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法国出口奶酪被检出葡萄球菌

据欧盟食品和饲料快速预警系统（RASFF）消
息，2023年12月19日，法国通过RASFF通报本国出
口奶酪不合格。据通报，不合格奶酪销至了比利
时、西班牙和乌克兰。提醒出口企业，严格按照欧
盟成员国要求进行产品出口，注意产品中各种致病
菌的存在，保证产品的安全性，规避出口风险。

（食品伙伴网）

缅甸与中国等三国签署出口90万吨
玉米协议

据缅甸玉米协会（MCIA）消息，12月12日，协会
分别与中国、泰国和越南 7家企业签署出口玉米谅
解备忘录，计划在 2024年 4月之前出口 90万吨玉
米，将创汇6亿多美元。中国、泰国和越南是缅甸玉
米主要出口市场，本次协议签署有利于稳定市场并
扩大缅甸贸易额。缅甸共种植玉米 200多万英亩，
年产玉米 320万吨，国内消费约 100万吨，其余 200
多万吨出口。 （商务部）

2023年11月巴西农产品出口总额为
134.8亿美元

巴西农业部发布报告称，2023年11月巴西农产
品出口总额为 134.8亿美元（666.2 亿雷亚尔），比
2022年11月增加13.3亿美元（65.7亿雷亚尔），创下
当月出口金额纪录。

11月份的大豆出口总量为 520万吨，同比增长
105.8%；玉米出口量也创历史新高，达到 740万吨，
同比增长25.7%。

11月份豆粕出口量同比增长了 23.7%，出口金
额增加到9.1665亿美元（45.3亿雷亚尔），比2022年
11 月的 7.9388 亿美元（39.23 亿雷亚尔）增长了
15.5%。 （食品资讯中心）

阿根廷烤奶酪Provoleta荣登“2023
全球最佳奶酪”榜首

享有“世界美食地图”之称的知名美食门户网
站“Taste Atlas”近日评选出了“2023年全球最佳奶
酪”榜单，来自阿根廷的烤奶酪“Provoleta”凭借出众
的口味荣登榜首。

阿根廷网站“ambito.com”12 月 19 日报道，
“Taste Atlas”网站依据世界各地的食客和专家给出
的评分，按照从高到低的原则制作了上述榜单，

“Provoleta”奶酪在众多竞争对手中脱颖而出，将一
些知名的国际奶酪甩在身后，其中包括希腊奶酪

“Saganaki”、意大利奶酪“Focaccia di Recco col for⁃
maggio”等。

“Taste Atlas”网站介绍称，在阿根廷，“Provole⁃
ta”奶酪通常作为开胃菜或阿根廷烤肉配菜享用，这
是一款半硬质烤奶酪，在做法上，通常将奶酪切成
大约一英寸厚的薄片，然后放上牛至（一种草本植
物）、红辣椒粉等调味，随后烤至奶酪中心融化即
可。

“Taste Atlas”还指出，在享用“Provoleta”奶酪
时，建议搭配蒜蓉酱和脆皮面包。

此外，该网站还评选出了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
斯艾利斯市（Buenos Aires）品尝“Provoleta”奶酪的
最佳餐厅，其中包括位于巴勒莫区（Palermo）的“La
Cabrera”餐厅、“Don Julio”餐厅和“La Carnicería”餐
厅，以及位于圣特尔莫区（San Telmo）的“El desniv⁃
el”餐厅、“La Brigada”餐厅等。

（食品资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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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合作银行发布最新报告
《向周期的下一阶段转变》（以下简
称《报告》）显示：当前全球乳制品
市场正在向其周期的下一阶段过
渡，预计 2024年价格将走高。然
而，当前市场仍处于微妙的平衡状
态，2024年全球乳制品的基本需求
仍存在不确定性。

《报告》指出，随着 2023年即
将结束，全球乳制品市场将继续在
有限的牛奶供应增长和低迷的需
求之间徘徊。全球牛奶供应经过
连续三个季度的供应增长后，牛奶
价格下降、成本上升以及天气因素
导致相关企业在牛奶的生产上降
速，全球牛奶供应开始增长乏力。

荷兰合作银行对 2024年牛奶
供应量持悲观态度，预测大多数出
口地区的牛奶供应量增长乏力。

荷兰合作银行认为，2023年牛奶供
应出口引擎从未完全启动，第三季
度同比下降 0.2%。根据预测，七
大牛奶出口地区（阿根廷、巴西、乌
拉圭、澳大利亚、新西兰、欧盟和美
国）的牛奶产量在 2024年第一季
度之前将有所下降，之后将转为正
值，预计 2024年全年全球牛奶供
应量将小幅增长0.3%。

