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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oybean is an important strategic crop in China, but its demand has long been dependent on im-
ports, especially from the United State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Sino-U.S. trade war, we use 
the descriptive statistics method to analyze the change of soybean import trade in China in the last 
two years. To deal with the situation of trade war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China’s 
soybean trade relations provide ideas for the formulation of soybean industrial policy and early 
warning of economic problems that may arise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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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大豆是我国重要的战略作物，其需求却长期依赖进口，尤其是从美国进口。在中美贸易战的背景下，以

我国近两年大豆进口量为例，运用描述统计学的方法分析贸易战形势下我国大豆进口贸易变化情况。中

美贸易战时期我国大豆贸易关系的转变，能为今后我国大豆产业政策的制定提供思路，并为今后可能出

现的经济问题做出预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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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当前贸易战形势下，大豆贸易作为中美贸易往来的重要一环，不得不做出战略性的调整。研究贸

易战形势下我国大豆进口贸易的变化情况，为制定大豆贸易相关政策提供思路，并为我国相关产业的发

展趋势做出预警，在国际贸易联系越来越紧密的今天，我们要如何处理好自身产业的优化升级，以此应

对好国际形势的风云变幻。李开鹏[1]表示中国商务部发布了大豆在内的对美反制清单以后，国内大豆及

相关农产品期货价格波动迅速放大，文章分析了中美贸易摩擦对国际大豆的影响，借鉴日德贸易经验分

析了中美贸易摩擦对国际大豆的影响，提出通过农产品以及服务贸易对美进行贸易反制，深入推进“一

带一路”的国际合作，深入改革开放三项应对策略。魏浩[2]表示中国作为世界大豆进口第一大国，其反

制美国大豆进口将改变大豆的全球贸易格局。在充分利用国际资源满足国内消费需求以及服务经济发展

的同时，一定要高度重视进口市场的多元化战略，农产品如此，资源能源类产品如此，技术类产品更是

如此。徐斯[3]通过分析中美大豆贸易的发展情况，关注加征关税对双方产品市场产生的影响。指出大豆

作为敏感度较高的农产品，价格变化会对种植农户、大豆压榨企业产生影响，需密切关注。应加强中美

进出口细分产品的分析研究，预判贸易摩擦对大豆产业链的影响，积极稳妥应对贸易摩擦。 
贸易战打响之后，我国拟定对美反制清单以来，学者们在贸易战背景下，从价格、关税等方面研究

了我国大豆进口贸易存在的一些问题，本文选取了 2017 年度以及 2018 年度我国大豆进口数据，对贸易

战前后我国大豆贸易变化情况运用统计学的方法做出了更为详尽的分析，更全面，也更具说服力。 

2. 2017~2018 年大豆进口量描述性分析 

2.1. 2017~2018 年我国大豆进口情况分析 

近年来，我国大豆需求不断上涨，大豆进口数量持续增加。2017 年，我国进口大豆 9556 万吨，价

值 2769.8 亿元，与 2016 年相比，同比增长了 13.9%，大豆进口量持续增加。我国大豆主要进口国为：美

国、巴西、阿根廷及俄罗斯等。如图 1 可知，2017 年我国进口巴西大豆 5092.73 万吨，占进口大豆总量

的 53%；进口美国大豆 3285.54 万吨，占进口大豆总量的 34%；进口阿根廷大豆 658.2 万吨，占进口大豆

总量的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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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Proportion of soybean imports from major soybean exporting coun-
tries in 2017 
图 1. 2017 年我国从主要大豆出口国进口大豆量占比  

 
大豆需求持续上涨，大豆进口量一路攀升。我国进口大豆数量占我国整体大豆需求量的 85%，2017

年，我国大豆产量仅为 1420 万吨，占比不到我国进口量的 15%。大豆需求如此依赖国际市场，我国大豆

产业发展存在严重的不平衡现象。2017 年，全球大豆贸易量约为 15,200 万吨，中国进口大豆数量为 9556
万吨，占比高达 63%。其中美国大豆产量 11,951.8 万吨，中国进口美国大豆的数量占美国大豆出口量的

