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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油籽、油和油粕短期市场展望1,2

A. 价格

2020年中期起，油料作物复合产品价格大幅回升  

1. 国际油籽及衍生产品价格在 2018/19 年度 (10 月 /9 月 )徘徊在多年低位后，

在 2019/20 年度的前几个月稳步上涨。 2020 年上半年， 2019 冠状病毒病

（COVID-19）在全球范围内暴发，极大增加了市场不确定性，导致价格大幅

回落。然而，自 2020 年中期以来，在 2020/21 年度需求意外回弹、供需前景趋紧

的推动下，国际油料作物复合产品价格强劲回升。2020 年 12 月，联合国粮农组织

（粮农组织）的油籽、油粕和植物油价格指数分别较上年同期水平上涨 34%、43%

和 29%。

1  全世界收获的所有油料作物几乎全用于压榨，获取人类营养所需的油脂或工业用油脂，或获取用作饲料原料

的油饼和油粕。因此，市场形势分析主要着眼于油 /油脂和油饼 /油粕，而非油籽。油和油粕的生产数据来自

某一特定年份相关油籽的国内产量，也就是说，并非特定国家特定时期油籽的实际压榨量。关于油籽贸易，

油籽在一国生产但在另一国压榨的情况体现在国家油类 /油粕消费数据中。需要指出的是，油（油粕）贸易数据

是指油类（油粕）贸易量与油籽贸易量的油（油粕）当量之和。同样，油类（油粕）的库存数据是指油类

（油粕）库存量与油籽库存量的油（油粕）当量之和。 

2 本报告的编写基于截至 2021 年 1 月 20 日所获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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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就油籽而言，2019/20 年度之初价格上涨，主要是由于美利坚合众国（下文

简称“美国”）大豆收成不佳，以及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下文简称“中国”）

签署了期待已久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助长了全球大豆贸易加速增长的预期。

2020 年，COVID-19 疫情导致市场形势不明朗。全球各地为遏制 COVID-19 蔓延

实施了临时封锁，致使全球需求前景不明。然而，自 2020 年 6 月起，国际油籽

价格逐步回升，主要推动因素是中国猪群数量恢复(此前因非洲猪瘟大暴发而遭受

重创 )，因而从巴西和美国进口的大豆数量激增。这一价格上涨势头一直持续到

2020/21 年度之初，因为异常干燥的天气影响了南美的大豆种植，进一步促使大豆

价格上涨，同时由于全球供应紧张，油菜籽和葵花籽价格也攀升至多年高位。  

3. 2020 年初，粮农组织的油粕价格指数相对于油籽持续走强，主要由于阿根

廷因 COVID-19 相关物流限制导致供应趋紧，以及中国努力重建本国猪群，饲料

需求呈现上升前景。到 2020 年中期，油粕价格走势不佳，主要由于美国为遏制

COVID-19 蔓延，不得不关闭一些肉类加工厂，导致饲料需求减少，直到 7 月份

油粕价格才跟随一路攀升的油籽价格指数，恢复上涨。  

4. 就植物油而言，在 2019/20 年度之初，由于全球供应趋紧同时需求强劲，

棕榈油价格更加坚挺，推动国际植物油价格大幅上涨。然而，自 2020 年 2 月起，

植物油报价大幅下跌，当时全球多地因 COVID-19 实行封锁，开始影响食用油

需求和生物柴油生产的竞争力。自 2020 年 6 月以来价格大幅回升，主要由于人们

担心全球进口需求虽已复苏，东南亚棕榈油产量却可能低于预期。同时，南美

豆油因压榨速度放缓导致价格上涨，菜籽油和葵花籽油价格也上涨，原因分别是

欧洲联盟(下文简称“欧盟”)生物柴油和食品部门需求复苏以及主要生产国出口

量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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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油籽产量

