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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去年 9月以来，玉米市场价格低
迷，累计下跌 532元/吨，跌幅达 18.1%。
今年 1月底和春节期间，玉米价格触底
反弹，但回升幅度有限。进入3月，玉米
价格相对平稳。玉米价格持续下跌的
原因是什么？玉米进口对国内市场影
响如何？未来玉米价格走势将会怎样？

饲料需求左右价格走势
造成此前玉米价格下跌的主要原

因，是春节前猪肉价格不及预期，拖累
了玉米饲料需求。加上小麦价格快速
下跌，市场看空氛围浓厚，多数企业提
前停机回家过年，开机率同比下降，玉
米价格走低。

1月底和春节期间，玉米价格反弹，
主要由于猪价回升，加工企业为春节备
货，带动部分需求增加。同时，雨雪天
气使得流通粮源偏紧，价格上涨，企业
开始积极入市收粮，市场价格逐渐企
稳。

以此来看，上半年生猪行业去化程
度以及下半年回升速度，决定了饲料需
求情况，进而左右着玉米价格走势。

去年，全国饲料产量再创新高。据
中国饲料工业协会发布的数据，2023年
全国工业饲料总产量达 32162.7万吨，
比上年增长 6.6%。玉米在配合饲料中
的比例与上年持平，因此去年全年玉米
饲料消费量同比有所增加。

去年各品种饲料产量大多均同比
增长，而猪饲料从绝对量和增幅上来说
仍是主力，主要原因是生猪行业在普遍
亏损之下仍维持较高产能。近年来，生
猪行业集中度提升明显，散户退出趋势
持续。规模化的养殖主体固定资产投
资较大，在猪价下行周期时，压缩产能
的能力和意愿相比小养殖户偏弱，去产

能的速度会更慢。此外，大型猪企融资
能力更强，但资产负债率也达到相对较
高水平。这一特征也导致猪周期内产
能变动更小。因此，生猪产能仍维持在
较高水平，饲料产量也创新高。

同时，饲料行业集中度也在提高。
据中国饲料工业协会数据，2023年全国
10 万吨以上规模饲料生产厂达 1050
家，比上年增加 103家；合计饲料产量
19647.3万吨，比上年增长 13.0%，在全
国饲料总产量中的占比为 61.1%，比上
年提高3.5个百分点。这也导致饲料产
量更加坚挺。

今年饲料消费是否有支撑，关键在
于生猪产业的产能去化程度，需要重点
关注母猪存栏、仔猪出生数量，以及冻
品、二次育肥入场等变量。预计今年上
半年生猪产能去化将继续推进。

农业农村部数据显示，今年 1月能
繁母猪存栏量为4067万头，连续4个月
环比下降，同比下降 6.9%，为近 3年最
低值，但仍高出正常保有量110万头，生
猪供给基本面并未发生根本改变。随
着下半年产能消化，猪价有望回升，刺
激二次育肥和新一轮产能构建，利多饲
料消费。

如果考虑饲料企业集中度提升的
影响，大企业倾向于多建产能扩大市场
份额，饲料产量有可能继续创造纪录，
这将进一步提振玉米消费。

除了饲料消费，今年深加工消费稳
中有增，但总规模变化不大。2023年，
井喷式恢复的餐饮消费对玉米加工业
产品，尤其是玉米淀粉消费有所促进。
据机构测算，截至去年 12月底，玉米淀
粉开机率最高升至 71%左右，较上年同
期高约 15个百分点。农业农村部专家
预警委员会发布的供需报告预测，2022/
23年度我国玉米深加工消费量估算值
为 8100万吨，同比增长 100万吨，2023/

24年度预测值为 8238万吨，继续保持
小幅增长。

进口替代影响不断加深
除了消费因素，进口量增加对玉米

市场影响也较大。
数据显示，我国玉米进口量连续 3

年超2000万吨，为保障国内供应起到重
要作用。2023年，我国进口玉米 2713
万吨，同比增长 31.6%。2023年 9月以
来，玉米单月进口同比明显回升，10月
涨幅超 200%，11 月超 380%，12 月超
470%，9月至 12月累计进口 1221万吨，
占全年比例达 45%，呈现前低后高的态
势。价格走势正好相反，8月开始，玉米
单月价格连续同比下跌。

