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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海关数据，5 月我国进口大豆 1202

万吨，同比增加 24.3%，刷新月度进口历史最

高纪录。1 月至 5 月累计进口量为 4231 万

吨，同比增加 11.2%。业内人士表示，6 月大

豆到港量可能进一步增至 1300 万吨左右。

在去年国产大豆产量创纪录，并出现结构性

过剩的情况下，大豆进口大幅增加，原因何

在？会不会对国内市场造成冲击？大豆进口

稳定性如何保障？

产需缺口大是主因

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教授

司伟认为，我国大豆进口屡创新高，究其根本

原因是产需缺口大，这背后既有需求侧的因

素，也有生产端的问题。从需求侧看，我国大

豆压榨需求快速增长，带动需求总量增加。

随着我国居民生活水平提升，居民食物消费

从“吃得饱”向“吃得好”“吃得营养健康”转

型，居民食物链上移，对蛋白质的需求从过去

的以谷物为主转向动物性食品。豆粕是畜禽

和水产品养殖业规模化生产不可缺少的蛋白

质饲料，随着养殖业规模不断扩大，大豆消费

需求量快速增长，从 1996 年至今，大豆消费

量翻了近三番，大豆需求量超过 1 亿吨。

与快速增长的大豆需求相比，我国大豆

生产发展却相对缓慢。1996 年至 2022 年，大

豆产量年均增长率仅有 1.66%。大豆生产发

展缓慢有多种原因。其中，单产低、比较收益

不高是制约大豆生产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

大豆单产仅相当于玉米和小麦的三分之一，

稻谷的四分之一，种植玉米等作物比较收益

更高，这就使得农户缺乏种植大豆的动力。

我国大豆单产低于美国、巴西，2022 年，全球

大豆平均单产为 182.67 公斤/亩，美国大豆单

产为 222.00 公斤/亩，巴西大豆单产为 209.33

公斤/亩，而我国大豆单产为 131.83 公斤/亩，

仅为全球的 72.16%、美国的 59.38%、巴西的

62.98%。这说明，我国大豆单产还有很大提

升空间。

客观来说，我国农业资源禀赋有限，在确

保口粮绝对安全、谷物基本自给的情况下，完

全依靠国内生产大豆满足需求并不现实，需

要通过进口填补国内供给缺口。1996 年我

国放开大豆市场后，从大豆净出口国转为大

豆净进口国，大豆进口量不断增加，2020 年

大豆进口量首次突破 1 亿吨。业内专家表

示，以 1 亿吨的进口量计算，折合成耕地资源

需 要 7.61 亿 亩 ，占 当 年 粮 食 总 播 种 面 积 的

43.30%。因此，进口大豆也是我国耕地资源

约束下的一个必然选择。

挤压国内市场空间

根据大豆品质和用途不同，国产大豆和

进口大豆在国内形成了两个相对独立的市

场，国产大豆蛋白主要用于食品领域，进口大

豆主要用于压榨和饲料领域。“这并不表示国

产大豆生产就完全不受进口大豆的影响，也

不代表国内大豆市场是完全分割的两个市

场，进口大豆大量涌入，也会挤压国产大豆的

发展空间。”司伟说。

一方面，大豆大量进口会引发国内大豆

市场价格波动。大豆是我国国际化程度最高

的粮食品种，与国际市场联动性强。与小麦、

玉米和大米进口实施配额管理不同，我国大

豆市场对进口大豆完全开放，国际市场的任

何风吹草动都会迅速传导至国内，引发国内

大豆市场波动。目前，我国大豆进口量占国

际大豆产量的三分之一，占全球大豆贸易量

的 60%以上，进口量的迅速提升使得国内大

豆市场和国际大豆市场的联系愈发紧密。

而且，我国在国际大豆市场中没有足够的话

语权，也没有掌握大豆定价权，大豆市场及与

其关联的上下游产业更容易受到大豆市场波

动的冲击。

另一方面，大豆大量进口会挤

压国产大豆的销售市场。国产大豆

与进口大豆用途虽然不同，但彼此

之间具有替代性。国产大豆既可以

用于食品加工，也可以用于压榨，在国内食品

