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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肥料
促行业转型

乔金亮

化肥产能过剩待解
本报记者 黄俊毅

本版编辑 李 亮

2013 年，国内化肥行业产能过剩影响加剧，产品价格下跌，企业经营困难。如何化解产

能过剩，度过市场难关，化肥企业和化肥行业在艰难探索、寻找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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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能过剩严重

国内化肥需求量在持续增长数十年后，很难
再有明显增长。化肥价格已呈单边下跌的走势

“去年 3 月份以来,化肥行业下行压力逐月加大,主要
化肥品种价格持续下滑,企业效益大幅下降。去年 1 月至
11 月，山东共生产合成氨 756.54 万吨，比上年同期增产
16.47 万吨，增长 2.23%，为多年来最低增速。”中国氮肥工
业协会名誉理事长、山东省化肥工业协会会长杨春升说。
他认为，根子在于国内化肥产能过剩严重。

据介绍，2013 年，我国合成氨总产能达 7408 万吨，尿
素总产能达 7948 万吨，磷肥总产能达 2360 万吨，均产能过
剩。今年，尿素产能将进一步增加，预计超过 8500 万吨。

“2013年，19个新建的尿素项目投产。预计到‘十二五’末，
全国尿素产能将突破 9000 万吨，产能过剩将达到 2000 万
吨。”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会长李勇武说。

“国内化肥需求量在持续增长数十年后，很难再有明显
增长。现在化肥价格已不是震荡运行，而是单边下跌的走
势。”杨春升说。以尿素为例，1 月 19 日，每吨主流出厂报
价，山东为 1620 元，河北为 1600 元，河南为 1630 元。而目
前尿素生产企业每吨生产成本约 1600元。

产能过剩另一表现是化肥出口增量难增值。去年 1 月
至 11月，我国化肥出口 1721万吨，同比增长 13.8%，但出口
金额同比下降 9.7%,平均单价同比下跌 21%。“前几年,已
经产能严重过剩的氮肥和磷肥行业，之所以没有感到‘切肤
之痛’，是由于出口缓解了国内销售压力。新建化肥产能陆
续释放，国内需求难再增长，出口形势日益严峻，化肥市场
持续十多年的慢牛走势已经结束,行业全面进入调整期。”
杨春升说。

降税难解困局

在国际化肥总量过剩情况下，我国化肥行业
若寄希望于通过出口解决国内产能过剩困局，恐
不现实

前不久，财政部公布了 2014 年出口关税暂定税率：磷
肥执行 15%税率并每吨加收 50 元；复合肥新税率为 30%；
尿素淡季(7、8、9、10 月)，每吨征收 40 元，旺季(1、2、3、4、5、
6、11、12 月)执行 15%税率并每吨加收 40 元。在 2013 年，
尿素出口旺季综合税率高达 77%，磷肥为 80%，复合肥为
80%。关税下调力度确实很大。关税大幅下调后，国内化

肥产能过剩困局能否得到有效破解？回答是：不容易。
其一，国际三大肥料均存在产能过剩。国际肥料工业

协会数据显示，目前全球化肥年产量约 2.36 亿吨，而消耗
量才 2.32 亿吨。在国际化肥总量过剩情况下，我国化肥行
业若寄希望于通过出口解决国内产能过剩困局，恐不现实。

其二，国内富余产量过大。国际肥料工业协会数据显
示，2012年至2013年间，全球大约有140个化肥项目投产，
其中有 50%在中国。去年国内尿素产能富余约 1200 万至
1400万吨，磷肥富余约400万吨，这么大的量，消化不易。

其三，出口难有成本优势。我国化肥主要出口印度、巴
基斯坦、独联体等地区。印度由于货币贬值购买力下降，今
年将减少尿素进口。中东、独联体国家石油、天然气资源丰
富，生产化肥成本低廉。我国化肥生产成本较高，以尿素为
例，每吨生产成本在 1503 元至 1830 元之间，比中东、中亚、
俄罗斯要高 150元左右。

