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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面对国际形势的不断变化，如何提

高我国大豆自给率，稳定油脂和饲料供给？

孙东升（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
研究所副所长）：近年来，我国一直重视大豆产

业发展，但受国内外多重因素影响，大豆生产和

贸易形势仍比较严峻，突出表现为大豆种植面

积有限、单产不高、效益较低、贸易受控等，国产

大豆生产经营优势不振。受全球新冠肺炎疫情

蔓延、世界经济复苏脆弱、跨国粮企全球布局等

因素影响，我国大豆生产、贸易、供需平衡等方

面受到较大现实冲击。

大豆生产方面，一是种植成本高、比较效

益偏低、扩大种植面积难。与玉米、水稻等作

物相比，尤其是受巨量进口大豆低价冲击，大

豆比较效益偏低，农民种植大豆积极性受挫。

二是大豆种植规模零散、管理粗放、单产水平

低。我国大豆生产主要是千家万户小规模种

植，良种化程度不高、植保措施不强、机械化

程度也不高，加上科研投入不足，大豆单产水

平约为世界平均水平的 70%。三是受低价进口

大豆挤压，国产大豆受抑制效应显著。目前，

国产大豆入厂价格约为 6500 元/吨，进口大豆

完税后的进口到岸价格约为 5000 元/吨，明显

低于国产大豆价格，不仅削弱了国内支持发展

大豆生产的政策效果，而且推高了发展大豆产

业的政策成本。

大豆贸易方面，一是对外依存度高且短期

内难改变。1995 年以来我国大豆消费量快速增

长，进口一直保持增长趋势，未来 10 年进口量

增速或放缓，但高度依赖进口的格局不会根本

改变。二是高度依赖进口的潜在风险加大。我

国大豆关税水平较低（3%），通过关税调节国际

市场价格波动影响的空间非常有限。目前我国

大豆自给率不到 15%，大豆及其制品市场很大

一部分为外资掌控，给国内市场和产业稳定发

展带来挑战。三是进口来源集中度依然很高。

我国大豆进口来源国经历了由美国主导向美

国、巴西和阿根廷相互竞争的格局变化，从上述

三国进口大豆占进口大豆总量的 95%。四是大

豆流通能力外控，产业链供应链易受突发事件

影响。美国 ADM、邦吉与法国路易达孚等跨国

公司掌握着全球大豆行业 90%的贸易量，在美

国、巴西等大豆主产国，均建有完善的生产、收

储、加工和服务于国际贸易的物流体系，控制着

全球范围内主要大豆货源。我国作为全球最大

的大豆买方，总体市场掌控能力不容乐观。另

外，2004 年以来外资大量进入我国大豆压榨和

加工行业，通过收购、合作等方式逐步强化大豆

采购主导力量，采购权占据主导地位。

结合我国大豆生产和进口情况，中长期看

大豆不可能实现基本自给，考虑到我国国情和

大 豆 产 业 的 特 殊 性 ，应 加 快 推 进 大 豆 产 业 振

兴。对比 2021 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的“稳定大

豆生产，多措并举发展油菜、花生等油料作物”