2020/21年度油籽产量预计回升  

5. 油籽总产量继 2019/20 年度大幅下降后，预计将于 2020/21 年度回升，达到

6.05 亿吨。这一增长主要原因是收获面积回升，其次是主要种植国单产提高。

具体来说，全球大豆和油菜籽预计增加产量足以抵消全球葵花籽预计减产量。  

6. 全球大豆产量达到 3.622 亿吨，从上一季的大幅减产中实现恢复，略低于

2018/19 年度的历史最高纪录。在北半球，2020/21 年度所有主要生产国的产量都

将增加。据报告，美国的大豆产量为 1.125 亿吨，主要由于种植面积回升，同时

单产也因天气条件总体向好而有所恢复。在中国，由于持续的政策措施支持，

种植面积进一步扩大，大豆产量连续七季增长。印度单产和收获面积均有所增加，

推动大豆产量也大幅回升。南半球刚刚开始收割，预计结果喜忧参半。巴西的

收成预计将创历史纪录，主要由于种植面积因利润丰厚得到进一步扩大，阿根廷

的产量将进一步下降，因为种植面积低于平均水平，而且由于拉尼娜现象，天气

异常干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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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就油菜籽而言，全球产量预计将小幅回升。欧盟 3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

联合王国的总产量与上一季的低迷水平相比几乎毫无起色，因为生产率提高被

面积持续缩减所抵消。加拿大的产量连续三季下降。这是由于生长季节环境干燥，

导致单产下降，同时种植面积也有所减少。相比之下，澳大利亚报告称，由于

面积和单产均有所增加，产量大幅回升。  

8. 就葵花籽而言，由于乌克兰、俄罗斯联邦和欧盟的产量均有所缩减，全球

产量将降至三年来最低。虽然主要种植区域的种植面积进一步扩大，但不足以

抵消因天气条件恶劣造成的单产大幅下降。  

C. 油/油脂基本面4

2020/21年度全球油/油脂产量复苏 

9. 根据上述油料作物预测，油/油脂产量可能将同比增长至 2.411 亿吨，仅略

低于 2018/19 年度的历史最高纪录。就各类油而言，棕榈油、大豆油以及较小份额

的棕榈仁油、橄榄油和椰子油预计增加的产量足以抵消葵花籽油预期减少的产量。

至于棕榈油，全球产量预计将从上一季的异常下降中实现恢复。在印度尼西亚，

虽然 COVID-19 对棕榈油产量的影响可忽略不计，但由于老龄油棕（产量较低）

3 请注意，从 2020/21 年度开始，欧盟定义为欧盟 27 国而非欧盟 28 国。 

4  本节所指的是所有来源的油类，除了在油籽一节讨论的油料作物衍生产品外，还包括棕榈油、海洋动植物油

和动物脂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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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增多且收获面积扩张速度放缓，棕榈油产量增长预计也将放缓。在马来西亚，

种植园还面临着长期劳动力短缺问题，因 COVID-19 采取的流动工人出行限制

措施，更是加剧了这一问题。就葵花籽油而言，全球产量预计大幅下降，主要

由于收成减少，黑海地区情况尤为突出。  

10. 全球油/油脂供应量预计将同比小幅增加，其中 2019/20 年度结转库存量计算

在内。印度尼西亚、美国和巴西由于产量预计增加量足以抵消期初库存减少量，

国内供应量预计将有所增加。相比之下，欧盟和阿根廷由于产量和结转库存量均

减少，供应量将连续两季下降。  

2020/21年度全球油/油脂消费量预计将创历史新高  

11. 虽然目前 COVID-19 疫情对油/油脂需求的影响仍难以预测，但 2020/21 年度

全球油 /油脂消费量预计将从 2019/20 年度的异常下降中实现恢复，增长率低于

平均水平。 

12. 油脂消费量增长将由棕榈油和大豆油推动，葵花籽油的消费量以及较小份

额的油菜籽油和棉籽油的消费量可能缩减，因为这些油类的供应量减少。亚洲的

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印度和印度尼西亚）作为一个群体，将成为全球油脂

消费量增长的主要驱动力。在其他地区，美国和巴西的消费量增长速度预计继续

低于平均水平，欧盟和阿根廷的市场占有率可能会急剧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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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在一些国家，国际植物油价格上涨可能会抑制需求。特别是，生物柴油的

