全产品清单上居于首位。根据沙
特商会联合会全国乳制品生产商委员会最新统计
数据，斋月期间，沙特乳制品消费量增长了15%，牛
奶日产量超 700万升，日灌装超 1800万盒，配送零
售店达3.8万家。 （商务部）

2022年智利乳制品出口额
同比增两成

智利农业研究和政策办公室（Odepa）最新报告
显示，2022年 1月至 12月，智利乳制品出口额达
2.59亿美元，同比增长23.6%，出口量达91499吨，同
比增长15.2%。

智利 PotalPortuario网站报道，按出口额来看，
2022年，炼乳和全脂奶粉排在智利出口乳制品中的
前两位，出口额依次为5836.7万美元和4080.4万美
元，出口量分别为29628吨和9860吨。

同一时期，智利其他主要乳制品的出口数据如
下：奶酪出口额3664.5万美元、出口量7604吨；乳清
为2464.5万美元、16060吨；婴儿乳制品为2259.5万
美元、5459吨；脱脂奶粉为 1169.5万美元、3120吨；
黄油为 1138.4 万美元、1732 吨；牛奶焦糖酱为
1114.0万美元、5812吨；酸奶为 536.9万美元、1604
吨。

此外，2022年，智利乳制品共出口到32个市场，
按出口额来看，主要目的地是美国（4966.7万美元，
离岸价 FOB，下同）、哥伦比亚（4467.9 万美元）、阿
联酋（3044.2万美元）、墨西哥（2997.7万美元）和秘
鲁（2257.7万美元）。 （李糖糖）

新一批俄罗斯渔业和乳业生产商
获得对华出口权

俄罗斯动植物检验检疫局发布消息称，又有一
批俄渔业和乳业生产商获得对华出口权。

公告称：“在俄罗斯动植物检验检疫局打开海
外市场的努力下，中国海关总署扩大批准对华供应
商品的俄罗斯鱼类产品和乳制品生产商名单。”

公告指出，此次获得对华出口权的渔业实体有
32个（包括企业和船只），有权对华出口的俄罗斯渔
业实体升至866个。

此次获得对华出口权的还有一家俄罗斯乳品
加工企业，另有 2家俄乳品生产企业对华出口注册
有效期被延长 5年。目前共有 55家俄罗斯乳制品
生产商有权对华出口。 （食品资讯中心）

乌兹别克斯坦2024年1月1日前
免征奶酪等32类食品进口关税

近日，乌兹别克斯坦立法数据库网站消息，为
提高人民购买力，满足对基本粮食和消费品的需
求，使全球供应链多样化，并控制通货膨胀，乌兹别
克斯坦总统日前签署关于确保消费市场价格稳定
的补充措施的第UP-41号总统令。主要内容有：

1、批准至2024年1月1日前在乌兹别克斯坦共
和国境内进口清单内36类货物适用零关税税率，其
中涉及食品的为 32种，主要包括新鲜或冷冻猪肉、
酸奶、奶酪、鸡蛋、蔬菜、水果、糖果、坚果、通心粉、
饮料等；2、内阁成员与有关部委和机构一起，向乌
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总统办公厅提出建议：提高国家
对进入共和国领土的粮食和农业产品的控制程序
的有效性，并根据风险分析原则建立该程序；扩大
对进口实行零关税的日用品清单。

（食品伙伴网）

欧盟正就农产品进口禁令与
相关成员国接触

近日，欧盟委员会负责贸易和农业事务的发言
人米丽娅姆·加西亚·费雷尔表示，欧盟正在与波
兰、匈牙利和斯洛伐克三个宣布暂停进口乌克兰农
产品的国家保持沟通。

费雷尔指出，欧盟委员会感谢乌克兰的欧盟邻
国在乌农产品过境方面的支持，并意识到这可能会
给当地农民带来的问题，但她重申了欧盟的立场，
即“贸易政策是欧盟的专属权限，因此，单方面行动
是不可接受的。”

