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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零售商协会近日公布的
数据显示，英国 6月份食品价格指
数同比涨幅从5月份的15.4%下降
至 14.6%。这是英国食品价格指

数涨幅连续第二月处于下跌状态。
数据显示，新鲜食品价格指数

涨幅的放缓更为明显。6月份，英
国 新 鲜 食 品 价 格 指 数 同 比 为
15.7%，5月份这一数据为 17.2%。
英国超市的非食品价格涨幅在 6

月份也处于下跌状态，从 5月份的
5.8%下跌至5.4%。

英国零售商协会的首席执行
官海伦·迪金森指出，英国零售商
调降了包括牛奶、奶酪、鸡蛋等新
鲜食品的价格，这使得商店食品价
格下跌。同时，包括衣服在内的非
食品价格也在下跌。如果这一趋
势继续，英国食品价格涨幅很可能
在今年降至个位数。但是，英国政
府如果推出更多增加零售商负担
的政策措施，通胀将很难降下来。

尼尔森零售研究负责人麦
克·沃特金斯指出，随着全球供应
链紧张趋势的缓解，英国零售价格
的增长顶点已经成为过去。但由
于利率的上升，英国家庭的支出还
将主要集中在必要的消费开支上。

此前，乌克兰危机的发生加剧

了因疫情而趋紧的供应链问题，英
国食品价格开始大幅上涨，并持续
助推通胀走高。根据日前公布的
数据，英国正持续面临生活成本危
机，5月通胀率仍然高达 8.7%，导
致英国人购买的食品减少。

高通胀令英国主要连锁超市
持续面临降价压力。工会和政界
人士指责超市存在“贪婪通胀”，称
其迟迟未能将全球大宗商品价格
的下跌传导至消费者。

不过，英国主要连锁超市近日
在议会作证词时表示，正在尽一切
可能帮助降低价格，他们并没有将
全部的价格上涨压力传导给消费
者。英国零售商协会表示，批发价
格的下降通常会滞后三到九个月
才能反映在零售价格中，供应链越
复杂，滞后时间越长。

据法新社报道，英国发展研究
所的一项研究显示，由于食品通胀
持续位于高位，目前英国可能有
14%的人口陷入“食品贫困”。英
国发展研究所主任朱丽沙·利奇在
一份声明中说，在获取食品方面的
不平等现象非常显著，应当设法消
除这些不平等现象，而非一味地通
过日益工业化的农业生产来提高
粮食产量。

根据这项研究，十年前英国食
品银行的数量不到100家，到2021
年已经上升到超过 2000家，2022
年 9 月已经有 970 万英国人陷入

“食品贫困”状态。
利奇说，在过去十年中，慈善

机构的介入已经在填补国家应对
措施的不足，但这不是解决日益普
遍的饥饿问题的可持续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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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拟清理现有食品添加剂名单

日本厚生劳动省日前表示，拟对现有食品添加
剂的销售等进行调查，以编制要取消的食品添加剂
清单。

通知主要内容包括：对现有食品添加剂的销售
等进行调查。根据《部分修订食品卫生法和营养改
善法的法律补充规定》（以下简称“豁免规定”）第2-
3条的规定，日本厚生劳动省制定了一份将被豁免
的添加剂清单。日本厚生劳动省可以根据《消除和
删除条例》的规定，编制并公开通知要消除的添加
剂清单，并在经过必要的程序后，从现有添加剂清
单中删除其名称（卫生和福利部第 120 号通知，
1996）。在此基础上，到目前为止已经删除了132个
项目。由于附件 1所列的现有添加剂中可能有 78
科目前没有用于销售，厚生劳动省决定对现有食品
添加剂清单上的357种现有添加剂的实际销售条件
等进行初步调查。此次调查是为了调查这些物品
的销售等实际情况；通知现有添加剂的进口商进行
调查，如有进口，将接辟附件2-1和2-2的执行指南
提交报告。未按附件2-1和2-2提交报告的现有食
品添加剂或制剂或含有现有食品添加剂的食品（以
下简称“现有食品添加剂等”）不应销售等；某种物
质是附件 1所列的现有食品添加剂，如果该物质不
作为食品添加剂使用，原则上不属于申报对象，但
如果该物质是旨在增强食品营养的维生素或矿物
质，即使不作为添加剂使用，也要进行申报；根据删
除规定从现有添加剂清单中删除的添加剂，除非根
据食品卫生法（1947年第223号法律）第 12条重新
指定为添加剂，否则禁止将其作为添加剂销售等。

