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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势分析

东北豆收购价上涨 优质优价特征明显

2024年，全国大豆产量2065万吨，比上年减少19.5万吨，下降0.9%。大豆产量同比稳中

略降，关内产区收购市场稳而不乱，春节前关内豆市或以易涨难跌趋势为主；东北产区国储

拍陈收新仍同步进行，高蛋白豆源总量偏少，部分区域收购价格上涨，春节前东北大豆优质

优价特征明显。

冬至节气将至，各类常规类蔬菜供应陆续减少，南菜北运和地产大棚菜成本将加大，使

得蔬菜品种供应减少，价格逐渐上涨。豆制品加工旺季将现，但离春节仅剩40多天，豆市缺

乏持续反弹动力，行情上涨也仅是“昙花一现”。

关内大豆产区上货不均衡，早入市的区域前期价格涨幅较大，豆源流通迟缓；晚收获的

产区收购量增多，其行情平稳，抑制高价区域向市场输出。各产区至今未见初雪，收购市场

稳而不乱，终端经营主体依然不紧不慢地采购，短期内行情视天气情况适度变化，春节前关

内豆市或以易涨难跌趋势为主。

东北产区国储拍陈收新仍同步进行，但竞价采购活动仅有少数主体参与。低价陈豆投放

减少了同等数量新豆的流通及转化，制约同类豆源价格运行。高蛋白豆源总量偏少，部分区

域收购价格上涨，市场销售报价难以随之走高。产区大量介于高低蛋白之间的豆源，对行情

形成拖累。

期货豆一合约上周五收盘跌破3850点，收于3830点附近。随着南美天气利好不断放大，

新季大豆增产预期明显，抑制外盘豆类产品价格波动。国内豆市提振因素匮乏，春节前东北

大豆优质优价，高低蛋白之间行情相互抑制。

东北豆收购价上涨，销售报价难以跟随。东北大豆产区经历12月上旬一场大雪，陆路运

输曾一度受阻，大豆发运量明显下降，收购也很大程度上受阻。市场普遍认为，今年高蛋白

大豆占比较少，贸易商对这类豆源增仓意愿较强。近期，黑龙江东部地区基层毛粮收购价明

显上涨，但市场销售报价却难以跟随。产区贸易商在低价位时积极建仓，终端采购不冷不热，

而产区“你不卖他卖”的现状使得市场需求饱和，东北豆市在消费旺季来临前依旧平稳。

贸易商对蛋白含量40.5%以上的商品豆有看涨信心，但低蛋白大豆拖累其行情。蛋白含量

42%～43%的塔选商品豆主流装车报价4280～4400元/吨，加上南下运输成本，相比关内豆已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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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势；蛋白38.5%～39.5%的商品豆装车报价仅3840～3900元/吨。如此大的差价，使得许多企

