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黑龙江大豆市场调研成果及

我国大豆产业思考

金秋九月，大连商品交易所组织黑龙江地区产业调研活

动，此次调研丰富为西北、东北两条路线，分别聚焦大豆、

玉米主种植区，对新季产情、加工、贸易、政府等企业及机

关进行走访，了解两农产品的产业现况与发展。

本人所在路线为西北线，调研主体以大豆为主，通过与

产业链上下游的沟通探讨，对大豆的产业现况有了较为深入

的，并对大豆市场未来产业进行思考。

一、调研背景与调研路线

当前为大豆收获季节，新季开秤价、质量及产量几何都

是市场关注的焦点，贸易商、农户的收售心态也一定程度左

右产品价格变动。而另一方面，大豆从 2022 年开始呈现长

周期下滑，盘面价格从 6400元附近最低跌至 4113元，跌幅

近 36%。新季大豆上市价格是继续承压下行还是能够给予市

场一定的支撑，而面对豆价长周期下滑，企业及产业是否进

行或已经进行了怎样的经营调整也是此次需要关注的问题。

西北线调研路线：哈尔滨-巴彦-绥化-海伦-北安-黑河-嫩

江-讷河-大庆

调研样本：10家（2家种植、3家加工、3家贸易、1家

饲料、1家政府部门）

二、调研成果与总结

（一）大豆种植与产情



1、种植成本

整体来看今年种植成本较去年下降，主要原因为地租下

滑，非集团性质地租较去年约降 2000-5000元/公顷，非地租

成本无明显调整。调研区域内大豆成本约 2.1元/斤（不含补

贴），加上补贴后高油高产大概在 1.8-1.9 元/斤，若自有用

地种植（无地租）大豆成本会更低。

2、产量

因种植及生长期天气原因，部分地区单产受损，但大多

地区后期修复影响减弱，甚至单产提升。全黑龙江及全国来

看，大豆产量较去年或持平略减。

3、开秤价

今年开秤价大概在 2.1元/斤，各地区有所不同，但均基

本接近成本价，并有低开低走趋势。若价格持续走低，不排

除“亏本”可能。从种植户及贸易商的沟通情况来看，今年

农户惜售的情况不大，一方面 22、23 年开秤价都是高开低

走，打击惜售情绪；另一方面市场对大豆供大于求的格局都

有清晰的认识，普遍认为后续价格走升的可能性较小，所以

认卖情绪高。

4、大豆品质

今年国产大豆整体蛋白含量偏低。主要原因为国家鼓励

高油高产大豆，并设置了高油高产补贴。但从国产豆的食用

需求来看，高蛋白含量的大豆更受青睐，收购价较低蛋白含

量大豆有升水。

（二）产业企业情况



1、种植户

由于开秤价低，今年大豆种植收益低于去年，但也不至

于亏损，农户情绪相对来说比较稳定，并无缩减明年大豆种

植面积的预期。从长周期来看，农户对玉米和大豆的种植有

一定的惯性和季节性，除必要性的轮种，轻易不做更改。

2、贸易商

今年整体收购比较谨慎，一般是有订单才收货，轻易不

做库存。另，调研过程中，印象深刻的一点是，因为大豆是

相对比较成熟的品种，且黑龙江又是我国大豆的主产区，区

域内贸易商不管是贸易方式、对价格的预判都非常理性，同

时也积极运用衍生品市场进行保值甚至增值，效果良好，而

头部大豆贸易商已经具备综合服务商的水平与能力。

3、加工企业

调研企业今年油脂加工利润比较好，一方面是成本端大

豆价格低，而油脂价格变动不大（有进口豆压榨油托底）；

另一方面是销售渠道，或者有集团或品牌资源，或者开拓直

播销售；同时企业积极寻求其他利润来源，例如蛋白，或者

提高蛋白含量增加附加值，或者深加工成副食。但从全国区

域来看，今年油脂消费并未提升，预计较往年减两成。从豆

粉、蛋白及其他食用来看，也未有明显增加，总量保持稳定

为主。也就是说整体消费环境无明显利好，企业盈利更多需

要深挖、增加利润来源，以品牌、创新带动经济效益。

（三）参与期货市场情况

我国豆一期货品种自 2002年 3月 15日上市，豆一期权