市场占有率可能会受到矿物油和主要植物油之间的持续巨大价差影响。虽然由于

生物柴油竞争力下降，酌情掺混量将保持在最低水平，但强制掺混量增长也将

放缓。例如，印度尼西亚原计划在 2021 年将国家生物柴油掺混率从 2020 年的 30%

提升至 40%，然而，这一转变最早也要推迟至 2022 年。同样，马来西亚对棕榈油

基柴油的较高掺混规定也尚未完全实施。  

全球油/油脂库存量可能降至多年低位  

14. 由于产量预测值将低于全球消费量，2020/21 年度全球期末库存量（含库存

油籽含油量）预计短暂维持在 11 年来低位：3 070 万吨。豆油、菜籽油和葵花籽

油等商品的库存量预计都将减少，减少量超过部分恢复的棕榈油库存量。在主要

库存国中，美国、加拿大、阿根廷和欧盟的库存量预计将下降，而印度尼西亚和

马来西亚的库存量预计将小幅回升。  

15. 根据这些预测，全球油/油脂的库存量与消费量之比将连续三季下降，降至

多年低位，主要出口国5的库存量与消失量6之比将出现类似下降。  

5 阿根廷、巴西、加拿大、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乌克兰和美国。 

6 消失量系指国内消费量加上出口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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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油/油脂贸易量增长依然乏力  

16. 继上一季增长乏力后，2020/21 年度国际油/油脂贸易量预计将仅增长 1%，

达到 1.36 亿吨（包括交易油籽含油量）。预期增长主要由于全球产量提高，需求

恢复，带动棕榈油交易量回升。豆油和菜籽油的全球贸易量预计也将增加，而由

于葵花籽产量骤减，葵花籽油的全球贸易量可能会大幅下降。棕榈油的市场份额

将恢复至 40%左右，凸显棕榈油的主导地位。  

17. 油脂进口量增长将集中在亚洲，特别是印度。而中国因油籽产量和进口量

均增加，国内的油籽压榨量也将进一步增加，油脂采购量预计变化不大。相反，

欧盟因长期 COVID-19 危机导致消费量缩减，预计进口需求萎缩。  

 

 

18. 在出口方面，印度尼西亚和美国的油/油脂供应量增加，总出口量预计也将

增加。值得注意的是，印度尼西亚最近修订了棕榈油出口征税计划，可能会抑制

该国的出口增长，该计划旨在促进为本国生物柴油计划筹资。另一方面，乌克兰、

俄罗斯联邦和巴西的出口量预计将缩减，原因分别是黑海地区葵花籽产量下降和

巴西国内豆油消费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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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油粕/油饼基本面7

2020/21年度全球油粕 /油饼产量部分回升  

19. 继上一季大幅减产之后，2020/21 年全球油粕/油饼产量预计将实现部分恢复，

达到 1.563 亿吨（以蛋白质当量表示）。就具体油粕而言，豆粕产量增加量预计将

超过葵花籽粕和棉籽粕的减少量。

20. 同样，全球油粕/油饼供应量预计将略增 1.5%，因为油粕总产量增长在一定

程度上被较低的结转库存量抵消，美国和巴西的情况就是如此。然而，在中国和

印度，由于产量增加且期初库存量增加，国内供应量预计将出现回升。相反，

在欧盟、阿根廷和加拿大，产量可能下降，结转库存也将减少，导致国内供应量

连续两季下降。

全球油粕/油饼消费量将增速继续低于平均水平  

21. 继连续两季增速低于平均水平后，2020/21 年度全球油粕/油饼消费量预计仍

增长乏力，这是由于动物饲料消费量前景不明，全球供应量增长有限。

22. 中国预计将带动全球的油粕 /油饼消费增长，在非洲猪瘟大暴发后，中国

国内生猪库存持续快速重建，同时家禽和水产养殖业也在稳步增长。美国饲料

成本上升导致生产者利润率下降，畜牧业对油粕 /油饼的需求可能停滞不前，欧盟

由于 COVID-19 相关封锁和持续供应紧张，油粕消费量预计将连续两季下降。

7  本节指的是所有来源的油粕。除了在油籽一节中讨论的油料作物衍生产品之外，还包括鱼粉和动物源油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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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油粕/油饼库存量将大幅下降  

