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4年上半年国内豆粕市场 
形势分析和下半年展望 

李建雷 （中国饲料工业协会信息中心） 

    今年上半年豆粕市场行情跌宕起伏，比去年更加激烈。局部地区最低点跌破2600
元/t，最高点达到3700元/t，令业内人士大跌眼镜。是谁在市场背后操作行情？下半年的
市场格局又如何变化？笔者从行情特点回顾、分析和下半年行情展望3方面为您做一分析！ 

    1 上半年豆粕行情特点 
    1.1 行情波动频率加快 
    年初因禽流感突然爆发，饲料需求受抑制，豆粕的价格受压下滑。但到了2月20日国家
宣布解除对首例禽流感疫区隔离，市场获心理支持，豆粕价格持续走强至3月底，此阶段豆
粕价格有时竟“一日三变”；但进入4月，价格又一路走弱至6月份，但就在大家讨论能否
跌破2500时，它又掉头扶摇直上。 
    1.2 行情振幅大  
    据中国饲料工业协会信息中心统计数据显示，豆粕上扬期间有过日涨100元/t以上，下
跌期间有过日降300元/t以上，涨跌幅度历史罕见。 
    1.3 豆粕销售疲软  
    高频率、宽振幅的豆粕行情之间并未提升销售，拉升油脂企业的业绩，相反，还促使
饲料企业执币观望、谨慎采购心态的滋长。据市场人士反映，饲料企业总体销售疲软，与
此同时3月后油脂企业开工率大大降低。 
    1.4 价格高  
    据中国饲料工业协会信息中心统计数据显示，3月末局部豆粕价格一度涨至3700元/t，
同比增长70%左右。上半年豆粕价格总体水平同比增长40%以上。 
    1.5 涉及区域广  
    今年上半年的豆粕行情不是区域性行情，影响面已覆盖全国，整个国内无“净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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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价格为每月均值。 

资料来源：中国饲料工业协会信息中心 

    2 上半年豆粕行情动因分析 
    2.1 豆粕价格暴涨动因 
    2.1.1 全球大豆减产。2003年9月美国农业部预计大豆库存大幅降低，成为豆粕价格大
幅上扬的导火线。市场推动CBOT大豆价格屡破新高，并一度突破10美元/蒲式耳，创下15年
来高点，豆粕则创下了30年高点，从而拉抬现货价格的上扬，此为“外因”。 
    2.1.2 国内压榨能力和大豆自给能力严重失衡。由于高昂压榨利润的驱使，国内压榨
能力迅速膨胀，由2002年的4000万t增加至现在的6000万t（表1），致使国内压榨能力和大



豆自给能力严重失衡，导致在贸易中处于不利地位，此为“内因”。 

表1 2003年各国大豆压榨能力和大豆自给能力 单位：万t 

资料来源：中国饲料工业协会信息中心 

    2.1.3 国际基金炒作。就目前国际大豆的供应格局看，美国的产量最大，同时又控制
着80％左右的南美大豆，大豆供应带有很大的垄断性，这就为炒作提供了便利。“逼仓中
国、打压南美”，是USDA、CBOT基金和美国贸易商的核心利益所在。今年上半年期间，
CBOT大豆价格飙升，固然跟USDA大幅调低产量和库存及南美大豆因自然灾害减产有关，但
不少业内人士认为，与CBOT基金的炒作也大有关系。事实上，从7月初的国际大豆现货市场
情况看，大豆并不像想象中的那么短缺。 
    2.1.4 成本的影响。受去年获利丰厚和对后市看好的影响，去岁今初，油脂企业在国
际市场上采购了大批高价大豆，造成豆粕成本和售价一路飙升。 
    2.1.5 供方控市的影响。由于信息的不对称，加上供方主体油脂企业有很强的市场操
纵能力，能默契、灵活地运用“惜售、限产、限价和涨价”等经营手段影响市场，从而影
响豆粕价格走强。而饲料企业散而小的现状，间接强化了油脂企业的控市能力。 
    2.1.6 运费的大幅上扬。其一，因为国际经济回暖，全球煤、电、油和重要原材料供
求紧张状况加剧，致使运力紧张。再加上油价飙升，从而导致国内外运费大幅提高，增加
了豆粕生产成本。例如：在美湾到东亚的基准路线上，载重量5.5万t的货轮运费最高增至
95美元/t，而去年同期水平仅是30美元/t。其二是我国“治超”引发短途运费大幅上涨。 
    2.1.7 宏观经济影响。去年以来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物价指数一路上扬，尤其是
农产品价格更是持续上扬，宏观经济大势为豆粕价格的上涨提供了支撑背景。 