业在豆制品价格大幅走低的情况下，更倾向于选择低价豆源。

国储库大多停收，持续不断的是小批量竞价采购，低蛋白豆源中标较少；而陈豆拍卖源

源不断，多以底价3600元/吨成交。收新量与拍陈量不成正比，大量陈豆转化将减少同等数量

的新豆消耗。当前，部分企业收购根据蛋白含量以质论价，以38%～40%蛋白含量为主，收购

价多在3700～3960元/吨。

截至上周末，东北产区除黑龙江东部基层毛粮收购价上涨80～100元/吨外，黑龙江中西

部以及内蒙古、吉林价格基本平稳，蛋白40%～41%的商品豆主流装车价3960～4160元/吨，加

上运输成本低于黑龙江东部，许多大型豆制品企业已明显倾向于采购这类豆源。黑龙江东部

产区贸易主体大多有低价库存，虽然市场销售报价与现行收购价难以“合拍”，但以顺价销

售为主。“双节”日益临近，在新一轮补库周期中，其行情也仅能稳中略强，或难出现明显

涨幅。

节前豆价易涨难跌，终端择机适度增仓。进入12月中旬，江浙沪及南方各地豆制品转化

量日渐增加，而中西部省份依然不见旺季，豆源转化明显低于常年同期。调查显示，中西部

常住人口老龄化严重，而且大多是低收入群体，乡镇居民生活食材多为低廉的地产常规蔬菜。

入冬前，这类群体窖藏了大量萝卜、白菜、土豆、洋葱等食材，对豆制品的需求量较少。

总体上看，今年冬季豆制品加工量将呈现中东部、南部偏强，中西部比往年同期趋弱的

态势。因今年原料成本大幅降低，进入终端的豆制品成本同比低2000～2300元/吨，加工量较

大的企业收益相当丰厚。东北产区豆制品企业用大型冷藏车跨地区向京津冀地区运送，宁夏、

河北的豆腐及其制品在甘肃的销售报价竟然低于当地豆制品价格。

进口转基因大豆价格已失去替代优势，新季美豆将陆续抵港，预计港口毛粮价格为3830

～3860元/吨，经分销清选后净粮装车价3980～4060元/吨，流入终端后，与东北同类蛋白含

量的豆源价格相同，但其制品色泽和口感明显逊色于东北豆。

终端市场经营主体依然循环补货，一旦遭遇恶劣天气，将从普遍消极建仓转为集中入市，

便会形成阶段性的价格波动。粮油市场报特约分析师认为，春节前产区大豆价格易涨难跌，

终端主体可趁有利时机适度增仓。

来源：粮油市场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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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货市场

东北产区：东北产区国储拍陈收新同步进行，陈豆拍卖多以底价成交，收购方面，目前

多数国储库已暂停收购，仅有少量针对特定蛋白大豆的竞价采购。近日，受期货价格下跌影

响，部分企业下调收购价格2分左右，但对现货市场尚未产生显著影响，多数农户仍持惜售情

绪，部分地区暂停收购，市场观望氛围浓厚。由于市场高蛋白豆源总量相对较少，贸易商对

高蛋白大豆有看涨信心，而低蛋白大豆价格则依旧平稳。据产区贸易商反馈，高蛋白（43%）

大颗粒大豆在年前有备货需求，主要是为了满足刚需，下游销区采购不多，多是随用随采，

由于期货价格下跌较快，下游经销商也在观望市场动态。不同蛋白含量大豆价格存在差异，

黑龙江低蛋白毛粮收购价格1.75元/斤左右，中蛋白毛粮收购价格1.8-1.85元/斤左右，高蛋

白毛粮收购价格在1.85-1.9-2.0元/斤，以质论价。在节前新一轮补库周期中，市场行情可能

稳中略强，但难以出现明显的涨幅，重点关注期货价格对现货市场的影响。

南方产区：南方产区的大豆价格相对稳定，市场按需采购为主，整体购销节奏较为平稳，

各参与主体多持观望态度。同时，南方各地的豆制品转化量逐渐增加，但不同地区的需求差

异显著，中西部省份的豆制品需求低于往年同期水平。

销区市场：销区市场的走货速度不快已成为常态，整体需求有限。下游豆制品厂、蛋白

厂等对大豆的采购积极性不高，多采用低库存策略，基本做到随卖随采。市场竞争稍显激烈，

虽然终端市场对国产大豆的用量不如往年同期，但刚需仍然存在。随着冬至节气的来临，气

温降至全年低点，销区市场蔬菜价格上涨，以及节前的备货需求，将对豆制品消费产生了一

定的利好影响。

来源：大豆天下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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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卖信息

1．12月16日，国储大豆计划竞价采购10000吨，采购地点为敦化，采购2024年大豆，要求

蛋白39以上。顶价为3950元/吨，成交6000吨，成交率60%，成交价格3950元/吨。

2．12月19日，国储大豆计划竞价采购10000吨，采购地点为敦化，采购2024年大豆，要求

蛋白39以上。顶价为3950元/吨，成交6000吨，成交率60%，成交价格3950元/吨。

3．12月20日，进口大豆共计投放44153吨，年限21年，标的主要分布在湖北、河南。拍卖

底价为3450-3460元/吨，成交28120吨，成交率63.7%，成交均价3455.2元/吨。

行业资讯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全国累计收购秋粮超1.6亿吨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发布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全国各类粮食主体累计收购秋粮

超 1.6 亿吨，收购进度快于上年同期。眼下，全国各地秋粮收购进入高峰，我国各类粮

食主体累计收购秋粮超 1.6 亿吨，同比增加约 10%，日均收购量达 200 万吨以上，快于

上年同期。分品种看，中晚稻收购 7000 万吨，其中黑龙江、河南、江苏和安徽 4 省累计

收购最低收购价中晚稻超 400 万吨，政策托底作用得到有效发挥；玉米收购 9000 万吨，

其中东北地区超 5000 万吨，占产量四成左右。农民售粮顺畅，企业收粮积极，市场购销

趋于活跃，市场运行总体平稳。粮食要种得好，还要储得好。近年来，随着现代农业的

快速发展，我国储粮方式向精细化管理转型。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十四五”以来，各地积极推进高标准粮仓建设和现有仓房升级改造，粮仓气密、隔热

