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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行情

现货市场

东北产区：东北产区价格延续高位运行，价格波动有限，持粮主体博弈高价出货，但市

场接受度有限，市场成交稀少，在库存较低情况下，贸易商售粮心态平稳。观望心态浓厚，

东北产区旧季市场将在未来两个月左右收官，期间内现货波动预计有限，价格有望保持高位，

但随着时间推移旧季定价逻辑将瓦解，各主体注意把握节奏。新作目前为止生长情况正常，

丰产预期不变。双向交易打破一周双拍节奏，本周一场，关注下周动向，如出现暂停，或给

期现市场带来稍许支撑。关注14日九三（北安）两场采购成交情况。

南方产区：南方产区余粮同样有限，剩余粮源小单高价走货为主。新季大豆逐步临近，

湖北早熟豆将首先上市，数量有限，预计对市场影响不大，但注意市场情绪的变化。

销区市场：销区市场淡季采购特征延续，小单补库采购对大豆价格支撑有限，但在余粮

不足情况下，降价采购难度同样较大。整体市场处于淡季下的僵持局面，未来1-2个月仍将延

续。但随着时间推移，新季临近，形势将向买方倾斜。

来源：大豆天下网

拍卖信息

7月8日，国储大豆计划双向竞价交易16272吨，底价4200元，全部成交，成交均价4276.74

元/吨，最高溢价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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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全国夏粮总产量14973.8万吨

根据对全国 25 个夏粮生产省（区、市）的调查，2025 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单位

面积产量、总产量如下：

一、全国夏粮播种面积 26578.4 千公顷（39867.6 万亩），比 2024 年减少 34.7 千

公顷（52.0 万亩），下降 0.1%。其中小麦播种面积 23073.3 千公顷（34610.0 万亩），

比 2024 年减少 17.4 千公顷（26.1 万亩），下降 0.1%。

二、全国夏粮单位面积产量 5633.8 公斤/公顷（375.6 公斤/亩），比 2024 年增加

1.6公斤/公顷（0.1公斤/亩），基本持平。其中小麦单位面积产量5987.9公斤/公顷（399.2

公斤/亩），比 2024 年减少 2.7 公斤/公顷（0.2 公斤/亩），基本持平。

三、全国夏粮总产量 14973.8 万吨（2994.8 亿斤），比 2024 年减少 15.3 万吨（3.1

亿斤），下降 0.1%。其中小麦产量 13816.0 万吨（2763.2 亿斤），比 2024 年减少 16.7

万吨（3.3 亿斤），下降 0.1%。

来源：国家统计局

刘国中在北京调研时强调 加快农业科技创新和成果应用 实现高水平农业科
技自立自强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 9 日到北京调研。他强调，要认真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和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

深入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加快农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

创新深度融合，实现高水平农业科技自立自强，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

国提供有力科技支撑。

刘国中来到北京市平谷区，深入数智农场、农业科创中心、种业企业、农业产业园、

为农服务中心等，实地了解农业科技创新及成果转化、新品种培育、设施农业和高标准

农田建设等情况。他强调，要坚定不移推进农业科技现代化，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新质生

产力。要扎实推动种业振兴行动，围绕产业急需加快创新突破，提升种源自主可控能力，

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促进种业规范发展。要聚焦农业机械化短板，加强先进适用农机具

研发推广，积极探索设施农业、植物工厂、合成生物等现代生产模式，不断提高农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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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效率和效益。要大力推进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加强各类技术集成应用和高

标准农田建设，促进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产高产。要积极推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先进

技术在农业领域的应用，以数字化赋能现代农业发展。

刘国中强调，要集聚科研机构、高校、企业等各方资源力量，强化高水平农业科研

平台支撑作用，构建协同高效的农业科技创新协同攻关体系，提升创新整体效能。要突

出产业化导向，积极发挥农业科技推广体系作用，加快发展面向小农户的农业科技服务，

打通科技成果应用“最后一公里”，促进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

来源：新华网

黑龙江：做强“农头工尾”壮大县域经济

时下，走入“中国玉米之乡”绥化市青冈县，黑黝黝的田地里，玉米正在阳光的滋

养下茁壮生长，又糯又甜的鲜食玉米将陆续上市；

而在黑龙江新和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玉米又变身辅酶 Q10、维生素 C、维生素 B_12、