23. 由于油粕 /油饼消费量预计将超过全球产量，2020/21 年度全球季末库存量

（含库存种子含油粕量）将大幅缩减，降至 7 年来最低点，即 2 500 万吨（以蛋白质

当量表示）。豆粕、油菜籽粕和葵花籽粕的库存量都将同比大幅下降。  

24. 美国库存量下降最多，由于结转库存量减少，出口量预计大幅上升，可能

释放三分之二的库存。同时，阿根廷、欧盟和加拿大由于结转库存量和产量均

减少，库存量预计也将减少，而中国的库存量由于进口持续增长，预计将进一步

增加。 

25. 根据上述预测，全球库存量与消费量之比和主要出口国8的库存量与消失量

之比将连续两季降低，降至多年低位，这与 2020 年中期以来油粕价格的上涨趋势

相符。 

全球油粕/油饼贸易量小幅上升  

26. 2020/21 年度，国际油粕 /油饼贸易量 (包含交易油籽含油粕量 )预计将略有

增长，这与上一季的激增形成鲜明对比。增长放缓主要由于豆粕交易量增长乏力，

葵花籽粕出口大幅缩减还将部分抵消这一增长。 

8 阿根廷、巴西、加拿大、印度、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巴拉圭、俄罗斯联邦、乌克兰、美国和乌拉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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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在进口方面，全球增长预期由中国拉动，中国目前为支持国内猪群重建，

采购量持续增长。另一方面，欧盟由于 COVID-19 的持续影响导致国内需求减弱，

预计进口量将缩减，而一些东南亚国家的采购量停滞不变或下降，部分原因是

非洲猪瘟的影响持续存在。  

 

 

28. 在出口方面，得益于产量大幅回升，美国的出口量预计将强劲增长，可能

会创历史新高。相比之下，巴西和阿根廷的出口量将减少，有利于美国重占市场

份额。在阿根廷，除了大豆收成平平和农户惜售外，2020 年底和 2021 年初港口

工人长期罢工造成了物流问题，也可能影响出口供应。乌克兰和俄罗斯联邦由于

国内葵花籽供应量骤减，出口量预计也将缩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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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油籽及油籽产品中期预测 

A. 价格  

29. 油籽及其衍生产品的实际价格9预计在 2020-2029 年期间小幅下调。COVID-19

疫情影响油籽及油籽产品的供求情况，极大增加了中期价格走势的不确定性。

虽然目前大豆、其他油籽、植物油和蛋白粕的实际价格仍高于历史低点，但因

生产率增长有助于满足未来十年的预期需求增长，预计价格将小幅下调。  

图 1：油籽及油籽产品实际价格  

 

B. 油籽生产  

30. 未来十年，全球大豆产量预计将继续以每年 1.3%的速度增长，收获面积

扩大带来的增长约占全球产量增长的三分之一。到 2029 年，巴西因采用大豆和

玉米复合种植方法，提高了种植强度，产量预计将达到 1.4 亿吨，远超美国的

1.2 亿吨预计产量，有望成为全球最大的大豆生产国。总体而言，拉丁美洲的大豆

产量预计将强劲增长，到 2029 年阿根廷和巴拉圭的大豆产量将分别达到 6100 万吨

和 1200 万吨。在中国，由于谷物种植获得的政策支持力度减小，预计大豆产量将

继续增长。印度、俄罗斯联邦、乌克兰和加拿大的大豆产量预计也将增长。  

  

                                                 
9 术语“实际价格”指根据通货膨胀调整后的国际参考价格，根据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平减指数以 2019 年为

基年平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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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其他油籽10的年产量预计将增长 1.2%。这意味着未来十年的增长较最近十年

