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２０２２ 年第 ３ 期

Ｎｏ．３，２０２２
华 南 师 范 大 学 学 报 （ 社 会 科 学 版）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ＥＤＩＴＩＯＮ）
２０２２ 年 ５ 月

Ｍａｙ ２０２２

收稿日期： ２０２２－０４－０１
基金项目： 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项目“新时代城乡居民食物消费比较研究” （ ２０２２ＮＦＳＢ０９） ；中国

农业科学院科技创新工程项目（ １０－ＩＡＥＤ－０８－２０２２、１０－ＩＡＥＤ－ＲＣ－０４－２０２２） ；中央级科

研院所 基 本 科 研 业 务 费 专 项 “ 年 龄 结 构 与 中 国 农 村 居 民 食 物 消 费 异 质 性 研 究 ”
（１６１００５２０２２０２６）

通讯作者： 韩昕儒，Ｅｍａｉｌ： ｈａｎｘｉｎｒｕ＠ ｃａａｓ． ｃｎ

中国大豆生产自给的潜力、路径与挑战
朱文博１， 韩昕儒 ２∗， 问锦尚２

（１．中国社会科学院 农村发展研究所，北京 １００７３２；
２． 中国农业科学院 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北京 １０００８１）

【摘 　 　 要】 大豆在中国居民饮食结构中占据重要地位，关系饲料、油脂和食用蛋白安全。
在大食物观下，中国食物供求的结构性矛盾逐步显现，食物生产结构已滞后于持续升级的消

费结构，突出表现为大豆供给主要依赖于国际市场，而这已成为中国粮食安全保障的风险所

在。 中国大豆虽然面临着单产低且增速慢、种植面积不稳定和供需结构不匹配的“三元困

境” ，但仍然具有一定的潜在增产空间。 遵循现阶段的常规性技术发展路径提升大豆单产所

带来的增产潜力有限，需要采取创新性甚至突破性的非常规手段提升单产水平，同时依靠农

民积极性提升和技术创新挖掘多元耕地空间来扩大种植面积。 从需求侧引导降低大豆的饲

用需求也可有效缓解生产端的增产压力。 但是，提单产、扩面积和调需求等增产路径都面临

严峻挑战，经济成本和时间成本等可能会制约大豆增产潜力的有效释放，需要规避“运动

式”的增产方式，探索长期可持续性的增产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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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 。 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粮食安全作

为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 习近平总书记在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
“只有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才能保持社会大局稳定。” ［１］ 进入新发展阶段，百年变局

和世纪疫情交织叠加。 习近平总书记在 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举行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再次

强调：“保障好初级产品供给是一个重大战略性问题，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

在自己手中，饭碗主要装中国粮。” ［２］ 新时代中国粮食安全的核心要义是把中国人的饭碗

牢牢端在自己手中，但“饭碗”中的“粮”要由口粮向大食物演变。 ２０２２ 年 ３ 月 ６ 日，习近

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时再次强调：“要树

立大食物观，从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出发，掌握人民群众食物结构变化趋势，在确

保粮食供给的同时，保障肉类、蔬菜、水果、水产品等各类食物有效供给，缺了哪样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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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３］ 毋庸置疑，“大食物观”的基础依旧是粮食，粮食安全的核心依旧是口粮安全，但

是，重要农副产品的地位显著提升，意味着新形势下国家粮食安全保障既要守住安全的

底线思维，又要深化发展的升级思维。
从需求侧看，中国居民的食物消费需求日益多元化，以谷物为核心的传统食物消费

结构逐步向以肉、蛋、奶等动物类食物为核心的西式食物消费结构转变 ［４－５］ 。 国家统计局

数据显示，２０１３—２０１９ 年，城乡居民的谷物人均年消费量从 １３８． ９ 千克下降到 １１７． ９ 千

克，受新冠肺炎疫情和猪肉涨价等因素的影响，２０２０ 年人均谷物消费量回升至 １２８．１ 千

克。 在动物产品中，除了猪肉消费出现一定波动外，其他动物类食物消费量均呈现增长

趋势。 ２０１３—２０２０ 年，牛羊肉、禽类、蛋类、奶类和水产品的人均年消费量分别从 ２．５ 千

克、７．２ 千克、８．２ 千克、１１．７ 千克和 １０．４ 千克增长到 ３．５ 千克、１２．８ 千克、１２．８ 千克、１３．０
千克和 １３．９ 千克。 食物消费结构升级的驱动因素主要是居民收入水平提升和城镇化发

展带来的食物可得性增加、消费意愿提升、消费能力增强和消费观念转变等隐性效应 ［６］ 。
可以预见的是，动物类食物的人均消费尚未达峰，人口顶峰也还未到来。 在收入增长和

城镇化的驱动下，肉、蛋、奶、水产品的总量需求还将呈现一定幅度的刚性增长，导致饲料

需求持续增长。 ２０３０ 年，中国工业饲料消费量将比 ２０２０ 年增长５３．２％。 豆粕是大豆的

主要压榨产物，也是畜禽饲料的重要蛋白来源，预计 ２０３０ 年中国大豆总需求量将达到

１．２６亿吨，比 ２０２０ 年增长 ８．２％ ［７］ 。
从供给侧看，中国有能力守住“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的战略底线，粮食安全

的最大风险点就是大豆的国内供给不足。 在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

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背景下，满足大规模、多元化的消费需求要依靠生产端和进口

端协同发力，充分利用国内国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来解决中国的粮食安全问题，但是

