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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势分析 

关注大豆市场 切忌雾里看花 

东北各地大豆现货收购进入尾声，贸易商持有豆源不均，许多大户持有量达数千吨，大

多对后市行情看涨。随着国储对不同年份的豆源持续投放，不同的质量和价格适应于不同主

体，使得现货流通减弱，价格上涨乏力。 

至上周末，经历一波上涨后的东北豆市，流通量明显下降，不同类商品豆价格相对稳定。

蛋白含量 42%～43%的塔选商品豆主流装车价 5140～5260 元/吨，蛋白含量 40.5%～41.5%的塔

豆 5000～5100元/吨，蛋白含量 39.5%～40.5%的普通商品豆 4840～4960元/吨，38.5%低蛋白

商品豆 4660～4700元/吨。 

截至目前，东北各区域均有部分大户持仓量在 3000～4000 吨，他们通常声称是“为客户

留的豆”。但实际上不少终端用户已被中粮下辖的分公司直接供应，且有不同类储备豆大量

投拍，后市上涨难度加大。建议贸易商不要过度惜售，适度降低库存以减少风险。 

 

来源：粮油市场报 

 

 

 

 

市场行情 

现货市场

本周，省储、国储、九三同时拍卖，拍卖节奏明显增加。现货市场疲软，价格维持稳定，

但随着拍卖不断增加，交易结果将会影响后期现货价格走势，部分大户对后市持乐观态度。同

时天气高温，随着学校陆续放假，豆制品需求减少，加工企业进入淡季，导致加工企业效率下

降，后续仍重点关注拍卖情况。 





拍卖信息

1、7月15日，国储大豆计划双向竞价交易28097吨，绥棱、呼伦贝尔双向价格（4600）。

实际成交21817吨，成交率77.6%，成交价格为4600-4690元/吨，成交均价为4652.7元/吨。 



 

 

会员

周刊 
 

2、7月16日，九三集团国产大豆竞价销售10130吨，年份23年，标的分布嫩江、富锦、逊

克、依安、巴彦，底价为4610-4870元/吨，成交2280吨，成交率22.5%，成交均价4723.8元/

吨。 

3、7月16日，国储大豆计划单向销售25245吨，年份为20年。标的分布在莫旗、齐齐哈尔

、鸡西、七台河、呼伦贝尔。底价为4550元/吨，成交22445吨，成交率88.9%，成交均价4561.9

元/吨。 

4、7月17日，国储大豆计划竞价采购24800吨。采购地点为绥棱和敦化，采购2023年大豆

，要求蛋白38以上。顶价为4700元/吨，全部流拍。 

5、7月17日，进口大豆共计投放547614吨，年限21、22、24年，标的主要分布在山东、广

西、广东、湖北、安徽、四川、浙江、江苏、辽宁。拍卖底价为3480-3850元/吨，实际成交233406

吨，成交率43%，成交均价3732元/吨。 

6、7月18日，国储大豆计划双向竞价交易24381吨。嫩江、呼伦贝尔双向价格（4600、4600

），24年大豆蛋白要求39以上。成交24381吨，成交率100%， 成交均价为4677.6元/吨。 

7、7月19日，黑龙江地方调节储备（鸡西）大豆计划单向销售2300吨，底价4530元/吨，

全部流拍。 

8、7月19日，黑龙江地方调节储备（黑河）大豆计划单向销售14100吨，底价4530元/吨，

全部流拍。 

9、7月19日，国储大豆计划单向销售13420吨，年份20、21年，标的分布在莫旗、齐齐哈

尔、鸡西、敦化。底价为4550元/吨，成交2519吨，成交率18.8%，成交均价4572.2元/吨。 

10、7月19日，黑龙江地方调节储备大豆计划单向销售拍卖共计18.17万吨，包含13个地区

（鸡西、黑河、双鸭山、大兴安岭、牡丹江、齐齐哈尔、七台河、哈尔滨、鹤岗、大庆、佳木

斯、绥化、伊春），各地底价统一为4530元/吨。实际成交1221吨（牡丹江），成交率0.67%，

成交均价为4530元/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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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资讯 