《报告》指出，受奶牛数量减少
和产量下降的负面影响，2023年
10月份美国牛奶产量连续第四年
同比下降，降幅为 0.5%。2023年
迄今为止最大的同比降幅出现在7
月，产量下降了 0.9%。《报告》认
为，牛奶产量的减少是可预见的。
今年早些时候牛奶价格疲软造成
亏损，迫使奶农为了削减成本淘汰
奶牛。预计未来几个月全球牛奶
产量增长将持平，然后在 2024年
中后期走高。荷兰合作银行预测，

2023 年 牛 奶 产 量 将 同 比 增 长
0.2%，2024年预计增长1%。

《报告》指出，以当地货币计
算，各出口地区2023年出场奶价比
年初低 20%—40%。2024年，受饲
料成本进一步降低以及一些地区
的牛奶价格近期有所上涨等因素
影响，牧场的盈利将会有所回暖。

乳制品价格将缓慢回升至长
期平均水平，但是同时不能忽视地
缘政治不稳定风险、能源市场动荡
和宏观经济疲软等因素对 2024年
全球乳制品市场可能造成的影响。

《报告》指出，需求将是影响
2024年全球乳制品市场的一个关
键因素，乳制品通胀高企、生活成
本不断提高以及消费者信心疲软
等问题依然存在。食品和乳制品
通胀高峰已过，但市场不确定性依
然存在，失业率上升将在 2024年
进一步对购买力造成负面影响。

针对我国，虽然消费价格有所
下降，餐饮业持续复苏，但整体消
费增长乏力，尽管如此，《报告》仍
预计我国对乳制品的进口需求将
推动 2024年大洋洲乳制品价格的

上涨。荷兰合作银行预计，2024年
我国的乳制品进口量将与 2023年
持平，这对其他国家进口商来说是
一个以相对低的价格建立库存的
机会。

国际
看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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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福利观念的演进
根据 1976年Hughes的定义，

动物福利意指“动物与它周围环
境协调一致的精神和生理完全健
康的状态”。为了清晰阐释这一
健康状态，英国布兰贝尔委员会
也在《布兰贝尔报告》中提出动物
福利的国际标准，具体包括：免于
饥渴、恐惧、身体不适和伤痛的自
由，以及表达正常行为模式的自
由。

动物福利观念并非早就存
在，对待动物福利存在着强人类
中心主义与弱人类中心主义的争
议。强人类中心主义坚持动物没
有理性，而人是自在的目的和最
高级存在物，因此人类为满足自
身需要而毁坏或灭绝动物具有道
德上的正当性。但是动物解剖试
验发现动物确能感知疼痛后，一
些学者主张动物应当得到某种程
度的关怀。到 20世纪 70年代，弱
人类中心主义的动物福利与非人
类中心的动物权利理论开始兴
起。以考林·斯伯丁为代表的学
者主张虽然无法阻止人类对于动
物的利用，但是应当要求人类以
合理的、痛苦最小化的方式利用
动物，保障动物的康乐状态。随
着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弱人类
中心主义动物福利观逐步盛行，
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认同。

21 世纪以来，由于国际间交
往日益密切，动物福利思想也在
中国日益发展，越来越多的人群
将保障动物福利视为一种道德需
要。根据 2021 年 12 月由亚洲动
物基金联合动物福利国际合作委
员开展的一项涉及全国 30个省份
关于“公众对饮食健康和农场动
物 福 利 意 识 ”的 调 查 中 ，有
75.25% 的人对动物福利有所了
解，在征求关于猪、肉鸡、奶牛养
殖过程中所遭受的悲惨待遇的看
法时，皆有超过 90%的人选择对
此表示关切与同情，其中更是有
超过 50%的人愿意用实际行动提
高动物福利。显然，动物福利观
念在当代中国已经进一步普及，
推进动物福利立法，强化动物福
利保护，也已具备一定的民意基
础。

动物福利制度保护：
国内立法到国际规范

动物福利思想的日渐盛行催
生了动物福利保护制度的诞生和
发展。早在 1822 年英国就出台
《马丁法案》，禁止虐待动物。
1963 年露丝·哈里森《动物机器》

的出版让社会真正认识到机械化
生产条件下农场动物的恶劣生存
环境，因此掀起了保护动物、提倡
动物福利的浪潮。在社会的强烈
关注下，各国纷纷将尊重动物福
利置于法律的庇护下。

1、动物福利之国家立法
作为世界上最早颁行动物保

护法律的国家，英国的动物福利
立法一直领先于世界各国。1911
年英国颁布《动物保护法》，保护
驯养和捕获动物免受不必要痛
苦。此后，英国出台了《宠物法
案》、《实验动物保护法》《动物园
动物保护法》以及《野生动物保护
法》等法律，并针对农场动物的养
殖、运输和屠宰制定相应的法
规。受英国的影响，法国、德国等
国家也制定了本国保护动物的法
律法规。