“力度”必须有所侧重。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

“必须实 施 以 我 为 主、立 足 国 内、确 保 产 能、适 度 进 口、科 技 支 撑 的 国 家 粮 食 安 全 战

略” ［８］ 。 该重要指示指明了保障中国粮食安全的“工具箱” ，国内生产端是主力，国际进

口端是补充。 但是，多少算是适度进口？ 判断标准之一就是能否牢牢把握住主动权，最

直观的指标就是自给率。 从中国主要食物的自给率来看，中国完全能够生产出需求总量

三分之二以上的农副产品，唯有大豆的自给率仅为 １６％，对国际市场的依赖度最高。
２０２１ 年，中国大豆进口量达 ９ ６５２ 万吨，占当年粮食进口总量的 ５９％，且进口额增长

２６．１％ ［９］ 。 近年来，在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全球气候变化、中美贸易摩擦以及俄乌冲

突升级等国际形势下，大豆进口市场不仅面临着较高的不确定性风险，还面临着进口来

源地过于集中的显性风险。 从巴西、美国和阿根廷进口的大豆占中国大豆进口总量的

９５％以上 ［１０］ 。 一旦大豆进口受阻，受冲击的不仅是大豆进口商和国内大豆压榨与加工企

业，还包括整个粮食与肉、蛋、奶、水产品的需求市场，将直接影响中国居民食物消费的升

级和对美好生活需求的满足。
在大食物观背景下，供求两端的新形势表明，中国以“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

为底线的供给数量安全已经有能力得到保障，而食物供求的结构性矛盾逐步显现。 换言

之，食物供给结构尤其是生产结构已滞后于持续升级的食物消费结构，突出表现为大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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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饲料粮进口规模大和对外依存度高，而这已成为中国粮食安全保障的风险所在。 习近

平总书记在 ２０２１ 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强调：“要实打实地调整结构，扩种大豆和油料，
见到可考核的成效。” ［２］ 《 “十四五”全国种植业发展规划》 （以下简称“种植业规划” ）也

对未来五年大豆和油料发展进行了规划布局，明确提出要“ 提高大豆油料产能和自给

率” ［１１］ 。 ２０２２ 年 中 央 一 号 文 件 进 一 步 明 确，要 “ 大 力 实 施 大 豆 和 油 料 产 能 提 升 工

程” ［１２］ 。 本文将围绕上述内容，基于对大豆生产现实困境的分析，测算大豆的增产潜力，
并讨论大豆增产的可能路径及面临的挑战，提出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二、大豆生产自给的现实困境

大豆自给是中国粮食安全的关键所在，稳定提升大豆生产自给能力有助于解除大食

物观下中国粮食安全的后顾之忧。 鉴于进口端的问题和风险，中国需要充分挖掘大豆增

产潜力。 长期以来，中国大豆产量波动大、增速慢，虽然是世界第四大大豆生产国，但产

量远落后于巴西和美国。 究其原因，国内大豆生产面临着“三元困境” ，即单产低且增速

慢的困境、种植面积不稳定的困境和供需结构不匹配的困境。
（一）单产低且增速慢的困境

中国大豆的单产水平和增长速度均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以及巴西、美国等世界主要大

豆生产国和出口国。 根据表 １，从单产水平来看，１９９５ 年中国大豆单产为 ２２２ 斤 ／ 亩，经

过 ２５ 年的技术发展和种植条件的改善，２０２０ 年中国大豆单产达到 ２６４ 斤 ／ 亩，但仅为世

界大豆平均单产（３７１ 斤 ／ 亩） 的 ７１． ２％和巴西大豆单产（ ４３７ 斤 ／ 亩） 的 ６０． ６％。 在世界

大豆生产国中，中国产量排名第 ４，而单产排名仅位列第 ４０ 位。 黑龙江省大豆产量占全

国的近一半，但 ２０２０ 年黑龙江省大豆单产为 ２５４ 斤 ／ 亩，比 全 国 平 均 水 平 还 要 低 １０
斤 ／ 亩。 从单产增速来看，１９９５—２０２０ 年，中国大豆单产年均增长率为 ０．７％，黑龙江省的

单产年均增长率仅为 ０．５％。 相比之下，世界平均水平、巴西和美国的大豆单产年均增长

率分别为 １．３％、１．６％和 １．４％，比中国要高 ０．６—０．９ 个百分点。 按照上述单产年均增速

发展，预计到 ２０３０ 年，中国大豆单产仅有 ７．２％的提升空间，而世界平均、巴西和美国的

大豆增产空间分别为 １３．４％、１７．３％和 １５．０％。 这意味着，如果中国大豆单产水平按照当

前技术发展路径开发和提高，不仅无法达到世界领先甚至世界平均单产水平，而且差距

还会进一步扩大。 中国大豆单产水平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生产条件较差是其中一个重

要方面。 在东北和黄淮海等大豆主产区，大豆种植区域普遍是高纬度地区和坡岗地，积

温明显不足，农田基础较差，抵御风险能力弱，限制了单产潜力的发挥。 也有学者认为，
育种方向有偏、优良品种难以有效推广、科研投入水平不足是可能原因 ［１３－１４］ 。

国内大豆高单产区域和主产区的错位也是需要关注的问题。 从国内大豆的生产格局

看，主要集中在东北地区和黄淮海地区。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２０２０ 年，大豆主产区黑龙

江省的大豆产量为 ９２０ 万吨，占全国总产量的 ４６．９％；大豆播种面积为 ７ ２４８ 万亩，占全

国总播种面积的 ４８．９％。 然而，大豆单产水平较高的区域与主产区是错位的。 ２０２０ 年，
大豆单产最高的两个省份是海南和新疆，单产分别为 ４７８ 斤 ／ 亩和 ４２６ 斤 ／ 亩，远高于全

