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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豆一直以来都是我国的重要粮食作物和经济作

物，其对于确保我国粮食安全方面的现实意义也较为突

出。但自上世纪 90年代以来，我国大豆进口规模持续

攀升，对于本土的大豆产业造成了一定的冲击。究其原

因，与国内大豆产量偏低也不无关联。鉴于目前国内大

豆产量尚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因此需要对其增产潜力进

行分析，并积极采取措施以提升其产量。

一、当前我国大豆增产潜力分析

相关数据表明，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大豆产量

年平均增长率为 1.6%左右，其中以 1981—2000 年平均

增长率为最高，接近 2.3%，而后增长率不升反降，长期

维持在 0.7%的低水平，这不仅明显低于美国、巴西等传

统农业大国，甚至低于全球平均值 1.3%，其差距仍然较

为突出。

受到全球市场等各种客观因素的影响，我国农业作

物的种植面积调整工作一直处于动态进行的格局，结合

实际情况来看，我国大豆种植区域将逐步倾向于偏北区

域，加之东北地区的玉米种植面积缩减，这种种植区域

“向北”的迁移趋势将更加突出（见表 1）。但与此同

时，也需要考虑到其他粮食作物种植对大豆种植区域变

化所带来的挤压因素。

表 1  我国大豆区域布局变化情况

时间阶段 1949-1980 1981-2000 2001-2020

东北地区占比/% 21.96 28.73 37.63

淮海地区占比/% 29.77 20.72 13.94

其他地区占比/% 48.27 50.55 48.43

考虑到这种情况，对于大豆种植面积和产量的分析

就要从两个角度分别进行，一方面要考虑大豆产区面积

受挤压情况下的“最不利因素”，另一方面则是考虑有利

因素，两种因素下的全国大豆 2025 年面积、单产和总量

预计情况如表 2所示。

表 2  全国大豆 2025 年面积、单产与总量估计值

产区
面积（亿亩） 单产（公斤/亩） 总产量（万吨）

方案 1 方案 2 方案 1 方案 2 方案 1 方案 2

北方地区 0.7 0.9 140 145 980 1305

淮海地区 0.3 0.3 145 150 435 450

复合种植 0.4 0.4 145 150 580 600

全国总计 1.4 1.6 140 145 1960 2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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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大豆；增产；农业技术

（表中，方案 1是基于最不利因素的分析，方案 2

则是基于最有利因素的分析）

根据表 2中的数据不难看出，即便是考虑到最有利

因素的前提下，到 2025 年我国大豆年产量也只能达到

2300 万吨的水平，其与 2020 年相比，增加幅度约为 300

万吨，并不显著，对于我国大豆市场依赖进口的格局尚

不能起到明显的突破作用。特别是在我国经济转型发展

和消费结构转型的推动下，未来我国大豆消费需求仍将

保持增长态势。

除此之外，当前国产和进口大豆在用途上的泾渭分

明，前者主要用于食品加工，后者则主要用于油料加

工，但相关行业对二者的需求量都呈现快速增长态势，

特别是前者的增长速度更为突出，目前基本维持在 4.5%

的水平，如这种增长趋势维持恒定，则国产大豆为油料

压榨市场所提供的规模将进一步缩减，规模将缩减至

300 ～ 600 吨范围内，这一缺口也迫切需要进行填补。

根据表 2中的数据进行综合分析可知，当前我国

大豆市场的缺口仍然较为显著，这表明国内大豆市场

仍然有着较大的发展空间。特别是对表 2中“单产”

这项指标的分析可知，当前我国大豆平均亩产水平在

140 ～ 150kg的区间内，这不仅远低于传统农业大国美国

和巴西的 220 ～ 230kg的区间值，而且与世界平均水平

的 185 公斤/亩相比也存在明显差距。但实际上，我国大

豆种植区域的土壤质量和自然环境处于第一梯队水平，

这些区域的资源优势尚未得到有效的开发应用。显然，

这些区域的大豆产量还有着很高的发展潜力，如何提高

“单产”这项指标则是未来工作中需要重点关注的内容。

二、当前大豆增产的主要制约因素

（一）农业用地条件的限制

当前我国大豆主产区为东北地区和淮河流域一带，

这些地区农业基础较为发达，且土地较为肥沃，在这种

情况下，农民群体和相关企业、合作社等机构为了提高

自身经济效益，通常会优先选择其他粮食或经济作物，

对于大豆种植的关注度偏低，有限的大豆作物通常种植

于高纬度地区，或是坡岗等相对较为贫瘠的土地，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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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受到自然灾害影响的概率偏高，给大豆产量带来的