2、动物福利之国际规范
除了各主权国家国内立法

外，一些国际组织也积极推动动
物福利保护国际规范的制定，满
足动物基本生理、心理与自然需
要，减少动物不必要痛苦的动物
福利理念也逐渐体现在其组织内
涵与协定原则中。

在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
（以下简称 FAO）看来，动物福利
是进一步发展未来畜牧业的重要
手段，也是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
展目标所必需关注的问题。为
此，FAO 通过对运输和屠宰中的
福利做出规定，意图以尽量低的
生产成本来实现运输以及屠宰加
工中的动物福利。2019年第三届
世界农场动物福利大会，FAO 再
次重申动物福利之于农业的重要
性并且明确将关注动物福利作为
全球畜牧系统发展的重点领域。

在众多国际组织中与动物福
利联系最为密切的当属世界动物
卫生组织（以下简称 WOAH）。
作为一个政府间国际组织，WO⁃
AH 高度重视世界动物福利事业
的发展，并已列为世界动物卫生
组织三大战略任务之首。WOAH
以其所定义的动物福利概念为宗
旨，在 2011年先后将动物福利写
入《陆生动物卫生法典》和《水生
动物卫生法典》。

WTO虽极少明确将动物福利
是否遵守纳入国际贸易的裁定规
则中，但不论是《关税及贸易总协
定》（GATT）第 20条还是《实施动
植物卫生检疫措施的协议》（SPS）
第 2条，都要求采取“为维护公共
道德所必需的措施”和“为保障人
民、动植物的生命或健康所必须
的措施”，达到保护动物福利的目
的。此外，《反倾销措施协议》也

明确将动物福利写入协议中，通
过征收反倾销税的方式保护动物
福利。

除了 FAO、WOAH、WTO 等全
球性国际组织对动物福利的高度
重视外，作为区域性国际组织的
欧盟也高度关注动物福利问题。
《欧盟运行条约》赋予动物福利与
保护人类健康、促进可持续发展
以同等法律地位，要求将动物福
利保护与食品安全、疫病防控等
与人类安全相关的领域综合考
量。这些规定充分体现了动物福
利保护对世界贸易、食品安全、疾
病防控的重要性。

我国遭遇动物福利贸易壁垒的
现状勾勒与原因探究

1、动物福利壁垒的现状勾勒
作为全球最大的动物源性产

品生产国，我国产品过剩已初见
端倪，出口的极度萎缩也就成为
我国农业发展的关键掣肘。但
是，另一方面，我国农业发展过程
中由于对动物福利缺乏足够的重
视，已经遭受一系列动物福利贸
易壁垒，主要集中于与卫生、健康
关联最密切的养殖与屠宰过程。

饲料添加剂滥用引发的贸易
壁垒：抗微生物药耐药性对全球
公共健康安全构成威胁已然达成
共识，但在更多关注人用抗生素
治理过程中，畜牧、水产中由抗生
素过量而引发的问题也亟需解
决。饲养中滥加铅、镉、汞等重金
属微量元素和抗生素，不仅使得
动物生长过快而痛苦，也会给人
类安全带来隐患。在减少抗生素
使用已成为各国发展畜牧业共识
的大背景下，农场主仍然在饲养
过程中添加大量抗生素、添加剂，
无疑会招致动物福利贸易壁垒。

饲养环境恶劣产生的贸易壁
垒：动物饲养环境的好坏是评价
动物福利的最直观标准，除了环
境整洁外，饮水、饲料的充足性以
及通风也是必须考量的因素。近
年来，我国因为饲养环境问题遭
受了多起动物福利壁垒。

屠宰方式残忍造成的贸易壁
垒：减少动物死亡的痛苦被视为
动物福利的基本内容，因此屠宰
过程中也应当体现动物福利。当
前，动物福利发达国家根据物种
不同确立了机械、气体、电击致晕
3种屠宰方式。因此，我国采用的
在未致晕情况下的屠宰方式难免
引发他国民众对于我国动物源性
产品的抵制。

2、我国遭受动物福利壁垒的
原因：制度与观念

动物福利的缺失对我国国际

贸易带来了不利影响。仔细分析
其原因，既有法律制度漏洞，也有
民众观念的落后。

我国的法律规定的漏洞：虽
然我国有众多的涉及农场动物福
利的法律法规，但保护动物福利
的条文十分罕见，其保护的方式
也是间接保护和模糊表达。

首先，我国涉及农场动物的
法律条文中明显缺乏关于动物福
利的考虑。以 2021年 8月 1日施
行的《生猪屠宰管理条例》为例，
虽然在处罚力度、屠宰中的防疫
以及整个屠宰流程都进行了完
善，也明确要求“有符合国家规定
要求的待宰间、屠宰间、急宰间、
检验室以及生猪屠宰设备和运载
工具”，但对于屠宰过程如何减少
动物死亡的痛苦仍然没有规定，
与WOAH所制定的《陆生动物卫
生法典》第七章中对于动物屠宰
的福利规定仍然有较大差距。