国平均水平。
·４２１·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２２ 年第 ３ 期



表 １　 国内外大豆的单产比较 ／斤 ／亩

年份
中国 世界

全国均值 黑龙江省 世界均值 巴西 美国
中国的世界排名

１９９５ ２２２ ２２７ ２７１ ２９３ ３１７ ３３

２０００ ２２１ ２０９ ２８９ ３２０ ３４２ ３２

２００５ ２２７ ２３７ ３０９ ２９７ ３８６ ４２

２０１０ ２３６ ２２０ ３４４ ３９３ ３９０ ３８

２０１５ ２４２ ２５０ ３５７ ４０４ ４３１ ３７

２０２０ ２６４ ２５４ ３７１ ４３７ ４５０ ４０

年均增长率 ／ ％ ０．７ ０．５ １．３ １．６ １．４ —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 、《中国农村统计年鉴》 、联合国粮农组织（ ＦＡＯ）数据库。

　 　 （二）种植面积不稳定的困境

大豆播种面积长期呈现明显的波动性特征。 ２０２１ 年中国大豆播种面积比新中国成

立以来的最高水平下降了 ３４％。 虽然在耕地保护制度下中国全面遏制耕地“非粮化” ，但

是大豆的统计口径是粮食，大豆和玉米从生产方面来说存在耕地的竞争关系，一个多种

一点，另一个就得少种一点；种多种少关键在于农民对某种作物的种植积极性。 长期以

来农民种植大豆的积极性普遍不高，这也是大豆种植面积不稳定的原因所在。
农民不愿意种大豆的一个原因是比较收益低。 从大豆和玉米的比较收益来看（见表

２） ，２０２０ 年中国大豆的每亩现金收益为３１９．９元，仅相当于同年玉米现金收益的４４．１％。
不仅如此， 种 植 大 豆 的 收 益 也 低 于 三 大 主 粮 （ 小 麦、 玉 米、 水 稻 ） 的 平 均 种 植 收 益

（６１３．６ 元） 。 从大豆和玉米的最大产区看，２０２０ 年黑龙江省的大豆现金收益仅为 ２０２．５
元 ／ 亩，仅相当于该省同年玉米现金收益的 ３９． ２％。 即使考虑到黑龙江省给种植大豆和

玉米的农民发放的生产者补贴，种植大豆的每亩收益仍然比种植玉米低 １１３．４ 元。 比较

收益低的原因在于人工成本和土地流转成本较高且增长速度较快。 ２０２０ 年大豆的每亩

雇工费用和流转地租金分别为 ４１． ７ 元和 ９２． ５ 元，均高于同年玉米对应的成本，且比

２０１８ 年分别增长了 ３５．２％和 １２．９％。 从另一个角度看，机械化水平低下也是限制大豆种

植节本增效的重要因素。 ２０２０ 年中国三大主粮作物的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为 ８４．４％—
９７．２％，大豆的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为 ８６．７％ ［１５］ 。 机械化水平低不利于规模化生产，从

而挤压了成本的下降空间。
农民种植大豆积极性低的另一个原因是农业保险保障程度较低。 从总体保障水平来

看，２０１８ 年中国三大主粮作物的农业保险保障水平为 ２６． ５％—３０． ７％，大豆的农业保险

保障水平仅为 ２０．９％。 从保障广度看，三大主粮作物的农业保险覆盖面均超过了播种面

积的 ６０％，大豆的保险承保面积却仅覆盖了 ４８．９％ ［１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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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大豆和玉米的成本收益比较 ／元 ／亩、％

地理范围 项目
大豆 玉米

２０１８ ２０２０ 增幅 ２０１８ ２０２０ 增幅

中国 现金销售收入 ４７４．２ ６６０．２ ３９．２ ８８１．５ １１８７．８ ３４．８
现金成本 ３１６．８ ３４０．３ ７．４ ４３５．１ ４６２．９ ６．４
物质与服务费用 ２０４．０ ２０６．１ １．０ ３８３．８ ３９２．５ ２．３
人工成本（雇工费用） ３０．８ ４１．７ ３５．２ ２１．７ ３３．６ ５４．９
土地成本（流转地租金） ８２．０ ９２．５ １２．９ ２９．７ ３６．８ ２４．０
现金收益 １５７．４ ３１９．９ １０３．２ ４４６．４ ７２４．９ ６２．４

黑龙江省 现金销售收入 ４７８．８５ ６４５．５ ３４．８ ７５０．５ １０３７．８ ３８．３
现金成本 ３９３．９ ４４３．０ １２．５ ４５４．２ ５２１．９ １４．９
物质与服务费用 ２１３．５ ２２４．２ ５．１ ３４５．８ ３６５．７ ５．７
人工成本（雇工费用） ５０．２ ６４．７ ２８．９ ３６．４ ５２．６ ４４．６
土地成本（流转地租金） １３０．２ １５４．１ １８．３ ７２．１ １０３．６ ４３．８
现金收益 ８５．０ ２０２．５ １３８．３ ２９６．３ ５１５．９ ７４．１
生产者补贴 ３２０．０ ２３８．０ －２５．６ ２５．０ ３８．０ ５２．０
现金收益＋生产者补贴 ４０５．０ ４４０．５ ８．８ ３２１．３ ５５３．９ ７２．４