此外，费雷尔表示，欧盟委员会正在与实施禁
令的成员国及乌克兰政府联系，以获取关于禁令的
覆盖范围及法律依据的更多信息；她同时也强调了
继续支持乌克兰的重要性。

15日以来，波兰、匈牙利和斯洛伐克政府相继
宣布暂停进口乌克兰谷物和部分农产品，以保护本
国农业和农民的利益。 （徐明）

天下乳业04 2023.04.21
责任总编：赵敏 责任主任：张耀 编辑：冯晓敏 版式策划：冯晓敏 一读：许冬雨 World dairy 乳业 报

DAIRY TIMES

中巴畜牧与食品领域开启深度合作中巴畜牧与食品领域开启深度合作

美国得州一牧场美国得州一牧场11..88万头奶牛葬身火海万头奶牛葬身火海
□黎谨睿

近日，美国得克萨斯州一座奶
牛场发生爆炸，造成一人受伤、大
约 1.8万头奶牛死亡，约占该奶牛
场牛群总数的 90%。总部设在华
盛顿的一家动物保护组织表示，这
是该组织自 2013年开始追踪农牧
场火灾以来，记录到的单起最大规

模的“牛群死亡”事件。
该组织的政策助理艾莉·格

兰杰称，此前造成奶牛死亡最大
的一起事件，是 2020年纽约州北
部一家奶牛场发生的火灾，当时
死了大约 400头奶牛。“这次事件
是我们现在已知涉及到牛群死亡
事件中，最致命的一件。”她补充
道。当地官员也对此次牛群死亡

规模感到震惊，“这令人难以置
信，这是一起此前从未有过的悲
剧”。

据悉，事发时，大火迅速蔓延
至围栏，而上万头奶牛正被关在一
起等待挤奶，被困在围栏中。当地
官员曼迪称，此次爆炸可能是奶牛
场内一设备发生故障引起的。她
补充称，得州消防官员正在调查事

故起因。
根据得州奶业协会数据显示，

得州的牛奶产量在全美排名第四，
其拥有 319 家 A 级奶牛场，约有
62.5万头奶牛。据介绍，事发奶牛
场才营业三年左右，约有 50至 60
名员工。曼迪称，每头奶牛约价值
2000美元，在不算设备和场地损失
的情况下，该奶牛场可能损失数千

万美元。
报道称，当地政府现在需要

处理这 1.8 万头奶牛烧焦后的尸
体，这将是一项很复杂的任务。
根据得州环境质量委员会关于动
物尸体埋葬的要求，动物尸体需
要埋在距地表至少 50 英尺（约
15.24米）的地方，并应记录下埋尸
点的坐标。

美豆向下寻求支撑美豆向下寻求支撑
□侯雪玲

近期，CBOT大豆触及 1500美
分/蒲式耳后偏弱运行，宏观面担
忧以及新作播种天气前景转好利
空市场。随着美国农业部（USDA）
4月供需报告的出炉，市场预计影
响偏多，美豆存在短暂企稳反弹的
机会。但在报告公布后，美豆天气
前景改善，叠加巴西、阿根廷大豆4
月出口增加冲击，美豆将回归偏弱
走势，继续向下寻求支撑。

USDA4月供需报告短暂利多
从往年看，USDA 4月供需报告

夹在两大重要报告之间，前有3月31
日的季度库存报告显示旧作情况，后
有5月供需报告首次预期新作供需，

所以4月供需报告多表现平淡。题
材上，4月供需报告一般会总结旧作，
南美作物定产并根据一季度库存报
告结果微调美旧作供需数据。报告
后，市场焦点将转向北半球新作。

具体来说，大豆方面，2022/
2023年度巴西大豆产量预估范围
在 1.51 亿吨—1.57 亿吨，平均值
1.5367亿吨，高于 3月供需报告预
期的1.53亿吨和2021/2022年度的
1.295亿吨；阿根廷大豆产量预估
范围在 2600万吨—3200万吨，平
均值2930万吨，低于3月供需报告
预期的 3300 万吨和 2021/2022 年
度的 4390万吨。美豆方面，一季
度库存数据预计 16.85亿蒲式耳，
较去年同期减少13%。可见，南美
大豆总产量下调，美豆库存下调，

将导致全球大豆库存降至 9860万
吨附近，低于 3月供需报告预期的
1亿吨，去库幅度加剧。

玉米方面，2022/2023年度巴西
玉米产量预估范围在 1.25亿吨—
1.31亿吨，平均值1.2608亿吨，高于3
月供需报告预期的1.25亿吨和2021/
2022年度的1.16亿吨；阿根廷玉米
产量预估范围 3300万吨—3900万
吨，平均值3712万吨，低于3月供需
报告预期的4000万吨和2021/2022
年度的4950万吨。美玉米方面，一
季度库存数据预计74.006亿蒲式耳，
较去年同期减少5.7%；彭博和路透
预计2022/2023年度美玉米期末库
存12.42亿蒲式耳—13.92亿蒲式耳，
均值13.19亿蒲式耳—13.22亿蒲式
耳，低于3月供需报告预计的13.42

