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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首批进口南非大豆在广州南沙口岸通关全国首批进口南非大豆在广州南沙口岸通关

□林琳

近日，经广州海关监管验放，
一批重约 3.93万吨的进口南非大

豆在广州南沙口岸通关。这是我
国首批从南非进口的大豆，南非成
为继埃塞俄比亚、贝宁和坦桑尼亚
之后第四个向中国出口大豆的非

洲国家。
据了解，该批大豆以散装方

式经海运渠道进口，货轮抵达广
州南沙粮食通用码头后，广州海
关所属南沙海关采用无人机协助
现场关员对表层粮食进行全覆盖
查验，进一步提高作业效率。“我
们结合企业诉求，提前做好通关
查验准备，货物到港后第一时间
开展查验、抽样等工作，依托口岸
粮谷实验室就近送检鉴定，做到
货到即检、快速验放。”南沙海关
散货码头监管科科长黄挺说。

为助力大宗农产品安全顺畅
通关，广州海关依法依规开辟农产
品进口“绿色通道”，提前对接企业
启运及装卸计划，了解加工储运、出
口前检疫和证书等要求达成情况，
做好“船舶监管-货物查验-取样送

检”全流程预案，实现粮食进口“一
站式”通关。在广州南沙粮食通用
码头等业务量较大的作业现场，加
大科技辅助查验力度，探索实施

“5G+人工表层查验”等方式开展查
验，利用无人机辅助现场关员对表
层粮食进行全覆盖查验，实现查验
监管无死角，提升监管效率。

中国是南非的最大贸易伙伴，
南非是目前非洲最大的大豆生产
国。近年来，中国与南非在“金砖
国家”框架下，持续加强农业合
作，2022年6月中国与南非签署南
非大豆输华植物检疫要求议定书，
南非大豆经检验检疫合格后可进
入中国市场。此次南非大豆输华
贸易顺利开展，意味着双方农业合
作进一步深化，进口南非大豆将更
加丰富我国国内市场供给，有助于

相关产业持续健康发展。
“近年来，随着中非合作持续深

化，我们不断开拓非洲大豆进口业
务。此次业务成功开展后，还将有
大量装载非洲大豆的散装粮食船集
中到港。”广州富凌食品科技有限公
司华南区供应链经理胡沃林表示，
海关主动对接企业诉求，在确保进
境粮食安全的前提下，允许企业将
进口大豆附条件先行提离港口，节
省了企业进口堆存、物流等费用。

广州海关还持续提升实验室
检测效能，在码头设置口岸粮谷实
验室，实现现场查验与抽样送检无
缝对接，支持货物“边卸货、边取
样、边检测”。在风险可控的前提
下，指导企业叠加运用“两段准入”

“附条件提离”等改革政策，支持货
物快查快放、尽快投入生产。

■■广州海关所属南沙海关关员正在对进口南非大豆进行查验广州海关所属南沙海关关员正在对进口南非大豆进行查验

新西兰乳制品公司新莱特与法企合作开拓中国奶油市场新西兰乳制品公司新莱特与法企合作开拓中国奶油市场
新西兰最大的乳制品公司之

一新莱特（Synlait）与全球第 12大
乳制品公司法国 Savencia 集团合
作，力图在中国利润丰厚的奶油市
场分一杯羹。新莱特公司希望在
五年内在中国销售 2.2万吨奶油，
毛利润达到2400万美元。

新莱特首席执行官格兰特·沃
森（Grant Watson）表示，“中国是一
个高增长的市场，奶油总体上约有
25万吨的容量，细分市场如面包店
每年增长10%。Savencia的当地分
公司 Sinodis将产品出售给我们的
中国酒店合作伙伴，他们将其加工

成成品，供面包店、咖啡馆、饮料连
锁店和餐馆等户外消费。”

新西兰是中国奶油的主要进
口来源地，占中国奶油进口总量的
58%。相比之下，澳大利亚只占中
国奶油进口的 2%。2022年，中国
需要 25万吨奶油。新西兰奶油在