等关键性能明显提升。截至目前，全国实现低温准低温储粮仓容超 2 亿吨，应用气调储

粮技术仓容 5500 万吨。目前，国有粮库储粮周期内综合损耗率控制在 1%以内。各地充

分发挥粮食产后服务中心作用，强化农户科学储粮技术指导和服务，助农减损增收，近

10 年来农户储粮损失率下降约 5 个百分点。“下一步，将进一步加强粮食收购统筹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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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真抓好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引导多元主体积极入市，增强市场购销活力，牢牢

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该负责人说。

来源：人民网

全球豆类期价弱势依旧

供应压力持续释放。考虑到美豆收获即将结束，而巴西大豆要到明年初才会开始收

获，南美大豆有效供应阶段性下降，市场需求季节性转向美豆，市场关注美豆出口节奏

对价格的支撑。此外中美贸易关系前景不乐观，继续压制市场情绪，美豆期价仍运行在

1000 美分/蒲式耳关口下方。

美豆期价全年震荡下行。2024 年，CBOT 大豆的年内高点出现在 1 月初的 1290 美分/

蒲式耳。随着南美大豆收割的不断深入，南美大豆丰产预期逐渐兑现，南北美大豆出口

竞争形势日趋激烈，美豆出口仍将持续受到南美大豆上市的冲击。美豆期价承接了 2023

年年末的高位回落趋势，年初便是 2024 年全年的高点。

DCE 豆粕期价弹性高于美豆。2024 年，DCE 豆粕主要受到 CBOT 大豆期价的影响，1—2

月下旬，在国内供应预期转向宽松的背景下，豆类价格持续承压。油厂豆粕库存压力依

然较大，部分地区油厂催提货甚至胀库情况依旧明显。下游采购情绪不高，多数维持基

本库存为主，DCE 豆粕期价一路下行。

全球大豆产量大幅增长。从美国农业部的预估报告来看，全球油料 2024/2025 年度

产量预计为 6.8337 亿吨，同比增长 4.7%。从不同品种的产量变化来看，大豆、花生、

棉籽的增产是主要的贡献量，虽然油菜籽和葵花籽的产量出现不同程度下降，但相比大

豆庞大的增产规模，难以撼动全球油料增产的大趋势。

大豆市场主要关注的是南北美大豆产量的变化。

美国大豆产量方面，美国农业部预计 2024/2025 年度美国大豆产量为 1.214 亿吨，

同比增长 7.2%，虽然美豆总供给增幅显著，但需求同样上调。2024/2025 年度美豆出口

攀升至 4966 万吨，同比增长 7.7%，同时美国国内大豆压榨消费旺盛，2024/2025 年度美

国大豆压榨有望攀升至 6558.9 万吨，同比增长 5.4%。整体来看，受到期初库存攀升和

产量大幅增长的双重影响，虽然出口和压榨量保持增长，却难以改变库存攀升的格局，

从而导致美豆 2024/2025 年度期末库存进一步攀升至 1279 万吨，库存消费比小幅攀升至

10.81%，连续 4 年出现回升。因此，我们看到美豆产量上调对全球大豆产量的增长带来

贡献，同时期末库存的回升也对全球大豆库存的修复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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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南美市场来看，美国农业部预计 2024/2025 年度巴西大豆产量为 1.69 亿吨，同比