亿蒲式耳。和大豆一样，南美玉米总
产量预期下调，美国库存下调，将导
致全球玉米库存从 3 月预期的
2.9646亿吨下调至2.952亿吨。

总体来看，大豆和玉米库存预
期下调，利好旧作合约，下方支撑
加强。无论是美国还是全球，大豆
库存下调幅度均超过玉米，美豆的
收益或更大，大豆、玉米比值有望
走高，利好新作大豆播种前景。

大豆销售情况不容乐观
4月是巴西大豆出口高峰，巴

西政府数据显示，4月第一周巴西
大豆完成出口 379万吨，较去年同
期增加 57%。巴西大豆的快速出
口保证了全球大豆供给充裕。而
且自巴西之后，阿根廷也加入全球

大豆出口竞争大军。近日阿根廷
第 194号法令开启阿根廷大豆出
口增加计划，预计计划实行时间 4
月10日—5月31日，大豆美元比索
兑换比例1：300。4月10日是政策
执行第一日，参与者寥寥，因市场
仍在等待监管细节发布。从前几
次优惠汇率执行的经验看，刚开始
均谨慎平淡，随着各环节明朗，阿
根廷大豆出口销售会加速。今年
阿根廷大豆已售 500万吨，低于去
年同期的 1200万吨，但考虑今年
产量不到 3000万吨，远低于去年
4390万吨，大豆销售压力低于去
年，农户惜售概率大，预计 4月中
旬后阿根廷销售才能见量。在巴
西、阿根廷前后冲击之下，美豆出
口销售不乐观，利空美豆市场。

□罗晨

中国和巴西互为重要的经贸
伙伴。近年来，在两国领导人的战
略引领下，中巴经贸关系不断深
化，双边贸易稳步发展。在近日由
中国出入境检验检疫协会与巴西
南里奥格兰德州政府经济发展局
联合主办的第二届中巴畜牧与食
品供应链合作研讨会上，中国出入
境检验检疫协会会长王新介绍，搭
建中巴畜牧与食品供应链合作平
台是加强中巴食品农产品领域经
贸合作的重要举措，将为中巴双方
的企业创造新的合作机遇，共同推
动中巴两国食品农产品贸易的高
质量发展。

双边贸易合作成果丰硕
中国商务部数据显示，巴西是

第一个与中国贸易额超过 1000亿
美元的拉丁美洲国家。巴西驻华
使馆的数据也显示，自 2009年以
来，中国一直是巴西的主要贸易伙
伴。在双边贸易中，农产品地位突
出。去年中国进口的所有农产品
中，超过 20%来自巴西；巴西是中
国最大的外国牛肉来源地，去年中
国共进口 268.8 万吨牛肉，其中
110.5万吨来自巴西，占总进口量
的41%；中国也是巴西最大的投资
国之一，在可再生能源和基础设施
等领域的现代化领域，两国均有合
作。“两国建交近半个世纪以来，彼
此合作密切，贸易合作成果丰硕。
据统计，截至目前，巴西在华注册
的各类食品企业共计 744家，产品
涉及肉类、蜂产品、水产品、乳制品
等。2022 年中巴双边贸易额为
1714亿美元，成为彼此重要的贸易
伙伴。同时巴西是肉类出口大国，
2022年向中国出口的肉类占世界
排名第一，领先于美国、西班牙等
国。”王新介绍。

农业是中巴合作的重要领域
之一。今年 1月，巴西玉米输华走
廊正式打通，对加强中巴农业合
作、维护全球农业供应链安全稳定
等产生积极深远影响。研讨会上，
巴西南里奥格兰德州政府经济发
展局贸易促进部部长爱华德·达斯

尔瓦介绍，南里奥格兰德州位于巴
西最南部，东临大西洋，西接阿根
廷，南接乌拉圭，是巴西首要农牧
区，大豆、小麦和玉米产量约占巴
西全国的一半，稻谷占四分之一，
葡萄酒占四分之三，牛羊头数居各
州前列，出口巴西羊毛的绝大部
分。南里奥格兰德州希望通过本
次活动，加强与中国企业的经贸交
流，促进该州农牧产品对华出口。