（据《中国食品报》）

身价430万美元，全球最贵奶牛在巴西
以纯白毛发著称

近日，巴西一头纯白色奶牛以 430万美元总身
价打破世界纪录。据报道，这头代号为“维亚蒂纳-
19”的纯种奶牛日前在巴西圣保罗州的一场拍卖会
上售出，成交价为 699万巴西雷亚尔（约合1000 万
元人民币）。

报道称，这场拍卖会拍出的只是它 1/3的所有
权，其余部分所有权之前已经拍过，同样刷新业内
纪录。目前，这头奶牛的总身价已经达到 430万美
元，是当之无愧的“全球最贵奶牛”。据了解，这种
牛起源于印度内洛尔牛，以纯白毛发著称。相比其
他奶牛，内洛尔牛生命力、繁殖力强、耐热抗虫，新
陈代谢效率高且饲养成本低，目前已成为巴西最为
重要的畜牧品种之一。 （刘皓然）

智利这个品牌的黄油奶酪受李斯特菌
污染

近日，智利卫生部在“La Rotunda Ltda”品牌黄
油奶酪中发现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菌（Listeria
monocytogenes，以下简称单增李斯特菌）后，发布食
品安全警报。

智利ADN电台网站日前报道，受影响产品是
“La Rotunda Ltda”品牌每包300克的黄油奶酪，生产
日期是 2023年 4月 20日，保质期至 2023年 8月 20
日，批号是T43000323。

据悉，单增李斯特菌会污染食品，能在冷藏甚
至冷冻下存活，可引起人类李斯特菌病。

现阶段，智利卫生当局已下令禁止“La Rotunda
Ltda”工厂运作，并召回所有相关产品。

（中国奶业协会）

巴拉圭99%消费者选择国产乳制品

近日，巴拉圭工业联盟（UIP）与巴拉圭超市商
会（Capasu）共同开展了名为“像你一样的巴拉圭人”
的活动，庆祝乳制品行业发展取得的成绩：如今巴
拉圭99%的消费者选择国产乳制品而非进口产品。

据报道，“青年UIP”负责人胡安·迭戈·费尔南
德斯（Juan Diego Fernández）指出，巴拉圭消费者的
产品选购偏好在某些领域非常明显，乳制品就是其
中之一，国产乳制品获得了巴拉圭99%消费者的青
睐。这一成就与UIP近 9年来所开展的活动有关，
UIP一直在致力于提高终端消费者的相关意识，使
其在购物时选择本土产品而非进口产品。

费尔南德斯还指出，这种乳制品消费偏好并不
是简单地出于爱国情怀，本土产品质量的提高也起
到了重要作用。如今，巴拉圭乳制品品牌可以在质
量上与欧洲和北美等国际品牌抗衡。

费尔南德斯表示，在促进巴拉圭本土工业发展
的同时，打击走私也很重要。但遗憾的是，长期以
来，打击走私的成效不佳，走私问题非但没有改善，
反而还在不断恶化。虽然巴拉圭消费者有意识地选
择本土产品，但由于走私商品更便宜，在经济形势不
佳的情况下，消费者会更倾向于选择走私商品。

工业和贸易部长路易斯·卡斯蒂廖尼（Luis Cas⁃
tiglioni）谈道，巴拉圭乳制品行业的发展无疑创造了
一个价值链，通过“加强中小微企业项目”（Fomi⁃
pymes），中小微企业也可以加入到乳制品行业中
来。此外，现在也“是时候将巴拉圭优质乳制品出
口到国外”，以进一步扩大该行业的发展。 （边慧）