    3 豆粕价格暴跌动因 
    3.1 养殖业需求持续低迷，不见反弹 
    3.1.1 禽流感造成禽存栏、禽产品消费大幅下降，出口受阻。 
    3.1.2 原料价格高企降低养殖场（户）补栏积极性。对于养禽业来说，尤其是蛋鸡养
殖本来就处于微利状态，受原料价格的波动影响较大，禽流感过后饲料原料市场价格大幅
飙升，大大增加养殖成本，低的价格和禽产品不协调，养殖业处于盈亏平衡点以下，养禽
户补栏积极性受挫。对于养猪来说，补栏一直较积极，需求也呈上涨势态，但因前期母猪
存栏比重较低，部分养猪大省存栏同比下降，导致今年上半年养猪业对饲料的需求并不旺
盛，如：养猪大省河南，据有关机构典调推算，2004年5月末河南省公母猪存栏同比下降
11％，公母猪存栏占生猪总存栏的比重已降到6.9％，远低于8%的正常水平。另据有关部门
统计，截至2003年年底山东省能繁母猪的存栏减少了大约64万头。截至2004年５月末江苏
省生猪总存栏为1211.74万头，同比下降8.11％，其中公母猪存栏同比下降3.17％。截止
2004年6月底，安徽天长市生猪饲养量、出栏量同比分别下降15.81%和18.68%。 
    3.1.3 国家提出要大力抓动物源食品安全，并从2004年1月1日起实施疫情公告透明化
政策，导致一些养殖场（户）暂缓补栏，采取观望态度。 
    3.1.4 农业部发布《关于推进畜禽现代化养殖方式的指导意见》后，养殖业面临结构
调整，部分资金撤出，市场补栏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目前，北京、上海等城市养殖业正
在逐步撤离城区，山东、河南、福建等省养殖业的结构调整也进行的如火如荼。 
    3.2 供应过剩 
    据USDA统计，2003年我国大豆压榨总量大约3000万t，按照出粕率80%计算，2003年我
国豆粕的供应总量为2400万t左右，而据有关部门统计，2003年我国豆粕的总消耗量约为
1850万t（其中饲料用1750万t），也就是说2003年底的豆粕库存为550万t左右，仅剩余库
存就够维持国内3个多月的消耗。 
另据海关统计，我国今年1-5月的大豆进口量为748万t，同比仅下降了2.4%，而1-4月的进

国别 国产大豆 压榨能力

中国 1650 6000

美国 6579 4500

巴西 5153 3500

阿根廷 3400 2600

印度 680 350



口量为664万t，同比上升了8.9%，说明现阶段大豆供应过剩。 
此外，据有关数据统计，我国2003年底压榨总能力达到6000万t，而2001年底的这一数字仅
为2200万t左右，产能过剩导致供应过剩。 
    3.3 饲料企业调整配方 
    豆粕价格飙升，饲料企业为了不亏损甚至能有利润，上半年普遍通过调整配方来降低
饲料成本，即减少豆粕用量，增加杂粕用量。根据中国饲料工业协会信息中心对石家庄地
区的定点调查，饲料企业把豆粕添加量由原来的平均13.5%左右，降低到了5%左右，甚至出
现了无豆粕饲料。饲料企业的这种技术应对措施，直接影响了豆粕的需求。 
    3.4 油料作物 
    根据农业部的信息，今年油菜丰收已成定局，产量预期能达到1270万t，增产15%～
20%。目前油菜籽价格在2800元/t左右，以出油率36%、出粕率57%计算，菜粕的成本每吨不
足千元，而目前菜粕的价格在1250～1350元/t，性价比明显高于豆粕，所以豆粕的高价不
仅使自己处于困境而且提升了菜粕价格。 
    3.5 国家加强宏观调控，银根紧缩 
    4月份，国家为抑制通货膨胀，实施宏观调控政策，将存款准备金率从7%提高到7.5%，
使商业银行直接收缩近1100亿元，对期货市场中多头的信心造成沉重打击，大量恐慌性抛
盘使市场中的商品价格急挫，豆粕价格在期货市场上失去支持。同时，银根紧缩政策使得
油脂企业的资金运转不畅，为了回笼资金，油脂企业只有降低豆粕销售价格。 
    3.6 油脂企业间的价格战 
    2003年国内豆粕消费仅为1850万t，而国内的压榨能力有6000万t，市场有洗牌整合的
强烈需求。这一进程中，价格战是最常用手段，加上油脂企业对市场预期的不同，更加剧
了价格战的倾向。5月底东海粮油大幅调低豆粕价格300元/t而引发的一轮豆粕降价风暴就
是具体表现。 
    3.7 饲料企业的采购策略调整 
    在豆粕市场上的弱势地位，使饲料企业深受其苦。为了避免集中群购引发豆粕价格上
扬和在采购过程中增加话语权，饲料企业在采购中采用了“即买即用”策略，部分企业还
采取了“联合采购”策略，这对豆粕价格上扬起到了抑制的作用。 
    3.8 “毒大豆”风波 
    上半年豆粕行情的跌宕起伏，“毒大豆”风波也起了重要的推波助澜作用。初始质检
总局大规模查处巴西“毒大豆”，宣布执行“零容忍”政策，引发市场对后期大豆供应不
足的担心，豆粕价格短期内出现了明显的回升，但随着国家质检总结声明无意刻意抑制大
豆进口，并且纠正了市场对“零容忍”的曲解，国内豆粕价格又应声而落。 
    3.9 高价大豆谁在抗 
    据海关统计可知我国2004年1－5月的大豆进口量为748万t，同比下降了2.4%，而1－4
月的进口量为664万t，同比却上升了8.9%，而国家质检总局对2004年1－5月份大豆进口情
况进行了统计，其结果如下：中粮集团控股企业进口大豆较去年同期下降21%，而其它外资
企业进口数据较去年同期下跌63%，而国内部分民营企业的进口数据却较去年同期增长30%
～118%。由此看出外资背景的企业并没有订购大批的大豆，大量订购的只是国内民营企
业，在今年养殖需求不旺情况下，国内油脂企业处境极度被动，为高价大豆买单，成为国
际大豆贸易争端的“牺牲者”。同时这一数据也说明国内和国外企业信息有很大的不对称
性。 