任务，2022 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全力抓好粮食

生产和重要农产品供给”，“大力实施大豆和油

料产能提升工程”，体现了我国发展大豆产业的

政策连续性，也明确了发展大豆生产的针对性

举措。围绕提升大豆产量的面积和单产两个决

定因素，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保持发展大豆的战略定力，持续推进

大豆振兴计划实施。根据“扩面、增产、提质、绿

色”的目标，实施区域化布局，强化科技支撑，推

进大豆产业振兴，切忌反复。加快发展大豆产

业，既要加快提高大豆产量也要注重提升品质，

既要发展高蛋白大豆又要兼顾高油需求，既要

着力稳定提升大豆产能又要保持适度进口还要

考虑适当出口，确保我国大豆生产、贸易、供需

的有效衔接，确保大豆市场稳定。

第二，调结构、扩面积、保产能。要抓紧落

实 2022 年中央一号文件，一方面加大耕地轮作

补贴和产油大县奖励力度，集中支持适宜区域、

重点品种、经营服务主体；另一方面，在黄淮海、

西北、西南地区积极推广玉米大豆带状复合种

植，在东北地区开展粮豆轮作恢复大豆种植面

积，在黑龙江省部分地下水超采区、寒地井灌稻

区推进水改旱、稻改豆试点；此外，开展盐碱地

种植大豆示范。基于满

足基本需要和实际可能

出发，我国大豆播种面积近期

可达到 1.5 亿亩以上，2022 年总产达到

并超过 2000 万吨（平均亩产 135 公斤左右），

大豆自给率超过 20%。到 2025 年，在持续稳定

1.5 亿亩以上播种面积的基础上，主要依靠提高

单产水平把国产大豆稳步提高到 2300 万吨以

上，进一步增加大豆自给率。

第三，科技先行、突出创新，强化支撑、

内生发展。一是加快优质高产大豆品种选育，

提升单产水平，缩小与世界大豆主产国单产差

距，到 2025 年力争达到并超过 150 公斤/亩。

主要是加大大豆科研投入，改善科研条件，促

进联合攻关，注重成果应用，兑现大豆良种选

育后奖励政策。二是通过大豆产业合作的组织

创新，实现专业化种植、集约化管理、产业化

经营，提高大豆产业链价值链的内生增值效

应，增加豆农收入。三是强化合规补贴，合理

保障豆农收益。充分利用 WTO 农业规则，给

予豆农和大豆产业发展更多补贴，在稳定生产

者补贴的基础上，对大豆生产服务补贴、大豆

良种补贴，同时落实大豆全成本保险及种植收

入保险主产省和生产大县全覆盖，充分调动豆

农种植大豆的积极性。

第四，多渠道拓宽大豆供应来源。在巩固

和改善美国、巴西、阿根廷等主要大豆进口来源

稳定性的同时，积极推进战略性农业国际合作，

多方增加进口大豆，务实稳步推动农业走出去，

促进建立多元稳定可靠的进口渠道，推进大豆

进口市场多元化。

主持人：分

析 近 年 来 我 国

大豆产需情况，

为何面临如此大的

缺口？

司伟（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院长）：大豆是粮食和油料兼用型作物，

我国居民食用油消费与肉类消费依赖大

豆，同时大豆及豆制品也是高质量植物蛋白

的主要来源。此外，粮豆轮作是环境友好的保

护性耕作制度，大豆生产对保障我国农业可持

续发展与粮食安全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总体上看，我国大

豆生产发展缓慢。1996 年我国大豆播种面积

是 1.12 亿亩，2021 年增加到 1.26 亿亩，年均增

长率为 1.38%。同期，产量由 1322 万吨增加至

1640 万 吨 ，单 产 由 118.01 公 斤/亩 增 加 至

130.16 公斤/亩，年均增长率为 0.33%。不过

也有快速增长的时期，在一系列大豆生产支

持政策的推动下，2015 年以来大豆生产加快，

尤其是 2020 年，大豆播种面积达 1.48 亿亩，产

量达 1960 万吨。

相对于生产发展，大豆的需求却增长迅

速。大豆需求增长的关键驱动力是压榨消

费，相关数据显示，2021 年我国大豆压榨消费

为 9949.83 万 吨 ，占 比 85.34% ；食 用 消 费 为

1460.07 万吨，占比 12.52%；种用和其他消费

249.56 万吨，占比 2.14%。从消费量来看，根

据《经 合 组 织 — 粮 农 组 织 农 业 展 望 报 告

（2021—2030）》，1996 年 我 国 大 豆 消 费 量 为

1547.70 万吨，而 2021 年消费量为 1.17 亿吨，

增长约 6.53 倍，年均增长 8.26%。

大豆生产跟不上快速增长的压榨需求，

产需缺口逐渐扩大，进口量也连年攀升。自

1996 年我国从大豆出口国转变为大豆净进口

