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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忽视饲用豆粕减量替代
我国大豆高度依赖进口，粮食安全结构性矛盾突出。通过实施饲

用豆粕减量替代行动，根据我国国情和资源特点调整饲料配方是关键

之举。要积极开辟新饲料来源，加强基础性工作研究，发挥行业协会桥

梁纽带作用，促进豆粕用量占比持续下降。

朱慧卿作（新华社发）

减少大豆进口依赖需从增产和减损

两端同时发力。当前正值春耕备耕的关

键时期，各地在千方百计扩种大豆之际，

不能忽视饲用豆粕减量替代。农业农村

部办公厅近日印发的《饲用豆粕减量替

代三年行动方案》明确提出，在确保畜禽

生产效率保持稳定的前提下，力争饲料

中豆粕用量占比每年下降 0.5 个百分点

以上，到 2025 年饲料中豆粕用量占比从

2022 年的 14.5%降至 13%以下。这将进

一步降低我国对进口大豆的依赖，更好

地保障粮食安全。

饲用豆粕是大豆压榨后的副产品，

粗蛋白质含量高，是养殖业重要的蛋白

质饲料，可以为畜禽提供成长所需的蛋

白质和氨基酸。随着消费水平的提升和

养殖业的快速发展，我国饲用豆粕需求

量大幅提升，大豆进口量持续攀升，成为

全球最大的大豆进口国，大豆进口量占

全球大豆贸易量的 60%以上。2020 年大

豆进口量突破 1 亿吨，2021 年、2022 年连

续 两 年 下 降 ，但 进 口 总 量 仍 然 保 持 在

9000 万吨以上。我国国产大豆主要用于

食用领域，进口大豆基本用于压榨生产

食用豆油和饲用豆粕，每吨大豆可产豆

粕约 780 公斤，绝大部分豆粕进入了饲料

领域。在当前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下，

大豆高度依赖进口，粮食安全结构性矛

盾突出，大豆进口面临的不确定性因素

增多，有可能会影响到人们的“肉盘子”。

深入实施饲用豆粕减量替代行动，

是我国应对当前外部供给不确定性的战

略选择。从历史上看，实施饲用豆粕减

量行动是可行的。我国畜禽养殖历史悠

久，杂粮杂豆、剩饭剩菜、秸秆饲草一直

是农户养殖的主要饲料，用玉米、豆粕当

饲料只有短短几十年的时间。从营养角

度看，动物生长需要蛋白质，豆粕所含的

氨基酸种类比较多。现在人们片面地认

为饲料中蛋白质含量越高越好，实际上

蛋白质含量能够满足畜禽营养需求就

好，蛋白质含量过高会造成浪费。

从目前来看，我国实施饲用豆粕减

量替代行动已经取得阶段性成效。有关

部门的数据显示，2022 年在畜牧业生产

全面增长的情况下，畜产品和饲料原料

进口下降，饲料粮用量特别是豆粕用量

下降。2022 年，饲用豆粕在饲料中的占

比降至 14.5%，比上年减少 0.8 个百分点；

饲料蛋白转化效率比上年提高 2 个百分

点，豆粕用量减少 320 万吨，折合减少大

豆使用量 410 万吨左右。豆粕用量和大

豆需求量减少，也是我国大豆进口量在

2020 年达到峰值后持续两年下降的重要

原因之一。未来，随着国产大豆扩种增

产和饲用豆粕减量替代行动深入实施，

大豆对外依存度还会继续下降。

饲用豆粕减量替代潜力巨大，根据我

国国情和资源特点调整饲料配方是关键

之举。要通过实施饲用豆粕减量替代行

动，基本构建适合我国国情和资源特点的

饲料配方结构。要树立大食物观，从供需

两端发力，统筹利用植物动物微生物等蛋

白饲料资源，通过推广低蛋白日粮技术、充

分挖掘利用国内蛋白饲料资源、优化草食

家畜饲草料结构三大技术路径，加强饲料

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集成创新和推广

应用，积极开辟新饲料来源，促进豆粕用

量占比持续下降，蛋白饲料资源开发利用

能力持续增强，优质饲草供给持续增加。

未来三年是实施饲用豆粕减量行动

的关键时期，但全面推广和落实还存在

一定难度。这是因为传统饲料配方使用

了几十年，已经形成行业惯性和路径依

赖，要改变不是一朝一夕能办到的。此

外，饲料资源开发基础性工作做得不够，

豆粕减量替代技术瓶颈还没有突破，政策

支持力度仍有待加强。要加大宣传力度，

提高人们对豆粕减量替代重要性的认识，

加强基础性工作研究，开展技术联合攻

关，强化节粮降耗减排、新型蛋白饲料资

源生产政策

支 持 力 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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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正处于工业经济向数字经济、智能

