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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亚钊 王明利

2023年 1—11月，我国草产品进口
总量 95.88万吨，同比减少 47%。其中：
苜蓿干草进口 89.37 万吨，同比减少
45%；燕麦草进口 5.24万吨，同比减少
63%；苜蓿颗粒进口1.27万吨，同比减少
64%。2023年 1—11月，我国草种子进
口 4.90万吨，同比减少 5%。其中，黑麦
草种子进口 3.32万吨，同比减少 1%；羊
茅种子进口0.47万吨，同比减少55%；草
地早熟禾子进口 0.57 万吨，同比增加
48%；苜蓿种子进口0.47万吨，同比增加
192%；三叶草种子进口 0.07万吨，同比
减少 70%。此外，燕麦种子进口 0.84万
吨，同比减少16%。2023年1—11月，我
国草食性畜产品总体继续维持大规模进
口的格局，与 2022年同期相比，不同品
种进口增减差异较大。其中：乳品进口
262.24万吨（折合液态奶1569.34万吨），
同比减少12%，出口5.40万吨，同比增加
32%；牛肉进口 249.62万吨，同比增加
2%；羊肉进口 39.29 万吨，同比增加
19%；牛羊肉出口量很小，忽略不计。

一、苜蓿干草进口量环比四连增，
进口价格持续走低

2023年 8月份以来，苜蓿干草进口
量呈显著回升态势，但累计进口量仍远
低于 2022年同期水平。2023年 11月，
苜蓿干草进口 9.92 万吨，环比增加
22%，同比减少 47%；平均到岸价格 421
美元/吨，环比下跌 2%，同比下跌 27%。
2023 年 1—11 月，苜蓿干草累计进口
89.37万吨，同比减少 45%；平均到岸价
格 524美元/吨，同比上涨 3%。累计进
口的苜蓿干草主要来自美国、南非、西
班牙、加拿大、意大利及苏丹，其中从美
国进口 80.40万吨，占比 90%；从南非进
口 4.00 万吨，占比 4%；从西班牙进口
2.67万吨，占比 3%。其他来自加拿大、
苏丹、哈萨克斯坦、意大利及阿根廷。

二、燕麦草进口量仍维持在低水平
状态，进口价格再度回升

2023年 11月，燕麦草进口 0.64万
吨，环比增加 22%，同比减少 40%；平均
到岸价格 322美元/吨，环比上涨 3%，同

比下跌 28%。2023年 1—11月，燕麦草
累计进口 5.24万吨，同比减少 63%；平
均到岸价格 394 美元/吨，同比下跌
8%。我国燕麦草的进口全部来自澳大
利亚，2021年 2月以来，随着更多澳大
利亚企业对华出口燕麦草的许可证陆
续到期后未得到续期，我国燕麦草进口
量与2022年同期相比大幅减少。

三、苜蓿颗粒进口呈回升态势，进
口价格逐渐趋稳

2023 年 11 月，苜蓿颗粒进口 0.22
万吨，环比增加 4%，同比增加 166%，回
升态势显著；平均到岸价格 278 美元/
吨，与2023年10月基本持平，同比下跌
11%。2023年 1—11月，苜蓿颗粒累计
进口 1.27万吨，同比减少 64%；平均到
岸价格 320美元/吨，同比上涨 7%。累
计进口的苜蓿颗粒 56%来自意大利，
39%来自西班牙，其余来自哈萨克斯坦、
保加利亚及美国。

