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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从全球大豆供需格局上来看，尽管中国对美豆加征关税，改变的只是大豆的贸易流向，但

是并没有改变全球大豆的整体供需格局，当前，全球大豆库存1.15亿吨，库存使用比22.7%，

处于历史同期高位。预期明年巴西会继续增加大豆种植面积，阿根廷产量恢复到5500万吨，整

体全球大豆供需依然维持宽松格局。 

从国内大豆情况来看，预期18/19年国内大豆进口量低于17/18年度，在国家严查转基因大

豆流入食品领域的情况下，对国内大豆构成支撑。而另外一方面，黑龙江省大豆补贴每亩320

元，按照每亩产量300斤计算，相当于每吨补贴2134元，大豆与玉米种植效益相当，如果明年

大豆补贴能够尽早出台，预期明年大豆播种面积将会增加，在大豆供给增加而需求稳定的情况

下，明年大豆价格会存在一定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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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11章章    国产大豆行情回顾 

图 1.1.1：国产大豆行情走势 （单位：元/吨） 

 

数据来源：WIND南华期货研究所  

2018 年，国内豆一期价总体呈现上涨——下跌震荡——单边下跌走势，主要受到的影响因素包括

阿根廷干旱减产、中美贸易摩擦、大豆补贴政策、临储拍卖以及天气因素等方面的影响。 

上涨阶段（2018年 1月—2018年 4月），豆一期价主要受到阿根廷大豆减产带动，USDA4 月份供

需报告数据显示，阿根廷大豆减产同比超过 1000 万吨，美豆期价大幅上涨，国内豆粕价格跟涨，进而

带动国产大豆期价上涨。同时，中美经贸关系紧张也是推动大豆价格上涨的一个重要原因，4 月 3 日，

美国正式提出要对中国 500 亿商品加征关税，4 月 4 日，中国公布对美国 500 亿商品加税清单，其中

包括大豆，受此消息影响，大豆 1月合约期价创出 4177的高点，这也是大豆本年的的最高点，之后持

续回落。 

下跌震荡阶段（2018 年 4 月—2018 年 10 月），这个阶段豆一期价受到的影响因素较多，一是中

美经贸谈判，5月 3日，中美经贸代表在北京举行第一轮谈判，5 月 15日，中美经贸代表在华盛顿举

行第二轮谈判，6 月 2 日，中美经贸代表在北京举行第三轮谈判，期间有缓和有矛盾，整体豆一期价

亦有反复，但总体呈现震荡偏弱格局。二是受到国家政策的影响，国家通过政策进一步引导增加大豆

播种面积，粮油信息中心预计国内大豆播种面积将会增加 8.8%，同时国家将进一步提高大豆生产者补

贴。三是国家临储拍卖，期间一共进行 20次拍卖，累计成交 200.69 万吨，大豆供给压力增加，需求

疲弱，大豆注册仓单量持续增加，大豆期价维持震荡偏弱走势。 

单边下跌阶段（2018年 10月—2018 年 12 月），这一阶段主要受到的影响因素包括，一是大豆生

产者补贴确定，大豆每亩补贴 320 元，补贴幅度超出市场预期，大豆和玉米种植效益相当。二是中美

领导人在 G20 峰会期间举行会谈，双方一致同意双方就经贸问题达成共识，停止相互加征新的关税。

双方在接下来的三个月之内继续加紧磋商，一旦达成协议，今年以来加征的所有关税，都可能取消，

但是如果三个月无法达成协议，美方将会继续加征关税。从美国方面发表的声明来看，中国已经同意

立即从美国农民手中购买农产品。三是大豆集中上市，面临一定的收割压力。此阶段受到以上一些因

素的影响，豆一期价整体呈现单边下跌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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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22章章    国产大豆价格影响因素分析 

2.1 中美贸易摩擦 

中国 2017 年大豆进口量超过 9500 万吨，而国内大豆产量仅有 1500 万吨左右，国内大豆需求严重

依赖进口，大豆进口依存度达到了 86%以上。中国大豆进口主要来源于巴西、美国和阿根廷，其中巴

西大豆进口占比 53%，美国大豆进口占比 34%，阿根廷大豆进口占比 6.9%。 

2018 年，中美经贸经贸关系是贯穿全年的炒作题材，分阶段来看，大概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一是中美经贸紧张关系开始升级阶段，大豆期价上涨。在 2018 年 3 月 23日，特朗普在白宫宣布，

