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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报告简介

观研报告网发布的《2006年中国豆制品产业链市场研究报告》涵盖行业最新数据，市场热
点，政策规划，竞争情报，市场前景预测，投资策略等内容。更辅以大量直观的图表帮助本
行业企业准确把握行业发展态势、市场商机动向、正确制定企业竞争战略和投资策略。本报
告依据国家统计局、海关总署和国家信息中心等渠道发布的权威数据，以及我中心对本行业
的实地调研，结合了行业所处的环境，从理论到实践、从宏观到微观等多个角度进行市场调
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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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告目录及图表目录

《中国大豆压榨行业与豆油市场分析》（1）中国食用植物油生产和消费在世界上的地位根
据《油世界》的数据，2004年中国豆油、菜籽油、花生油和棉籽油的产量分别占世界总产
量的比重为13%，28%，49%和29%。 2004年中国植物油消费量达到1791.2万吨，占到世
界植物油总消费量的16.6%。中国豆油、菜子油、花生油、棉籽油和棕榈油的消费量分别占
世界消费量的比重为19%，31%，53%，23%和11%。按照13亿人口计算，年人均植物油消
费量约为13.8千克，低于20.4千克的世界人均植物油消费量水平。预计2010年中国人均食用
植物油消费将达到16.88公斤，消费总量将达到2270万吨。今后中国食用植物油消费将以年
平均增加100万吨以上的速度递增。 （2）中国食用植物油供求和市场变化特点 国内生产的
植物油品种中，花生油、豆油和菜子油是最主要的三种。中国农业资源，特别是土地资源有
限，不可能大幅度提高油料种植面积，所以国内大豆、花生、油菜籽产量增加主要依赖技术
进步提高单产，但短期内难以大幅度地提高油料产量水平。而世界上大豆供给充足，棕榈油
资源丰富，只能通过增加进口大豆、提高豆油产量和增加棕榈油进口量来的增加中国油脂供
给。 由于中国花生油消费群体稳定，同豆油和菜子油相比，属于较高档植物油品种，同其
他两种油之间的替代性较差；国际市场的变化对其影响也不大，花生油市场运行有其独特的
背景和特点。豆油和菜子油之间的市场关联度较强，豆油受国际大豆市场价格变化影响大，
所以中国食用植物油市场的变化主要受国际大豆市场价格的变化影响。（3）中国大豆压榨
能力严重过剩中国产大豆是非转基因大豆，但生产能力有限产量；随国内畜牧业和饲料行业
的发展，对饲料蛋白原料的需求也大幅度增加，刺激国内大豆压榨能力大幅度提高，巨大的
缺口只能靠进口来解决。过去中国大豆压榨企业主要集中在东北地区，近年大豆压榨能力在
华东、华南、东南沿海地区快速提高。东北地区国产大豆除一部分可以进入华北地区外，主
要在当地压榨消费；其他地区的大豆压榨企业主要或完全依赖进口大豆来解决。根据我们的
统计，目前国内大豆日压榨能力为26.6万吨，按年加工300天,实现85%的理论加工能力来计
算,实际压榨能力在6800万吨左右。 根据中国大豆实际压榨量，平均开工率在50%左右，个
别年份如01/02和03/04年份开工率只有40%左右。目前中国大豆压榨行业进入最激烈的竞争
时期，影响大豆压榨行业竞争力的主要因素包括：区位优势、技术条件、管理水平、生产能
力、品牌优势、价格优势等。（4）中国豆油共给和消费近年来，中国豆油产量持续增加，
20世纪90年代初期只有70万吨左右，到了中期提高到150万吨左右，90年代后期增加到200
万吨左右。2000年之后，随中国大豆压榨能力的大幅度提高，以及大豆进口量的大幅度增
加，国内豆油产量逐年大幅度增加，2000/2001年度为340万吨左右，2002/2003年度提高到
450万吨左右，预计本年度将达到520多万吨。 豆油产量在年度间也有一些波动，主要是由
大豆进口政策变化，而导致大豆进口量减少造成的。2001/2002、2003/2004年度中国大豆
进口量分别由上年度的1325和2142万吨，下降到1038和1693万吨，直接导致豆油产量出现
下降。 20世纪90年代，中国豆油进口曾经历过一个快速增加和持续下降的过程。90年代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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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的豆油进口量在10-20万吨之间，到1994/1995年度达到137万吨的当时历史最高水平。而
后随国内豆油产量的增加，豆油进口量持续减少，2000/2001年度，曾减少到7.6万吨的低水
平。 近几年，随国内经济的继续快速增长，油脂消费市场，特别是农村市场的快速启动，
以及中国加入WTO后豆油进口配额数量的增加，豆油进口量又出现快速增加的态势。 中国
豆油消费主要集中在大豆主产区的黑龙江、吉林、辽宁、内蒙古中东部、河北、山西、山东
中西部、河南中北部、江苏和安徽北部。
在全国各地区城市也消费大量豆油，消费豆油的主要形式是小包装精练豆油。 在豆油主要
消费地区，农村家庭居民的豆油消费量普遍高与城市居民的家庭消费量。但近几年，城市餐
饮业的消费量很大，除高档宾馆和饭店外，消费豆油主要以散装豆油消费为主。
（5）中国豆粕供求特点 20世纪90年代初期中国豆粕产量只有400万吨左右，经过几年缓慢
的增加后，到90年代后期增加到1000万吨左右。随中国大豆压榨能力的迅速提高，2000年
之后中国豆粕产量快速增加，预计2004/2005年度将达到2400多万吨。 20世纪90年代初期
，国内豆粕需求量只有300多万吨，到90年代末期达到1400万吨左右；近几年中国豆粕需求
仍以年均增加10%左右的速度增加，2004/2005年度达到2240万吨。 中国豆粕需求量快速
增加的主要原因是中国农村养殖业由过去小规模分散养殖向规模化养殖方向转变；同时，中
国畜禽产品产量也继续增加，从而带动了饲料业的快速发展。 （6）中国大豆压榨效益 199
8/1999年度的大豆压榨效益曾高达500元/吨左右；一个日压榨大豆能力500吨的企业，年压
榨大豆10万吨的大豆压榨企业年利润可以达到5000万元。
即使到2001年8月份之前，中国大豆压榨行业效益一直维持在200元/吨以上。丰厚的大豆压
榨利润刺激了中国大豆行业的快速扩张，导致大豆压榨能力过剩，大豆压榨效益下降，200
3年上半年开始出现全行业亏损。2003年10月，中国农产品价格大幅度上扬，国内大豆压榨
企业也大幅度提高了豆油和豆粕价格，大豆压榨效益出现快速回升，2004年4月份的大豆压
榨效益曾达到500元/吨。从2004年6月份开始，中国大豆压榨行业进入全行业亏损，至今，
一直处于亏损状态。目前的亏损额在150元/吨左右。由于国产大豆和进口大豆在价格、质量
等方面的差距，进口大豆和国产大豆压榨效益间还存在一定差距，有时进口大豆压榨效益高
于国产大豆，有时则相反。 由于中国各地区进口大豆价格差距不大，而各地区豆粕和豆油
价格有一定差距，北方地区豆油价格比南方高；豆粕价格比南方低，但压榨效益相差不大。
（7）结论中国油料生产能力有限，但植物油消费却逐年持续增加；为满足国内需求只能依
赖大量进口大豆，以及进口棕榈油和豆油等来解决。 目前中国大豆压榨能力严重过剩，压
榨效益大幅度下降，目前处于严重亏损或微利状态，压榨行业竞争激烈。
精练油行业也处于品牌和规模竞争阶段。目 录《中国大豆压榨行业与豆油市场分析》
I第一章 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概况 11.1中国宏观经济发展与展望
11.1.1中国经济仍将保持较高增长速度 11.2 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形势 21.3中国经济政策
31.3.1财政政策已由积极向稳健转变 31.3.2继续实行稳健货币政策 31.3.3中国农村发展政策
3第二章 中国食用植物油市场综述 42.1中国食用植物油生产及在世界上的地位