上周国内大豆、豆粕库存继续上升 

监测显示，7 月 12 日，全国主要油厂进口大豆商业库存 650 万吨，周环比上升 21 万

吨，月环比上升 43 万吨，同比上升 65 万吨，较过去三年均值高 33 万吨，处于历史同期中

等偏上水平。当日国内主要油厂豆粕库存 124 万吨，周环比上升 14 万吨，月环比上升 23 

万吨，同比上升 59 万吨，较过去三年均值高 29 万吨，创近 6 年历史同期最高。 

库存压力凸显 近期豆粕期货价格持续下跌 

往年当国内豆粕库存提高至 100万吨以上时，油厂大概率出现豆粕胀库、价格下跌现象。

今年 6 月中旬国内油厂豆粕库存突破 100 万吨后，又持续上升至今，达到 124 万吨高位，

豆粕供给压力凸显，价格持续下跌。7 月 15 日，大商所豆粕 2409 合约收盘报价 3111 元/

吨，周环比下跌 6.1%，月环比下跌 10.0%。油厂为保持压榨利润，挺豆粕基差意愿加强，当

日沿海地区普通豆粕基差报价 M2409-120～-25 元/吨，周环比回升 30～50 元/吨，月环比回

升 20～40 元/吨。 

7 月份国内豆粕将持续累库 价格震荡偏弱运行 

国内豆粕价格主要受美豆走势以及国内供需形势两方面影响，国际方面，近一个月来，美

国降雨充沛，大豆优良率回升，美豆价格大幅下跌；国内方面，6 月中旬以来，豆粕库存持续

增加，价格持续下跌。预计 7 月份国内豆粕将继续累库，一是因为 7 月份进口大豆到港庞

大，油厂将继续维持高开机率；二是市场普遍看跌后市，加上阴雨天气不利于豆粕储存，下游

提货较慢。叠加美豆产区天气整体向好，预计 7 月份国内豆粕价格将维持震荡偏弱运行。 

 

来源：国家粮油信息中心 



本周进口大豆压榨亏幅减小 

本周进口巴西大豆成本下降，且减幅大于国内豆油、豆粕的价格跌幅，油厂大豆压榨亏损

幅度减小。监测显示，7月 17日，8月船期巴西大豆对大商所 9月合约压榨亏损 111元/吨（3%

进口关税，加工费用 100 元/吨），较上周同期亏损减少 4 元/吨；按照 9 月山东省销售的豆

粕、豆油基差报价，对山东地区现货压榨利润-95元/吨，较上周同期亏损减少 39元/吨。 

 

来源：国家粮油信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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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省2024年全面实施三大粮食作物完全成本保险和种植收入保险工作方

案 

为推动提升农业保险保障水平，稳定种粮农户收益，支持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更好保障

国家粮食安全，按照《财政部、农业农村部、金融监管总局关于在全国全面实施三大粮食作物

完全成本保险和种植收入保险政策的通知》（财金〔2024〕45号）等有关规定，制定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

全会精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精神，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

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紧紧围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和加快

农业农村现代化，通过在全省全面实施稻谷、小麦、玉米完全成本保险和种植收入保险政策，

助力健全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和种粮农民收益保障机制，推动完善农业支持保护制度，服务乡

村振兴战略，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二、基本原则 

（一）坚持自主自愿。实施完全成本保险和种植收入保险的地区以及有关农户、农业生产

经营组织、承保机构均应坚持自主自愿原则。自 2024 年起，全省种粮农户和农业生产经营组

织可在物化成本保险、完全成本保险和种植收入保险中自主自愿选择险种投保，但不得重复

投保。 

（二）聚焦惠及农户。将适度规模经营农户和小农户均纳入完全成本保险和种植收入保险

保障范围，以小农户为基础、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为重点，发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动作用，

提升小农户组织化程度，允许村集体组织小农户集体投保、分户赔付。 

（三）加强预算约束。各级财政部门结合财力状况，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结合农业保险

业务发展趋势，循序渐进，因地制宜开展完全成本保险和种植收入保险工作。强化绩效导向，

及时足额拨付保费补贴，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推动实现农业保险提质增效，确保政策精