会上，巴西联邦共和国南里奥
格兰德州政府经济发展局与中国
出入境检验检疫协会签署战略合
作协议、海南天交食品集团有限公
司分别与巴西联邦共和国南里奥
格兰德州政府经济发展局、巴西
Frigorifico Silva牛肉集团签署肉类
进口项目合作协议、尚鹤国际供应
链管理（北京）有限公司与巴西M.
M.CONNECTION公司签署肉类及
农产品贸易服务合作协议，旨在从
进出口检验检疫、加工仓储与物流
配送等方面加强合作，促进中巴贸
易进一步发展。

认证认可与检验检测促进相互信任
近年来，随着商品的全球交换

和流通，产品认证信息不互认、不
互信成为国际贸易中的一道难
题。在此背景下，全球检验检测认
证作用日益增强。数据显示，截至
2022年底，我国认证机构和检验检
测机构数量突破 5.4万家，服务产
值超过 4000亿元。共颁发产品、
管理体系、服务等各类认证证书
336.6万张，涉及 93.9万家企业和
组织。其中，产品认证（包括强制
性产品认证、自愿性工业产品认证
和食品农产品认证）证书 150.5万
张、管理体系认证证书180.1万张、
服务认证证书 6.0万张，为营造安
全、放心、优质的消费环境提供了
切实保障。

中国出入境检验检疫协会国
际贸易链专业委员会秘书长曹健
强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表示，认证认
可与检验检测是国际通行的质量
管理手段和贸易便利化工具，是国
家质量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
分。其本质属性是“传递信任、服
务发展”，具有市场化、国际化的典

型特性，被誉为质量管理的“体检
证”、市场经济的“信用证”、国际贸
易的“通行证”。对于消费者而言，
认证认可与检验检测可以从供给
端发挥“保底线”“拉高线”的作用，
加强市场准入管理，引导企业加强
质量管理，促进产品和服务质量提
升；同时，可以从需求端为消费者
提供质量证明，指导消费行为，增
强消费信心，优化消费环境。中国
出入境检验检疫协会作为国家级
行业组织和检验检疫领域的权威
机构，其业务受海关总署和国家市
场监督管理总局指导，协会发挥政
府和企业之间的纽带和桥梁作用，
围绕与出入境检验检疫工作有关
的法律、法规、方针、政策开展工
作，实施行业自律，制定行业规范
和团体标准，近年来开展了多元化
的业务探索和实践，取得了良好成
效。

“我们致力于帮助优质的外国
企业‘走进来’，也帮助国内有实力
代表中国品质的企业‘走出去’。”
曹健强说，中巴畜牧与食品供应链
合作平台的搭建对促进中巴食品
农产品贸易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相关合作的良好开展也将积极推
动中巴经贸关系更加深入，带来更
多投资机会。目前，协会已经与50
多个国家建立了双边合作关系，合
作方包括各国农业部、相关行业协
会等。未来，协会将发挥专业优势
和行业影响，利用专家和专业资源
的优势，积极做好各国进出口政策
的宣讲与解读，保障国内外企业与
各国检验检疫部门的沟通协调，推
动行业自律，促进成果转化，与各
国在检验检疫领域的合规风险管
理、标准化、信用评价、数字化安
全、培训等方面加强合作，促进进
出口商品质量提高，为中国品牌国
际化保驾护航，也更好地为国家对
外开放和经济发展服务。

自贸港建设带来更多投资机会
2018年 4月，习近平总书记宣

布，党中央决定支持海南全岛建设
自由贸易试验区，支持海南逐步探
索、稳步推进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
建设。5年来，三张“零关税”清单、

企业和个人15%所得税、加工增值
货物内销免关税等 180多项政策
文件在海南落地实施，海南经营主
体增速连续 36 个月保持全国第
一，经营主体五年增量超过之前30
年的总和，中国通过自由贸易区对
高质量进口食品的需求激增，特别
是海南自由贸易港采取的更优惠
的税收政策，吸引了更多的全球投
资者。研讨会上，巴西南里奥格兰
德州的贸易促进部门与海南天交
集团签署战略协议，旨在利用海南
自由贸易港的优惠政策加工巴西
牛肉，满足中国市场需求。