国以来，大豆产需缺口由 225.28 万吨增加至

2021 年 的 10019.46 万 吨 ， 增 长 了 43.47 倍 。

国家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21 年我国进口大

豆 9651 万 吨 ， 占 世 界 大 豆 总 出 口 量 的

59.68%，占国内大豆总消费量的 82.77%。大

豆进口主要来自美国和巴西，2021 年进口大

豆的 60%来自巴西，美国大豆占

33%。近年来从美国进口大豆量持续

减少，从巴西进口大豆量呈增加趋势。

如此大的产需缺口，一方面是大豆压榨

需求快速增长。大豆及豆制品是饮食中主要

的蛋白来源，随着城镇化快速推进、居民收入

持续增加，带动了我国居民膳食结构转变，从

食用谷物为主转向更多的动物性食品，同时

大豆压榨所生产的豆粕是生猪养殖业规模化

生产必不可少的蛋白饲料，禽产业和水产业

也依赖豆粕。蛋白饲料需求增加推升了大豆

压榨需求，进而拉动消费增长，1996 年至今，

我国大豆消费量翻了近三番，突破 1 亿吨大

关。中国饲料工业协会统计数据显示，2021

年全国养殖业饲料消耗量约为 4.5 亿吨，按照

豆粕用量在饲料中占 15.3%计算，需要近 9000

万吨大豆。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1 年我国

肉类产量为 8887 万吨，较 1996 年增加 4303 万

吨，人均肉类消费量约 60 公斤/年；禽蛋产量

为 3409 万吨，较 1996 年增加 1444 万吨，人均

蛋类消费量为 13.20 公斤，大豆成为满足人民

美好生活需要的刚性需求。

另一方面，国内大豆生产发展缓慢。与

大豆需求 8.26%的年均增长率相比，同期大

豆产量年均增长率仅为 0.82%。究其原因，

从客观角度看，我国农业资源禀赋有限，尤

其是耕地资源，在保证粮食安全前提下，用

于大豆生产的耕地资源非常有限。2021 年我

国大豆消费量 1.17 亿吨，单产 130.16 公斤/亩，

若需求全部由国内生产来满足，则需要耕地

8.95 亿亩，拿出这么多可耕地用于生产大豆

不现实。主观方面，大豆的单产仅相当于玉

米和小麦的三分之一、稻谷的四分之一，粮食

主产省没有发展大豆生产的内生动力。而

且，我国大豆生产研发投入资源不足，单产水

平低是大豆生产发展缓慢

的内因。2021 年美国

大 豆 单 产 230.67

公 斤/亩 ，巴

西 大 豆 单

产 236.67

公 斤/亩 ，

阿 根 廷

大 豆 单 产

187.33 公斤/亩，

与 之 相 比 ，我 国 单

产水平差距明显，加之

缺少农产品间价格协调

机 制 ，种 植 玉 米 等 竞 争 性

作物比较收益更高，农户愿

意把更好的耕地用于种植大

豆的竞争性作物，这也造成

了大豆单产恶性循环。国

内 大 豆 市 场 的 供 给 安 全

严重依赖全球大豆供应

链 的 稳 定 供 应 ，同 时

进口大豆的涌入挤

压 了 国 内 大 豆 的

生产发展空间，

不利于我国大

豆 生 产 技 术

创新。

大豆在国家粮食安全中占有重要地位大豆在国家粮食安全中占有重要地位。。20222022 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大力实施大豆和油料产能提升工程大力实施大豆和油料产能提升工程，，加大耕地轮作补贴和产油大加大耕地轮作补贴和产油大

县奖励力度县奖励力度。。近年来我国大豆进口量逐年增加近年来我国大豆进口量逐年增加，，对外依存度高对外依存度高。。大豆产能问题受到格外关注大豆产能问题受到格外关注。。为缓解进口压力为缓解进口压力，，我国出台一系列政策振我国出台一系列政策振

兴国产大豆兴国产大豆。《“。《“十四五十四五””全国种植业发展规划全国种植业发展规划》》提出提出，，到到 20252025 年年，，力争大豆播种面积达到力争大豆播种面积达到 11..66 亿亩左右亿亩左右，，产量达到产量达到 23002300 万吨左右万吨左右，，推动提升大推动提升大

豆自给率豆自给率。。如何破解大豆产业困局如何破解大豆产业困局，，本期特邀本期特邀 33 位专家进行探讨位专家进行探讨。。

经济日报经济研究部主任经济日报经济研究部主任、、研究员研究员 徐向梅徐向梅主持人

加 快 推 进 大 豆 产 业 振 兴加 快 推 进 大 豆 产 业 振 兴

产需缺口为何扩大产需缺口为何扩大

主持人：目前全球大豆生产、消费、贸易呈现怎样

的特点？

赵亮（大连商品交易所研究中心研究员）：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随着国民经济发展和居民消费结构升

