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容索引】 

协会工作 

关于申报2024黑龙江大豆油脂企业10强、黑龙江大豆精深加工企业10强的通知 

形势分析 

国储拍陈增加供给 东北欲涨时机欠佳 

我国大豆进口提高近20% 主要原因找到了！ 

市场行情 

现货市场 

拍卖信息 

行业资讯 

黑龙江春耕生产已取得决定性胜利即将全面告捷 

全国大豆大面积单产提升工作推进会在吉林召开 

大豆种植引来外省“取经人” 

龙江大豆 何以群星璀璨？ 

国际资讯 

【USDA报告】美国大豆周度出口销售报告 



 

 

会员

周刊 
 

美国对华大豆出口统计：对华大豆销量同比降低23.3% 

 

  



 

 

会员

周刊 
 

协会工作  

关于申报2024黑龙江大豆油脂企业10强、黑龙江大豆精深加工企业10强的通

知 

2023年，我会与黑龙江省企业联合会、省社会科学院、黑龙江日报报业集团首次推出2023

黑龙江大豆油脂企业10强、黑龙江大豆精深加工企业10强榜，榜单与黑龙江企业100强、制造

业企业100强、服务业企业100强共同发布得到了各级政府、企业界、新闻界等社会各界的广泛

关注和肯定。今年，我会决定继续开展2024黑龙江大豆油脂企业10强、黑龙江大豆精深加工企

业10强榜。 

点击链接了解活动详请：https://mp.weixin.qq.com/s/0MV0D6JCg65ZjCoej_V00g 

 

 

 

 

形势分析 

 

国储拍陈增加供给 东北欲涨时机欠佳 

按照往年惯例，此时东北春种加上随后的春管，收购市场的“半休市”及基层豆源见底，

同时终端市场虽进入转化淡季，但也或多或少会适度增仓，使得东北豆市明显上涨；而现阶

段因关内豆市大幅走低，价格优势明显取代了大量的东北豆市场份额，总流量明显减少。山

东蛋白企业就近大量采购苏、豫、皖“二等豆”，而东北产区蛋白企业却“口渴腹饥”，此

时国储陈豆拍卖价格正合这些企业的“胃口”。 

上周国储国产大豆竞价采购投标2.48万吨，因其仍保持之前4650元/吨的采购价，其结果

继续全部流拍。5月16日，国家粮食交易中心计划拍卖52.3万吨进口大豆，仅成交1.0035万吨

，成交价仅3870元/吨，充分说明国内油脂企业需求没有受到外部因素而提振。5月17日，国

储挂拍0.8万吨产于2020年的国产陈豆，标的为穆棱市，其底价保持之前流拍的4500元/吨不

变，国储挺价意向明确；而蛋白企业对现货价格又难以适应，经竞价后全部成交，成交均价

4550.84元/吨，溢价50.84元/吨。 

https://mp.weixin.qq.com/s/0MV0D6JCg65ZjCoej_V00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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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0日，国储继续进行新季大豆竞价采购，计划采购2.48万吨，全部流拍；竞采底价