　 资料来源：根据《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整理和计算。

　 　 （三）供需结构不匹配的困境

大豆生产自给能力弱是相对于庞大的需求而言的，需求端持续增长的消费压力带来

了突出的供需矛盾，造成了供需结构的错位。 供需结构不匹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

是需求总量和生产总量的矛盾，反映在供求缺口和自给率上。 从总产量看，中国的大豆

产量位居世界第四位，却依然无法满足国内庞大的消费需求。 随着居民收入水平提高所

带来的脂肪和动物蛋白需求增加，对作为油脂、蛋白和饲料原料的大豆的需求迅速增大。
由于进口大豆成本低、竞争力强并且不受关税配额的限制，大豆进口规模持续增大，自给

率快速下降，现阶段已下降到 １６％左右（见图 １） 。 二是需求结构和供给结构的矛盾。 国

产的非转基因大豆蛋白质含量高，主要用于食品、加工豆制品和大豆蛋白；国外进口的转

基因大豆含油量高，主要用于满足饲料和榨油需求。 由于国内转基因大豆商业化种植尚

未放开，国内外大豆种类用途上的差异导致了供需的结构性矛盾。

图 １　 大豆的产量、净进口量及自给率（１９９５—２０２０ 年）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与《中国农产品贸易发展报告》整理和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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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豆生产自给的潜力

中国实现大豆生产自给，破解大豆生产面临的“三元困境” ，根本在于多途径充分挖

掘国内大豆的增产潜力。 本文基于提单产、扩面积、调需求三个方面设定可能的增产情

景，进而测算中国大豆的增产潜力，即生产自给的潜在能力。
（一）增产潜力的测算方法与数据说明

在既有测算大豆增产潜力的文献中，多数研究是基于历史数据测算既定技术发展路

径下的增产潜力。 司伟和韩天富测算了不同面积和单产情形下中国大豆在 ２０２５ 年的增

产前景。 该方法是时间趋势外推式估计，单产增长率按照近年增长率设定，播种面积按

照现有面积和国家规划的面积设定低位和高位情景 ［１４］ 。 王禹等运用非线性时间趋势法

预测了 ２０３０ 年和 ２０３５ 年的大豆增产潜力 ［１７］ 。 与时间趋势法有别，王善高等利用技术

效率法测算出 １０ 个大豆主产省的大豆增产潜力，但该方法的测算仍是基于传统技术水

平和技术路径 ［１８］ 。 综上来看，由于历史视角下中国大豆单产增速慢的特点，此类方法测

算出的增产潜力普遍偏低；而且，相关研究没有反映国际领先水平目标下的增产潜力和

国内非传统耕种空间的增产潜力，也没有基于调整需求侧的等价增产潜力的相关测算。
增产潜力也就是产量增加量，通过计算不同情景下的总产量，再减去基期参照产量

即为增产潜力。 由于总产量等于单位面积产量与播种面积的乘积，因此增产情景就是通

过设定不同的单产和播种面积组合形成的。 本文的基期情景设定为 ２０２１ 年中国大豆产

量水平即 １ ６４０ 万吨。 在此基础之上，本文测算大豆增产潜力的情景设计主要从两个方

面展开：提高大豆单产水平情景和扩大大豆种植面积情景；同时还考虑了调整需求侧的

等价增产潜力，设定了引导降低大豆饲用需求的情景。 以下对三类情景作简要说明，具

体计算方法参见表 ３。
　 　 １．提高大豆单产水平情景

提高大豆单产水平情景不仅分析常规性技术发展路径下的单产潜力，而且进一步探

讨突破性创新发展路径下的单产潜力。 常规性技术发展路径下单产潜力提高的情景反

映的是国内单产水平按照以往既定趋势发展提高，包括两种子情景：一是假定未来的单

产水平按照当前技术发展路径开发和提高，通过过去十年的单产年均增长率外推预测

２０２５ 年、２０３０ 年和 ２０３５ 年的单产水平；二是将运用技术效率法预测的单产潜力值作为

目标值，大豆的技术效率值来源于既有研究 ［１８］ 。 相较而言，突破性创新发展路径下单产

潜力提高的情景，强调国内单产以国内国际领先水平为目标的突破性提升，共包括四种

子情景：一是将世界单产均值作为目标值；二是将世界单产极大值作为目标值；三是将世

界大豆产量最高的巴西的单产作为目标值；四是将国内大豆高产示范区的单产作为目标

值。 ２０２１ 年，中国农业科学院大豆“藏粮于技”重大科研任务团队联合国家大豆产业技

术体系在黑龙江省黑河市启动 ７ 个“伙伴行动”千亩方示范田，实现了大面积高产的预期

目标，本文的高产示范区单产值来源于该示范田的平均亩产 ［１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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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大豆增产情景设定及测算方法