比重为 57%，中国市场巨大的大豆需求量促进了美国大豆产业的蓬勃发展，但中国大豆产业却日渐萎靡。 
截止到 2018 年 10 月，我国 2018 年大豆进口数量为 7696 万吨，相较于 2017 年 1 月到 10 月的进口

数量 7733 万吨有所减少。如图 2 所示，与 2017 年前十个月相比，进口巴西大豆 5662.88 万吨，占进口

大豆总量的 74%；进口美国大豆 1657.07 万吨，占进口大豆总量的 22%；进口阿根廷大豆 124.11 万吨，

占进口大豆总量的 2%。贸易战背景下，我国进口美国大豆数量与同期相比，显著减少。 
 

 
Figure 2. Soybean imports by major importers in 2018 
图 2. 2018 年大豆主要进口国进口量  

 
由图 3 可知，我国 2018 年进口巴西大豆由 2017 年的 4622.56 万吨增加到了 5662.88 万吨，增加 23%

的进口量；美国由 2200.39 万吨减少到了 1657.07 万吨，减少幅度高达 25%；阿根廷由 527.68 万吨减少

到了 124.11 万吨，减少了 76%；俄罗斯由 36.34 万吨增加到了 65.45 万吨，增加了 80%。巴西和俄罗斯

的增加主要是由于贸易战形势下美国大豆进口量的战略性调整，大大减少了从美国的进口量。阿根廷进

口量减少主要是由于阿根廷 3 月预期成熟的大豆，产量比预期的大大减少，故而中国将国内大豆需求转

向巴西，俄罗斯等国。 

2.2. 全球大豆定价情况分析 

中国对大豆的需求世界第一，这样一个大豆消费大国，本身的大豆生产能力却如此低下，只能依赖

于国际大豆贸易来满足自身的大豆需求。作为头号大豆贸易国，中国本该对全球大豆定价起着举足轻重

53%34%

7% 6%

巴西

美国

阿根廷

其它

74%
22%

2%

巴西

美国

阿根廷

https://doi.org/10.12677/sa.2019.81014


周婷 
 

 

DOI: 10.12677/sa.2019.81014 130 统计学与应用 
 

的作用。然后事实却是大豆定价一直采用美国芝加哥期货交易所的定价作为参考的基准价，全球贸易大

豆的价格，都是参照美国芝加哥期货交易所形成的。2017 年度美国农场的大豆平均价格为 9.33 美元每蒲

式耳(1 蒲式耳相当于 35.238 升)，2018 年度美国农场的大豆平均价格为 9.35 美元每蒲式耳。中国作为最

大的大豆进口国，巴西作为最大的大豆出口国，对大豆定价只能袖手旁观，大豆定价权早已牢牢掌握在

美国手中。在当前贸易战的形势下，我国已经意识到我国大豆产业存在的问题，针对暂时无法避免的大

量进口大豆的情况，我国大豆贸易开始走向多元化。全世界 60%以上的大豆贸易都在中国，如果在国际

市场的大豆贸易规则中能够将中国大豆期货价格因素考虑进去，中国大豆期货合约能够在未来的国际大

豆贸易中发挥作用，中国在国际大豆贸易中具有话语权之后，大豆定价权就将牢牢掌握在中国手中。 
 

 
Figure 3. Soybean imports from major soybean importing countries in 2017 and 2018 
图 3. 2017 及 2018 年我国从主要大豆进口国进口大豆量  

2.3. 美国大豆库存量情况分析 

近年来，美国大豆播种面积呈增长趋势。2010/11 年度美国大豆播种面积为 7660 万英亩，2016/17 年

度美国大豆播种面积为 8340 万英亩，到了 2017/18 年度达到了 9010 万英亩。大豆播种面积的增长，连

年的风调雨顺，以及大豆种植科技的进步，导致大豆收成量不断增加。2010 年美国大豆的产量为 9066
万吨，2017 年美国大豆产量增至 11,952 万吨，大豆产量增长了 32%。产量大幅增长，且有巴西、阿根廷