依照对中国的“301 调查”结果，美国政府每年将向中国 500 亿商品征收关税，具体征税日期另行公

布；2018年 4月 4日，中国政府宣布将对原产于美国的大豆等农产品、汽车、化工品、飞机等 106项

进口商品对等采取加征关税措施，税率为 25%，涉及 2017 年中国自美国进口金额约 500亿美元，具体

执行日期另行公布。贸易紧张局势开始升级，国内大豆期价在 2018 年 4 月 9 日，主力 1 月合约涨至最

高 4177元/吨。 

二是贸易谈判阶段，5 月到 6 月期间，双方一共进行了三轮谈判，分别 5 月 3 日，中美经贸代表

在北京举行第一轮谈判，5 月 15日，中美经贸代表在华盛顿举行第二轮谈判，6 月 2日，中美经贸代

表在北京举行第三轮谈判，其中在第二轮谈判后，双方发表声明，表示缓和经贸关系，期间大豆期价

持续下跌，豆一 1月合约期价最低到 3634 元/吨。 

三是加征关税实质性实施阶段。2018 年 7 月 6 日，美国特朗普政府正式对中国进口 340 亿商品加

征关税，中国与同日对等实施关税加征措施，至此，中美贸易摩擦进入到实质性征收关税阶段。8 月

23日，美国特朗普政府正式对 160 亿商品加征关税，至此，加征关税规模扩大到 500 亿美元。随后中

美加征关税规模继续扩大，2018 年 7月 11 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对 200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 10%

关税，9 月 24日生效。中国对美国进口 600亿商品加征 5%和 10%不等的关税。在此期间，盘面对于贸

易紧张关系敏感度有所下降，豆一 1月合约期间总体在 3560—3800元/吨之间震荡。 

四是中美经贸关系缓和阶段。2018 年 12 月 1 日，G20 峰会中美元首会晤，双方就经贸问题达成共

识，停止相互加征新的关税。美方原先对 2000亿商品加征关税，2019年 1月 1日仍维持在 10%，而不

是此前宣布的 25%。双方在接下来的三个月之内继续加紧磋商，一旦达成协议，今年以来加征的所有

关税，都可能取消，但是如果三个月无法达成协议，美方将会继续加征关税。从美方发表的声明来看，

中国已经同意立即从美国农民手中购买农产品。整体对国内大豆期价影响偏空，12 月 3日国内大豆 1

月合约创出年内低点 3281元/吨。 

中美经贸关系是贯穿全年的炒作题材，双方在三个月之内会继续磋商，未来中国进口美豆数量以

及是否取消关税，对国内大豆价格都将产生影响。 

2.2  政策性影响 

在中美贸易摩擦背景之下，国内接连出台了鼓励大豆种植方面的政策，其中黑龙江省于 4 月 28

日下发通知，要求今年增加 500 万亩大豆面积，并在已安排 1150万亩轮作试点任务的基础上，再增加

200 万亩耕地轮作试点面积进行扩种大豆，补贴标准为每亩 150 元，重点推进玉米与大豆轮作。并且

把增加种植面积任务具体分解到各个地市，推进落实。吉林省长春市农业委员会发布《关于迅速落实

2018 年大豆种植面积任务的紧急通知》，其中强调：“将扩大大豆种植面积作为当前农业生产的首要政

治任务。” 

国家为了进一步引导种植结构调整，进一步加大大豆生产者补贴力度， 2018年 4 月 3日农业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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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部与财政部联合下发文件提出，每亩大豆生产者补贴标准高于玉米生产者补贴标准 100 元以上，大

豆生产者补贴达到每亩 200元以上，玉米生产者补贴每亩 100 元以下。 国家粮油信息中心预计今年大

豆播种面积同比增加 8.8%，农业部预计今年大豆播种面积增加 8.5%。从盘面上来看，受到大豆播种面

积预期增加影响，整体大豆期价在 4月份持续下跌。 

2018 年 11 月 8 日，黑龙江大豆生产者补贴确定，每亩补贴 320元，按照 300 斤/亩来核算，相当

于一斤补贴 1.067元，一吨补贴 2134元。大豆补贴超预期，在大豆补贴确定之后，大豆期价整体呈现

下跌走势。 

图 2.2.1：近 5年大豆补贴 

 

数据来源：WIND南华期货研究所  

2.3  大豆临储拍卖 

6 月 14日，国家开始启动大豆临储拍卖，截止到 10 月 30日，一共进行了 20次拍卖，计划拍卖

总量 566万吨，实际成交数量 200.69 万吨，成交比例 35.44%，成交均价 3036 元/吨。 

从成交比例来看，平均成交比例 35.44%，整体成交率较低，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大豆质量

的问题，二是大豆供给压力增大，现货市场需求疲弱。分月来看，大豆在 9 月和 10 月平均成交率达到

了 81%，这两个月份大豆成交率增加的主要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 9 月份开始大豆拍卖数量

