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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产品事业部年度报告

豆一（即国产非转基因大豆）的高成本、非转基因特色决定了它是食

用属性为主的品种，而近几年国家大豆振兴计划的实施也令其政策属性更

强。政策的本意是用国产大豆产量增量来填补国内大豆供需的巨大缺口，

但我国大豆进口以转基因大豆（豆二）为主，豆二的油用属性和豆一的食

用属性令两者之间的替代并不通畅。运动式的增产计划在 2022 年和 2023

年得到了有力的实施，也导致了预期内的供应压力。

美国农业部预估近几年我国大豆食用需求年增量在 60-80 万吨，而

2022 年和 2023 年豆一供应增量明显大于需求增量，国内豆一市场出现持

续的严重供大于求局面，迫切需要政府出台大规模收储或需求刺激政策来

消化过剩的供应。2023 年国储和地储累计增加了近 300 万吨的调节性国

产大豆储备，上半年政策性库存的重建，令现货供需转向平衡，期现货价

格企稳。

2023 年四季度开始国产大豆新作丰产上市，市场供需再度从平衡转

向宽松，国内大豆种植面积的持续增加，叠加单产水平的提升，令产量明

显增加并创历史新高，同期我国非转基因大豆进口也维持在历史高位水

平，综合导致四季度供给大幅增加。2023 年中国经济消费降级令国产大

豆需求增长放缓，由于四季度大豆供需重新转向宽松，暂时也没有大规模

收储或需求刺激政策出台来消化过剩的供应，豆一价格重心出现了明显下

移。

展望 2024 年，在基本面供大于求的偏空格局下，预计豆一期现货价

格重心仍将逐步下移，但政策利好或令价格阶段性企稳反弹，价格下跌趋

势并不流畅，抵抗式下跌或再度出现。

豆一年报：政策库存重建 价格抵抗式下跌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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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023 年国产大豆市场供需及价格走势回顾

国产大豆的作物年度从当年 10 月至次年 9月，2023 年 1-9 月为 2022/2023 年度

（旧年度），2023 年 10 月至 12 月为 2023/2024 年度（新年度）。 2023 年全年来看，

由于 2022/2023 和 2023/2024 年度国内产量连续增加，进口量也维持历史高位水平，

国内非转基因大豆供应相应大幅增加。

1.供应（生产及进口）：供应继续增加

1.1 面积、产量再创新高

我国是全球最大的非转基因大豆生产国、进口国和消费国。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

2023 年我国大豆种植面积创历史新高，东北地区积极扩种大豆，推行大豆玉米合理轮

作，黄淮海、西北、西南地区推广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大豆面积增加较多。2023

年我国大豆播种面积和产量均创历史新高，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3 年全国大豆播

种面积 1.57 亿亩，比上年增加 345.1 万亩，增长 2.2%；2023 年全国大豆产量 416.8

亿斤（2089 万吨），比上年增加 11.2 亿斤（60 万吨），增长 2.8%。

1.2 单产创纪录新高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3 年全国大豆单产 132.7 公斤/亩（1.99 吨/公顷），每

亩产量比上年增加 0.7 公斤，增长 0.5%。

从 2010 年至 2023 年的单产数据来看，近 12 年来我国大豆单产从 1.77 吨/公顷增

加至 1.99 吨/公顷，呈逐年小幅上升趋势，近 5年我国大豆单产基本在 1.9-1.99 吨/

公顷区间运行，单产提升面临较为明显的瓶颈，随着国内大豆种业和种植管理的进步，

我国大豆单产水平有望逐年小幅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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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1980至 2023年我国大豆产量

单位：千吨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图 2 1980至 2023年我国大豆单产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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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农户惜售导致售粮节奏偏慢