准滴灌。 

（四）加强合规管理。各地要健全风险防范和应急处置机制。承保机构要强化防范风险主

体责任，坚持审慎经营，建立健全农业再保险和农业大灾风险分散机制，提升风险预警、识

别、管控能力，加强风险减量管理，切实提升服务水平，增强种粮农户政策满意度。保险监

管部门要监督承保机构重合同、守信用，及时足额定损理赔，不得平均赔付、协议赔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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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鼓励创新赋能。鼓励各地探索开展契合农户需求的农业保险创新产品，开展农业保

险创新试点，推动农业保险和其他农村金融工具和支农惠农政策以及防灾减灾举措有机结合，

发挥农业保险增信功能，助力健全农村信用体系。同时，要整合财政、农业农村、保险监管、

应急管理、气象等部门以及承保机构的涉农数据和信息，动态掌握参保农户相关情况，提升

农业保险数字化、线上化水平，夯实保单级大数据管理基础，加强承保理赔数据的比对分析，

不断提升农业保险管理精准度、精细度和可靠度。 

三、补贴方案 

（一）保险标的。保险标的为关系国计民生和粮食安全的稻谷、小麦、玉米。 

（二）保险品种。完全成本保险和种植收入保险。其中，完全成本保险为保险金额覆盖物

化成本、土地成本和人工成本等农业生产总成本的农业保险；种植收入保险为保险金额体现

农产品价格和产量，保障水平覆盖相关农产品种植收入的农业保险。 

（三）实施区域和保障对象。实施地区为黑龙江省（不含垦区）种粮地区。保险保障对象

包括适度规模经营农户、小农户等全体农户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 

（四）保险保障水平。完全成本保险保障水平、种植收入保险保障水平原则上均不得高于

相应品种产值的 80%。农业生产总成本、单产和价格（地头价）数据，以国家发展改革委最新

发布的《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或相关主管部门认可的数据为准。 

（五）保费补贴比例。中央财政补贴比例 45%，省级财政补贴比例 25%，县级财政补贴比

例 10%。 

四、保险方案 

（一）保险责任。完全成本保险的保险责任应涵盖当地主要的自然灾害、重大病虫鼠害、

意外事故、野生动物损毁等风险，种植收入保险的保险责任应涵盖农产品价格、产量波动导

致的收入损失。 

（二）保险费率和保险金额。 

原则上，完全成本保险保障水平、种植收入保险保障水平原则上均不得高于相应品种产

值的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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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保险期限。根据农作物所在积温带情况，自保险标的苗齐起，至成熟收获完毕时

止。具体保险责任期限以保险合同签订的期限为准。 

（四）赔偿方式。保险标的发生保险责任范围内的损失，保险人按以下方式计算赔偿： 

1.完全成本保险赔偿处理。赔偿金额=不同生长期的最高赔偿标准×损失率×受损面积 

损失率=因保险责任造成的产量损失÷前三年本县平均产量（统计部门公布）×100% 

2.种植收入保险赔偿处理。每亩赔偿金额=（每亩约定收入-每亩实际收入）×保险面积 

五、其他要求 

（一）提高政治站位。各地应高度重视扩大三大粮食作物完全成本保险和种植收入保险实

施范围工作，量力而行、尽力而为，积极开展完全成本保险和种植收入保险，通过提供高保

障水平和广覆盖保险责任，稳定农户种粮收入，激发农户种粮积极性。农业农村部门和承保

机构要加大完全成本和种植收入保险政策宣传力度，充分运用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精准推送

农业保险政策法规，提升农户风险防范意识。各级财政部门加强保费补贴资金管理，做好保

费补贴资金审核、申报和结算等工作，及时拨付保费补贴，不得拖欠。 

（二）加强监督管理。各市县财政部门和省属单位应严格执行我省遴选工作要求，向省财

政厅报备所属地区承保机构名单。承保机构要严格按照中选区域和服务期限开展业务，不得



 

 