加工需求疲软时，国产大豆可以进入压榨市

场以平衡供求关系，但低价进口大豆阻断了

这一渠道，国产大豆产能增加，难以通过压榨

市场加以消化。这使得国产大豆销售市场狭

窄。去年国产大豆产量首次突破 2000 万吨，

国 内 大 豆 食 用 消 费 需 求 只 有 1500 万 吨 左

右。加之，我国大豆主产区主要分布在东北

地区，大豆压榨企业主要分布在沿海、沿长江

地区，产销分离，大豆压榨企业去东北采购大

豆因运距远、价格高等原因，积极性不高，导

致国产大豆出现结构性过剩。

提高大豆产能和自给率，是我国保障国

家粮食安全的重大战略举措。今年我国继续

实施大豆产能提升工程，各地从品种、技术、

机收减损等多方面着力提升大豆单产水平，

确保大豆稳产增产。农业农村部负责人表

示，要可持续提升大豆产能和自给率，核心是

收益、根本靠销售、关键在政策。要整合政

府、市场、科研、金融等多方面力量，着眼于产

业全链条各环节研究综合性解决方案，为持

续提升大豆和油料自给率提供有力支撑。国

产大豆产业要实现良性循环、持续发展，必须

大力发展加工，既要产出来，还得卖出去、卖

得好。要聚焦解决好国内外大豆原料的品质

和价格差，推进大豆压榨企业靠近主产区优

化布局，发展豆制品精深加工，健全产业相关

配套服务体系，研究攻克制约多收多用国产

大豆面临的瓶颈问题，持续做大做强国产大

豆产业。建立健全需求导向的技术体系、高

效畅通的产销体系和稳定完善的政策体系，

持续提升国产大豆产业竞争力。要系统性优

化大豆产业体系，大力发展国产高油大豆压

榨加工，做精做深食品加工，支持发展高附加

值蛋白质精深加工，积极拓展国产大豆消费

的增量空间。

推动进口来源地多元化

大豆进口依存度高达 80%以上，进口来

源地高度集中，在严峻复杂的国际形势下，

我国大豆进口面临诸多风险与挑战。司伟

认为，要加强国际合作，在稳定传统豆源市

场的同时开拓新兴豆源市场，推动进口来源

多元化，尽量避免形成对某一个进口来源过

度依赖的局面，确保大豆进口的稳定性和主

导权。

我国大豆进口主要来自巴西、美国、阿根

廷等国，从这 3 个国家进口的大豆占进口总

量的 90%以上，“卡脖子”隐忧长期存在。数

据显示，2022 年，我国进口大豆总量为 9108

万 吨 ，其 中 ，自 巴 西 进 口 5439 万 吨 ，占 比

59.72%；自美国进口 2953 万吨，占比 32.42%；

自阿根廷进口 364 万吨，占比 4.00%。美国曾

经是我国大豆进口第一来源地，2013 年之

后，巴西超过美国成为我国大豆进口第一来

源地，进口比重不断增加。

司伟认为，我国进口大豆上半年主要来

自南美的巴西，下半年主要来自美国。进口

来源地高度集中，给大豆供应链的稳定性带

来风险隐患。据有关部门数据，2010 年以

来，这些国家涉华贸易救济案件数量均排在

前 10 位。一旦发生贸易摩擦和冲突，将对我

国粮食进口稳定性带来直接影响。

推进进口来源多元化，是确保大豆进口

稳定性和主导权的重要举措。近年来，我国

继续巩固巴西、美国、阿根廷等传统大豆进口

来源地，自乌拉圭、加拿大、俄罗斯等国进口

的大豆量也逐渐增长。2022 年，我国自乌拉

圭进口大豆 178.81 万吨，较 2021 年增加 92.21

万吨；自加拿大进口大豆 71.91 万吨，较 2021

年增加 13.13 万吨，2023 年 1 月至 5 月自加拿

大进口的大豆就已经达到 91.87 万吨；2022

年自俄罗斯进口大豆 69.54 万吨，较 2021 年

增加 15.15 万吨。同时，我国鼓励企业“走出

去”，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建立大豆

生产基地，尽可能多地掌握第一手粮源。

“总体看，我国大豆进口多元化还处于

探索阶段，目前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

地区还没有形成大规模的供给能力，以替

代传统的进口来源国。即使在海外种出大