增产情景 测算方法

基准情景 中国单产×中国播种面积

１．提高大豆单产水平情景

　 常规性技术发展路径下单产潜力提高

　 　 ２０２５ 年的单产预测值 ２０２５ 年单产预测值×中国播种面积

　 　 ２０３０ 年的单产预测值 ２０３０ 年单产预测值×中国播种面积

　 　 ２０３５ 年的单产预测值 ２０３５ 年单产预测值×中国播种面积

　 　 技术效率法测算单产 各省单产 ／技术效率×各省播种面积，然后加总

　 突破性创新发展路径下单产潜力提高

　 　 世界单产均值 世界平均单产×中国播种面积

　 　 世界单产极大值 世界最高单产×中国播种面积

　 　 世界产量大国单产 产量大国单产×中国播种面积

　 　 国内高产示范区单产 大豆高产示范区实验单产×中国播种面积

２．扩大大豆种植面积情景

　 挖掘历史峰值潜力

　 　 历年本省最高播种面积 本省单产×历年本省最大播种面积，然后加总

　 推动撂荒地复耕种植大豆

　 　 撂荒地种植大豆 １ ０００ 万亩 　 　 （低位方案）

　 　 撂荒地种植大豆 ３ ０００ 万亩 　 　 （中位方案）

　 　 撂荒地种植大豆 ６ ０８３ 万亩 　 　 （高位方案）

中国单产×粮食主产区撂荒地面积＋中国产量

　 开发利用盐碱地种植大豆

　 　 盐碱地种植大豆 １ ０００ 万亩 　 　 （低位方案）

　 　 盐碱地种植大豆 ５ ０００ 万亩 　 　 （中位方案）

　 　 盐碱地种植大豆 １ 亿亩 　 　 　 （高位方案）

中国单产×盐渍土开发利用面积＋中国产量

　 推广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技术

　 　 带状复合种植 ５ ０００ 万亩 　 　 　 （低位方案）

　 　 带状复合种植 １ 亿亩 　 　 　 　 （中位方案）

　 　 带状复合种植 ２０％玉米面积 　 （高位方案）

带状复合种植单产×带状复合种植面积＋中国产量

　 综合情景

　 　 撂荒地＋盐碱地＋带状复合种植 （低位方案） 撂荒地低位＋盐碱地低位＋带状复合种植低位方案

　 　 撂荒地＋盐碱地＋带状复合种植 （中位方案） 撂荒地中位＋盐碱地中位＋带状复合种植中位方案

　 　 撂荒地＋盐碱地＋带状复合种植 （高位方案） 撂荒地高位＋盐碱地高位＋带状复合种植高位方案

３．引导降低大豆饲用需求情景

　 推动饲用豆粕减量替代 参考相关文献资料说明

　 引导食物消费结构转变

　 　 减少 ９％的猪肉消费 　 　 　 　 （低位方案）

　 　 减少 １３％的猪肉消费 　 　 　 　 （中位方案） 基于猪肉的饲料转化率、自给率、饲料中豆粕比率估算

　 　 减少 ２４％的猪肉消费 　 　 　 　 （高位方案）

　 注：大豆的中国单产和中国播种面积均为 ２０２１ 年数据；世界单产数据和中国的省级产量、省级单产、省级播种面积数

据均为 ２０２０ 年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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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扩大大豆种植面积情景

扩大大豆种植面积情景包括两种增产情景，分别为挖掘历史峰值潜力情景和挖掘非

传统耕种空间情景。 在挖掘历史峰值潜力情景中，通过国家统计局的大豆生产数据追溯

各省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年的最高播种面积。 由于耕地面积是不可流动的，该情景能够较

为现实地反映省级层面增产潜力。 在挖掘非传统耕种空间情景中，本文进一步设定了四

种大豆新增面积子情景。 一是推动撂荒地复耕种植大豆。 根据相关研究，中国 １３ 个粮

食主产区耕地撂荒规模约为 ６ ０８３ 万亩，总体撂荒率约为 ５．８５％ ［２０］ ，基于此数据进一步

设定了低位、中位和高位方案。 二是开发利用盐碱地种植大豆。 “种植业规划” 中提出

“开发盐碱地种大豆” 。 根据相关研究，中国目前有各类可利用盐渍土地面积约 ５． ４ 亿

亩，其中近期具有农业利用前景的盐渍土地面积约 １．０ 亿亩 ［２１］ ，基于此数据设定了低位、
中位和高位方案。 三是推广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 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技术是推

动玉米大豆协同发展的技术创新，农业农村部重点支持西北、黄淮海、西南和长江中下游

等地区推广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 “种植业规划”中提出，到 ２０２５ 年，推广 ５ ０００ 万亩

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面积，本文据此设定了低位和中位方案，并将高位方案设置为带

状复合种植推广到全国 ２０％的玉米种植面积，约 １．３ 亿亩。 带状复合种植技术的大豆单

产水平来源于四川仁寿和荣县、内蒙古土右旗以及河北藁城的千亩和万亩示范方亩产。
四是设定了撂荒地、盐碱地和带状复合种植大豆的综合情景，分析三种扩大种植面积情

景的叠加增产效果。
３．引导降低大豆饲用需求情景

降低大豆饲用需求可以通过推动饲用豆粕减量替代，或者引导食物消费结构转变来

实现。 ２０２１ 年 全 国 养 殖 业 饲 料 消 耗 量 约 为 ４． ５ 亿 吨，豆 粕 用 量 在 饲 料 中 的 占 比 为

１５．３％ ［２２］ 。 在推动饲用豆粕减量替代情景中，通过“提效、开源、调结构”等综合措施，推

行低蛋白日粮技术、开辟新的蛋白饲料资源和优化牛羊饲料结构，以此减少大豆的饲用

需求。 在引导食物消费结构转变情景中，考虑到中国人消费猪肉的规模以及猪肉的营养

特性，主要分析了在合理范围内适当降低猪肉消费对于大豆饲用需求的影响。 合理范围

为在满足消费者饮食习惯需求的同时最大程度地保障生产者的利益。 本文依据不同时

间范围内猪肉消费需求量的偏离程度设定情景方案设计的基准，这种计算方法符合现实

猪肉消费的波动特征。 根据经合组织和粮农组织的农业统计数据，低位、中位和高位方

案中猪肉消费量降幅分别为 １９９０—２０２０ 年、２０００—２０２０ 年、２０１０—２０２０ 年的标准差与

均值的比值，分别为 ９％、１３％和 ２４％ ［２３］ 。 在进一步计算猪肉消费降低所引致的大豆饲

用需求减少量时，假定国内外市场的供给格局不发生变化，即减少的猪肉消费量按照固

定比例分配给国内生产和进口：
大豆的饲用需求量变化 ＝猪肉消费量变化×猪肉自给率×猪肉饲料转化率×猪饲料中

的豆粕比例 ／ 大豆出粕率

其中，２０２０ 年猪肉消费量为 ４ ５５２ 万吨，自给率为 ９０％ ［７］ ；国内生产的猪肉的饲料转化率

为 ２．８７，猪饲料中的豆粕比例是 １７．６％，大豆出粕率为 ７７％ ［２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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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大豆增产潜力的测算结果