淀粉糖、丝氨酸等产品走出国门……

亦工亦农、连接城乡的农产品精深加工业，是壮大县域经济的关键力量。在广袤的

黑土地上，各县域正立足自身资源禀赋，积极探索特色发展路径，在产业培育、项目建

设、科技创新等方面多点开花，全力推动区域发展迈向新高度，为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

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聚链成群：特色产业增优势

青冈县位于北纬 46.6°，地处世界黄金玉米带和世界三大黑土带之上，得天独厚的

地域优势为鲜食玉米生长提供了充足的养分。

近年来，青冈县把鲜食玉米产业作为全县经济发展的重要一环，探索出一条特色产

业发展之路。全县鲜食玉米种植面积达 17 万亩，年产鲜食玉米 4 亿穗，加工企业发展到

27 家，年产值 6.5 亿元以上。鲜食玉米已成为青冈县产业地标的金字招牌。

青冈县的鲜食玉米产业，是绥化市打造县域经济特色产业集群的重要阵地之一。记

者在采访中了解到，绥化市围绕玉米、水稻、大豆、肉类、乳品 5 大重点产业和鲜食玉

米等 8 个特色产业，全力打造产业集群。在玉米生物制造产业集群建设中，青冈等 6 个

产业园区拔地而起，新和成等 10 户龙头企业成为产业发展的“领头羊”。全市玉米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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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达 1165 万吨，稳居全国地级市首位。不仅如此，由绥化市牵头申报的绥哈大齐生物

制造集群和黑龙江省玉米产业集群成功获批，为产业发展注入强大动力。

在相距不远的海伦市，农产品精深加工产业集群发展同样如火如荼。他们立足松嫩

平原富硒土壤带核心区的先天优势，打造了大豆、玉米、鹅绒三大特色产业链。

在大豆产业链方面，依托中国优质大豆之乡的美誉，构建了从有机豆油、液态豆浆

到分离蛋白的全产业链，年加工能力达 38 万吨，全力向全国大豆加工示范区、百亿级

大豆产业迈进；

玉米产业链上，借助中国高淀粉玉米之乡的资源，推进燃料乙醇、纤维素乙醇、发

酵饲料等加工转化，实现了从玉米籽粒、秸秆到下游产品的全产业链发展，年加工能力

超百万吨，鲜食玉米加工企业发展到 20 户，年加工 6 亿穗，成为全省优势特色产业集群；

行走在黑土地上，县域经济的发展图谱愈发清晰，绥化玉米书写“变形记”、海伦

大豆上演“科技秀”、宝清白瓜籽扬帆出海、富锦的狮头鹅引颈高歌……这些故事背后，

是黑龙江实施“产业立县、工业强县”战略的缩影，一个个北国小城正用“特而强、精

而美”的发展逻辑，书写着新时代县域经济的发展新篇。

来源：黑龙江日报

2025年第27周中国大豆发育监测

来源：中央气象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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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DA报告】美国大豆周度出口销售报告

截至 2025 年 7 月 3 日当周，2024/25 年度美国大豆净销售量为 503,000 吨，较上周

高出 9%，较四周均值高出 43%。主要买家包括未知目的地（114,400 吨）、埃及（88,600

吨，包括 88,000 吨转自未知目的地，另有销售量减少 1，000 吨）、日本（72，300 吨）、

印度尼西亚（70，500 吨，其中 55，000 吨转自未知目的地）和荷兰（58，100 吨，其中

65，000 吨转自未知目的地，另有销售量减少 6，900 吨），但是对哥斯达黎加的销售量

减少 1，100 吨，对马来西亚的销售量减少 300 吨，对菲律宾的销售量减少 100 吨。2025/26

年度净销售量为 248,400 吨，主要销往未知目的地（191,000 吨）、墨西哥（28,000 吨）、

中国台湾（11,900 吨）、印度尼西亚（9,500 吨）和巴基斯坦（4,000 吨）。当周出口

量为 395,900 吨，较上周高出 57%，较四周均值高出 20%。主要目的地为埃及（88,600

吨）、印度尼西亚（81,700 吨）、墨西哥（79,100 吨）、荷兰（58,100 吨）和韩国（24,200

吨）。

来源：博易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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