等大豆主要产出国的竞争，使得美国库存连续增长。2017 年美国大豆库存为 821 万吨，2018 年由于贸易

战的影响，预计库存会超过 1200 万吨。美国大豆主要出口国及地区为中国、墨西哥、日本、印尼、台湾

等。2009 年中国进口美国大豆量占美国大豆出口量的 55%，2012 年中国进口美国大豆量占美国大豆出口

量的 59%，2017 年中国进口美国大豆量占美国大豆出口量的 57%。中国对美国大豆出口贸易的影响可见

一斑，美国大豆出口的头号市场是中国，贸易战必将影响中国对美国的大豆进口量，必将使得美国大豆

库存量进一步增加，势必引起美国国内大豆市场的不安。 

2.4. 贸易战形势下大豆进口量变化情况分析 

针对我国大豆贸易现如今的形势而言，大豆需求比较刚性，本不适合用来作为贸易战的反制衡措施。

但在 2018 年四月，为积极应对贸易战，我国仍拟以大豆对中美贸易战进行反制，对美国向我国出口的大

豆加增 25%的额外关税。由图 4 可知，与往年同期相比，拟反制措施之后，我国从美国进口的大豆数量

明显减少。以 2017 年作为参照，4 月我国大豆进口量为 177.62 万吨，5 月进口量为 147.02 万吨；虽然我

国大豆进口量有小幅度的下降趋势，但是 8 月之后就开始持续上升。反观 2018 年，4 月我国大豆进口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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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241.89 万吨，比同期增加了 36%。拟反制措施之后，5 月我国从美国进口大豆数量急剧下降，只有 48.95
万吨，此后进口量持续下降，在 10 月大豆进口量只有 6.7 万吨，与 2017 同期 132.49 万吨相比，减少了

近 19 倍。 
 

 
Figure 4. 2017-2018 Imports of United States soybean and amount 
图 4. 2017~2018 进口美国大豆量及金额  

 
中国对美国大豆进口量减少，势必会增加从其他大豆出口国的进口。阿根廷 3 月预期成熟的大豆产

量大幅减少，我国从阿根廷进口的大豆数量相应减少。从巴西进口的大豆数量则大大增加。由图 5 可知，

2017 年 5 月我国从巴西进口大豆量 793.81 万吨，2018 年 5 月进口大豆量达到了 912.38 万吨，往后几个

月，从巴西进口的大豆量与同期相比都在增加。截止到 2018 年十月，我国从巴西进口大豆数量为 653.05
万吨，而在 2017 年十月从巴西进口大豆数量仅为 337.50 万吨，涨幅接近 1 倍。 
 

 
Figure 5. Quantity and amount of Brazilian soybean imported 2017-2018 
图 5. 2017~2018 进口巴西大豆量及金额  

3. 2017~2018 年大豆进口量统计分析 

对 2017 年及 2018 年的大豆进口量以及进口金额进行比较，分析我国大豆进口量整体的变化情况。

从表 1 可以看出，2018 年大豆进口量与 2017 年同期相比有所下降，说明与往年进口量上升趋势不同[4]，
2018 年大豆进口量呈下降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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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Analysis of soybean imports and amounts imported 
表 1. 大豆进口量及进口金额分析 