进口替代对国内玉米市场的影响
不断加深，其规模和调节弹性日益加
大。一是近年来玉米和粗粮进口占比
明显提升。2020年开始，我国玉米进口
量占粮食进口总量的比例明显提高，近
3年涨幅均值超过15%。2021年至2023
年，我国玉米年度进口量分别为2835万
吨、2062万吨以及 2713万吨，每年平均
进口量约 2537万吨。2023年粗粮（玉
米、大麦和高粱）总计进口4366万吨，占
全年粮食进口总量的27%。

二是进口来源多元化，调节弹性提
升。多年来，美国和乌克兰是我国玉米
进口的主渠道，占比超过90%。2023年
1月至 8月，美国和乌克兰仍是我国主
要进口来源国，但9月至12月巴西玉米
大量到港改变了这一格局。2023年全
年我国自巴西累计进口玉米 1280.6万
吨，远超年初500万吨的预期，占我国进
口玉米总量的47.2%，其中，9月至12月
累计进口 1028万吨，占全年进口量的
80.3%。巴西取代美国，成为我国 2023
年最大的玉米供应国。值得关注的是，
2023年我国从保加利亚、俄罗斯、缅甸、

南非几个国家进口玉米总量 158.1 万
吨，同比大增 263%，占我国玉米进口总
量的5.8%，进口来源趋于多样化。

2024年，全球玉米供应充足，美国、
巴西等国的玉米进口到港完税价已全
面低于 2000元/吨，价格优势明显。尽
管今年一季度粗粮进口量环比或减少，
但可供应的低价粮源规模大。从全年
来看，粗粮进口量预计将维持在4000万
吨以上水平，较低的进口价格对国内玉
米市场形成抑制。

不确定性因素仍然较多
近年来，极端天气频发多发。尽管

当前的厄尔尼诺现象正在逐渐减弱，但
未来几个月仍将继续影响全球气候。

从种子到生产、储存和运输等全产业链
渠道都要根据天气变动作出相应调整，
以确保粮食安全。此外，地缘政治冲突
等问题也不可避免。红海危机等因素
有可能导致国际粮价回升、贸易量缩
减。

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对 2023/24年
度全球谷物贸易量的预测，3月下调至
4.684亿吨，预计将比 2022/23年度水平
减少 1.8%。全球经济运行情况是否好
于预期、美联储何时降息等问题也将显
著影响大宗商品价格。

2024年，玉米市场或将回归低库存

模式，难以重返 2020年至 2022年快速
拉升的牛市行情。但目前底部也已显
现，短期内，多空博弈下价格趋于窄幅
波动。3月，玉米市场仍将处于供大于
求的状态，但随着售粮压力集中提前释
放，上游供应减少，在渠道库存偏紧和
需求回暖等因素支撑下，供需格局可能
出现反转，这一阶段玉米价格有走强的
空间。饲用消费、国内外替代粮源情况
以及市场情绪等都决定着其涨幅的大
小。

（作者系广东华南粮食交易中心资
深分析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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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始终是建设农业强国的头等

大事。落实在养殖业上就是要在保障好肉蛋奶和水产品充足供应的同时，提高饲料粮利用

效率，抓好饲料粮减量替代。近年来，农业农村部深入实施饲用豆粕减量替代行动，引导饲

料和养殖行业减少豆粕用量，取得了阶段性成效。2023年，全国肉蛋奶产量超过1.75亿

吨，再创历史新高，豆粕饲用总量进一步下降，比历史上最高的7000万吨减少了650万

吨。在新的起点上，要持续深入推进饲用豆粕减量替代，做好“降蛋白、替豆粕、增饲草”三

篇文章，多措并举促进饲料粮节约降耗。

持续深入推进饲用豆粕减量替代持续深入推进饲用豆粕减量替代

饲用豆粕减量替代成效明显，潜力
仍然很大。我们要树立大农业观、大食
物观，深入实施饲用豆粕减量替代行
动，持续强化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集
成创新和推广应用，促进饲料粮节约高
效利用，着力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
定安全供给。