其次，关于饲养环境规定模
糊不清，缺乏可操作性。《畜牧法》
要求养殖场应当“有与其规模相
适应的生产场所和配套的生产设
施。”但对于生产场所应当怎么修
建、区域之间如何分配、养殖畜舍
应当具有何种设施，均缺乏明确
规定，其具体要求存在于各种不
具有强制执行力的养殖生产技术
规范中，这无疑会对动物饲养环
境福利保护造成不利影响。

动物福利意识薄弱：尽管国
人在禁止虐待动物方面已经形成
一定共识，但是其关注的重点是
伴侣动物或者野生动物的福利问
题，农场动物的福利保护没有引
起重视，与WOAH的规定相比也
有较大差距。虽然 2013年我国成
立了动物福利国际合作委员会，
动物福利事业开始走向正轨。但
不可否认的是，我国动物福利保
护仍然落后于欧美等国家，农场
主们对农场动物福利保护的意识
也还有较大提升空间。

我国动物福利贸易壁垒的应对之道
1、培育动物福利观念
民众对于动物福利的排斥主

要源于对动物权利与动物福利观
念的混淆。实际上，动物福利保
护并不要求对动物的绝对不侵
害，提升动物福利也并不是以牺
牲人类自身的福利为代价。保护
动物福利不仅是人的仁慈之心的
要求，也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
念的基本要求。对动物福利的保
护，反过来也会给人类带来利
益。因此，要真正保护动物福利，
必须大力宣传动物福利理念，保
护动物的生存环境和条件。

2、完善动物福利立法体系
除了观念培育外，我国应立

足于本国国情，参照国际标准，
借鉴动物福利保护发达国家的
立法经验，加强动物福利保护立
法。

明确动物福利的保障措施：
农场动物福利法作为对农场动
物从养殖、运输到屠宰整个生命
历程的福利标准规定。首先应
当以国际上公认的动物福利五
项基本原则作为立法的宗旨，明
确养殖、运输、屠宰人员对饲养
动物负有使其舒适生活、安稳运
输以及无痛屠宰的义务。其次，
由于不同物种间的生活习性、躯
体结构有着较大差异，所以不可
能对其实施统一的动物福利标
准。同时借鉴 WOAH 所制定的
《陆生动物卫生法典》中关于动
物福利标准的设定，其所制定的
动物福利标准具备的基础性更
适合动物福利标准缺乏的我国。

确立监管主体与监督方式：
2021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动物防疫法》与《生猪屠宰条
例》都明确规定由农业农村主管
部门负责畜禽养殖与屠宰中的
监管工作。在农业综合执法改
革后，大部分地区检疫、执法职
能分别由动物卫生监督机构、农
业综合执法机构承担。但各地
原动物卫生监督机构人员随执
法职能一并转入综合执法机构，
导致动物检疫人员大幅度减少
进而造成畜牧业监管能力减弱
的现象。值得注意的是，欧盟成
员国的警察机构对此也享有一
定的监督权，以此弥补监管体制
的不足。

加大违法惩戒力度：应当加
大对违反动物福利、残忍对待动
物的处罚，对于违法使大量动物
遭受痛苦乃至危害人类安全的
行为更是需要承担适当的刑事
责任，才能更好地约束养殖、屠
宰企业履行照顾动物福利的义
务。

综上所述，动物福利发展到
现在，已不单单是一个国家在道
德层面对动物的态度。因此必
须认识到动物福利与国际贸易
的紧密联系。只有塑造良好的
动物福利意识、建立完善的动物
福利法律体系，才能强化动物福
利的保护，规避来自动物福利发
达国家的贸易壁垒。这不仅是
中国经济发展的迫切需要，也是
维护中国良好的国际形象的基
本要求。

（宁立标 肖雨阳单位：贵州大
学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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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动物福利逐渐在国际上引发强烈关注，各国对动物福

利的保护从国内立法保护发展到在对外贸易中设置壁垒的方式。

动物福利壁垒也因此逐渐成为国际贸易中的主要新型壁垒。本文

首先对动物福利理念的发展历程进行简要梳理，其次归纳总结动物

福利的域外立法规范，再次分析我国之所以面临动物福利壁垒的根

结所在。最后从构建农场动物福利法律体系和普及福利理念的角

度为应对动物福利壁垒、提高农场动物福利水平提出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