级，我国初步形成了国产大豆（非转基因）以食用消费

为主，进口大豆（转基因）以饲用为主，两个品种、两套

定价体系的基本格局，而进口大豆是主要供应来源。

从全球大豆格局来看，整体呈现如下特点：

一是全球大豆生产高度集中。美国农业部（USDA）

数据显示，2010/11 年度至 2020/21 年度全球大豆产量

由 2.65 亿吨增至 3.66 亿吨，年均增长 3.30%。2020/21

年度全球大豆产量排名前五的国家分别为巴西、美国、

阿根廷、中国和印度，产量分别为 13800 万吨、11475 万

吨、4620 万吨、1860 万吨和 1045 万吨，其中美洲三国常

年位居全球大豆产量的前三名，产量累计占全球总产

量的 81.69%。生产高度集中，使得大豆供应容易受主

产国产量波动和相关政策影响。

二 是 全 球 大 豆 消 费 需 求 增 加 。 2010/11 年 度 至

2020/21 年度全球大豆消费量由 2.53 亿吨增至 3.63 亿

吨，年均增长 3.28%。2020/21年度全球大豆消费排名前

五的国家和地区为中国、美国、巴西、阿根廷和欧盟，消费

量分别为 11160万吨、6105万吨、4941万吨、4741万吨和

1762 万吨，其中中国、美国、巴西合计消费占比 61.16%。

面对更趋复杂严峻和不确定的国际环境，大豆主产国和

主要消费国或进一步增加本国大豆储备，建立“防御性”

库存。

三是全球大豆贸易周期普遍较长。2010/11年度至

2020/21 年度全球大豆贸易量由 1.81 亿吨增至 3.30 亿

吨，年均增长 6.19%，贸易量占产量比重达 90.15%。全球大豆贸易主要

由巴西、美国和阿根廷流向中国、欧盟等国家和地区。由于进出口国家

分属不同大洲，大豆贸易周期普遍较长，我国进口美国和巴西的大豆船

期在30天至45天，海运费用和汇率波动会加大运输的不确定性。

四是近年豆油用作生物能源数量快速增长。一方面，全球大豆

消费以压榨为主。2020/21 年度全球大豆消费量约 95%用于压榨，按

照 18%和 80%的豆油和豆粕的压榨产出率计算，全球豆油和豆粕的

产量分别约为 0.62 亿吨和 2.76 亿吨。产出的豆油主要用于食用、饲

用和工业消费，占比超过 70%，豆粕主要用于饲料，占比超过 90%。

另一方面，豆油用作生物能源数量快速增长。中金公司研究显示，

2020 年下半年以来，国际原油价格持续上涨，叠加减排降碳驱动，

2021 年全球豆油用于生物能源占比上涨到 18%。据统计，美国豆油

用于生物燃料的消费量由 2019 年的 86.58 亿磅增长至 2021 年的 110

亿磅，豆油用作生物燃料占比由 34%增长至 41%，且势头不减。

五是全球大豆贸易定价集中在美国期货市场。一方面，全球大

豆贸易主要以美国芝加哥期货交易所（CBOT）大豆期货价格为定价

基准。国际上具有代表性的大豆现货价格有巴西大豆、美湾大豆和

阿根廷大豆离岸（FOB）价格等，也都以期货价格加上适当的价差（基

差）确定。同时，国际大型粮食贸易商基本垄断全球粮食贸易。另一

方面，近两年 CBOT 大豆期货价格持续上涨。2020 年二季度以来，

受拉尼娜气候，以及大豆与玉米、小麦等比价关系处于低位等因素影

响，美国大豆播种面积及产量不断下降，叠加原油价格上涨拉动豆油

消费，全球大豆库存降至 3.05 亿蒲式耳历史相对低位。CBOT 大豆

期货价格从 800 余美分/蒲式耳涨至近期的 1700 余美分/蒲式耳。

从国际形势看，俄乌局势变化导致两国原油、葵油、小麦、玉米等

能源和粮油作物供应中断，相关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上涨。今年

1 月 17 日至 3 月 3 日，NYMEX（纽约商业交易所）原油上涨 28.22%，

CBOT 大 豆 上 涨 22.03% ，CBOT 玉 米 上 涨 25% ，CBOT 小 麦 上 涨

52.68%，CBOT 豆油上涨 29.28%。此外，3 月初美国干旱监测报告显

示，美国大陆地区没有反常干燥或干旱的比例为 26.46%，接近 2012

年最低值，北美出现极端干旱天气概率较大，加剧了全球大豆等商品

供不应求的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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