负面效应也较为显著。以我国东北地区的大豆种植为

例，其大多种植于高纬度地区，植株极易受到冻害影

响，通常只能种植极早熟品种，而这些品种通常无法兼

顾抗性和产量两方面，给大豆产量带来不利影响；不仅

如此，这些地区的秸秆还田普及率也相对偏低，导致土

壤肥力下降明显，难以确保大豆的连续种植。再以国内

大豆的“复合种植区”为例，这些地区主要位于西南各

省份，多为山地丘陵地带，常规农业机械的效率在这些

地带难以有效发挥，同样导致大豆产量偏低而难以满足

需求。

（二）缺乏良种

纵观近年来各国大豆种植情况可知，大豆种子的质

量是影响产量的最主要因素，如何提高大豆种子的质量

则是需要着重考虑的内容。但从目前来看，受到各种客

观因素的影响，自 2010 年以后，国内针对大豆新种子的

研发工作较为缓慢，新推广品种数量不足，已在推广的

品种也普遍存在生命周期短等缺陷，对于提升大豆产量

和品质的效果不甚明显。另一方面，目前我国大豆主要

种植区的品种多为曾经推广过的旧品种，由于时间跨度

较大，这些品种已经处于生命周期内的衰退期，如不进

行及时干预，则极易造成大豆产量的不升反降。

（三）病虫害防控面临新变化

近年来，随着各地区化肥和化学农药使用量的持续

增长，以及全球环境变化等因素的影响，大豆的病虫害

防控工作趋于复杂，不仅原有的病虫害出现抗药性提升

等难题，而且一些新的病虫害也呈现多点散发的态势，

给大豆种植业带来了新的挑战，目前，针对一些新的病

虫害，一些地区的农业有关部门缺乏对这类问题的有效

监控与防治，导致大豆产量和质量受到影响，如何解决

上述问题仍需要引起重点关注。

（四）生产技术有待于提升

当前，虽然粮豆轮作、秸秆还田、免耕播种和间混

套作等一系列新的农业技术和管理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得

到推广应用，但在很多地区，传统的生产理念和方法仍

然根深蒂固，新的技术和管理理念通常只是零散应用，

尚需进一步优化完善与融合，确保这些新技术和管理方

法的优势得以充分发挥。

三、实现大豆增产的有效途径

（一）加强对大豆产业的政策支持力度

在全球疫情大流行的情况下，我国粮食安全所面临

的形势也愈加严峻，为防范化解这类问题，对于大豆产

业加强政策支持则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途径。具体来看，

一方面，有关部门应当加强对大豆种植的农户、农业合

作社、相关企业等加强补贴政策，并加大宣传力度，通

过网络、广播电视、板报标语等多渠道入手，让相关市

场主体和农户真正认识到种植大豆与提高自身效益紧密

相关，以此引导其逐步扩大种植面积，带动大豆产量的

稳步增加。另一方面，要在推广“粮豆轮作”的基础

上，探索针对这种轮作模式的补贴政策，结合各地区作

物种植的实际情况，采取差异化的补偿方式，避免补偿

不足或过度，以此进一步拓宽“粮豆轮作”模式的覆盖

面积，带动大豆产量和质量的双重提升。

（二）积极研发高质量的大豆品种

从当前的世界市场来看，大豆种子技术方面的顶尖

企业均归属于欧美发达国家，国内大豆种子技术研发机

构与之相比仍然存在着一定的差距，特别是一些关键技

术难以获得。为突破这种困境，有关部门就需要起到主

导作用，整合各地区的相关研发机构和市场主体，打造

更为完善的商业化育种体系，结合国内外的研究经验，

以及国内数量丰富的种子资源库，逐步构建符合国情的

育种体系流程，推动大豆品种更新迭代，以满足各地区

对大豆品种的多元化需求。而在具体的研发过程中，则

需要积极推进现代生物技术的应用，特别是基因工程技

术的有效应用，以此来进一步提升大豆种子的质量，打

造功能性优质食用大豆和高油大豆等高质量品种。同

时，为确保这些新技术及其新产品得到有效保障，有关

部门还需要强化自身监管能力，加强对新技术和新产品

的知识产权保护，避免出现假冒伪劣产品。

（三）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提高产业化水平

在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工作上，应当将工作重心放在

“大豆生产保护区”当中，利用这些区域在农业技术和

市场主体发展方面的优势，打造一批高标准试验田，发

挥这些高标准试验田的“标杆作用”，带动其他区域大

豆种植的积极发展。同时，还需要加强对现有耕地的保

护，对于出现退化现象的耕地则需要加强治理，确保耕