会员

周刊 
 

以共保形式突破数量限制。对超出遴选范围的承保机构和不规范开展的保险业务，财政部门

不予保费补贴。各地监管部门应坚持对农业保险违法违规行为“零容忍”，加大对承保机构

虚假承保、虚假理赔等问题监督管理，坚决维护农户合法权益。 

（三）精细承保理赔。承保机构应加强农业保险承保理赔精细化管理，对适度规模经营农

户和小农户都要做到承保到户、定损到户、理赔到户。利用政策性农业保险综合信息平台，

通过技术信息手段，实现承保地块与保单信息关联，不得虚增承保理赔数量。严格按照保险

条款和业务流程进行查勘、定损和理赔兑现，争取相对免赔率不超过 20%，保险条款和实际

操作中不得平均赔付、协议赔付，做到应赔尽赔。 

（四）强化费用管理。承保机构在保障专业服务质量的前提下，持续加强费用管控，严格

落实综合费用率不高于 20%的要求。可委托协办机构和协办员办理种植业保险业务，规范费

用列支，支持鼓励协办费用不超过 4%。严格按照相关规定计提、列支和使用工作费用，并加

强日常管理和检查，不得将与农业保险无关的费用列入财务综合成本费用中。 

 

来源：黑龙江省农业农村厅 

 

敦化市：20万吨非转基因大豆全产业链加工项目正在进行基础施工 

20 万吨非转基因大豆全产业链加工项目是今年敦化市新开工的产业类项目之一，目

前，该项目基础施工正在有序进行。 

20 万吨非转基因大豆全产业链加工项目，由吉林民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投资建设，

总占地面积 12 万平方米，总投资 7.2 亿元。项目分两期建设，一期总投资 2.2 亿元，建

设年加工 20 万吨非转基因高端大豆蛋白粕生产线一条，包括大豆筒仓群、预处理车间、

浸出车间、包装车间、精炼车间、蛋白粉车间及研发中心；建设年加工 3 万吨非转基因

大豆低温冷榨豆饼粉生产线一条，为高端休闲品及生物医药领域提供高端氮源产品。 

项目二期计划总投资 5 亿元，预计 2025 年开始建设，主要建设年产 5 万吨高端大豆

功能性浓缩蛋白生产线 2 条、年产 2 万吨高端大豆拉丝蛋白生产线 1 条。 

来源：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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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年第28周中国大豆发育监测 
 

 

来源：中央气象台 

 

 

国际资讯 

 

【USDA报告】美国大豆周度出口销售报告 

截至2024年7月11日当周，美国2023/24年度大豆净销售量为360,100吨，比上周高出73%，

比四周均值低了13%。主要买家包括中国(137,000吨),埃及(92,000吨),日本(35,200吨,其中

10,200吨转自未知目的地),韩国(25,900吨,其中25,000吨转自未知目的地),以及未知目的地

(24,000吨),但是对委内瑞拉的销售量减少5,000吨,对墨西哥的销售量减少3,900吨,对哥伦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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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的销售量减少2,000吨。2024/25年度净销售量为375,000吨，主要买家包括未知目的地

(191,000吨),墨西哥(140,500吨),印度尼西亚(17,500吨),中国(10,000吨),以及巴拿马

(5,800吨)。当周出口量为200,800吨，比上周低了25%，比四周均值低了38%。主要目的地包括

墨西哥(75,900吨),印度尼西亚(39,200吨),韩国(27,000吨),日本(23,500吨),越南(9,000吨)

。 

来源：博易大师 

 

本月中国买家订购多达75船巴西大豆 

知情人士透露，7月前两周，中国买家预订了多达75船巴西大豆，约合450万吨），因为雷

亚尔贬值提高了巴西大豆的出口竞争力。这些大豆主要在8月交付，也有一些将在明年交付。 

每年这个时候通常是巴西大豆销售下滑的季节，中国买家如此大手笔采购并不寻常。这可

能和巴西大豆价格低迷有关，促使买家扩大采购；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可能连任，令人担心中美

两国贸易紧张关系加剧，因为特朗普宣称他如果再次当选美国总统，将会对中国商品加征60%

或更高关税，这可能导致美国农产品再次成为关税战的牺牲品。 

今年头5个月，中国进口的巴西大豆比去年同期提高23%，而从美国进口的大豆数量几乎同

比减半。迄今为止，中国仅仅订购了10多万吨美国2024/25年度交付的新豆，仅仅相当于去年

同期的一成不到。 

来源：博易大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