综合所有大豆增产情景（见表 ４） ，中国具备一定的大豆增产潜力，与 ２０２１ 年大豆产

量 １ ６４０ 万吨相比，增产潜力均值为 １ ０７９ 万吨，增幅为 ６５．８％；中位数为 ７９１ 万吨，增幅

为 ４８．２％。 增产潜力最高可达 ３ ６０４ 万吨，出现在开发撂荒地、盐碱地和大豆玉米带状复

合种植的综合情景高位方案中；增产潜力最小值为 ７６ 万吨，是常规性技术发展路径下单

产潜力提高情景中的 ２０２５ 年增产潜力。
如果遵循现阶段的常规性技术发展路径提升大豆单产，未来的增产潜力十分有限。

根据表 ４，在常规性技术发展路径下，基于 ２０１１—２０２０ 年单产增长率预测的单产所计算

出的大豆增产潜力较小，到 ２０２５ 年、２０３０ 年和 ２０３５ 年，大豆可以分别增产 ７６ 万吨、１７６
万吨和 ２８２ 万吨，相当于 ２０２１ 年大豆产量的 ４．６％、１０．７％和 １７．２％。 如果通过改进国内

大豆生产的技术效率提升单产，增产潜力可达 ９０６ 万吨。
对标国内国际领先水平，采取创新性甚至突破性的非常规手段提升国内大豆单产能

够释放较高的增产潜力。 在突破性创新发展路径下，如果国内大豆单产水平达到世界平

均水平，大豆增产潜力为 ７０２ 万吨；如果国内大豆单产水平达到产量最大国巴西水平，大

豆增产潜力为 １ １１５ 万吨；如果国内大豆单产水平达到世界领先的最高水平，大豆增产潜

力可达到 ２ ０７６ 万吨。 如果以黑龙江省“伙伴行动”千亩方示范田平均亩产为目标，全国

大豆增产潜力将达到 １ ５１６ 万吨。
充分挖掘各省耕地潜力是促进大豆增产的关键着力点。 在挖掘历史峰值潜力情景

中，如果按照历年各省最高播种面积和各省当前单产水平计算，大豆总产量能达到 ４ １０５
万吨，增产潜力为 ２ ４６５ 万吨。 守住不与主粮争地的底线，挖掘大豆的非传统耕地空间是

实现大豆增产的关键途径。 在扩大大豆种植面积情景中，推动撂荒地复耕种植大豆能够

带来 １２８—７９１ 万吨的增产潜力，开发利用盐碱地种植大豆能够带来 １２８—１ ２９８万吨的

增产潜力，推广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模式能够带来 ５８３—１ ５１５ 万吨的增产潜力。 如果

综合考察撂荒地、盐碱地和带状复合种植大豆的叠加增产效果，低位、中位和高位方案分

别增产 ８３９ 万吨、２ ２０１ 万吨和 ３ ６０４ 万吨，分别是 ２０２１ 年中国大豆产量的 ５１． ２％、１． ３
倍和 ２．２ 倍。

从需求侧引导降低大豆的饲用需求也可有效缓解生产端的增产压力。 其中，推动饲

用豆粕减量替代有更直接和显著的效果。 如果政策得力、措施到位，通过推广低蛋白日

粮技术、挖掘利用现有资源以及增加优质饲草供应，养殖业可以实现豆粕减量 ２ ３００ 万吨

以上，折合减少大豆需求 ３ ０００ 万吨，相当于等量大豆的增产 ［２２］ 。 相比之下，引导消费者

减少猪肉消费来实现食物消费结构转变对于疏解大豆饲用需求的压力也有一定成效，减

少 ９％、１３％和 ２４％的猪肉消费能够分别降低 ２６９ 万吨、３８８ 万吨和 ７１７ 万吨的大豆饲用

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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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大豆增产潜力的测算结果

增产情景 总产量 ／万吨 增产潜力 ／万吨 增产幅度 ／ ％
基准情景 １ ６４０ ０ ０．０
１．提高大豆单产水平情景

　 常规性技术发展路径下单产潜力提高

　 　 ２０２５年的单产预测值 １ ７１６ ７６ ４．６
　 　 ２０３０年的单产预测值 １ ８１６ １７６ １０．７
　 　 ２０３５年的单产预测值 １ ９２２ ２８２ １７．２
　 　 技术效率法测算单产 ２ ５４６ ９０６ ５５．２
　 突破性创新发展路径下单产潜力提高

　 　 世界单产均值 ２ ３４２ ７０２ ４２．８
　 　 世界单产极大值 ３ ７１６ ２ ０７６ １２６．６
　 　 世界产量大国单产 ２ ７５５ １ １１５ ６８．０
　 　 国内高产示范区单产 ３ １５６ １ ５１６ ９２．４
２．扩大大豆种植面积情景

　 挖掘历史峰值潜力

　 　 历年本省最高播种面积 ４ １０５ ２ ４６５ １５０．３
　 推动撂荒地复耕种植大豆

　 　 撂荒地种植大豆１ ０００万亩 　 　 （低位方案） １ ７６８ １２８ ７．８
　 　 撂荒地种植大豆３ ０００万亩 　 　 （中位方案） ２ ０２８ ３８８ ２３．７
　 　 撂荒地种植大豆６ ０８３万亩 　 　 （高位方案） ２ ４３１ ７９１ ４８．２
　 开发利用盐碱地种植大豆