中国不断发展的食品服务行业很
受欢迎。目前中国的烘焙行业增
长了近 10%，饮料行业增长了
13.5%。恒天然和韦斯特兰也向中
国出口奶油。

新西兰对中国的出口受惠于
中新自由贸易协定。自 2022年 1

月 1日起，液态奶和奶油、黄油、无
水乳脂、奶酪等产品免关税进入中
国，不受数量限制。从2024年1月
1日起，这也将扩展到全脂奶粉和
脱脂奶粉，届时所有从新西兰出口
到中国的乳制品都将享有免税准
入。 （商务部）

中国成为最大食品进口国中国成为最大食品进口国
□李婕

去一趟超市，货架上可以找
到多少种进口食品？普通城市家
庭，从一日三餐到水果点心，可能
用到多少进口食材？答案或许比
想象的要多。

智利车厘子、阿根廷牛肉、厄
瓜多尔大虾、法国红酒、新西兰牛
奶……越来越多进口食品正进入
中国市场，摆上家庭餐桌。

数据显示，2022 年中国食品
进口额再创新高，中国已经成为
全球第一大食品进口国。而这背
后，不仅仅是体量的增长，更有品
质的升级、趋势的带动。

预计今年食品进口额达1400
亿美元，“新奇特”产品受欢迎

提到进口食品，您首先会想
到什么？

水果、饼干零食、红酒牛排，
消费者给出的答案五花八门。还
有人专门提到，“大概 10来年前，
发现普通超市多了一个进口食品
的专柜”，各类“洋产品”走入越来
越多普通中国家庭。

今天，市场供给更丰富，消费
者采买进口食品已十分常见。例
如，中国零售企业盒马统计，盒马
消费者曾在 1 年内吃掉了 200 万
只加拿大进口波士顿龙虾、近
2000万只泰国椰青。积极的市场
反馈下，盒马在当年新增了 50%
的进口商品。

中国食品土畜进出口商会近
期发布的 2023年度《中国进口食
品行业报告》（下称“报告”）显示，
近年来中国食品进口额稳定增
长。2022年中国进口食品 1396.2
亿美元，同比增长 3.1%。根据世
界贸易组织（WTO）统计，中国已
成为全球第一大食品进口国。

目前，中国消费哪些类别的
进口食品最多？报告显示，2022
年，中国进口的前六大进口食品
品类依次为肉类及制品、粮食及
制品、水产品、水果及制品、乳品、
植物油，进口额均超百亿美元，上
述品类进口额合计占中国食品进

口总额的79.1%。
随着来源和品类不断丰富，

进口食品已成为中国多元化食物
供给体系的重要补充。报告显
示，中国进口食品额从 2013年的
490 亿 美 元 增 长 到 2022 年 的
1396.2 亿美元，10 年间年均复合
增长率达到12.3%。

这在市场端有着最直接的体
现。例如，越来越多的小众品牌
和产品，正在进入中国市场。大
约 3年前，干露葡萄酒集团将来自
阿根廷的红酒品牌“风之语”引入
中国，早早布局阿根廷红酒这一
小众赛道。“我们在分析市场时发
现，中国消费者越来越倾向于寻
找新口味的酒，他们对小众的、风
味独特的阿根廷红酒表现出一定
的兴趣。”干露葡萄酒集团电商大
客户经理周缘说，从去年年中到
现在，相关产品消费者数量增长
可观。

“中国消费者对品质升级的
追求在持续，进口食品需求仍在
增长，我们对未来很有信心。”周
缘说，他们发现，进口新品对消费
者的吸引力非常强烈，无论是“新
奇特”还是主打“新概念”的产品，
都颇受中国消费者青睐，食品领
域尤其如此。