4650元/吨，未调整；标的交收地绥棱、敦化，质量要求蛋白含量≥38%。之后单向拍卖将持

续进行，食品豆和蛋白企业各有各的选择渠道，但供应量增加短期内会抑制现货行情上涨。 

东北产区大豆收购市场明显清淡，贸易商库存日渐减少，优等高蛋白豆源报价上涨40～

60元/吨，而40%～41%蛋白含量塔选商品豆装车报价平稳，上涨区域主要在黑龙江东部，中西

部及内蒙古产区主流价格稳定。至上周末，黑龙江东部41.5%～42%蛋白含量的塔豆主流报价

4960～5040元/吨，同类豆源与中西部及内蒙古莫旗、阿荣旗等地持平，但这些地区的运输费

率综合略低于黑龙江东部地区60～80元/吨。东部地区43%～44%高蛋白商品豆部分需求主体价

格略有上涨，但分离出的大粒型商品豆因蛋白含量较低，6.5长孔规格装车报价仅4760～4900

元/吨；当前各区域40%～41%蛋白含量的塔选商品豆主流价格4740～4900元/吨，流入同一终

端市场的价格基本一致。 

当前黑河口岸入关的俄罗斯大豆多为高蛋白豆源，44%～45%蛋白含量净粮装车价5100～

5160元/吨；东宁口岸43%左右蛋白含量居多，净粮主流装车价4900～4960元/吨。虽然市场流

通量不是太多，但会等量减少国产豆需求，对东北大豆行情产生一定抑制作用。 

由于气候原因，吉林和黑龙江东部地区播种进度稍有延迟，基层剩余的少量豆源出售也

随之推后，短期内收购市场依然清淡，收不及出的现象令贸易主体对后市产生看涨心理。由

于下游市场大量增补关内豆源，对东北豆的“少进慢补”将拉长供应周期。 

来源：粮油市场报 



我国大豆进口提高近20% 主要原因找到了！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24年4月份我国大豆进口量为857.2万吨，比3月份的554万吨增长

54.7%，比去年4月份的719.7万吨增长18%。2024年1月至4月我国共进口大豆2715万吨，比上

年同期的2795万吨减少80万吨，减幅2.9%；1月至4月大豆进口成本为546美元/吨，比去年同

期的659美元/吨下跌17.2%。按照市场年度来看，2023/2024年度迄今（2023年10月至2024年

4月），我国大豆进口总量为5005万吨，比上年同期减少0.2%，月度平均进口量为715万吨。 

大豆进口量减少的主要原因：一是养殖业持续扩张导致生猪供过于求，亏损不断增加，

今年农业农村部发布新版生猪产能调控实施方案，将能繁母猪存栏合理目标水平从4100万头

下调至3900万头，这是自2021年设定目标以来首次下调，或将影响今年饲料行业对大豆产品



 

 

会员

周刊 
 

的需求。二是由于豆粕价格仍然较高，相比菜粕、葵粕等性价比优势减弱，加之今年进口菜

籽、菜粕和进口葵粕数量明显增加，前期杂粕的大量替代也挤压豆粕消费空间。 

来源：粮油市场报 

 

 

市场行情 

 行情概述 

 

本周，黑龙江地区春耕工作即将全面高捷，据悉黑龙江农户手中余粮一成左右，其中中部

和东部部分市县手中余粮不足一成，农户手中余粮已经见底，东北大豆的售粮进度减慢。本周

大豆现货价格出现小幅反弹，但整体波动不大。今日拍卖全部成交，对稳定价格起到一定支撑

，后续关注国储大豆的拍卖情况。 



 拍卖信息 

 

1、5月20日中储粮采购23年大豆24800吨，绥棱、敦化采购底价4650元/吨、全部流拍零成

交！ 

2、5月23日国储大豆计划竞价采购24800吨。绥棱、敦化顶价为4650元/吨，全部流拍。 

3、5月23日进口大豆共计投放893227.7吨，年限2021、2022年，标的分布：福建、山东、

河北、天津、广西、辽宁、湖南、湖北、江西、四川。拍卖底价为4000-4270元/吨，实际成交

149319.14吨，成交率16.72%，成交均价4129.1元/吨。 

4、5月24日中储粮网计划拍卖20年国产大豆6337吨，全部成交，成交均价4578元/吨，溢

价10-70元/吨。拍卖底价4550元/吨，标的存储在绥棱、嫩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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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资讯 

 