我的钢铁网数据显示，2023 年 12 月底，由于产区大豆收购价格较上年明显偏低，

加之对后期利好政策存在预期，豆农惜售情绪较重，导致国产大豆销售进度较往年明

显偏慢，12 月末黑龙江预计余粮 7成左右，安徽余粮预计 8-9 成，湖北大豆余粮预计

4成左右。

1.4 进口：同比微降

海关数据显示，2023 年 1-11 月我国非转基因大豆进口总量为 157.5 万吨，较上

年同期累计进口总量的 158.8 万吨略降，同比降幅 0.82%，维持在历史高位水平运行；

分月度数据来看，1月、4月和 5月进口量同比下降，其他月份均同比增加，月进口量

基本在 10-21 万吨区间运行。

2023 年 1-11 我国月大豆进口总量为 9033.48 万吨，较上年同期累计进口总量的

8054.82 万吨，增加 978.65 万吨，同比增加 12.15%，非转基因大豆进口量占大豆进口

总量的比例为 1.74%，低于 2022 年的 1.86%，但高于 2021 的 1.55%。

2022年我国进口非转基因大豆169.22万吨，2021年我国进口非转基因大豆约150

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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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2022年 1月-2023年 11月我国非转基因大豆月度进口量

单位：万吨

数据来源：海关总署

2. 需求（国内消费及出口）：增长停滞

2023 年，我国大豆需求受到出口量同比大幅下降、国内消费降级的影响，需求增

速放缓。在巨大的供应压力下，2023 年上半年政府通过国储、地储增储的方式建立了

调节性大豆储备，收购国产大豆近 300 万吨，政策库存大规模重建，令豆一市场供需

重新趋于平衡。

2.1 国内消费受消费降级的负面影响，豆一易被豆二反向替代

2023 年，中国经济面临房地产市场深度调整、经济转型、人口拐点、有效需求不

足等多重挑战，国内市场出现了较为明显的消费降级，餐饮行业景气复苏程度也不及

预期。我国非转基因大豆消费主要应用场景是餐饮、蛋白和压榨，都不同程度的受到

宏观经济周期下行的负面影响。美国农业部预估数据显示，2013/2014-2023/2024 的

11 个年度里，我国大豆食用需求稳步增长，年增量在 60-80 万吨区间，2023/202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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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食用需求为 1670 万吨，较上年度增加 70 万吨，但实际食用消费量和增量或低于

该预估。此外，由于 2023 年大部分时间里豆一价格均高于豆二价格，仅在 8-9 月出现

过短暂的豆二价格高于豆一价格，截至 2023 年 12 月末，豆一价格较豆二价格高出 600

元/吨，国内消费降级背景下，高价的豆一在消费领域容易被低价的豆二反向替代。

图 4 2013/2014-2023/2024年度我国大豆食用需求量

单位：千吨

数据来源：美国农业部

图 5 2023年 1月至 2023年 12月豆一与豆二期货指数收盘价走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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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大豆出口明显下降

2023 年我国国产大豆出口同比下降，海关数据显示，2023 年 1-11 月大豆出口总

量为 59595.90 吨，较上年同期累计出口总量的 86609.61 吨减少 27013.71 吨，同比减

少 31.19%。出口大幅减少，说明我国大豆的国际市场价格竞争力下降。

图 6 2020-2023年我国大豆月度出口量

数据来源：海关总署

2.3 下游持续亏损，大豆压榨需求下降

2023 年全年，我国生猪养殖基本处于持续亏损状态，9月之后我国肉鸡养殖利润

也步入亏损周期，下游肉禽养殖持续亏损，被迫去产能，对豆粕需求的负面影响较大，

大豆的压榨需求相应下降。

图 7 2022-2023年我国白羽肉鸡养殖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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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2020-2023年我国生猪自繁自养养殖利润

数据来源：钢联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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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2020-2023年我国生猪外采仔猪养殖利润

数据来源：钢联数据

3. 调节性储备大增，政策库存重建

2023 年我国大豆调节性储备大幅增加至近 300 万吨水平，这是自 2016/2017 年度

临储大豆去库存结束后，时隔 6年大豆政策性库存再次重建。2023 年豆一相关政策预

期及落实情况如下：

（1）下游补贴政策预期落空。国家农业农村部 2023 年 1 月 19 日组织召开大豆产

销衔接企业座谈会，市场传闻将会有补贴生产企业的利好政策出台，加工补贴将刺激

下游大豆加工企业的需求，进而改善豆一的需求前景，但后期该传闻并未得到落实。

（2）省级储备增储计划实施近 100 万吨。2022 年 12 月 30 日启动的黑龙江省大

豆增储计划以收购拍卖的方式落地，收储数量总计为 22 万吨，价格以随行就市的竞拍

形式确定。2023 年上半年内蒙古等地相继开展地储增储计划，东北三省一区地储累计

增储数量近 100 万吨。

（3）国家储备增储计划实施 200 万吨。2023 年 3 月起的国储托市收购量为 100

万吨，4月国储增量收购 100 万吨，国储累计收购 200 万吨。

（4）大豆与玉米的种植补贴金额差距持续扩大。2023 年黑龙江大豆种植补贴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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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为 366 元/吨，而玉米种植补贴金额为 14 元/吨，差距为 352 元/吨，较上年扩大 32