报告显示，今年 1—9月，中国
食品进口总额达到 1042.6 亿美
元，同比保持增长。预计今年全
年进口食品总额将达到 1400亿美
元。

消费者“变专业了”，精挑细
选、不断拓新成为趋势

突尼斯石榴、阿富汗松子、卢
旺达辣椒酱、白俄罗斯巧克力，越
来越多好物刷新消费者的进口食
品体验。它们是如何进入中国
的？

这背后，有许多跨国公司立
足中国市场，源源不断带来全球
新品；有进出口贸易商持续洽谈、
上新、铺货；也有中国食品生产和
零售企业的采购团队在海外“买
买买”。

天猫超市的采购团队最近在

重点研究欧洲的巧克力。“近几年
中国消费者对巧克力的消费能力
和赏鉴水平提升很快，要求也越
来越高。”天猫超市休闲零食采购
总监苏航举例说，比如消费者选
购时会看巧克力是否包含纯可可
脂、是否符合特定制作标准，是否
采用单源可可豆以保证风味的独
特性等专业指标。瑞士、比利时、
意大利、法国等欧洲国家拥有很
多历史悠久的优秀巧克力品牌，
其制作工艺代表了世界顶级水
平，正是需要重点挖掘的对象。

走高的需求量直接推动采购
步伐加快。“今年以来婚庆需求快
速上升，更多进口巧克力正成为
喜糖的首选。多方面因素推动
下，进口巧克力的销售额增速是
其他进口食品的 3至 4倍，发展前
景十分可观。”苏航说。

一方面，进口食品需求总量
提升；另一方面，需求更加个性
化、多元化。用业内人士的话来
说，中国消费者“变专业了”，这对
进口食品供给持续提出新要求。

从买方看，精挑细选、不断拓
新成为趋势。近几年，天猫超市
从东盟、西亚南亚国家引进了不
少进口休闲食品，比如印度尼西
亚、马来西亚的糕点、饼干，巴基
斯坦、阿富汗的坚果、果干等。怎
么选择？要看商品是否具有地域
特色、拥有成熟稳定的生产工艺
和技术、能否代表所在品类的全
球优质甚至顶级标准。这也正是
不少企业说的“把全世界最好的
商品引入中国”。

从卖方看，中国市场地位越
来越重要。苏航从事采购这行 18
年了，他观察到一个细节：以前进
口商品基本都要额外加贴中文标
签，但现在越来越多生产商在原
产地就会准备好带中文的商品包
装，便于产品进入中国市场销
售。“随着中国进口食品品类越来
越多，国外品牌正把中国市场定
位为未来最重要的增量来源之
一。”苏航说。

探寻全球最佳产地、最新技
术、最优链路，把好味道带入中国

——进口食品的供应链条上，一
批批企业正在不断探索和加入。

定制口味、匹配需求，进口食
品与消费者一路同行

藤椒钵钵鸡口味的越南腰
果，用泰国椰青制成的生椰拿铁，
俄罗斯老牌冰淇淋为中国消费者
定制的双拼口味，您想试试吗？

随着进口食品在中国市场上
走得更深，越来越多定制口味满
足着中国消费者的新需求。

以泰国椰青为例，成熟的椰
青从树上到工厂、码头，再经船
运，一刻不停抵达中国。随后又
会迎来一段精心定制的过程。零
售端，比如在盒马门店，夏天有开
口的冰镇椰子，冬天有椰子鸡火
锅的底料，还有四季供应的椰子
水、椰奶、生椰拿铁等特色商品。

如今，“吃”进口有哪些新趋
势？

通过对超 3亿天猫超市用户
的分析，苏航发现，中国消费者的
确呈现跟以往不一样的特征，他
们更加追求健康，看重食品的营
养和功能，偏爱前沿技术带来的
变化，欣赏原汁原味的食品，同时
更具环保理念。