　 　 盐碱地种植大豆１ ０００万亩 　 　 （低位方案） １ ７６８ １２８ ７．８
　 　 盐碱地种植大豆５ ０００万亩 　 　 （中位方案） ２ ２８８ ６４８ ３９．５
　 　 盐碱地种植大豆 １ 亿亩 　 　 　 （高位方案） ２ ９３８ １ ２９８ ７９．１
　 推广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技术

　 　 带状复合种植５ ０００万亩 　 　 　 （低位方案） ２ ２２３ ５８３ ３５．５
　 　 带状复合种植 １ 亿亩 　 　 　 　 （中位方案） ２ ８０５ １ １６５ ７１．０
　 　 带状复合种植 ２０％玉米面积 　 （高位方案） ３ １５５ １ ５１５ ９２．３
　 综合情景

　 　 撂荒地＋盐碱地＋带状复合种植 （低位方案） ２ ４７９ ８３９ ５１．２
　 　 撂荒地＋盐碱地＋带状复合种植 （中位方案） ３ ８４１ ２ ２０１ １３４．２
　 　 撂荒地＋盐碱地＋带状复合种植 （高位方案） ５ ２４４ ３ ６０４ ２１９．８
３．引导降低大豆饲用需求情景

　 推动饲用豆粕减量替代 — ３ ０００ １８２．９
　 引导食物消费结构转变

　 　 减少 ９％的猪肉消费 　 　 　 　 （低位方案） — ２６９ １６．４
　 　 减少 １３％的猪肉消费 　 　 　 　 （中位方案） — ３８８ ２３．７
　 　 减少 ２４％的猪肉消费 　 　 　 　 （高位方案） — ７１７ ４３．７
最大值 ５ ２４４ ３ ６０４ ２１９．８
最小值 １ ７１６ ７６ ４．６
均值 ２ ７１６ １ ０７９ ６５．８
中位数 ２ ４７９ ７９１ ４８．２

　 数据来源：作者测算。

四、大豆生产自给的路径和挑战

如果外部环境没有发生巨大变化，从增产潜力的测算结果来看，中国大豆自给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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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定的上升空间。 未来，提高大豆生产自给能力、确保大豆供给安全是一个长期性的

系统工程，在充分考量成本收益的现实条件下，需要科技创新、降本增效、需求引导等各

种措施互相配合，通过“组合拳”多维度发力来实现增产。 但是，提单产、扩面积、调需求

这三类增产情景都面临一系列挑战，在有限的资源条件下，经济成本和时间成本等可能

会制约大豆增产潜力的释放，需要规避“运动式”的增产方式，探索具有长期可持续性的

增产方案。
（一）采取创新性甚至突破性的非常规手段提升单产水平

从大豆生产的现实困境可以看出，大豆单产水平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以及巴西、美

国等世界主要大豆生产国。 本文提高大豆单产水平情景的测算结果也表明，常规性技术

发展路径下的大豆单产提升空间有限，对增产的贡献并不明显。 因此，提高大豆单产来

实现增产的必由路径是育种攻关，而且必须以世界领先水平为目标，采取创新性甚至突

破性的非常规手段提升单产，才能释放较高的增产潜力。
首先需要明确大豆育种的方向，推进原始性的创新育种，而非改进性状的修饰性育

种 ［２５］ 。 但是突破性的种业创新难度较大，不仅需要大量针对性的科研经费投入，而且需

要相关的人才培育和投入，更需要科研组织和科研人员保持高涨的热情和积极性，并付

出大量的精力和时间。 这是一种经济成本、精神成本和时间成本都较高的投入方式。 正

因为如此，更需要从大豆产业发展的顶层设计出发，创新大豆科技投入制度体系，形成长

期目标、长期投入、长期落实、长期保障的大豆育种创新发展模式，并作为大豆增产工程

的战略核心。 即使中短期内看不到成效，也要持之以恒地长期坚持下去。 同时，有效的

农业技术推广体系的创新也是必要的，通过科技小院等新型技术推广模式，让农民愿意

接受并种上高产的大豆种子。
还可以考虑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适当推广应用基因编辑等生物技术，尤其是大豆转

基因技术，推动转基因产业化。 要解决供需的结构性矛盾，仅仅执着于提高国内非转基

因且主要用于食用的大豆单产水平并不是最高效率的做法。 转基因大豆具有产量高、耐

性强等优良性状优势，可以实现大豆的增产、节本、增效，全球范围内转基因大豆的种植

比例已达 ７４％ ［２６］ 。 在国内放开转基因大豆的种植可以缓解供需总量及结构性矛盾，但

是推广种植转基因大豆面临的主要挑战是消费者的接受度问题。 目前，消费者对于转基

因食品的购买意愿不强，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对转基因制度不了解以及对转基因技术的认

知缺乏 ［２７］ ，如果转基因大豆产品在销售时遇冷，那么受损失的将是大豆整个产业链，包

括生产者、加工企业以及零售商，因此放开和推广的时机、方式、范围和对象都要慎重

考量。
（二）依靠农民积极性提升和技术创新挖掘多元耕地空间来扩大种植面积

从大豆生产的现实困境看，大豆播种面积增长疲软甚至下降的重要原因是农民的种

植积极性不高，其根源在于大豆较之其他竞争性作物的比较收益水平低以及农业保险的

保障水平不高。 本文挖掘历史峰值情景下增产潜力的测算结果表明，如果各省能够使大

豆播种面积提升至历史高位水平，将会释放较大的增产潜力；扩大大豆种植面积情景的

增产潜力结果显示，通过挖掘非传统耕地空间能够显著增加大豆产量。 因此，扩大大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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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植面积实现增产的关键在于挖掘两种耕地潜力：一是现有耕地空间；二是非传统耕地