聚焦降蛋白，大力推进低蛋白日粮
技术。饲用豆粕减量替代重在减量，推
广低蛋白日粮技术是减量的关键所

在。深入开展饲料原料营养价值评定，
构建完善基础数据库，支持国产饲料配
方软件研发应用。加紧制定肉牛、肉鸭
等主要畜禽水产养殖动物低蛋白低豆
粕多元化日粮生产技术规范，完善低蛋
白高品质饲料标准体系。完善主要畜
禽水产养殖动物豆粕减量替代技术方
案，举办低蛋白饲料大讲堂，集成推广
低蛋白日粮、蛋白饲料多元替代、饲料
精准配方和精细加工等技术。

聚焦替豆粕，充分挖掘利用替代饲
料资源。豆粕减量替代，既要节流减
量，也要开源扩供，把能挖的潜力尽力
挖足。组织开展国内地源性特色蛋白
饲料资源调查，掌握国内资源存量及应
用情况。扩大乙醇梭菌蛋白等微生物
蛋白饲料原料产能。稳步开展餐桌剩
余食物、动物源蛋白水解物、毛皮动物
屠体等新蛋白资源饲料化利用试点，探
索饲料化利用技术路径和运行模式。

聚焦增饲草，实施增草节粮行动。
落实《“十四五”全国饲草产业发展规
划》，充分挖掘耕地、农闲田、盐碱地等
土地资源潜力，加快建立规模化种植、
标准化生产、产业化经营的现代饲草产
业体系。继续推进粮改饲，实施优质高
产苜蓿发展行动，提升全株青贮玉米、
苜蓿、饲用燕麦等优质饲草供给能力，
因地制宜开发利用区域特色饲草资
源。应用精准生物育种等先进技术加

快培育优质高产抗逆饲草新品种，集成
推广饲草高效生产技术模式。开发利
用盐碱地等土地资源建设稳产高产饲
草基地。

饲用豆粕减量替代是一项系统工
程，需要发挥行业内外多方面力量合
力协同推动。大型饲料养殖企业要带
头应用低蛋白日粮技术，引领中小企
业和广大养殖场（户）转变观念。科研
机构要围绕原料营养评价、新产品创

制、配方软件研发等关键领域开展联
合攻关，破解减量替代技术瓶颈。行
业协会要发挥好桥梁纽带作用，举办
多种形式的论坛、培训、交流等活动，
引导各类生产经营主体积极主动参
与。各地畜牧兽医部门要统筹各方面
力量，建立上下贯通、协调联动的工作
机制，加强实用技术、典型案例总结提
炼和集成推广，推动饲用豆粕减量替
代不断取得新成效。

扎实做好扎实做好““降蛋白降蛋白、、替豆粕替豆粕、、增饲草增饲草””三篇文章三篇文章

特别报道 Special reports

□黄保续（农业农村部畜牧兽医局局长）

饲用豆粕减量替代取得积极成效饲用豆粕减量替代取得积极成效

2018年以来，农业农村部深入实施
饲用豆粕减量替代行动，聚焦“提效节
粮、开源替代”，在需求端压减豆粕用
量，在供给端增加替代资源供应，供需
两端同向发力促节粮。2023年，农业农
村部制定印发了《饲用豆粕减量替代三
年行动方案》，在饲料和养殖行业全面
实施提效、开源、调结构的技术措施，大
力推广低蛋白日粮技术，充分挖掘利用
国内可用蛋白饲料资源，想方设法增加
优质饲草供应，强化技术集成、试点示
范、标准引领，“降蛋白、提效率、减豆
粕、挖资源”成为全行业共识，饲用豆粕

减量成效持续巩固。
一是豆粕在饲料中占比进一步下

降。2023年，豆粕在养殖业消耗饲料中
的占比为 13%，比上年下降 1.5个百分
点，按全年饲料消耗量测算，豆粕饲用
消费减少 730万吨，相当于减少大豆饲
用需求 900多万吨。全国 33家百万吨
级企业生产的配合饲料中豆粕占比为
10.8%，比全行业平均水平低2.2个百分
点，示范带动效果显著。