将有所减缓。部分原因是，在欧洲，菜籽油用作生物柴油生产原料的需求受到

抑制。中国（菜籽和花生的主要生产国）和欧洲联盟（主要生产菜籽和葵花籽）

是其他油籽的最重要生产国，到 2029年预计年产量分别达到 3100万吨和 2700万吨。

但是，预计这两种油籽的产量涨幅有限（中国每年 1.0%，欧洲联盟每年 0.02%），

因为谷物价格相对较高，会对有限的耕地产生激烈争夺。  

图 2：各地区油籽产量  

 

C. 油籽压榨及植物油和蛋白粕生产  

32. 在全球范围内，人们对大豆和其他油籽的主要使用方式仍为压榨成油粕

（饼）和油。总体而言，到 2029 年，预计全球大豆产量的 91％和世界其他油籽

产量的 87%将用于压榨。就绝对数值而言，大豆预计压榨量在预测期内将增加

5600 万吨，远低于之前十年的 1.03 亿吨。压榨地点取决于诸多因素，包括运输

成本、贸易政策、对转基因作物的接受程度、加工成本（如劳动力和能源）和

基础设施（如港口和道路）等。  

33. 随着中国压榨行业逐步恢复，猪群数量有望稳步恢复，中国大豆压榨量预

计将增长 2200 万吨，约占全球大豆压榨增长量的 40%，其中大部分使用进口大豆

压榨。中国为支持压榨行业采取了诸多激励措施，例如政府扶持国有企业，制定

支持大豆和蛋白粕等进口的贸易政策等。中国的增长量虽然较大，但预计仍将远

低于之前十年水平，这是由于中国动物生产增长率下降，对复合饲料的需求预计

也将随之放缓。此外，中国复合饲料中的蛋白粕含量已达到较高水平，几乎没有

进一步提高掺入率的余地。其他油籽压榨量预计将与全球产量同步增长，并且将

比大豆涨幅更大。这意味着其他油籽的贸易份额远低于大豆。 

                                                 
10 “其他油籽”包括油菜籽、葵花籽和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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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植物油包括上述从油籽压榨中提取的油，以及棕榈油、棕榈仁油、椰子油

和棉籽油。棕榈仁油与棕榈油同时生产，符合后者的生产趋势。椰子油主要在菲

律宾、印度尼西亚和大洋洲生产。棕榈仁油和椰子油具有重要的工业用途，棕榈仁

油及棕榈油的产量不断增长，逐步占据主导地位。棉籽油是轧棉的副产品，全球

生产主要集中在印度、美国、巴基斯坦和中国。总体而言，在预测期内，全球

植物油产量预计将增长 18%，这主要是由于发展中国家人口和收入增长，对食品

需求也随之增长。  

35. 过去十年里，全球棕榈油产量已超过其他任何植物油产量。但是，由于

人们日益关注可持续性并努力减少与油棕种植园有关的森林砍伐，未来十年内，

棕榈油产量增长可能放缓。棕榈油在全球植物油产量所占比重预计将稳定在 37%

左右（图 3）。 

图 3：棕榈油和其他植物油全球产量  

36. 到 2029 年，全球棕榈油产量预计将比 2017-19 年增长 20％。印度尼西亚和

马来西亚仍将是最大的棕榈油生产国，到 2029 年将占全球产量的 83%（图 4）。

泰国、哥伦比亚和尼日利亚的供应量预计约占全球供应总量的 8%。到 2029 年，

泰国预计产量达 380 万吨，哥伦比亚 240 万吨，尼日利亚 140 万吨。在中美洲

某些国家，小众棕榈油生产从获得全球可持续性认证就开始逐步发展，该地区

可能最终进入更广阔的出口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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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棕榈油主要生产国  