“能否依靠国际市场化解国内过剩产能,关键取决于国
际市场需求及我们的成本竞争力。”杨春升说。

转型方可治根

化肥生产企业需要进一步加大创新力度，加
快传统产业优化升级，实现企业乃至行业的可持
续发展

中国氮肥工业协会有关人士表示，破解产能过剩难题
可通过三种渠道：一是严控新建产能，利用行政和市场双重
手段淘汰落后，提高准入门槛；二是通过创新拓展下游产品
链，消化剩余产能；三是完善出口政策，做好国内外两个市
场的衔接和平衡，缓解国内供求压力。

面对化肥产能过剩，淘汰落后产能显得尤为重要。“5
年来，山东省累计淘汰合成氨产能 191 万吨、尿素产能 169
万吨、碳铵产能 228 万吨。经过几年调整重组，全省氮肥企
业设备水平显著改善，产业集中度大幅提高。”杨春升说。

化解化肥行业产能过剩，企业应发挥更大作用，化肥生
产企业需要进一步加大创新力度，加快产业优化升级，实现
企业乃至行业的可持续发展。

研发新型化肥，是化肥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方向。新
型肥料包括复合型微生物接种剂、复合微生物肥料植物促
生菌剂；秸秆、垃圾腐熟剂；特殊功能微生物制剂等。新型
肥料市场前景好，受到农民的欢迎，而且得到了国家政策的
大力扶持。发展新型肥料，正在成为一些化肥企业的选择。