年份 均值 标准差 中位数 最大值 最小值 

2017 年进口量 
2017 年金额 

796.33 
230.82 

146.32 
34.07 

806.5 
233.45 

1008 
276 

554 
158.60 

2018 年进口量 
2018 年金额 

769.60 
216.99 

143.14 
42.85 

801 
232.25 

969 
265.90 

542 
145.60 

 
对我国从美国、巴西等主要大豆出口国 2017 年度及 2018 年度的大豆进口量进行比较，分析贸易战

形势下近两年我国大豆进口量情况的变化。从表 2 可以看出，2017 年度及 2018 年度我国从巴西及俄罗

斯进口大豆量处于上升趋势，同往年大豆进口量呈上升趋势相吻合。但是从美国与阿根廷进口大豆量则

呈下降趋势。在大豆进口量总量呈下降趋势的同时，我国从主要大豆出口国进口大豆情况却大不相同。

阿根廷主要是由于 3 月预期成熟的大豆产量大幅减少，大豆出口量相应减少，我国从阿根廷进口大豆数

量也就随之减少了。但是美国在库存连年增加的情况下，作为大豆主要出口国，我国从其进口大豆数量

却减少了，主要原因就是贸易战背景下，我国反制措施施加了压力，使得我国从美国的大豆进口量急剧

减少。美国大豆 2018 年收成颇丰，但是贸易战带来的大豆滞销，加剧了美国豆农的库存压力，中国大量

减少从美国的大豆进口量，美国大豆市场面临空前的压力。 
 
Table 2. Analysis of soybean imports from major exporting countries 
表 2. 主要出口国大豆进口量分析 

国家 均值 标准差 中位数 最大值 最小值 

2017 美国 
2018 美国 
2017 巴西 
2018 巴西 

2017 阿根廷 

273.80 
165.71 
424.39 
566.29 
54.85 

237.13 
193.85 
274.38 
277.32 
52.04 

162.32 
55.99 

465.70 
678.74 
65.26 

677.96 
581.43 
793.81 
912.38 
147.42 

17.98 
6.70 

25.30 
174.61 
0.00 

2018 阿根廷 
2017 俄罗斯 
2018 俄罗斯 

12.41 
4.14 
6.55 

17.68 
2.34 
5.30 

6.12 
3.35 
4.96 

54.79 
9.05 
15.07 

0.00 
1.14 
0.54 

4. 结论及建议 

我国有着悠久的大豆种植历史，1995 年仍是大豆净出口国，如今，我国早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大豆进

口国。在进口量持续上升的情况下，我国大豆产量却不容乐观，大豆需求极度依赖国际市场供给。贸易

战背景下，人们逐渐意识到要改变大豆贸易过度依赖进口对我国大豆市场自身发展的不利局面，使国内

大豆市场能够有相对健康、公平的成长环境。 
改变我国大豆极度依赖进口的局面，重中之重就是提升我国自身供给大豆的能力，也就是想尽一切

办法提高我国大豆产量，尽可能地减少进口量。国家农业政策的扶持，大豆种植面积的合理增加，种植

技术的提高，都能大大提升我国大豆的产量，减少我国大豆市场对进口大豆的依赖。 
在当前贸易战的形势下，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意识到将大豆进口集中在几个国家不利于我国国内大豆

市场的稳定。我国大豆贸易开始走向多元化，除了从几个主要的大豆出口国进口大豆以外，要增加如俄

罗斯等国进口大豆的数量。大豆贸易的多元化，更利于我国大豆市场的稳定。 
大豆定价权是关键。全世界 60%以上的大豆贸易都在中国，国际市场大豆贸易规则如果能将中国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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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期货价格因素考虑进去，中国大豆期货合约能够在未来的国际大豆贸易中发挥作用。凭借中国大豆贸

易占世界大豆贸易的比重，在不久的将来大豆定价权就将牢牢掌握在中国手中，使中国大豆产业获得可

持续发展的公平、良好环境。 
中国市场是美国大豆贸易的主战场，贸易战必将影响中国对美国的大豆进口量，美国大豆库存会进

一步增加，势必引起美国国内大豆市场的不安。加增关税的同时，进一步减少对美国的进口量才能起到

实质性的震慑作用，让美国看到我们应对贸易战的决心，打好贸易战，为今后可能出现的经济问题作参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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