大幅增长 10.5%，叠加年度结转期初库存攀升至 4730 万吨，同比大幅增长 3.3%，从而导

致整体总供给量攀升至 1.9711 亿吨，同比增长 3.4%；出口量上调至 1.055 亿吨，同比

增长 1.2%；压榨量小幅下降至 5400 万吨，同比下降 1.3%，但饲用消费增长至 410 万吨，

同比增加 6.5%。由于出口和饲用消费的增幅难以消化庞大的产量增幅，最终巴西大豆

2024/2025 年度期末库存攀升至 3351 万吨，同比增长 19.8%，库存消费比也将从 2023/24

年度的 17.18%回升至 20.48%。正是由于对巴西大豆产量的乐观预估，充盈了全球大豆的

供给，因此，巴西大豆产量的变化将成为市场关注的重点，也将成为影响全球大豆库存

修复节奏的重要变量。

此外，从南美另一大豆主产国阿根廷市场来看，美国农业部预计 2024/2025 年度阿

根廷大豆产量为 5100 万吨，同比增长 5.8%；期初库存预计为 1690 万吨，同比增加 3.2%；

出口量 450 万吨，同比下降 12%，压榨量增长至 4000 万吨，同比增长 9.4%；饲用消费增

长至 760 万吨，同比增长 4.8%。在期初库存修复和产量延续增产的背景下，虽然压榨和

饲用消费也出现增长，却难以抵挡供应增量压力，最终期末库存进一步攀升至 2898 万吨，

同比增长 20.3%；库存消费比攀升至 55.62%，再创历史新高。在阿根廷大豆产量预期迎

来恢复性增产的背景下，阿根廷大豆的库存也持续大幅增长，因此阿根廷大豆产量同样

是助推全球大豆库存恢复进程的重要变量。

中国采购节奏影响较大。12 月以来，随着进口大豆到港量的增加，国内市场供应有

所改善，令港口大豆库存持续累积。截至 12 月 13 日，进口大豆港口库存仍徘徊在 770

万吨的高位区域。从季节性来看，仅次于 2020 年同期，为历史第二高水平。从采购进度

看，明年 2—6 月船期采购明显快于往年同期。从巴西大豆贴水下跌的持续性来看，除去

2023 年 12 月下旬开始、止于 2024 年 1 月下旬的两个多月跌势，之前数年跌势持续时间

多集中于 4—6 月，当然来自中国市场强劲需求，则是 2024 年 2 月开始巴西大豆贴水触

底反弹的重要支撑。因而不难看出，南美大豆包括巴西大豆的庞大产量尤其是续航供应

能力，是影响我国进口大豆供需的重要因素，尤其是在中美贸易关系前景不确定的背景

下。

而事实上中国在 2025 年 1 月之前的采购节奏，对巴西大豆出口价格的影响也极其关

键，也影响着此轮巴西大豆贴水的下跌持续时间。整体来看，2025 年上半年，进口大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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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有保障，即便中美贸易关系前景恶化，不仅有国家临储库存可以释放，同时巴西大

豆丰产预期渐强，国内市场阶段性供应缺口或难再现。

从国内大豆平衡表的预估来看，2024/2025 年度国内大豆产量为 2054 万吨，同比下

降 1.4%；期初结转库存预估为 2624 万吨，同比增加 3.9%；进口大豆数量预估为 9700

万吨，同比下降 2.4%。由于期初库存同比增长，因此整体供应能力依然保持稳定。国内

压榨量预估为 9500 万吨，同比增长 0.52%；食用消费量预估 1550 万吨，同比持平，

2024/2025 年度期末库存预计为 2671 万吨，同比增加主要来自期初库存的上调。虽然消

费能力稳中偏强，但由于供应能力的提升，最终库存消费比从 2023/2024 年度的 22.46%

小幅回升至 22.82%，国内大豆供应连续 3 年趋于宽松。

豆粕基差强势一去不返。2024 年，豆粕基差未能再续前两年持续飙升行情，基差引

领的现货价格辉煌行情一去不复返。近几年贸易商受伤，怕接在高位，饲料企业不敢多

备货，怕造成亏损，普遍是被动的补充安全库存。今年下半年随着豆粕期价持续下行，

油厂的负基差还是吸引了不少饲料厂对远期基差的采购，一度出现远期基差成交放量的

情况。但随着内外盘和期现货价格的同步下行，下游采购心态再度谨慎。

综合来看，2025 年国内大豆期价与美豆期价的联动性减弱，内外盘阶段性走势独立。

2025 年上半年，随着特朗普政府上台，关税政策的调整预期不断增强，进口大豆贸易结

构转变令内外盘豆类期价的联动性随之减弱，港口大豆库存高位去化。国产大豆阶段性

供应压力增加，大豆价格延续 2024 年年末下行趋势。2025 年下半年，豆类期价将围绕

需求展开波动，全年大豆和豆粕期价维持趋势下行判断。2025 年一季度重点关注进口大

豆采购和到港节奏。在国内临储增加库存储备的背景下，国内油厂开工节奏继续影响豆

粕库存累积速度，基差缺乏大幅拉升基础。2025 年春节前的备货行情早于往年，需求提

振下或有小幅反弹行情，但是在特朗普上台后的关键时间窗口，市场交易风格将相对谨

慎，内外盘走势可能出现分化。

来源：期货日报

全国农业农村厅局长会议在京召开

12 月 18 日，全国农业农村厅局长会议在北京召开，农业农村部党组书记、部长韩俊出席

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

示精神，认真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央农村工作会议部署，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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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和农业强国建设，为促进经济平稳运行和保持社会大局稳定提供基础支