大豆进口为何大幅增长大豆进口为何大幅增长

科普科普：：阿斯巴甜的阿斯巴甜的““致癌致癌””争议争议
□李雯

据媒体报道，世界卫生组织下
属的国际癌症研究机构 7月将宣
布阿斯巴甜为“可能致癌物”。阿
斯巴甜是什么？什么产品中含有
阿斯巴甜？阿斯巴甜安全吗？

阿斯巴甜是一种人工甜味剂，
多用于无糖饮料、口香糖、酸奶
等。它的化学名称为天门冬酰苯
丙胺酸甲酯，由化学家在 1965年
研制溃疡药物时发现，甜度是普
通蔗糖的约 200倍。阿斯巴甜尽
管有强烈甜味，但热量几乎为零，
而且没有糖精那样的苦味，因此
被食品工业视为代替蔗糖的甜味
剂。

阿斯巴甜于 1974年被美国食

品和药物管理局批准用作甜味剂
以及多种食品的添加剂。在欧洲，
阿斯巴甜 1994年获准作为蔗糖的
替代物添加到食品中。

迄今，阿斯巴甜在食品中的使
用已在英国、西班牙、法国、意大
利、丹麦、德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等近 100个国家获得许可。世卫
组织和联合国粮农组织食品添加
剂联合专家委员会（JECFA）建议
的阿斯巴甜日容许摄入量为每公
斤体重40毫克以内。

但围绕阿斯巴甜对健康的影
响，数十年来争议不断。

在致癌性方面，美国“公众利
益科学中心”2013年发表声明说，
动物实验发现阿斯巴甜可能导致
白血病、淋巴癌等癌症，它不应出

现在食品供应体系中。然而，尽管
一些动物实验称阿斯巴甜有诱发
肿瘤的作用，但 JECFA、美国食品
和药物管理局等此前评估认为阿
斯巴甜对动物无致癌作用。美国
癌症学会此前指出，多项人体研究
表明，阿斯巴甜与癌症风险增加之
间没有关联。

欧洲拉马奇尼基金会 2006年
发布的研究显示，实验鼠长期摄入
每公斤体重 100毫克的阿斯巴甜，
可引起多种癌症，包括淋巴细胞
瘤、白血病、神经鞘瘤。但美国和
欧盟委托有关机构审核评估了这
项实验的原始数据后否认其结果
解释，不认可阿斯巴甜有致癌作
用。

美国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与奥地利路德维希·波尔兹曼研
究所等机构 2012年发布在《美国
临床营养学杂志》的一项研究称，
与不饮用无糖汽水的人相比，每
天饮用一杯以上含阿斯巴甜的无
糖汽水的人会增加患白血病风
险；与不饮用无糖汽水的男性相
比，每天饮用一杯以上含阿斯巴
甜的无糖汽水的男性会增加患非
霍奇金淋巴瘤和多发性骨髓瘤的
风险。不过这项研究也存在争
议。

在神经毒性方面，尽管有报告
称在给动物大剂量阿斯巴甜后可
能会改变中枢神经系统神经递质
的水平，但大量动物实验和人群流
行病学资料均未显示神经行为方
面的疾病和症状与摄入阿斯巴甜

有关。遗传毒性实验未发现阿斯
巴甜会导致突变作用，未见致畸性
和生殖毒性。

此外，有专家认为，阿斯巴甜
虽然不像蔗糖那样有热量，但同样
可能导致肥胖风险增加。

今年 5月，世卫组织发布一份
关于非糖甜味剂的新指南，建议
不要使用阿斯巴甜、安赛蜜、糖精
等甜味剂来控制体重或降低非传
染性疾病风险。世卫组织指出，
对现有证据的系统性回顾表明，
使用非糖甜味剂在降低成人或儿
童体脂方面没有任何长期益处。
长期使用非糖甜味剂可能存在潜
在不良影响，如增加 2型糖尿病、
心血管疾病患病率和成人死亡率
的风险。