四、草种子进口量大幅下滑，进口
价格普遍走低

2023年 11月，我国草种子总进口
0.33 万吨，环比减少 48%，同比增加
218%。其中黑麦草种子进口 0.20 万
吨，环比减少 53%，同比增加 133%；
羊茅种子进口 0.05 万吨，环比减少
49%，2022 年同期仅有微量进口；草
地早熟禾种子进口 0.07 万吨，环比增
加 25%，2022 年同期仅有微量进口；
紫花苜蓿种子进口 0.01 万吨，环比减
少 85%，同比增加 6%；三叶草种子连
续 3 个月为零进口。 2023 年 1—11
月，我国进口草种子 4.90 万吨，同比
减少 5%。其中，黑麦草种子进口 3.32
万吨，同比减少 1%，平均到岸价格
1.56美元/千克，同比下跌 33%。黑麦
草种子主要来自美国、丹麦及新西
兰，其中从美国进口 2.31 万吨，占比
69% ，从 丹 麦 进 口 0.50 万 吨 ，占 比
15%，从新西兰进口 0.37 万吨，占比
11%；羊茅种子进口 0.47万吨，同比减
少 55%，平均到岸价格 2.63 美元/千
克，同比下跌 41%。羊茅种子主要来
自美国和丹麦，从美国进口 0.37 万
吨，占比 78%，从丹麦进口 0.07 万吨，

占比 15%；草地早熟禾种子进口 0.57
万吨，同比增加 48%，平均到岸价格
3.12 美元/千克，同比下跌 50%。草地
早熟禾种子进口 98%来自美国，其余来
自丹麦；紫花苜蓿种子进口 0.47万吨，
同比增加 192%，平均到岸价格 4.05美
元/千克，同比下跌 22%。紫花苜蓿种
子主要来自加拿大及澳大利亚，从加
拿大进口 0.44万吨，占比 93%，从澳大
利亚进口 0.02万吨，占比 4%，其余来自
法国、意大利和美国；三叶草种子进口
0.07万吨，同比减少 70%，平均到岸价
格 4.96美元/千克，同比下跌 3%。三叶
草种子主要来自丹麦、新西兰及加拿
大，其中丹麦占比 53%，新西兰占比

23%，加拿大占比16%。

五、燕麦种子进口大幅减少，2023
年7月以来进入进口低谷期

2023年 7月，燕麦种子进口进入低
谷期。2023年 1—11月，燕麦种子累计
进口 0.84万吨，同比减少 16%；平均到
岸价格 0.85美元/千克，同比上涨 2%。
我国燕麦种子的进口主要来自美国和
加拿大，美国占比 6%，加拿大占比
94%。

六、乳品进口量大幅减少，进口价
格波动频繁

2023 年 11 月，乳品进口 21.17 万

吨，环比增加 2%，同比减少 17%；平均
到岸价格 3487美元/吨，环比下跌 12%，
同比下跌 14%。2023年 1—11月，乳品
累计进口 262.24万吨，同比减少 12%；
平均到岸价格 4101美元/吨，同比下跌
1%。我国进口的乳品主要来自新西兰、
美国、德国、澳大利亚及荷兰，其中从新
西兰进口 106.84万吨，占比 41%；从美
国进口 31.45万吨，占比 12%；从德国进
口 27.66万吨，占比 11%；从澳大利亚进
口 17.76 万吨，占比 7%；从荷兰进口
17.35万吨，占比7%。

七、牛肉进口量增速进一步放缓，
进口价格小幅反弹

2023 年 11 月，牛肉进口 23.67 万
吨，环比增加 6%，同比减少 6%；平均到
岸价格 4966美元/吨，环比上涨 4%，同
比下跌 22%。2023年 1—11月，牛肉累
计进口 249.62万吨，同比增加 2%；平均
到 岸 价 格 5229 美 元/吨 ，同 比 下 跌
22%。我国进口的牛肉主要来自巴西、
阿根廷、乌拉圭、澳大利亚及新西兰，其
中从巴西进口 105.60万吨，占比 42%；
从阿根廷进口 48.43万吨，占比 19%；从
乌拉圭进口 25.23万吨，占 10%；从澳大
利亚进口 21.29万吨，占比 9%；从新西
兰进口 19.07万吨，占比 8%；其余从美
国、加拿大及智利进口。