观研报告网 www.chinabaogao.com

42.2中国主要油脂产量情况 42.2.1 豆油 52.2.2 菜籽油 52.2.3 花生油 52.2.4 棉籽油
52.3中国食用植物油消费及在世界市场中的地位
52.4中国食用植物油市场规模和消费水平分析 62.4.1中国食用植物油市场规模
62.4.2中国植物油的消费结构 62.5中国食用植物油供求分析与预测
72.6中国食用植物油市场价格变化 8第三章 中国油料生产布局、生产特点及生产变化
93.1中国大豆生产布局、生产特点及生产变化 93.1.1 中国大豆生产布局 93.1.2
中国不同地区大豆生产特点 103.1.3 中国不同地区大豆生产变化及趋势
103.1.3.1东北地区大豆生产变化 113.1.3.2黄淮海地区大豆主产省生产变化
123.1.3.3黑龙江省大豆生产成本和效益 133.1.4 中国大豆品质特征 133.1.5
大豆生产、流通、加工、消费链特点 133.2 中国油菜籽生产布局、生产特点及生产变化
143.2.1 中国油菜籽生产布局 143.2.2 中国不同地区油菜籽生产特点 153.2.3
中国不同地区油菜籽生产变化及趋势 163.2.4 湖北省油菜籽生产成本和收益 173.2.5
油菜籽生产、流通、加工、消费链特点 173.3中国花生生产布局、生产特点及生产变化
173.3.1 中国花生生产布局 173.3.2 中国不同地区花生生产特点 18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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