豆 ，要 运 回 来 ，还 需 要 相 应 的 配 套 基 础 设

施。”司伟说。

大 豆 进 口 为 何 大 幅 增 长
□ 本报记者 刘 慧

无人机航空测绘、智能焊接机器人、建筑信息

模型技术、桥吊远程操控⋯⋯近年来，以物联网、

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为代表的新兴技术不断与

传统产业加速融合，在带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

同时，一大批新应用、新业态、新模式的涌现也催

生出越来越多数字高技能人才。

日前，全国职工数字化应用技术技能大赛决

赛在福州落下帷幕，来自全国各地的 32 支代表

队、264 名“数字工匠”在赛场上纷纷亮出绝活，比

拼过招。作为首次面向数字技能应用领域的全国

性职工职业技能大赛，本次大赛以“提升数字技

能，更好发挥主力军作用”为主题，设置了焊接设

备操作工——机器人、建筑信息模型（BIM）技术

员、无人机操作员 3 个工种。

起飞加速，精准悬停，完成倒水，转向回程 ⋯⋯

竞赛现场，随着裁判员一声令下，3 架无人机拖

拽 着 水 瓶 迅 速 飞 向 10 米 开 外 的 一 个 直 径 不 足

20 厘 米 的 盛 水 容 器 。 来 自 湖 南 代 表 队 的“00

后”苏文东和另外两名选手默契配合，一边操控

无人机，一边密切观察无人机下方悬拽着的水

瓶状态。到达目标区域后，苏文东操纵其中一

架无人机提升瓶底绳索，水瓶随即翻转，瓶口正

对容器，一瓶水被精准倒入，而后 3 架无人机迅

速折返，重复这一过程。“比赛不仅考核选手的

无人机维修装配水平和调试技能，还考察无人

机操控团队的协同飞行技巧和精准运输能力，

以及复杂工况下无人机高速作业、躲避障碍、跟

踪目标的技能。”组委会相关负责人表示，随着

无人机技术的成熟，利用无人机完成一些人类

难以完成的高难度、有危险、有毒有害工作成为

可能。未来，无人机在农业植保、工程测绘、环

境巡视、应急救援和物流运输等领域都有着广

阔的应用空间，具备高技能的无人机操作员将

成为各行业的人才。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布的《数字中国发

展报告（2022 年）》显示，2022 年，我国数字经济

规模达 50.2 万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41.5%。在

传 统 产 业 领 域 ，我 国 农 业 生 产 信 息 化 率 已 超

25%，全国工业企业关键工序数控化率达 58.6%、

数字化研发设计工具普及率增长至 77%。作为产

业数字化的典型场景之一，工业机器人被广泛应

用于生产制造领域，其中焊接机器人是近年发展

的一大亮点。数据显示，2022 年全球焊接机器人

市场规模达 626.35 亿元，中国焊接机器人市场占

比 39.66%。

“焊接在制造业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大

到火箭、飞机、汽车，小到电脑、手机、芯片都离

不开焊接技术的应用，焊接的好坏对产品质量有

决定性影响。”大赛焊接组裁判、福建省特检院国

家特种机器人质检中心副主任黄春榕介绍，本次

大赛中，焊接设备操作工——机器人工种竞赛是

我国首次举办的机器人焊接一类竞赛，不仅要求

选手具备高超的传统手工焊接技能，还对选手的

数字化思维能力和机器人操控技巧有很高要求，

是选拔新时代“数字工匠”的一大探索。记者了解

到，由于焊接机器人具有精度更准、效率更高的

优势，越来越多的传统焊工正转型为焊接机器人

操作员。截至 2022 年年底，全国相关产业工人已

超 30 万人。

“数字工匠”是数字经济发展的“芯片”。工业

视觉系统运维员、人工智能训练师、数字化解决方

案设计师⋯⋯在人社部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职业分类大典（2022年版）》中，首次标注的 97个数