撑。

会议指出，2024 年各级农业农村部门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三农”工作决策部

署，坚持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为引领，扎实有力做好各项工作，农业农村经济运行总

体平稳、稳中向好，粮食生产迈上新台阶，乡村全面振兴取得明显成效，农业强国建设迈出坚

实步伐。全年粮食产量在连续 9年保持 1.3 万亿斤以上基础上首次达到 1.413 万亿斤，大豆油

料扩种成果有效巩固，“菜篮子”产品供给充裕，国家粮食安全根基进一步夯实。脱贫攻坚成

果持续巩固拓展，牢牢守住了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的底线。农业科技和设施装备支撑持续强

化，农业现代化水平进一步提升。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扎实推进，农村改革重点任务稳步推

进，农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肯定成绩的同时，也要清醒认识农业农村发展

面临的困难挑战，准确把握当前形势，用足用好各方面积极因素和有利条件，坚定信心、迎难

而上，奋力开创“三农”工作新局面，为应对各种风险挑战增强底气、赢得主动。

会议强调，做好 2025 年农业农村工作，要加强党对“三农”工作的全面领导，完整准确

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

锚定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建设农业强国，以改革开放和科技创新为动力，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

经营制度，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确保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

提升乡村产业发展水平、乡村建设水平、乡村治理水平，千方百计推动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

力、农民增收入，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会议要求，要持续深化理论武装，加大涉农干部教育培训力度。要谋划储备和推动实施一

批重大政策项目，强化乡村振兴资金、人才等要素保障。要围绕服务农民群众、农业经营主体、

涉农企业、农业科技人才、乡村基层组织等，加强对基层一线的指导服务。要纵深推进全面从

严治党，健全廉政风险防控机制，加强涉农资金全过程监管，防范纠治乡村振兴领域形式主义

突出问题，健全为基层减负长效机制，营造风清气正、干事创业的良好政治生态。

农业农村部党组成员、副部长张治礼主持会议，部党组成员、副部长张兴旺宣读农业农村

部关于表扬 2024 年粮食大豆油料生产成绩突出的省级农业农村部门的通报。黑龙江、上海、

浙江、福建、江西、山东、湖南、广东、四川农业农村部门主要负责人作交流发言。

来源：农业农村部新闻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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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DA报告】美国大豆周度出口销售报告

截至2024年12月12日当周，美国2024/25年度大米净销售量为103,000吨，显著高于上周，

比四周均值高出74%。主要买家包括墨西哥(30,800吨),巴拿马(26,000吨),海地(25,000吨,其

中另有销售量减少200吨),中国台湾(10,500吨),以及韩国(5,000吨),但是对萨尔瓦多的销售

量减少500吨，对尼加拉瓜的销售量减少500吨。当周出口量为48,000吨，比上周低了37%，比

四周均值低了35%。主要目的地包括哥斯达黎加(12,600吨),萨尔瓦多(8,100吨),海地(7,000

吨),墨西哥(6,900吨),以及尼加拉瓜(5,500吨)。

来源：博易大师

上周阿根廷农户销售大豆的步伐总体加快

阿根廷农业部的统计数据显示，上周阿根廷农户销售大豆的步伐总体加快。

阿根廷农业部称，截至12月11日，阿根廷农户预售225万吨2024/25年度大豆，比一周前

高出29万吨，去年同期销售量是211万吨。作为对比，上周销售11万吨。

农户还销售3,444万吨2023/24年度大豆，比一周前高出52万吨，去年同期1,655万吨。作

为对比，之前一周销售43万吨。

到目前为止，没有2024/25年度大豆的出口许可申请，而去年同期2023/24年度大豆的出

口许可证申请量为88.5万吨，一周前为44万吨。

2023/24年度大豆出口许可申请量为463万吨，高于去年同期的203万吨。

上周阿根廷官方汇率和平行汇率的价差缩小，意味着贬值预期减轻。

截至12月11日，阿根廷官方汇率和平行汇率之差为53比索，上周为58；11月底为96，10

月底为180，9月底为256，8月底为340，7月底427，6月底440，5月底315，4月底156，3月底

137，2月底171，1月底344。

。

来源：博易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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