黑龙江春耕生产已取得决定性胜利即将全面告捷 
 

据悉，自黑龙江春耕启动以来，全省各地认真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春季农业生产

的部署要求，坚持早启动、高标准、快推进，全力抢农时、抓进度、强指导，扎实抓好春耕

生产各项任务落实，各种农作物均播（插）在了最佳丰产期，打好打赢了夺取今年农业丰产丰

收的第一仗。 

5月22日18时农情调度显示，全省旱田作物播种基本结束，播种进度比常年提前3-5天，

旱田生产已转入田间管理环节；水稻插秧已超92%，已进入收尾阶段，进度较去年快11.2个百

分点，预计5月25日全部告捷。 

来源：黑龙江省农业农村厅 



全国大豆大面积单产提升工作推进会在吉林召开 

 
近日，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在吉林省松原市召开全国大豆大面积单产提升工作推进

会，会议代表观摩了前郭县大豆“水肥一体化”、垄上四行精量播种等高产技术，以及高油

高产大豆品种、种子包衣等示范现场，开展技术培训，交流各地工作，部署重点工作。  

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贯彻落实中央一号文件的

部署要求，深刻认识巩固大豆扩种成果、提升大豆产能和自给率的重要性。在大豆春播和夏

播关键时期，强化政策宣传引导，加强技术指导服务，调动种豆积极性，稳定播种面积。  

会议强调，各地要聚焦大豆大面积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县，集成推广大垄密植、种子包

衣、根瘤菌菌剂接种等高产稳产技术，加快破解制约大豆单产提升的短板弱项，带动大面积

大范围均衡增产。全力实施好大豆单产提升工程，创新工作机制，探索技术路径，加强跟踪

评估，做好总结宣传，确保各项工作开好局、起好步，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会议要求，各地要按照“一年示范、两年巩固、三年提升”的工作要求，紧盯播种、施

肥、除草、收获四个关口，进一步提升带状复合种植技术和装备到位率。要组织实施好高油

高产大豆推广应用“十百千”行动，因地制宜推广适合本地的高油高产品种，坚持小面积高

产攻关和大面积推广相结合，在整建制推进县重点打造一批高油高产大豆千亩示范方，加快

高油高产品种推广应用。  

会议邀请中国农科院作科所和油料所专家作专题报告。吉林、黑龙江、山东、四川4省农

业农村厅及内蒙古科右前旗、安徽太和县负责人作交流发言。国家发展改革委、农业农村部

相关司局单位负责人，全国23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北大荒农垦集团的代表参

加会议。 

来源：农业农村部新闻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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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豆种植引来外省“取经人” 

 
日前，来自14个省（自治区）的农业专家齐聚桦南县梨树乡民主村大豆大垄密植示范基地

，观摩了大豆耕种机械化操作流程。 

桦南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副主任鲍海波介绍说：“130厘米大垄垄上四行播种，种肥距种

下5厘米，底肥距种下15厘米，保肥、保水提高大豆产量5%到10%。” 

据悉，今年，民主村大豆大垄密植示范基地种植大豆1000亩，推广应用测土配方、分层

施肥、无人机统防等技术，提升大豆产量和品质。 

来自全国各地的农业专家和学者还参观了桦南县大豆药剂拌种现场，观摩了大豆种子包

衣、根瘤菌接种两项先进技术。湖北省植物保护总站站长郭子平现场参观后说：“黑龙江不

愧是产粮大省，农业技术推广、机械化生产水平等都走在了全国前列。我们努力学习黑龙江

的经验，推广大豆种子药剂包衣技术，提高我们的大豆生产水平。”安徽省植物保护总站防

治科科长邱坤说：“安徽这几年根腐病呈上升趋势，我们通过这次观摩学习，把好技术带回

去，在我们省推广应用。” 

来源：黑龙江省农业农村厅 

 

龙江大豆 何以群星璀璨？ 

20日，本届哈洽会“黑土优品”展销活动迎来了第三场主题日活动：黑土优“豆”“豆

蔻年华”。 

活动现场，海伦大豆、黑河大豆、克山大豆、九三大豆……龙江大豆群星璀璨。何以至

此？记者在与参展商们的交流与现场观察中找到了答案。 

甘南县霁朗米业有限公司总经理高永红介绍，黑龙江大豆含有丰富的油脂、氨基酸，蛋

白质和脂肪含量高，口感好，易为人体吸收，故有“植物肉”的美称，是加工大豆食品的优

质原料。他认为，美味的关键离不开良种的加持。 

黑龙江拥有国家大豆品种改良中心和全国唯一国家级大豆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大豆品种