在全行业挣扎在亏损边缘时，国内生产新型肥料的龙
头企业山东金正大公司，利润同比大幅增长。新型肥料的
发展潜力，由此可见一斑。

按照我国传统用肥习惯，每年 3 月至 5 月的春

耕、7 月夏播和 10 月秋播期，国内化肥市场都会呈现

量价齐升的旺季特征。但 2008 年以后，市场却连续

出现了旺季不旺的反常走势。根本原因是整个化

肥行业产能过剩导致市场供过于求。积极发展新

型肥料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成为化肥行业必然选择。

目前，我国新型肥料企业已超 2000 家，占全部

肥料生产企业总数的 25%左右。尤其最近 2 年，从

农药跨界进入化肥行业的企业很多，尽管跨界动机

各不同，但他们大多瞄准了新型肥料这片“蓝海”。

因为新型肥料既能促进粮食增产稳产，减少人工投

入，也能保护环境，市场前景广阔。

从政策环境来看，随着节能减排和环境保护要

求日趋严格，发展对环境友好的新型肥料是方向。

《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把新

型肥料列为农业领域优先发展方向。去年的中央

一号文件提出启动高效缓释肥料使用补助试点，今

年中央一号文件继续支持高效肥使用。

从市场供需来看，新型肥料的小肥种从建设到

投产仅需上亿元，相比传统肥料动辄几十亿的投

入，具有成本优势。如今，农民更加重视肥料质量，

对肥料的功能要求越来越高，不仅要求能增产，而

且能保苗、防病、改土等。新型肥料自然成为不少

农民心中的优质肥料。

近年来，新型肥料市场持续扩大，特别是旱作

农业和水肥一体化技术的发展导致对长效肥、水溶

肥需求激增。但总体看，新型肥料施用比例仍较小，

且应用主要集中在收益相对较高的经济作物上，难

以走进大田。尤其普通种植户，要在短时间内接受

价位相对较高的新型肥料比较难。但我国有种粮大

户 68.2 万户，经营全国 7.3%的耕地，产出全国 12.7%

的粮食；全国粮食生产合作社有 5.59万个，经营全国

4.0%的耕地，产出全国 8.2%的粮食。这些新型经营

主体普遍有采用新型肥料的动力和实力。

新型肥料之所以新，除了功能新，还在于服务

新。当前肥料企业农化服务水平低，行业发展模式

尚需完善。大部分化肥企业仍局限于生产领域，主

要依赖资源投入和产能扩张，企业农化服务不适应

现代农业测土配方、精准施肥的需要，造成施肥不

科学。今后要提升农化服务水平，推动开展测土配

方，实现精准施

肥，最终实现减

少过量施肥、降

低面源污染。

从化肥行业发展来看，产能过剩只是传统品

种过剩，新型肥料市场仍未饱和，科技含量高的肥

料、专用肥、水溶肥等新型肥料还处于短缺状态。

氮、磷、钾等传统大化肥会成为新型肥料的原料产

品，提高肥料附加值和利用率则成为化肥行业发

展的方向。

——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常务理事 杨建平

新型肥料起步晚，发展快，多路并进，全面发

展。缓控释肥料异军突起，生物肥料普遍被人接

受，有机肥在争议中发展，多功能肥料正在被人们

接受。新型肥料具有高效性、专用化、简便化、安

全环保等特点。专用化就是对作物或施肥方式专

用化，针对大田作物还是蔬菜或果树等，进行专用

化区别。施肥方法与次数已成为限制农业生产因

素之一，肥料使用越简便越受农民欢迎。随着人

们环保意识的提高，环保型肥料将是未来肥料发

展的重要方向。

——中国植物营养与肥料学会理事长 白由路

发展新型肥料要分析“三农”变化的新特

点，把握发展趋势，转变研发、营销和向农民推

广的手段和方式。新型肥料应向产品绿色化、功

能复合化、技术轻简化、推广人本化和服务专业

化发展。重点要向增产增收技术和农技综合服务

方面转变，引导更多人使用新型肥料。

——农业部全国农技推广中心 陈生斗

“我家的 50亩甘蔗收入 20多万元，增收近 10
万元。”实实在在的收益到手，广西武鸣县蔗农尹
如恩笑得很开心。去年，采用永业科技服务体系
的一条龙技术辅导后，尹如恩将原先 25 亩甘蔗扩
大到近 50亩，收入翻了番。

蔗糖产业是武鸣县农民增收的一大渠道，也
是财政收入的一大支柱。永业公司从 2011年起，
在当地开始推广永业生命素产品，用以满足作物
生长发育需要的营养素，并通过当地的永业科技
服务站同步跟进甘蔗种植的技术指导服务。武鸣
县农业部门联合永业科技服务站、技术服务团队，
在当地共同成立了永业技术推广和服务体系，对
农民进行培训。双方共建了 3 个万亩高产示范
区，建设了大量的样板田，通过样板观摩指导农
户，普及高产技术。

春节前，广西武鸣县农业局和永业科技服务
站的技术人员对采用高产技术与高科技产品的甘
蔗示范田进行丰收测产。数据显示，使用永业高
产技术和永业高科技产品的示范区甘蔗亩产达
12.6 吨，有效茎数近 5000 株，平均株高 3.77 米。
而没有使用永业科技产品和技术的甘蔗对照区，
亩 产 仅 4.4 吨 ，亩 有 效 茎 3068 株 ，平 均 株 高
2.76米。

武鸣县永业科技服务站技术人员测算，一茬
甘蔗以前只能种植三年，一亩地农户投入平均每
年大约 2000 元，如果是亩产 6 吨的产量，按照
450 元每吨的价格，每亩仅仅能赚 700 元。在采
用高产技术后，一茬甘蔗可以种植 5 年，省去了翻
耕、施种蔗底肥的成本，每亩的年投入大约只需
1500 元，产量能达到 8 吨以上，每亩能赚 2100
元，种植效益放大三倍。

武鸣县通过和永业公司合作发展现代农业科
技服务体系，让农民品尝到了增收的甘甜。

广西武鸣：

科技促增收
本报记者 杜 芳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促进生态友好型农业

发展。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节约集约用地

制度、水资源管理制度、环境保护制度，强化监督考

核和激励约束。加大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力度，支持

高效肥和低残留农药使用、规模养殖场畜禽粪便资

源化利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使用有机肥、推广高标

准农膜和残膜回收等试点。

保 护保 护

保障粮食安全既要千方百计提高粮食总产量，也要
加强粮食仓储、物流设施建设，提升粮食收储供应保障水
平；既要保证种粮卖得出，也要保证吃粮买得到。

守住粮食安全底线

我国粮食生产连续 10 年获得丰收,但是粮食仓储设
施落后,物流通道不畅通,粮食产后损失巨大。据国家粮
食局测算，我国每年粮食产后损失达到 700 亿斤。2013
年我国启动实施了粮食收储供应安全保障工程（简称“粮
安工程”），着力全面提升粮食收储和供应保障能力。