比如，今天的消费者会更关
注食品生产配方是否清洁，倾向
于选择无添加、低糖低脂低卡的
产品；他们看重天然营养物质和

成分的摄入；同时，消费者对多样
化口味的包容性更强，能 100%展
现当地独特风味的商品更受消费
者欢迎。

干露葡萄酒集团准备面向中
国市场推出低卡路里的酒，“我们
前期调研发现，相当一部分年轻
人喜欢运动、户外项目，喜欢健康
的生活方式，新品将为他们多提
供选择。”周缘介绍，下一步公司
还要布局更多精品酒，就好比中
国人喝茶讲究地块、风土、年份，
未来更多精品酒也将从这些层面
满足消费者日益多元的需求。“只
有不断细分客群，根据需求匹配
最合适的产品，才能一路与消费
者同行。”周缘说。

政策的支持，正不断助力进
口。随着中国持续扩大开放，进
口“清单”上的食品种类不断拉
长；预约通关、随到随检等一系列
措施，让食品“等待”的时间不断
压缩。业内人士介绍，从原产国
进口食品到国内，过去需要三四
个月的前置准备，现在基本缩短
一半，能更灵活地应对各种业务
需要。

报告认为：“中国进口食品
规模进一步扩大，食品贸易伙伴
不断增加，不仅满足着中国消费
者不断升级的食品需求，也为全
球农产品贸易的蓬勃发展注入了
动力。”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十年间中国进口食品额年均复合增长率达十年间中国进口食品额年均复合增长率达1212..33%%————

2022年欧盟牛奶产量增长陷入停滞

欧盟统计局近日报道，刚刚发布的牛奶和奶制
品数据显示，2022年，欧盟农场原奶产量约为1.6亿
吨，同比减少30万吨，这与2010年以来的稳步增长
形成鲜明对比。绝大多数原奶（1.499亿吨）被运送
到乳制品厂，其余的直接在农场加工成各类乳制
品。 其他乳制品的产量如下：2250万吨饮用奶、770
万吨酸化乳制品（由 600 万吨全脂奶和 170 万吨脱
脂奶制成）、230万吨黄油（由 4640 万吨全脂奶制
成）、1040万吨奶酪（由5920 万吨全脂奶和1690 万
吨脱脂奶制成）。奶酪和黄油的生产总共使用了欧
盟乳制品厂可用全脂牛奶的70%。

在欧盟国家中，德国是最大的饮用奶（占欧盟
总量的 19%）、黄油（20%）、酸奶等酸化奶制品
（29%）和奶酪（22%）的生产国。法国是黄油和奶酪
的第二大生产国（每种产品约占总量的18%）。2022
年，德国与西班牙（各占欧盟总量的 15%）、法国
（13%）、意大利（11%）和波兰（9%）共占欧盟饮用奶
产量的三分之二。荷兰是欧盟第二大酸化乳制品
生产国（15%）、第四大奶酪生产国（9%）和第五大黄
油生产国。而爱尔兰是第三大黄油生产国（13%）和
第五大酸化奶制品生产国（7%）。 （商务部）

10月，日本牛奶价格涨幅达19.8%
日本总务省近日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0

月，日本去除生鲜食品后的核心消费价格指数为
106.4，同比上涨 2.9%。日本核心消费价格指数升
幅已连续19个月超过日本央行2%的目标。

报告显示，今年 10月，日本食品价格同比上涨
8.6%，其中牛奶价格涨幅达19.8%，冰淇淋价格涨幅
达12.1%。此外，日本今年夏天遭遇酷暑，导致农产
品歉收，这推升了一些水果蔬菜的价格，其中西红
柿和苹果的价格分别上涨41.3%和29.4%。

日本媒体报道说，由于食品价格持续走高，日
本居民恩格尔系数也升至历史性高水平。日本总
务省的家庭收支调查显示，2023年前 8个月居民恩
格尔系数平均为 26.2%，高于 2020年的 26%，仅次
于1983年的26.5%，创近40年来的新高。如果食品
价格继续走高，2023年全年平均数据有可能逼近
1983年的水平。 （朱玥颖）