八、羊肉进口量大幅增加，进口价
格呈止跌回升态势

2023年 11月，羊肉进口 3.00万吨，
环比减少 11%，同比减少 2%；平均到岸
价格 3682美元/吨，与 2023年 10月基本
持平，同比下跌30%。

2023 年 1—11 月，羊肉累计进口
39.29万吨，同比增加 19%；平均到岸价
格 4147美元/吨，同比下跌 29%。我国
进口的羊肉主要来自新西兰及澳大利
亚，其中从新西兰进口19.73万吨，占比
50%；从澳大利亚进口 18.01万吨，占比
46%，其他从智利和乌拉圭进口。

小结
整体来看，2023年 1—11月，受全

球经济下行压力的影响，畜产品、草产
品及草种子消费需求持续疲软，进口呈

收紧状态，畜产品及草产品进口价格普
遍走低。

从进口量来看，2023 年 8 月份以
来，我国草产品进口呈持续增加态势，
但受生鲜乳价格持续走低和年初草产
品库存较高的影响，2023年 1—11月我
国草产品进口量远低于 2022年同期水
平。其中苜蓿干草进口同比减少 45%
（美国苜蓿同比减少37%、西班牙苜蓿同
比减少87%、南非苜蓿同比减少46%），
燕麦草进口同比减少 63%，苜蓿颗粒进
口同比减少 64%。草种子进口结构中：
紫花苜蓿种子和草地早熟禾子进口呈
增加态势，紫花苜蓿种子增加尤为显
著，同比增加近 2倍；黑麦草种子、羊茅
种子和三叶草种子进口量呈减少态势，
三叶草种子进口减少最为显著，同比减
少了 70%。草食性畜产品总体继续维
持大规模进口的态势，但不同种类进口
增减差异较大，其中牛羊肉呈增加趋
势，牛肉进口同比增加 2%，羊肉进口同
比增加 19%；乳品进口则大幅减少，同
比减少12%。从进口价格来看，2023年
11月，草产品进口价格呈持续走低的态
势，苜蓿干草价格较 2022年同期下跌
27%，回至 2021年年底水平，但仍处于
较高水平。燕麦草进口价格 2023年 11
月出现小幅反弹，较2022年同期相比下
跌了 28%。草种子的进口价格普遍大
幅下降，黑麦草种子进口价格同比下跌
16%，羊茅种子进口价格同比下跌33%，
草地早熟禾种子进口价格同比下跌
52%，紫花苜蓿种子进口价格同比下跌
50%。草食性畜产品的进口价格普遍走
低，2023年 11月羊肉进口价格趋稳，同
比下跌 30%；牛肉进口价格小幅反弹，
同比下跌 22%；乳品进口价格波动频
繁，较2022年同期下跌14%。

从进口格局来看，2023年1—11月，
草种子和草食性畜产品的进口来源国相
对稳定，苜蓿干草市场与2022年相比有
明显变化。受国内奶价持续走低的影
响，国内牧场对苜蓿干草的需求疲软，在
国际市场供给相对充足的情况下，优势
凸显的美国苜蓿干草市场份额进一步提
升至 90%。在苜蓿颗粒市场上，随着意
大利市场的放开和西班牙苜蓿草的减
产，意大利苜蓿颗粒占比显著提升。

20232023年年11——1111月主要草产品和草食畜产品贸易动态月主要草产品和草食畜产品贸易动态

▲▲中国农业大学教授杨高文中国农业大学教授杨高文（（左三左三））和学生们一起探讨如何和学生们一起探讨如何
获得标准土样获得标准土样。。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封斌封斌 摄摄

□修伯明 贾文颖

日前，在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
陈巴尔虎旗的茫茫草原上，牧民们正忙
着打草，割草机、搂草机、打捆机来回穿
梭，留下一道道草带和一捆捆饱满的饲
草，构成一幅别样的丰收图景。