空间。
在现有耕地基础上，应充分激励农民提高种植积极性来增加大豆种植面积。 可以通

过补贴等政策手段提高农民种豆的比较收益，尤其是确定大豆和玉米生产者补贴的合理

差额，使二者收益相当。 补贴措施在短期内可能产生明显的效果，但是长期则存在扭曲

市场的风险。 不管是 ２００２ 年开始的第一轮大豆振兴计划，还是 ２０１９ 年启动的第二轮大

豆振兴计划，实际政策效果并不理想，两轮大豆振兴计划都在实施两年后（ ２００５ 年和

２０２１ 年）出现大豆产量下降。 两轮大豆振兴计划失效的重要原因在于没有从根本上解决

比较收益低的问题。 如果大豆补贴提升过高，会造成较大的财政压力，经济性和可持续

性并不强。 长期来看，市场激励手段可能更合理，比如扩大大豆的农业保险覆盖范围、降

低农民收益风险。 需要警惕的是，现有耕地范围内扩种大豆涉及的是农业生产结构调整

问题，大豆种得多就会挤占其他农作物的种植空间。 “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是

底线要求，大豆供给安全的重要性排在第二梯度。 因此，一定要牢牢守住不与主粮争地

的底线，不能为了扩种大豆而减少主粮的供给。 同时，还需注意农民种植大豆增产后的

“卖豆难”问题，如果不能生产出有竞争力的大豆，没有市场和销路，最终受损失的还是农

民，同样也是不可长期持续发展的。
要依靠技术创新挖掘非传统耕地空间来扩大大豆种植面积。 一是推动撂荒地复耕种

植大豆。 虽然全国范围内撂荒地的面积较大，但是大多数零散破碎且质量低下，受土质

和水资源制约性强，而且生态环境较为脆弱 ［２８］ ，复耕利用的难度大、成本高。 可能需要

重点瞄准近期可供开发利用的、撂荒地面积大且集中连片程度高的地区开拓大豆种植。
二是开发利用盐碱地种植大豆。 盐碱地也属于后备耕地资源的一种，其开发利用同样具

有难度，而且相比于撂荒地对于大豆品种的要求更高，需要开发拥有耐盐性状的大豆品

种，同时也需要创新与盐碱地相配套的栽培技术。 三是推广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模

式。 该技术模式较好地解决了大豆和玉米协同发展问题，可以“玉米不减产、多收一茬

豆” ，实现增产、节肥、增效和绿色可持续发展，具有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 但是，
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模式需要与之精准匹配的作物品种、栽培技术、农业机具。 大豆

品种需要耐荫性强，玉米品种需要紧凑型，耕种收的机械设备都有特殊要求。 这意味着

投入成本较高，明显更适合规模经营者，对于小农户而言则需要完备的农业社会化服务

体系来推动。
（三）从需求端入手调节供需矛盾来缓解生产侧增产压力

大豆作为饲料和榨油原料，在大食物观下肩负着保障国家食物安全的重任。 客观来

讲，世界大豆供需和贸易格局是由各国大豆生产的资源禀赋和国际竞争力所决定的。 在

经济学视角下，中国大豆之所以形成当前的生产和贸易结构是国际大豆供需均衡的结

果，是由市场决定的，符合市场规律，在供给侧尤其是生产侧的调控并不是一种帕累托改

进。 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通过增产实现生产自给从而确保供给安全，但是却损失了效

率和利润，并有可能扭曲市场。 大豆的生产困境是相对于需求端持续增长的需求压力而

言的，因此，从需求端入手，通过压缩大豆需求来降低生产侧增产压力，可以有效缓解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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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矛盾，这种方法能够有效减少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成本。
豆粕是畜禽养殖饲料的蛋白来源之一，通过推广低蛋白日粮技术、挖掘利用现有资

源以及增加优质饲草供应等措施，推动饲用豆粕减量替代，是降低大豆饲用需求的重要

措施。 但是这一系列措施对于其他非传统蛋白资源的要求较高，既要保证安全性和有效

性，还要实现生产的低成本化和规模化。 前期高强度的科研投入和中期的实践应用都需

要较高的经济成本和时间成本。 同时，低蛋白日粮技术的推广难度大，该技术意味着饲

料粮需要精准配方和精细加工，无疑会增加生产成本，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饲料生产

企业对于该技术的接受度存在不确定性，需要探寻有效的宣传方式和推广体系。
大食物观下大豆供给问题起源于居民日益增长的多元化和向动物蛋白转型升级的饮

食需求。 在合理范围内适当减少猪肉消费对于降低大豆饲用需求有一定的效果。 中国

是猪肉第一大消费国，从营养价值上来看，猪肉的脂肪和胆固醇含量高，如果能够在合理

范围内适当降低猪肉消费量，同时增加全谷物、蔬菜、水果等植物类食物的消费量，能够

产生“三赢”效果：一是降低大豆的饲用需求，缓解大豆的供需矛盾；二是有利于改善消费

者营养健康状况，缓解超重、肥胖蔓延趋势；三是有利于减少对气候环境的负面影响，缓

解气候恶化形势 ［２９－３０］ 。 但是，食物消费结构调整不可能是管制型或者禁止型手段，而只

能是倡导型措施，比如通过广告宣传、标识标语等措施引导消费者饮食转型。 然而，中国

人已经形成了食用猪肉的膳食习惯，而且猪肉消费也已经根植于中华传统饮食文化，大

量中国式烹饪菜品都涉及猪肉，调减猪肉消费并不容易；并且，猪肉消费的降低会在一定

程度上损害猪肉产业链上游和中游利益相关者的利益。 因此，无论是站在消费者福利的

立场还是考虑生产者利益，都需要在引导猪肉消费调整时把握好力度和速度，做好中长

期战略规划，科学合理地进行宣传和倡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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