□刘慧

根据海关数据，5月我国进口
大豆 1202万吨，同比增加 24.3%，
刷新月度进口历史最高纪录。1月
至5月累计进口量为4231万吨，同
比增加11.2%。业内人士表示，6月
大豆到港量可能进一步增至 1300
万吨左右。在去年国产大豆产量
创纪录，并出现结构性过剩的情况
下，大豆进口大幅增加，原因何在？
会不会对国内市场造成冲击？大
豆进口稳定性如何保障？

产需缺口大是主因
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院长、教授司伟认为，我国大豆进口
屡创新高，究其根本原因是产需缺
口大，这背后既有需求侧的因素，也
有生产端的问题。从需求侧看，我
国大豆压榨需求快速增长，带动需
求总量增加。随着我国居民生活
水平提升，居民食物消费从“吃得
饱”向“吃得好”“吃得营养健康”转
型，居民食物链上移，对蛋白质的需
求从过去的以谷物为主转向动物
性食品。豆粕是畜禽和水产品养
殖业规模化生产不可缺少的蛋白
质饲料，随着养殖业规模不断扩大，
大豆消费需求量快速增长，从1996
年至今，大豆消费量翻了近三番，大
豆需求量超过1亿吨。

与快速增长的大豆需求相比，
我国大豆生产发展却相对缓慢。
1996年至2022年，大豆产量年均增
长率仅有1.66%。大豆生产发展缓
慢有多种原因。其中，单产低、比较
收益不高是制约大豆生产发展的
重要原因之一。大豆单产仅相当
于玉米和小麦的三分之一，稻谷的
四分之一，种植玉米等作物比较收
益更高，这就使得农户缺乏种植大
豆的动力。我国大豆单产低于美
国、巴西，2022年，全球大豆平均单
产为182.67公斤/亩，美国大豆单产
为222.00公斤/亩，巴西大豆单产为
209.33公斤/亩，而我国大豆单产为
131.83 公 斤/亩 ，仅 为 全 球 的
72.16%、美国的 59.38%、巴西的
62.98%。这说明，我国大豆单产还
有很大提升空间。

客观来说，我国农业资源禀赋
有限，在确保口粮绝对安全、谷物基
本自给的情况下，完全依靠国内生
产大豆满足需求并不现实，需要通
过进口填补国内供给缺口。1996
年我国放开大豆市场后，从大豆净
出口国转为大豆净进口国，大豆进
口量不断增加，2020年大豆进口量

首次突破 1亿吨。业内专家表示，
以 1亿吨的进口量计算，折合成耕
地资源需要7.61亿亩，占当年粮食
总播种面积的43.30%。因此，进口
大豆也是我国耕地资源约束下的
一个必然选择。

挤压国内市场空间
根据大豆品质和用途不同，国

产大豆和进口大豆在国内形成了
两个相对独立的市场，国产大豆蛋
白主要用于食品领域，进口大豆主
要用于压榨和饲料领域。“这并不表
示国产大豆生产就完全不受进口
大豆的影响，也不代表国内大豆市
场是完全分割的两个市场，进口大
豆大量涌入，也会挤压国产大豆的
发展空间。”司伟说。

一方面，大豆大量进口会引发
国内大豆市场价格波动。大豆是
我国国际化程度最高的粮食品种，
与国际市场联动性强。与小麦、玉
米和大米进口实施配额管理不同，
我国大豆市场对进口大豆完全开
放，国际市场的任何风吹草动都会
迅速传导至国内，引发国内大豆市
场波动。目前，我国大豆进口量占
国际大豆产量的三分之一，占全球
大豆贸易量的60%以上，进口量的
迅速提升使得国内大豆市场和国
际大豆市场的联系愈发紧密。而
且，我国在国际大豆市场中没有足
够的话语权，也没有掌握大豆定价
权，大豆市场及与其关联的上下游
产业更容易受到大豆市场波动的
冲击。

另一方面，大豆大量进口会挤
压国产大豆的销售市场。国产大
豆与进口大豆用途虽然不同，但彼
此之间具有替代性。国产大豆既
可以用于食品加工，也可以用于压
榨，在国内食品加工需求疲软时，国
产大豆可以进入压榨市场以平衡
供求关系，但低价进口大豆阻断了
这一渠道，国产大豆产能增加，难以
通过压榨市场加以消化。这使得国
产大豆销售市场狭窄。去年国产大
豆产量首次突破2000万吨，国内大
豆食用消费需求只有 1500万吨左
右。加之，我国大豆主产区主要分
布在东北地区，大豆压榨企业主要
分布在沿海、沿长江地区，产销分
离，大豆压榨企业去东北采购大豆
因运距远、价格高等原因，积极性不
高，导致国产大豆出现结构性过剩。