二是豆粕减量技术体系日趋完
善。完成 70多种大宗饲料原料营养价
值参数评价，饲料原料营养价值数据库

持续健全。生猪等主要养殖动物低蛋
白低豆粕多元化日粮生产技术规范和
技术要点发布实施，举办在线培训活
动，让饲料养殖企业熟练掌握精准配方
等实用技术。总结提炼出低蛋白氨基
酸平衡日粮技术等 3项技术模式，遴选
公布 8家企业应用典型案例，低蛋白日
粮技术覆盖面不断扩大。

三是替代资源挖掘利用取得突
破。突破了乙醇梭菌蛋白制备关键核
心技术，适用范围由鱼类扩大至猪鸡，
产能达到2.5万吨。餐桌剩余食物饲料
化利用试点稳妥有序推进，探索形成了

较为完善的市场化运行模式和有效监
管机制。优质饲草供给持续增加，牛羊
养殖“以草代料”稳步推进。2023年，完
成粮改饲面积2325万亩，收储优质饲草
约6850万吨，带动减少牛羊精饲料消耗
近1300万吨。

实践表明，实施饲用豆粕减量替
代是促进养殖业节粮和保障国家粮食
安全的有效抓手。同时，通过采用低
蛋白日粮技术，还降低了粪尿中氮元
素的排泄量，对于减轻环境承载压力，
促进畜牧业绿色发展发挥了重要作
用。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杨丽霞杨丽霞 摄摄

进一步深化对饲用豆粕减量替代的认识进一步深化对饲用豆粕减量替代的认识

从这几年的实践来看，饲用豆粕减量
替代潜力进一步释放，但仍存在一些观念
和认识上的突出问题，需要加以解决。

一是立足大食物观重新认识粮食
安全。随着人民群众生活水平不断提
高，食物结构发生明显变化。目前，我
国每年人均消费口粮 138公斤，而消费
肉蛋奶鱼 185公斤，其中肉类 70公斤、
禽蛋24公斤、奶类42公斤、水产品49公

斤。我国居民每天摄入蛋白质 105克，
其中有 38%来源于粮食，40%来源于动
物产品，未来动物蛋白消费还将持续增
加。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解决吃饭问
题，不能光盯着有限的耕地，要把思路
打开，树立大食物观。‘吃饭’不仅仅是
消费粮食，肉蛋奶、果菜鱼、菌菇笋等样
样都是美食。”新时代的粮食安全是高
水平的粮食安全，要让人民群众多样化

消费需求得到保障、幸福感不打折扣。
二是饲料中蛋白含量不是越高越

好。基于长期以来的饲养习惯，一些养
殖场（户）和饲料生产经营者片面地认为
饲料的蛋白含量越高越好、饲料颜色越
黄越好。据对江苏、山东、湖南3个省的
179家养殖场（户）自配料的调研，90%以
上采用传统的高蛋白日粮，86%的生猪
育肥户自配料中豆粕用量在 20%以上。

实际上，蛋白质营养的实质是氨基酸营
养，需要关注的是组成蛋白质的氨基酸
的数量及其比例，过分关注蛋白高低而
不重视其中氨基酸的平衡，不仅会导致
蛋白质的过度浪费，也不利于动物健康
生长，同时过高的氮排放还会影响生态
环境。另外，饲料颜色与饲料原料的颜
色相关，玉米、豆粕等原料颜色是黄色，
颜色深浅与饲料质量无关。

三是耕地种草合法合规、效率更
高。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财经
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明确提出，“在一
些盐碱地发展饲草和现代畜牧业，可以
拓展多元食物渠道，不一定都种粮食。”
粮改饲项目实践表明，1亩青贮玉米的
效能相当于 1.3亩籽粒玉米，显示了全
株生物量利用的巨大优势。当前我国
牛羊饲草料中优质饲草占比仅为 25%，

比理想结构低15个百分点，供需缺口超
4000万吨。《粮食安全保障法》和中央一
号文件均明确规定，耕地应当主要用于
粮食和棉、油、糖、蔬菜等农产品及饲草
饲料生产。但一些地方理解有偏差，片
面认为耕地不能种草，饲草种植空间受
到挤压；在开发利用盐碱地等边际土地
资源时，也没有因地制宜统筹种粮和种
草的关系。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杨丽霞杨丽霞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