下降到 10 万吨；二是受到中国停止采购美豆影响，市场预期四季度国内大豆原料趋紧，带动大豆拍卖

热情；三是 9 月初开始，豆一期价上涨，1 月合约最高涨到 3879 元/吨，现货商拍卖热情增加，部分

现货商拍卖临储大豆做交割，同时，由于国内豆粕价格上涨，国产大豆压榨利润增加，部分油厂也增

加了大豆拍卖。 

图 2.3.1：临储大豆拍卖成交量及成交价 （单位：吨、元/吨） 

 

数据来源：WIND南华期货研究所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免责条款部分 7 

2.4  大豆注册仓单 

2018 年，国内大豆注册仓单量自 3 月份以来持续增加，目前大豆注册仓单量 4.2 万手，处于 5

年历史同期最高水平，同比增加 2.3万手。 

大豆注册仓单量创新高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原因：一是由于 17/18 年大豆增产，现货需求疲弱，

大豆库存增加；二是 2018 年国储大豆拍卖，部分现货商拍卖国储大豆交割；三是受到中国对美豆进口

加征关税、黑龙江局部地区遭受早霜伤害造成减产影响，大豆期价阶段性上涨，为现货交割提供机会。

以上几方面原因造成今年大豆注册仓单量持续创新高。 

由于大豆仓单需要在每年 3月份注销，所以 1 月合约面临较大的交割压力，从大豆 1/5价差上也

可以反映 1 月合约面临的压力，截止到 12月 4日，大豆 1/5价差达到-221，大豆注册仓单量较大是大

豆 1月合约走弱的一个主要原因。 

图 2.4.1：国产大豆注册仓单（单位：手） 

 

数据来源：WIND南华期货研究所  

从实际交割数量来看，截止到 11 月合约到期，2018 年共交割大豆数量 3.9 万手，其中 1 月合约

和 5月合约交割数量较大。对比去年交割情况来看，2017 年交割大豆数量 2.7万手，2018年交割数量

同比增加 1.2万手。 

图 2.4.2：国产大豆实际交割数量（单位：吨） 

 

数据来源：WIND南华期货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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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黑龙江省霜冻灾害 

内蒙古东北部和黑龙江西北部森林草原区发生初霜冻（9 月 7 日-9 日），其中，今年黑龙江地区

早霜比往年早来了 2~15 天，9日凌晨黑龙江大兴安岭地区、内蒙古呼伦贝尔地区预计会出现重度霜冻，

农区中的黑河、伊春北部、齐齐哈尔北部局地有轻霜，其中海拔较高的地区有霜冻。8-9 日，大兴安

岭大部有霜冻，黑河、伊春北部、齐齐哈尔北部局地有轻霜。对大豆单产造成不利影响。 

    分地区来看，海伦地区受灾不严重,早霜对大豆影响小。嫩江县大豆产量影响较大，严重的地方减

产 1/3-1/4，青豆占比 50-70%。内蒙古北部地区受灾情况极为严重，南部相对较好，但种植面积较少，

当地共 22万亩耕地，其中种植玉米的面积达 12 万亩，水稻有 8万亩，大豆种植仅有 2 万亩。北部鸿

雁地区青豆比例达 1/3，同比减产 40%-50%，北部山区受灾更加严重，大杨树地区青豆比例达 70%左右，

反而南部地区今年大豆受灾并不明显，亩产达 350-360斤，往年在 400 斤左右。 

总体上来看，霜冻对于黑河以及内蒙古北部地区影响较大，整体减产幅度预计占到黑龙江大豆产

量的 7%。2018 年 9 月 10 日，大豆 1月合约涨停。 

图 2.5.1：国产大豆受霜冻情况 

 

数据来源：新闻图片  

 

第第33章章     国产大豆市场解析与展望 

3.1  预计 18/19年国产大豆期末库存转向平衡 

根据国家粮油信息中心报告，预期 18/19 年国内大豆种植面积 889 万公顷，同比增加 64.5 万公

顷，由于播种面积增加，预计产量 1620万吨，同比增加 91.8 万吨。 

一直以来，国产大豆需求维持稳定。国产大豆主要用于食品加工消费，食品消费占国产大豆消费

量的 85%以上，包括直接食用的豆腐、豆芽、豆浆等，也包括深加工的大豆蛋白粕、酱油消费，每年

增长的幅度 30-60万吨,国粮中心预计 18/19年度国内大豆工业及食用消费量 1500万吨。 

12月国家粮油信息中心报告显示，预计 18/19 年国内大豆进口量 8400 万吨，环比下降 970万吨。

这个预测数据是在中国对美国大豆加征关税，中国停止进口美豆情况下的预测数据。但是，近期中国

恢复采购美国大豆，美方数据显示中方已采购 296 万吨，此前市场传言本轮进口或达到 500-800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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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我们推算 18/19年国内大豆进口量预计提升到 8400-9000 万吨之间。因而，在 18/19年度在大豆