37. 棕榈油主要进口国出台了更加严格的环境政策，制定了可持续农业规范

（如根据《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制定），在预测期内，马来西亚的油棕种植

面积扩张预计将减缓至约2%，印度尼西亚的油棕种植面积扩张预计减缓至约 

6%。这意味着产量增长将更多由于生产力提高，例如加快开展种植活动（图 5）。

新兴生产国的棕榈油产量预计将增长较快，但基数较小，主要供应国内和区域市

场。 

图 5：棕榈油 – 单产增加与土地利用提高对比 

38. 全球蛋白粕产量预计将增长 18%，到 2029 年达到 4.03 亿吨。全球蛋白粕

生产以大豆粕为主，占全球蛋白粕产量的三分之二以上（图 6）。生产相对集中。

到 2029 年，阿根廷、巴西、中国、欧洲联盟、印度和美国预计将占全球总产量的

73%。在中国和欧洲联盟，大多数蛋白粕通过压榨进口油籽生产，主要是来自

巴西和美国的大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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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蛋白粕和植物油生产类型  

D. 植物油消费

39. 由于食品需求日趋饱和，用于生产食品的植物油人均消费量 11预计将以每年

0.9%的速度增长，远低于 2010-19 年间 2.3%的增长速度。在美国（人均 39 公斤）

和中国（人均 30 公斤），植物油食品的人均可得量将保持在高收入国家的平均

水平之上。低收入国家的人均食品消费量仍将保持在最低水平，人均约 9 公斤

（图 7）。 

图 7：部分国家人均植物油供应量  

11 食品消费以每人每天的植物油供应量计，未扣除损失和浪费，不代表实际摄入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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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印度是全球植物油第二大消费国和第一大进口国，预计将保持每年 2.3%的

高人均食品消费增长率，到 2029 年达到人均 14 公斤。这一大幅增长是由于预计

国内产能扩大，国内油籽压榨产量增长，以及从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进口的

棕榈油增加。对于最不发达国家，人均植物油食品消费量预计每年增长 0.8%，

到 2029 年达到人均 9 公斤。随着发展中国家城市化进程加快，人们的膳食习惯和

传统膳食模式预计将日益转向植物油含量较高的加工食品。  

41. 未来十年中，全球植物油用于生物燃料的数量将保持在当前水平。亚洲和

拉丁美洲的预计增长量将被欧洲和北美的减少量所抵消，欧洲和北美的固定掺混

目标和运输燃料消耗下降影响了对生物柴油的需求。此外，由于特定政策作用，

废油、牛脂和其他原料在生物柴油生产中占比逐渐增加。  

E. 贸 易

42. 全球大豆产量的 40%以上用于国际贸易。在预测期内，全球大豆贸易的

增长速度预计将较之前十年大幅减缓。这一趋势是由于中国进口大豆压榨量预计

增长放缓。中国的大豆进口量约占全球大豆贸易量的三分之二，预计每年将增长

1.8%，到 2029 年将达到 1.05 亿吨，甚至更高。大豆出口国主要来自美洲  – 美国、

巴西和阿根廷，到 2029 年这些国家的出口量预计将稳占全球大豆总出口量的 88%。

巴西出口量稳步增长，已取代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大豆出口国。

43. 对于其他油籽（油菜籽、葵花籽和花生），国际贸易量仍仅占全球产量的

14%。到 2029 年，主要出口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乌克兰预计将占全球出口量的

70%以上。加拿大和澳大利亚油菜籽产量的一半以上用于出口（图 8）。 

 图 8：前三大出口国出口量在油籽及油籽产品总产量中所占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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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植物油出口量占全球植物油产量的 40%，将继续以一些出口导向型国家为主，

这些国家出口量占国内生产量的三分之二以上。在预测期内，印度尼西亚和

马来西亚预计将继续占植物油出口总量的 60%。由于豆油出口量增加，阿根廷预计

将成为第三大出口国，到 2029 年将占全球植物油市场约 7.4%的份额。在进口

方面，为满足人口增长、城市化和可支配收入增加带来的预期需求增长，印度的

进口量预计将继续以每年 3.2%的速度强劲增长，到 2029 年达到 2200 万吨，约占

全球植物油进口量的四分之一。  

45. 全球蛋白粕贸易年增长率预计将从之前十年的 1.8%下降至约 0.8%，贸易量

在全球产量中占比不断下降。这是由于全球肉类生产增长预计将集中在主要油籽

加工国，在这些国家，本地产蛋白粕的使用量会有所增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