元/吨。

图 10 2008/2009-2023/2024年度中国政策性非转大豆库存

单位：万吨

数据来源：个人根据媒体数据整理

图 11 2018-2023黑龙江大豆、玉米种植补贴金额

单位：元/亩

数据来源：龙马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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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期现货价格走势回顾

2023 年国内国产大豆现货市场价格震荡下行为主，价格重心较上年明显下移。全

年价格呈现先跌后稳再跌的走势，1至 4月价格阴跌不止，5月国储增储 100 万吨调节

性储备后，现货价格逐渐企稳并小幅反弹，9月价格在新作压力下再度下跌，全年累

计跌幅 850 元/吨，2023 年 12 月末北安大豆收购价格 4850 元/吨，较上年同期跌幅为

13.39%，北安地区 2023 年大豆收购价格运行在 4850-5600 元/吨。相比现货价格的一

路走低，豆一期货价格走势相对曲折，投资者围绕收储抛储、国家利好政策预期、新

作面积产量等题材进行交易，全年期价先涨后跌再震荡，豆一指数运行在 4800 至 5600

元/吨区间。复盘 2023 年豆一期现货价格走势，政策利好固然对现货价格阶段性企稳

起到了关键作用，但价格仍然在偏空基本面的主导下持续下行，这凸显了政策制定者

的底线思维，即政策只是在价格大幅下跌时起到托底作用，防止种植面积的大幅下降，

而不是为了改变市场价格运行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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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2007年 1月至 2023年 12月黑龙江北安国产大豆收购价

数据来源:钢联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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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2019年 1月至 2023年 12月黑龙江北安国产大豆收购价季节性

数据来源:万得资讯、国家粮油信息中心

图 14 2019年 1月至 2023年 12月黄大豆 1号期货活跃合约收盘价分年度走势图

数据来源:万得资讯、国家粮油信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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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24 年国产大豆市场供需及价格走势展望

展望 2024 年，在基本面供大于求的偏空格局下，预计豆一期现货价格重心仍将逐

步下移，但政策利好或令价格阶段性企稳反弹，价格下跌趋势并不流畅，抵抗式下跌

或再度出现。

一季度国内国产大豆市场供需宽松格局短期难改，农户惜售导致的供应压力后移

在春节后将会逐步释放，而进口维持高位，短期内需求也难以改善，春节后还是传统

的国产大豆消费淡季，基于政策制定者底线思维的考量，3月两会召开之前，利好政

策出台的可能性较小，期现货价格或重归基本面主导，价格维持震荡偏弱走势；3月

之后收储或生产补贴等利好政策有望陆续实施，期现货价格价格料企稳回升。二季度

进入 2024 年国产大豆的种植季，由于 2023 年国内玉米、花生等竞争作物的价格跌幅

超过大豆，2024 年国内大豆种植面积或被动增加，比价关系也有利于美豆种植面积扩

张，2024 年国际国内大豆市场仍将面临供强需弱的格局，价格或持续运行在熊市周期。

1. 竞争作物价格持续下跌，大豆种植或躺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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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 2020-2023年大连商品交易所玉米指数收盘价

2023 年秋粮收购开秤以来，玉米、大豆价格均出现了持续大幅下跌的情况，秋季

农产品种植效益普降，2024 年国产大豆种植面积或被动扩大。2023 年 12 月，全国玉

米平均价格已经跌至 3年新低水平，而同期国产大豆价格仍然高于 2021 年同期价格。

2023 年 1 月至 12 月，豆一和玉米期货指数价格均走出了震荡下行的行情，12 月 29

日玉米指数同比跌幅为 14.67%，豆一指数同比跌幅为 4.14%，豆一加权指数跌幅明显

小于玉米加权指数跌幅。由于农产品种植效益普遍下降，各大品种种植进入比烂阶段，

对于高企的地租是致命的打击，预计 2024 年国内地租将会出现明显下降。从比较种植

收益角度来看，各大作物的种植效益均不理想的情况下，受到政策支持的国产大豆种

植面积或继续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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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 2022年 1月至 2023年 12月国产大豆期货指数、玉米期货指数走势