字职业占到了职业总数的 6%。大量数字化、智能化

岗位相继涌现，相关行业对数字技能人才的需求

与日俱增，人才短缺已成为制约数字经济发展的

重要因素。《产业数字人才研究与发展报告（2023）》

指出，当前数字人才总体缺口在 2500 万至 3000 万

左右。

“为鼓励全国职工实时挑战现场参赛选手，我

们在赛场之外还举办了线上技能比武，吸引了

2000 多人参与比拼。”组委会相关负责人介绍，自

2022 年 7 月大赛启动以来，各省（区、市）积极开展

选拔赛、网上练兵、实操集训，近 7000 名职工参加

省级选拔，带动超过 40 万名职工参与；在“技能强

国——全国产业工人学习社区”，近 274 万名全国

职工参与了练兵，实现了以赛促训、以赛带学的目

的，为建设数字经济注入了强大的人才动力。

数 字 工 匠 开 拓 发 展 空 间
本报记者 康琼艳

江西省新余市仙女湖区钤阳办事处昌田村志愿护湖队正在清理水面杂物，保障仙女湖水

生态环境。据了解，当地在沿湖全线建立 17 个护湖队，落实水质监测、垃圾清运、森林资源保

护等职责，守护水常清、岸常绿、景常美的生态湖河环境。 赵春亮摄（中经视觉）

本版编辑 孟 飞 辛自强 美 编 高 妍

近年来，网上不少打着“农科

院”等科研院所研发或推荐的食

品走红，它们有的宣称健康有机，

有的宣传可以降脂减肥，有的还

成为大型电商平台细分专区的畅

销“顶流”。

但检测发现，一部分所谓科

研食品的营养成分实测值明显

低于标签标示值。不少农科院

等研究机构也一再宣称，与生产

企业并没有任何关系。所谓的

“农科院美食”也被质疑为虚假

宣传。

贴上“农科院”“农业大学”

等标签，摇身一变就能成为“网

红产品”，这种现象背后反映的

是百姓对食品健康方面的需求。随着生活条件的改善

和消费水平的提高，人们对食品的需求从“吃得饱”逐渐

升 级 为“ 吃 得 健 康 ”。 消 费 者 之 所 以 愿 意 为 带 着“ 农 科

院”“农业大学”标签的产品买单，看中的是产品本身的

真 材 实 料 ，是 对 产 品 原 料 专 用 化 、生 产 过 程 标 准 化 的

向往。

一些企业或者机构，正是看中人们的这种心理，打着科

研机构的旗号，将名不副实的“科研食品”混入市场，甚至将

伪劣产品也混入其中，损害消费者权益。

值得注意的是，有的产品确实与科研机构毫无关联，有

的则是打“擦边球”。虽然有些生产厂家与科研机构有过相

关产品的前期开发合作，但在研发还没有全部完成的情况

下，就贸然上架商品进行售卖。

对于毫无关系的企业做出的虚假宣传，相关科研单

位要敢于维权，主动发声。让科研品牌沦为不法商家的

欺世招牌，无疑会损害科学研究的公信力。对于确实有

过合作的企业，相关科研机构在产学研合作中要明确自

身与企业双方利益、责权、机制等合作模式，对于机构名

称的使用范围、使用期限等的授权要遵守严格的规定和

审核流程。

科研机构的主业是研发，销售、运营、售后等方面并

不擅长。因此新产品、新技术的落地推广，可以与专业化的

商业运营团队合作联手，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最大限度

减少不良商家钻空子的机会。

面对错综复杂的市场信息，消费者要辨明产品真实

情况面临着许多困难。想要破除“农科院美食”的虚假

宣 传 ，需 要 相 关 部 门 明 确 此 类 虚 假 宣 传 适 用 的 法 律 法

规，明确对违规者的处罚标准。市场监管部门和电商平

台也要强化核查机制，用上市质检、日常巡查等方式织

密消费者权益的保护网。目前，想要核查“科研食品”是

否存在虚假宣传，仅仅依靠消费者很难办到，需要监管

部门联合消费者协会定期抽查，对相关产品出具鉴定报

告，并在官方平台披露相关信息，打破信息不对称。执

法部门还需畅通反馈渠道，降低消费者对此类商品的打

假维权门槛，让那些披着“农科院美食”外衣的“李鬼”无

所遁形。

科研食品不容虚假宣传

苏瑞淇

对于毫无关系的企

业做出的虚假宣传，相

关 科 研 单 位 要 敢 于 维

权，主动发声。新产品、

新技术的落地推广，可

以与专业化的商业运营

团队合作联手，减少不

良商家钻空子的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