经济迈进的关键时期。在闭幕不久的第三届中国

国际消费品博览会上，很多展品融入人工智能的

高科技元素，成为智能经济深度改变社会生活的

一个缩影。在不久前举办的 2023 赛迪论坛上，与

会专家也对智能经济的发展与未来趋势进行了讨

论。如何把新一代人工智能作为推动科技跨越式

发展、产业优化升级、生产力整体跃升的驱动力

量，努力实现高质量发展，是值得关注与分析的。

所谓智能经济，是随着人工智能的应用衍生

出来的一个新概念，即由人工智能等智能技术驱动

后与经济深度融合、在消费互联网转向产业互联网

的背景下产生的新型经济形态。2019 年 3 月份中

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审议通过的《关于促进人工

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指导意见》指出，要构

建数据驱动、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

经济形态。这类经济形态在制造业、交通运输业、

服务业、商业等领域的场景化应用，创新了经济模

式和业态，促进了实体经济的转型升级和提质增

效，还有助于土地、劳动力生产要素紧缺以及成本

上升等问题的解决，可以有效提升劳动生产率。

在生产端，智能经济主要表现为运用智能技

术配置与整合生产要素，从经验驱动向数据驱动

的智能管理与决策提升了资源配置的合理性和有

效性；在消费端，智能经济则主要表现为智能音

箱、智能家居、智能穿戴设备等具体应用场景下的

智能产品，这些产品从想象变为现实，从实验室走

向市场，应用场景不断拓展。数据统计显示，近年

来我国智能经济规模增长迅速，2021 年人工智能

核心产业规模较 2019 年同期增长 6 倍多。同时，

我国数字经济规模已增至 2021 年的 45.5 万亿元，

居世界第二位。

但也要看到，我国智能经济在发展过程中存

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比如，关键技术的创新

资源分散、投入资金大，高端技术受制于人；实体

经济一些领域的数字化改造尚未完成，智能化渗

透还需要一些时间。对此，要有鲜明的问题意识，

实事求是地根据具体情况有效把握实体经济是根

基、智能经济是引擎的关系，通过数字化、智能化

提升产业的效能效率，创造新价值，提升竞争力。

第一，推动智能化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加快 5G、物联网、云计算、工业

互联网等的建设，提高算力水平，充分释放数据要素潜能，扎实推进智能经

济高质量发展。要推广智能算法的开发与应用，让高级智能算法融入开源

开放的深度学习和工业互联网等软件开发中，增强智能经济软实力。

第二，强化知识产权保护。以前沿的智能科技为支撑、以算法和算力为

核心的智能经济，离不开知识产权的保驾护航。应更新和完善相关的知识

产权保护规则体系，增强产业化领域的智能新技术的知识产权创造保护，关

注人工智能数据治理和数据基础设施建设的知识产权管理。

第三，加强有效监管。经济数据的流动尤其是跨境流动关乎国家安全、

社会稳定和个人数据权益保护。当前，智能经济发展面临“大数据杀熟”“强

制消费”“信息茧房”等滥用数据或算法的现象，不仅侵犯个人信息和数据权

益，而且会对个体认知和决策产生不当影响，损害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

权。此前出台的网络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对此已经提出一些法律层面

的约束。接下来，还要继续规范数据流动和算法应用，创新人工智能实时监

管模式和监管体系，生产符合法律法规要求的人工智能产品和服务，构建安

全的智能经济生态圈。

农业农村部食物与营养发展研究所
近期的一项研究揭示，每年我国蔬菜、水
果、水产品、粮食、肉类、奶类、蛋类七大
类食物按重量加权平均损耗和浪费率合
计 22.7%，其中生产流通环节损耗超六
成。若能挽回一半的损耗和浪费，可每
年节约 2.3亿吨食物，能满足 1.9亿人
1年的营养需求。减少生产流通环节的
食物浪费，应从“最先一公里”和“最后一
公里”着手，加强冷链建设，加快构建全
产业链食物减损标准体系，推动先进技
术、工艺、设备等及时应用于食物减损实
践。还要做好蔬菜等非耐储运生鲜农产
品产销衔接，提高食物系统供给效率与
韧性，对食物的边角废料进行集中高效
分类处理，最大程度提高食物利用率。

（时 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