单位：元/吨

数据来源：易盛

2. 进口料继续维持高位

2023 年中俄经贸关系深化，俄罗斯大豆产量再创历史新高，而俄罗斯大豆均为非

转基因品种。预计后期我国自俄罗斯进口大豆数量将继续维持历史高位水平。美国农

业部数据显示，2023/2024 年度俄罗斯大豆产量为 620 万吨，较上年度增加 20.4 万吨，

产量再创历史新高。海关数据显示，2023 年 1-11 月，我国自俄罗斯进口大豆 118.97

万吨，占我国非转基因大豆进口总量的 75.54%。2024 年中俄经贸关系持续向好，我国

自俄罗斯进口大豆数量料持续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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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 2021年 1月至 2023年 12月国内玉米平均价格走势图

数据来源：万得资讯、汇易网

3. 消费降级大势难改，需求前景仍然较为悲观

2024 年中国经济增长前景不明，虽然政府频繁出台各种提振经济的政策，但是市

场信心仍然不足，国家统计局 12 月 9 日发布的数据显示，11 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

格指数（CPI）同比下降 0.5%，降幅比上月扩大 0.3 个百分点；环比下降 0.5%。CPI

同比环比下降，并连续两个月处于负值区间，中国经济面临通缩风险。如果中国宏观

经济持续不景气，居民消费降级的趋势或难以改变，国产大豆消费需求前景仍然较为

悲观。

4.全球国产大豆种植面积增加，厄尔尼诺天气大豆丰产预期较强

美国农业部12月供需报告预测2023/2024年度全球大豆种植面积为创历史新高的

13910 万公顷，较上年增加 267 万公顷。其中阿根廷、巴西、乌拉圭、中国、乌克兰、

俄罗斯和加拿大面积增加均在 10 万公顷以上，面积下降最大的国家为美国，面价下降

136.7万公顷。而2023CBOT市场大豆与玉米的比价关系来看（大豆走势明显强于玉米），

2024/2025 年度美国大豆种植面积料恢复性增长，2024/2025 年度全球大豆种植面积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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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增加。

图 18 2023/2024年度全球大豆主产国种植面积较上一年度增减

单位：千公顷

数据来源：美国农业部

澳大利气象局 2024 年 1 月 9 日最新预测报告显示：当前天气为厄尔尼诺状态，

预测厄尔尼诺天气将持续至 2024 年北半球春季。厄尔尼诺天气的到来和持续往往有

利于全球大豆和我国大豆单产的增加，大豆丰产概率增加，令大豆及豆类期现货价格

承压。回顾过去 10 个出现厄尔尼诺天气的年份里，全球大豆单产增加的年份有 7年，

而下降年份有 3年。国产大豆方面，在出现厄尔尼诺的 1991、1992、1997、1998、2002、

2003、2009、2010、2015、2016 年，中国大豆单产分别较上年的增减幅度为：-3.31%、

2.11%、0%、0.36%、9.89%、-8.51%、-3.5%、4.78%、0.63%、-0.66%，单产上升的年

份有 6年，而下降的年份有 4年。具体来说，中国气象局数据显示，1997 年是全球强

厄尔尼诺年，其强大的影响力一直续待至 1998 年上半年，导致我国在 1998 年遭遇的

历史罕见的特大洪水，尽管如此，1998 年的国产大豆单产仍然同比增加 0.36%。同时，

马来西亚棕榈油在厄尔尼诺年份容易出现单产下降，以上 10 年里有 6 年棕榈油单产

下降（见图 2），棕榈油减产将对植物油价格产生支撑，令豆油在大豆压榨产品中的

价值比重上升，油强粕弱的现象可能出现，油粕比往往容易走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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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9 1990/1991 至 2022/2023 年度全球、巴西、阿根廷、美国及中国大豆单产

数据来源：美国农业部

图 20 1990/1991 至 2022/2023 年度马来西亚棕榈油单产

数据来源：美国农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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