    4 下半年豆粕市场行情展望 
    展望下半年豆粕行情，首先要对影响下半年行情的因素进行分析。 
    4.1 需求面分析 
    4.1.1 养殖业的结构调整将影响产业的产能增量上扬。 
    4.1.2 受政府大力抓动物源食品安全和疫情透明化政策影响，部分业内资金会采取持
币观望的态度，这将一定程度上影响养殖业的补栏。 
    4.1.3 由于我国城市的动物源食品消费基本饱和，而农村的需求受限于收入水平，短
期内难以启动，再加上短期内我国动物源食品的出口也不会大幅度提升，决定了我国对养
殖业的需求呈相对饱和状态，短期内增长空间有限。 
    以上3点因素造成的影响在下半年甚至在今后较长一段时间内还会存在，所以从需求面
来看，下半年养殖业在量上不会有大的增长。 
    4.2 供应面分析 
    由于国际大豆种植面积普遍较去年有较大的增长，美国预计今年产量将达30亿蒲式
耳，而去年产量仅为26.4亿蒲式耳。同时据国家粮油信息中心统计，2004年我国大豆种植
面积为1058万hm2，同比增加7.6%，总产将达到1775万t，同比增12%。所以今年下半年豆粕
的供应整体上仍会呈供过于求的态势。 



  

    近日来自巴西的低价大豆已在广州港卸货，市场人士认为，这将给目前的高价豆粕带
来冲击。 
    4.3 相关原料情况分析 
    菜粕：根据农业部的信息，今年油菜丰收已成定局，产量预期能达到1270万t，增产
15%～20%，因此，菜粕供应下半年充足也已成定局。 
    鱼粉：国内休渔期即将陆续结束，国产鱼粉将大量上市。而7月4日止秘鲁2004年捕鱼
累计5 254 020t，同比增长68%。鱼粉下半年供应整体呈充裕态势。 
    赖氨酸：近期赖氨酸持续走低，国产赖氨酸一度跌至17元/kg，进口跌至17.2元/kg左
右。相比目前豆粕2800～2900元/t的价位，两者价差越来越不合理，连动效应将给下半年
豆粕价格带来压力。 
    4.4 油脂企业经营状况分析 
    据统计，目前油脂行业的产能已达到6000万t，远远超过需求，为了求生存或“清理门
户”，油脂行业必然要经历一场残酷的整合战。而经验告诉我们，这种情况下，产品价格
一般呈下行态势。家电行业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4.5 宏观经济形势分析 
    国内：下半年宏观调控仍将是主流。国务院近期出台的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在
给投资者吃了一颗定心丸之后，是不是在为下半年继续宏观调控备书是很值得大家关注
的。在美联储再三表示将继续加息，而香港表态若美再加息，将考虑跟进之后，国内加息
局势其实已渐显明朗化。虽然发改委、人民银行再三强调会继续支持部分行业的发展，但
产能远远过剩的油脂行业会不会得到青睐？ 
    国际：政、经本为一体，中巴是战略伙伴关系，而5月份巴西总统的访华加强了两国的
这一关系。为了减弱对美国的依赖和抵消美国的影响，中国需要加强和南美的关系，这一
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决定了我国和南美的大豆贸易主流是合作。“毒大豆”事件就是个例
子。 
    综合以上分析，笔者认为，从技术层面看，下半年我国豆粕市场整体应该呈稳中振荡
下滑走势。但市场变幻莫测，走出短暂诡异行情的可能性也存在，不过成为主流的可能性
不大。至于3月份那样的行情，应该不会再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