爱沙尼亚10月牛奶平均采购价格同比
下降20.7%

据爱沙尼亚统计局数据，2023年10月爱沙尼亚
牛奶原奶采购量为6.89万吨，同比增长8.7%，其中，
精品牛奶达5.62万吨，同比增长8.1%。原奶平均采
购价格为每吨 411.41 欧元，同比下降 20.7%。乳制
品生产方面，10月份饮用奶产量达 9100吨，同比增
长1.1%；奶油产量为2600吨，同比增长18.2%；酸奶
产量为 3000吨，同比持平，奶酪产量达 4500吨，同
比增长10%。 （商务部）

俄罗斯拟限定冰淇淋及类似冷冻甜点
中的乙醇含量

俄罗斯财政部发布命令草案，拟限定冰淇淋及
类似冷冻甜点中的乙醇含量，要求含乙醇成分的冰
淇淋其酒精度不得超过1.2%。

目前，俄罗斯允许冷冻甜点的酒精度可达
7%—10%，与低度酒精饮料酒精度相似，且含乙醇
的冰淇淋的流通不受限（该类产品不属于含酒精类
产品，不受关于调控酒精市场的法律法规限制的影
响），可以在公园和儿童设施附近自由销售，不禁止
向儿童和青少年销售此类甜品。

俄财政部提议将冰淇淋、打发的冷冻水果甜
点、水果和浆果及其混合物、食用品并中的乙醇含
量限定为1.2%。 （食品伙伴网）

沙特促进食品行业发展沙特促进食品行业发展
□管克江

沙特阿拉伯工业和矿产资源
大臣班达尔·胡拉耶夫不久前在首
都利雅得出席沙特食品饮料博览
会时表示，实现食品安全是沙特

“2030愿景”的重要目标之一，沙特
工矿部将与政府各部门合作制定
行业政策，支持食品企业发展。展
会相关负责人表示，沙特食品行业
正以每年18%的增长率快速发展，
展会规模不断扩大反映出沙特食
品产业的巨大潜力。

沙特 70%的国土面积为半干
旱荒地或低级草场，可耕地面积占
国土面积的 1.6%。近年来，在沙
特“2030愿景”等战略指引下，沙特
持续加大对农业和食品产业的投
入。

据沙特媒体报道，目前沙特的
椰枣、奶制品和鸡蛋自给率超过
100%，土豆自给率达 80%。去年，
沙特环境、水利和农业部宣布，到
2025年将投资 170亿沙特里亚尔
（1 元人民币约合 0.52 沙特里亚
尔），以扩大在禽肉产品领域的投

资，使鸡肉年产量提高到 130 万
吨，禽肉自给率提高到80%。

统计显示，沙特食品市场规模
已达450亿美元，预计到2030年将
达 570亿美元。班达尔·胡拉耶夫
介绍，沙特希望到 2035年在食品
产业吸引 200亿美元投资，将食品
出口额从2022年的37亿美元提升
到 2035年的 109亿美元。沙特还
将落实国家工业战略，“充分发掘
有竞争力的优势农产品的潜力，促
进食品产业的可持续增长”。

食品行业已经成为沙特推动

经济转型的重要领域。咨询机构
仲量联行的统计显示，2018年，沙
特的食品和饮料行业占国内生产
总值的比例为 10%。沙特已有近
800家食品加工厂，直接雇用了 16
万人；有 170多家饮料加工厂，雇
用 4.3万人。近年来，沙特政府和
有关企业在食品行业进一步加大
投资。去年 10月，沙特宣布启动
国家工业战略，并成立工业最高委
员会，负责制定工业部门治理模
式、监督行业发展，食品和农业是
该战略重点关注的 12个子行业之

一。
沙特不列颠银行的相关报告

指出，到 2030年，沙特人口预计将
从 3400万增长到 3950万，人均可
支配收入达1.56万美元，入境旅游
人次超 3000万，这些都让沙特食
品行业充满投资机遇。沙特环境、
水利和农业部创业总局负责人阿
里·萨卜汉表示，沙特希望到 2030
年实现 85%的食品本地化。沙特
政府将出台一系列举措，进一步增
强食品行业的投资吸引力，为投资
者提供更好营商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