自 2022 年 8 月 8 日上市，上市后期货、期权均运行良好。

根据调研，农户和贸易商对期货价格关注度高，农户参与情

况良莠不齐；贸易商基本全部参与，期现货价格关联度较好，

企业套保比较灵活且大多效果良好，尤其是有交割库的企业

更是物尽其用，在采购、库存等方面受益良多。

值得一提的是，加工企业对于豆一的参与度相对偏低。

一方面国产豆油压榨更多走高端消费渠道，其对大豆质量要

求比较高，一般通过大型贸易商进行采购，定价权一般在贸

易方一方，由期货价格加升贴水组成。而成品不管是豆油还

是粕，都属于非转基因类，目前上市豆油、豆粕品种均为转

基因类，所以两市场品质、用途及价格不一致，不具备套保

条件。

三、大豆价格走势研判

从基本面角度来看，大豆价格供大于求，向下预期较大。

在大豆生产方面，我国近年来大力实施大豆产能提升工程，

出台稳定大豆生产一揽子支持政策，如持续给予大豆生产者

补贴，加大金融信贷支持，探索建立大豆政策性完全成本保

险和收入保险，各级财政支持推广玉米大豆带状复合种植，

引导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种植大豆，稳定大豆种植规模，国内

大豆生产不管是种植面积还是单产实现历史性突破。统计局

口径，2023 年我国大豆产量 2084 万吨，9 月初农业部预计

2024年我国大豆产量约为 2054万吨。消费端来看，我国国

产大豆主要是食用，其次是蛋白和种用，往年总消费在 1700

万吨左右，每年变化不大，而且随着人口数量与结构变化、



消费习惯等方面原因，食用部分有缩减趋势。即从大致数据

（非精细化处理供需平衡表）来看，国产大豆每年有 300万

左右的盈余，严重供大于求。从与调研企业沟通来看，亦普

遍认为大豆价格下跌的主要原因为供需结构失衡。

我国大豆生产情况

我国大豆供需情况

从技术面角度来看，豆一价格在 2021 年上涨后，2022

年 10月开启震荡下跌行情，基本抹平 2020、2021年涨幅，

再度回至 4000 元的关口。目前趋势未有止跌迹象。结合当



前新粮上市，各企业均不愿储备库存，豆价基本找不到支撑

因素。另一方面，9月 24日国新会出台多项关于经济、房地

产与股市的强力政策，随后一周股市及大多商品均呈现强烈

上涨，而大豆价格仍未有“抬头”，由此可见市场对大豆价

格下跌存在一致性预期，建议维持空头思路。但当前豆一与

豆二价差已降至 400元附近，不宜过度杀跌。

豆一主力合约价格走势

四、国产大豆产业的思考

当前我国大豆产业来看：

1、我国大豆需求严重依赖进口，依存度在 80%左右，

从国家粮食安全与贸易话语权角度，必然需要提升国产大豆

产能；

2、当前国产大豆（非转基因）与进口大豆（转基因）

分界比较明确，消费交集比较小。但随着 2021 年国家启动

转基因玉米大豆产业化试点工作，至 2024 年已经有八个省



份允许种植转基因玉米、大豆，可以说转基因粮食产业化进

入了大面积示范阶段，未来两者的交集将逐步增加；

3、国产大豆产量提升后，进入供大于求格局，豆价下

跌，为保障农民收入+促进大豆种植面积增加，国家给予多

项政策支持与补贴，但囤积大量库存以及使用大量的财政补

贴，非长久之计；

4、从表面来看，稳定大豆价格一个重要的环节就是要

促进需求，贴合我国粮食安全的政策诉求，国产大豆消费必

然要挤占进口大豆消费，那么国产大豆与进口大豆的价差要

进一步缩窄，而品种方面包括含油率、蛋白含量等对于加工

来说可能需要进一步特质需求，不管是来源还是品种均需要

差异化并竞争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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