进口量相较之前预期增加，下游国产大豆消费稳定的情况下，预计 18/19 年度国内大豆供需将略趋向

平衡。 

图 3.1.1：国产大豆平衡表（单位：万公顷、吨/公顷、万吨） 

 

数据来源：国家粮油信息中心  

从国内大豆进口量来看，预期 18/19年度大豆进口量会低于 17/18 年度，主要原因包括：一是今

年受到中国对美豆加征关税影响，中国已经提前进口了大量巴西大豆，当前国内大豆库存处于历史同

期高位；二是由于巴西新作播种进度非常快，收获提前；三是中国即使在进口美豆的情况下，是否取

消关税仍然存在不确定性，如果不取消关税，一定会限制国内采购热情；四是国内非洲猪瘟疫情持续

发酵，影响生猪补栏，预期国内蛋白消费下降。 

图 3.1.2：中国大豆进口量（单位：吨） 

 

数据来源：WIND南华期货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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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关注中美经贸谈判 

G20峰会中美领导人会晤，双方就经贸问题达成共识，停止相互加征新的关税。美方原先对 2000

亿商品加征关税，2019 年 1 月 1 日仍维持在 10%，而不是此前宣布的 25%。双方在接下来的三个月之

内继续加紧磋商，一旦达成协议，今年以来加征的所有关税，都可能取消，但是如果三个月无法达成

协议，美方将会继续加征关税。从美方发表的声明来看，中国已经同意立即从美国农民手中购买农产

品。 

中国采购美豆已经取得了实质性进展，2018年 12月 12 日中国恢复采购美豆，市场消息显示中国

一共采购了 296 万吨美国大豆，市场预期中国会采购 500-800万吨大豆。据彭博社消息显示，美国和

中国计划在明年 1 月举行贸易会谈，争取在最后期限前达成协议。谈判结果对于后期大豆期价走势会

产生较大影响。 

中美贸易谈判方面的信息依然会对明年大豆走势产生较大影响，如果双方谈判顺利，中国放开美

豆进口，同时取消关税，则国内大豆供需缺口将不复存在，预期 2019 年 1 季度大豆期价存在压力，2

季度低位震荡。如果双方谈判不顺利，关税仍然保留，或者中国少量购买美豆，并没有完全放开美豆

进口，则到明年年初国内大豆将维持紧平衡，预期 2019 年 1季度大豆期价偏强运行，2 季度价格重心

下移。 

3.3  国产大豆播种面积预期增加 

根据国家粮油信息中心预计 18/19 年大豆种植面积 889万公顷，其中黑龙江省 405 万公顷。由于

今年公布大豆生产者补贴 320 元/亩，大豆种植效益显著提高，农民明年种植大豆意愿增加。同时，受

到今年中美贸易摩擦影响，预期国家将继续鼓励增加大豆种植面积，提升大豆自给率。 

预期明年大豆播种面积增加，这对明年大豆行情会产生比较大的影响，由于国产大豆消费需求相

对稳定，在大豆播种面积增加、产量增加的情况下，大豆价格会面临较大的压力。 

当然，明年大豆种植面积的增幅，还是等待明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引以及相关政策的出台。介于今

年 4 月低的补贴政策出台较晚，农民基本完成农资准备，因此影响政策落实和扩种大豆，如果明年的

大豆补贴能够尽早出台，那么，跟随政策指引的国内大豆播种面积会增加。 

3.4  国产大豆行情展望 

从全球大豆供需格局上来看，尽管中国对美豆加征关税，改变的只是大豆的贸易流向，但是并没

有改变全球大豆的整体供需格局，当前，全球大豆库存 1.15 亿吨，库存使用比 22.7%，处于历史同期

高位。预期明年巴西会继续增加大豆种植面积，阿根廷产量恢复到 5500 万吨，整体全球大豆供需依然

维持宽松格局。 

从国内大豆情况来看，预期 18/19年国内大豆进口量低于 17/18 年度，在国家严查转基因大豆流

入食品领域的情况下，对国内大豆构成支撑。而另外一方面，黑龙江省大豆补贴每亩 320 元，按照每

亩产量 300 斤计算，相当于每吨补贴 2134元，大豆与玉米种植效益相当，如果明年大豆补贴能够尽早

出台，预期明年大豆播种面积将会增加，在大豆供给增加而需求稳定的情况下，明年大豆价格会存在

一定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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