提高大豆产能和自给率，是我
国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大战略
举措。今年我国继续实施大豆产
能提升工程，各地从品种、技术、机

收减损等多方面着力提升大豆单
产水平，确保大豆稳产增产。农业
农村部负责人表示，要可持续提升
大豆产能和自给率，核心是收益、根
本靠销售、关键在政策。要整合政
府、市场、科研、金融等多方面力量，
着眼于产业全链条各环节研究综
合性解决方案，为持续提升大豆和
油料自给率提供有力支撑。国产
大豆产业要实现良性循环、持续发
展，必须大力发展加工，既要产出
来，还得卖出去、卖得好。要聚焦解
决好国内外大豆原料的品质和价
格差，推进大豆压榨企业靠近主产
区优化布局，发展豆制品精深加工，
健全产业相关配套服务体系，研究
攻克制约多收多用国产大豆面临
的瓶颈问题，持续做大做强国产大
豆产业。建立健全需求导向的技术
体系、高效畅通的产销体系和稳定
完善的政策体系，持续提升国产大
豆产业竞争力。要系统性优化大豆
产业体系，大力发展国产高油大豆
压榨加工，做精做深食品加工，支持
发展高附加值蛋白质精深加工，积
极拓展国产大豆消费的增量空间。

推动进口来源地多元化
大豆进口依存度高达 80%以

上，进口来源地高度集中，在严峻复
杂的国际形势下，我国大豆进口面
临诸多风险与挑战。司伟认为，要
加强国际合作，在稳定传统豆源市

场的同时开拓新兴豆源市场，推动
进口来源多元化，尽量避免形成对
某一个进口来源过度依赖的局面，
确保大豆进口的稳定性和主导权。

我国大豆进口主要来自巴西、
美国、阿根廷等国，从这3个国家进
口的大豆占进口总量的90%以上，

“卡脖子”隐忧长期存在。数据显
示，2022年，我国进口大豆总量为
9108万吨，其中，自巴西进口 5439
万吨，占比 59.72%；自美国进口
2953万吨，占比 32.42%；自阿根廷
进口 364万吨，占比 4.00%。美国
曾经是我国大豆进口第一来源地，
2013年之后，巴西超过美国成为我
国大豆进口第一来源地，进口比重
不断增加。

司伟认为，我国进口大豆上半
年主要来自南美的巴西，下半年主
要来自美国。进口来源地高度集
中，给大豆供应链的稳定性带来风
险隐患。据有关部门数据，2010年
以来，这些国家涉华贸易救济案件
数量均排在前 10位。一旦发生贸
易摩擦和冲突，将对我国粮食进口

稳定性带来直接影响。
推进进口来源多元化，是确保

大豆进口稳定性和主导权的重要
举措。近年来，我国继续巩固巴西、
美国、阿根廷等传统大豆进口来源
地，自乌拉圭、加拿大、俄罗斯等国
进口的大豆量也逐渐增长。2022
年，我国自乌拉圭进口大豆178.81
万吨，较2021年增加92.21万吨；自
加拿大进口大豆 71.91 万吨，较
2021年增加 13.13万吨，2023年 1
月至5月自加拿大进口的大豆就已
经达到 91.87万吨；2022年自俄罗
斯进口大豆 69.54万吨，较 2021年
增加 15.15万吨。同时，我国鼓励
企业“走出去”，在“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和地区建立大豆生产基地，尽
可能多地掌握第一手粮源。

“总体看，我国大豆进口多元
化还处于探索阶段，目前在‘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和地区还没有形成大
规模的供给能力，以替代传统的进
口来源国。即使在海外种出大豆，
要运回来，还需要相应的配套基础
设施。”司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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