资源丰富，满足不同地区、不同环境条件的种植需求，相继育成和推广了“合丰号”“黑河

号”“黑农号”等多个系列优异大豆新品种。 

“神奇的黑土地，金色的大豆。”农垦龙王食品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介绍，龙王食品种

植基地坐落于“寒地黑土”核心区的绥化市境内，数百万年积淀的腐质黑土层，有机质含量

是黄土和红壤的十倍、土壤肥沃、土质疏松，以最适宜农耕闻名于世。 

食为政首，“地”为粮基。黑龙江地处世界三大黑土带之一，有机质含量丰富，为大豆

生长提供了充足的能量与养分。这里冬季冰雪覆盖，休耕期超过6个月，规模病虫害鲜有发生 

绿色生态是黑龙江最亮底色，绿色大豆也成为“黑土优品”的一张闪亮名片。“海伦大

豆”平均硒含量66微克/公斤，富硒率达100%，具有极高的营养食品开发价值。此外，“黑河

大豆”“克山大豆”“九三大豆”等区域公用品牌同样享誉国内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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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哈尔滨国际会展中心E馆“黑土优品”运营展示中心，集中展示了省内获得“黑土优品

”授权的各种“拳头产品”：豆腐、豆奶、豆节、馅料、素汉堡坯、素鸭脖……让人不禁感

叹：留住豆香味的方式原来不止一种。 

“龙王作为黑龙江本土大豆产品深加工企业，对这次展会非常重视，龙王豆浆是肯德基、

真功夫、五谷磨房等知名品牌的供应商。”黑龙江省农垦龙王食品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说。 

来源：龙江新闻·黑龙江日报 

 

 

国际资讯 

 

【USDA报告】美国大豆周度出口销售报告 

  截至2024年5月16日当周，美国2023/24年度大豆净销售量为279,400吨，比上周高出5%

，但是比四周均值低了15%。主要买家包括日本(73,500吨,其中50,000吨转自未知目的地，另

有销售量减少100吨),未知目的地(70,700吨),埃及(55,000吨),哥斯达黎加(31,500吨),以及

印度尼西亚(25,300吨,其中另有销售量减少100吨),但是对泰国的销售量减少44,500吨，对墨

西哥的销售量减少3,300吨。2024/25年度净销售量为65,500吨，销往未知目的地(60,000吨),

印度尼西亚(6,000吨),中国台湾(5,000吨),以及日本(100吨),但是对马来西亚的销售量减少

5,600吨。 

当周出口量为258,800吨，创下年度新低，比上周低42%，比四周均值低了28%。主要目的

地包括墨西哥(87,800吨),日本(61,200吨),印度尼西亚(24,000吨),韩国(20,400吨),以及越

南(16,500吨)。 

来源：博易大师 

美国对华大豆出口统计：对华大豆销量同比降低23.3% 

美国农业部周度出口销售报告显示，截至2023/24年度第38周，美国对中国（大陆）大豆

出口销售总量同比降低23.3%。 

截止到2024年5月16日，2023/24年度（始于9月1日）美国对中国（大陆地区）大豆出口总

量约为2370万吨，去年同期为3102万吨。 

当周美国对中国装运0.5万吨大豆，前一周装运8.4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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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美国对中国已销售但未装船的2023/24年度大豆数量约为14万吨，高于去年同期的近

6万吨。 

2023/24年度迄今，美国对华大豆销售总量（已经装船和尚未装船的销售量）为2384万吨

，同比减少23.3%，上周是同比降低23.2%，两周前同比降低23.5%。 

2023/24年度迄今美国大豆销售总量为4288万吨，比去年同期降低15.7%，上周是同比降低

16.0%，两周前同比降低16.5%。 

2024/25年度美国大豆销售量约为96万吨，比一周前增长6.6万吨。 

来源：博易大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