实施“粮安工程”，就是要打通粮食物流通道，修复粮
食仓储设施，完善应急供应体系，保证粮油质量安全，强
化粮情监测预警，促进粮食节约减损，保障严重自然灾害
和紧急状态下的粮食正常供应。最终目标是在全国建立
设施先进、供给稳定、调控有力的现代粮食流通安全保障
体系，全面提升粮食综合流通能力和宏观调控能力。

“粮安工程”实施以来，我国粮食流通能力建设得到
明显加强。全国粮食应急供应网点达到 4.27 万个。在东
北试点开通了白城—蚌埠、松原—岳阳 2条散粮铁路运输
线路，集装箱散粮运输试点进展顺利。各级粮食部门积
极推广新技术、新工艺，减少粮食产后损失。2013 年，农
户科学储粮专项新增 171 万户，累计达 677 万户，每年可

减少粮食损失 15亿斤。

鼓励多元化投资

“粮安工程”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工程建设周期
长，所需资金大，建设资金主要来源于各级财政。据了
解，2013 年国家发改委安排投资近 35 亿元，用于粮油仓
储、物流、质检、加工技术改造升级和农户科学储粮项目
建设。去年，财政部也为“粮安工程”安排了重点建设资
金，特别是将危仓老库维修改造资金由 4 亿元增加到 10
亿元，带动地方投入 40多亿元资金。

湖北省通过实施“粮安工程”，加快大型商品粮生产
基地和仓储物流基地建设。针对“粮安工程”建设周期
长、资金投入大等特点，湖北省坚持多措并举、多渠道筹
资，加大省级财政投入、集中市县配套资金、落实财税支
持政策、整合现有政策资金，将资金捆绑集中投入到粮食
仓储基础设施建设和维修改造中，提高了资金使用效率。

建设“粮安工程”仅仅依靠中央专项资金和地方配套
投入，远远不能满足需要。国家粮食局局长任正晓说，今
年将创新“粮安工程”投资机制，除了管好用好中央补助
资金，积极争取地方加大投入，还要鼓励和引导粮食企业
和社会资本投入“粮安工程”建设。投资渠道的拓宽，必
将加快“粮安工程”建设的进程。

提升仓储供应水平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实施粮食收储、供应安全保
障工程。国家粮食局局长任正晓说，要大力推进粮食仓
储物流设施建设，力争再用 3 年至 4 年的时间提前完成
1000 亿斤仓容建设任务；抓紧打通“北粮南运”物流通
道，提高西南、西北通道的卸载能力；抓好粮油加工业技
改专项，促进产业优化升级；推进粮油信息化建设，加快
建设粮食储运监管物联网示范工程、数字化粮食物流关
键技术研究与集成等项目研发试点；大力推进节粮减损，
今年再为 242 万农户配置标准化储粮装具，启动种粮大
户、家庭农场和专业合作社科学储粮专项试点。

近年来，湖北省加快大型商品粮生产基地和仓储物
流基地建设，不断提高粮食综合保障能力。湖北省粮食
局负责人表示，力争到2020年建成全省政策性粮食收储
体系，建成 14 个重要物流节点，加快 101 个中心粮库提
档升级，重点打造 10个销售收入过 100亿元的区域性粮
油产业园区，建成成品粮油配送中心 100 家，全面提升
粮食安全保障水平。

“粮安工程”的实施，能全面提升我国粮食仓储、供应
能力，又能促进农民增收、保障市场供给，将为我国粮食
安全筑起一道坚固的屏障。

化肥行业产能过剩导致市场供过于

求，积极发展新型肥料推动产业转型升

级成为必然选择

新型肥料市场持续扩大，特别是旱

作农业和水肥一体化技术的发展导致对

长效肥、水溶肥需求激增

新型肥料之所以新，还在于服务

新。当前肥料企业农化服务水平低，行

业发展模式尚需完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