地肥力始终维持在合理水平。除此之外，为进一步提高

农田基础设施水平，水利工程建设也是不容忽视的，在

这方面的工作中，要结合当地的水文资源状况，对既有

的农田水利设施做进一步优化完善，确保农田有效灌溉

面积的扩增，而在灌溉方式上，则要优先选用滴灌技术

取代传统的大水漫灌，在确保灌溉效率的同时，实现节

约水资源的目标。

另一方面，各地区有关部门应当积极推进大豆种植

的规模化和产业化发展，以突破传统模式下“小农经

济”存在的不足，为实现这一目标，首先，要加强农业

机械的应用，推动大豆种植的全流程实现机械化（图

1），而对于一些因地形限制而不适宜采用农业机械的地

区，则要加强对这些地形的特定小型农业机械的研究，

以加快农机农艺的融合（图 2）；其次，各地区有关部

门应当积极整合当地与大豆种植相关的市场主体和农户

群体，充分发挥有关各方的优势，做到取长补短，打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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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化经营；再次，在“规模化经营”的基础上，有关

部门应当致力于产业链条的扩增，如通过招商引资等活

动，鼓励支持大豆深加工企业向大豆主产区集聚，降低

大豆产业链条各环节中的成本损耗，以此提高产业化水

平，在此基础上，还可加快油料油脂等加工企业的兼并

重组，整合优化存量生产能力，延长产业链条，提升价

值链，加快推动大豆产业的转型升级。最后，有关部门

还需要重视大豆产业链的进一步扩增，这一环节主要是

针对加工技术的研发升级，以此提高大豆的产品率和综

合利用率，以大豆加工过程中的副产物豆粕为例，以往

这种副产物多被废弃，为尽量规避这类问题带来的资源

浪费，即可采用生物催化剂技术，除去其中的抗营养因

子等成分，使之转换为高质量的大豆蛋白而用于食品加

工；此外，也可应用最新的高分子修饰等柔性开发技

术，打造高端的大豆蛋白产品，以弥补国内市场在这方

面的空白，并打破国外在这方面的技术垄断。

图 1  大豆机械化种植

图 2  专为丘陵地区打造的农业机械

（四）对大豆种植相关技术和管理工作进行优化

除了必要的基础设施之外，在大豆种植过程中，对

相关技术和管理措施进行优化也是必不可少的两项内

容，具体来看，这两项工作又可细分为以下几方面加以

探究：（1）在大豆种植阶段要做到“合理密植”，种植

密度不宜过高，以 1100 ～ 1200 穴/亩，每亩 2 ～ 3株

的密度即可，同时在种植前要对种植区域在上一周期所

种植的作物进行调查，尽量避免出现重茬和迎茬种植的

情况，以此改善大豆的种植条件。（2）在大豆种植过程

中，要加强田间管理（图 3），尽量使用农家肥和有机肥

取代部分传统化学肥料，化学肥料用量需要进行仔细分

析，确保其满足基本需求即可；同时还需要结合当地天

气和土壤变化情况，制定有针对性的。（3）要针对当前

病虫害防治的复杂化局面进行详细研究，针对不同的病

虫害类型，选择最具针对性的治理措施，当然，在治理

过程中，要基于“绿色防治”的理念进行，尽量降低化

学农药的用量，提高物理防治和生物防治的占比，以降

低病虫害防治过程中带来的副作用。

图 3  大豆种植过程中的田间管理

除此之外，考虑到传统的基于人工模式的田间管理

工作对于一些隐患问题难以及时发现和处理，因此有条

件的单位即可引入监控技术，在大豆种植区域的一些关

键节点上布置监控设施，再通过无线网络技术，将其与

监控终端共同组建成监控网络，实现对大豆种植区域的

植株长势和病虫害情况的实时监测，预计，通过采用这

种信息化程度更高的管理模式后，其田间管理工作的效

率和质量将得到进一步提升，以此带动大豆产量和质量

的稳步提升。

四、结束语

当前我国大豆产业仍有着较大的发展空间，大豆增

产的潜力也尚未得到充分挖掘，为此，各地区农业有关

部门就需要将大豆增产工作放在重要位置，以战略性思

维分析这一问题，从而形成针对性的解决措施，从政

策、管理、农业技术和产业升级等多个角度入手，切实

提高大豆的产量和质量，以确保我国粮食安全，并推动

农业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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