据介绍，在海南自贸港建设
中，位于海南岛西北部，深水近岸、
避风少淤的潜在深水良港——洋
浦港被赋予了独有的政策优势，高
端食品产业也成为洋浦港炙手可
热的黄金赛道。2021年，洋浦正式
发布国际健康食品港规划，计划在

“十四五”期间打造形成超百亿元
的产业集群。截至目前，国际健康
食品港已签约菜鸟网络、首农京
粮、煌上煌、独凤轩、东颐食品、漯
河泰威等一批企业项目，海南天交
食品集团已在洋浦港建立起 4800
平方米的食品加工厂，并拟与厦门
国贸泰达物流有限公司在海南海
口综合保税区建设超过 12万平方
米的“一站式”进口食品加工科技
产业园。

海南天交食品集团有限公司
联合创始人兼CEO黄丽萍介绍，建

成后的产业园将免投入重资产建
设厂房、免投入装修、免投入生产
加工设备、免投入冷库缓化车间、
免房租费用、免关税，“天交食品集
团具有从货源、加工工厂到物流配
送和线上线下营销的全产业链优
势，可实现客户‘拎包入住’的需
求。”黄丽萍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表
示，“目前我们已经与巴西南里奥
格兰德州政府经济发展局签署了
战略合作协议，未来将与巴西的企
业开展一系列经贸深度合作，满足
园区入驻企业的货源需求。”

“中国有着世界上规模最大、
成长最快的中等收入群体，对高质
量消费品的需求越来越多，这对巴
西农产品出口来说是重要的机
遇。”巴西南里奥格兰德州农业联
合会主席杰德奥·佩雷拉表示。

今年，海南宣布逐步构建自贸
港政策制度体系，并将于 2025年
底前实现全岛封关运作。业内人
士认为，全岛封关将为海南省引进
更多优质商品，满足人民群众日益
增长的消费需求，提高岛内商品质
量和竞争力；另一方面，全岛封关
有利于海南省成为对外开放的前
沿高地，吸引更多国内外投资和优
质资源流入，促进海南经济高质量
发展。对此，黄丽萍表示，天交食
品集团打造的进口食品加工科技
产业园可以容纳 30—50家企业入
驻，期待更多高品质食企到海南共
享海南自贸港政策红利。

加强供应链平台搭建加强供应链平台搭建 增加投资机遇增加投资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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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俄罗斯““国民冰淇淋国民冰淇淋””在中国走红在中国走红
□李佳佳 李锦程

近日，俄罗斯联邦驻上海总领
事馆总领事卢基扬采夫一行，来到
位于上海长宁区来福士广场的盒
马鲜生，为俄罗斯国民品牌斯味特
拉冰淇淋首发新品站台。

斯味特拉品牌，由俄罗斯著名
的德米特罗夫奶制品厂生产，是俄

罗斯历史最为久远的牛奶加工工厂
之一，可追溯到1929年。其奶源来
自于俄罗斯著名“奶乡”——弗拉基
米尔和沃洛格达州，高含奶量、高蛋
白质。

卢基扬采夫在活动现场表示，
近年来，俄中农产品和食品贸易成
为两国经贸合作主要亮点之一。
俄罗斯冰淇淋在中国市场有相当

的前途。据中国海关总署统计，
2023年前两个月，俄罗斯向中国冰
淇淋出口额达到约 17万美元。斯
味特拉品牌与盒马合作是其在中
国市场发展的里程碑。

俄罗斯进口什锦味糖果、小牛
牌炼乳口味饼干、国民级的斯味特
拉冰淇淋……经常“买买买”的顾
客张檬发现，除了“熟面孔”帝王

蟹，今年以来盒马App上的俄罗斯
进口商品越来越多。

盒马大进口事业部总经理黄
玲介绍说，俄罗斯地大物博，盛产
各类优质农产品和加工食品，也是
中国“一带一路”建设中最重要的
战略协作伙伴，“我们将把俄罗斯
本土最知名的商品像斯味特拉冰
淇淋，还有巧克力、面粉、奶制品等

各种前所未有的新品带给国内消
费者，下周就有一支买手小组飞往
俄罗斯‘寻宝’，看面粉和食用油。”

上架两周以来，斯味特拉冰淇
淋也成为盒马冰品的复购第一
名。“虽然天气还没转暖，但也阻挡
不了顾客的消费热情，基本是一上
架就卖光，目前我们在加紧补货。”
黄玲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