“我们试验站已经成立 10年了，重
点进行退化草原修复、人工草地建植、
放牧管理和饲草料生产加工等方面的
技术集成与创新，助推区域传统畜牧业
的转型升级。”在位于陈巴尔虎旗特尼
河农场的中国农业大学呼伦贝尔草地
农业试验站，记者见到了试验站的负责
教师之一、中国农业大学教授杨高文。

针对当地农牧业转型升级和产业
发展中遇到的技术瓶颈，呼伦贝尔草地

农业试验站建立了 9个控制试验平台，
开展了10项核心技术的研发工作，涉及

“土—畜—草”3个层面。
在模拟放牧试验平台，博士生郭童

天穿着依据牛蹄外形定制的鞋子，模仿
牛吃草时的步频步速，在实验小区内来
回踱步。而模拟牛践踏牧草的过程只
是试验的一部分，团队将放牧对草地的
影响分解为采食、践踏、粪尿返还 3种，
以此探究放牧对草地生态系统的影响
机制。

在降水变率控制试验平台，博士生
霍天赐在记录最近的降水量。受气候
变化影响，极端降水事件频发，降水变
异性增强。团队想通过控制各实验小
区的降水量，探究降水变异对半干旱草
原生产力和碳循环过程的影响机制。

在草地改良试验平台，博士生格格
在取土样。团队在这个小区内铺设了
水管，想看看如果保证有足够多的水和
肥，草能长多高，草地的生产潜力有多
大。

这些可看、可感的科研工作，让试
验站在当地小有名气，常有牧民带着各
种各样的问题前来咨询。杨高文很乐
意看到这种现象：“我们做科研的过程，
其实也是推广技术的过程。牧民们看
到我们试验田里的草长得又高又好，肯
定会主动向我们学习，这样草原就会越
来越好。”

为了更好地帮助牧民，杨高文经常
带着学生主动找牧民聊天。“交流很重
要，我们能在其中了解牧民在畜牧生产
中遇到的问题，明确他们运用新技术的

难点。”他说，“只有为牧民们带来实实
在在的经济效益，他们改变的动力才会
越来越足。”

试验站师生始终抱着开放的心态
做科研。他们扎根草原，日复一日地为
实现草畜平衡、企业增收、牧民致富努
力工作。依托试验站这个研发平台，团
队在天然草地恢复改良、优质高产人工
草地牧草生产、改良草地可持续放牧利
用等多项技术中取得了丰硕的科研成
果。

除呼伦贝尔外，试验站的团队成员
还深入青海、西藏、新疆等地牧区进行
技术推广与示范。草原昼夜温差大，紫
外线强且无遮挡。许多学生刚到草原
时皮肤还很白皙，时间长了，大家的皮
肤晒黑了，对草原的感情也更深了。

扎根草原扎根草原，，为牧民致富谋良方为牧民致富谋良方

▲▲在控制放牧试验平台在控制放牧试验平台，，博士生徐民乐博士生徐民乐（（左左））和毛楠在观和毛楠在观
察羊的生长情况察羊的生长情况。。

■■傍晚时分傍晚时分，，徐民乐徐民乐（（左左））和硕士生李忠霞到控制放牧试验平台喂羊和硕士生李忠霞到控制放牧试验平台喂羊。。

■■在草地改良试验平台在草地改良试验平台，，博士生格格博士生格格（（中中））和当地牧民一起筛土样和当地牧民一起筛土样。。

■■徐民乐徐民乐（（右右））和李忠霞在记录已经烘干的样本种类和重量和李忠霞在记录已经烘干的样本种类和重量。。 ■■利用昆虫的趋光性利用昆虫的趋光性，，硕士生贾子烨从土样中获取昆虫样本硕士生贾子烨从土样中获取昆虫样本。。

■■早晨早晨，，中国农业大学呼伦贝尔草地农业试验站的学生们分别驾驶着三轮摩托车中国农业大学呼伦贝尔草地农业试验站的学生们分别驾驶着三轮摩托车，，赶赴各自的实赶赴各自的实
验小区验小区，，开始一天的科研工作开始一天的科研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