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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兴吉林省大豆产业的基本思路与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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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对 吉 林 省 大 豆 生 产 、加 工 企 业 和 产 品 市 场 需 求 现 状 进 行 了 全 面 、系 统 地 调 查 研

究 ，提 出 了 促 进 大 豆 转 化 增 值 和 振 兴 大 豆 产 业 的 几 点 建 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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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 林 省 是 我 国 大 豆 主 产 区 之 一 ，生 产 条 件 优 越 ，栽 培 历 史 悠 久 ，产 品 品 质 好 ，素 有

“大豆故乡”之称。目前大豆种植面积仅次于玉米，是我省的又一大优势作物。但是，多年

来由于种植大豆的经济效益不如玉米，以及吉林省大多数大豆加工企业规模小、设备陈

旧老化、系列产品开发不够和效益差等原因，致使这一优势作物并未形成产业优势和经

济优势。为此，搞好大豆加工转化利用是促进大豆生产实现专用化、区域化和标准化，提

高大豆生产效益，振兴吉林大豆产业的关键环节。

! 大豆生产、加工利用现状

!,! 大豆生产现状

吉 林 省 大 豆 种 植 面 积 一 直 很 大 。!*"* 年 大 豆 种 植 面 积 高 达 !"$ 万 +,%，!*-*.!*/%
年 的 %- 年 间 ，平 均 每 年 大 豆 种 植 面 积 为 0# 多 万 +,%，其 中 !*’$ 年 大 豆 种 植 面 积 最 多 ，

达 *’(- 万 +,%。但进入 0# 年代以来，由于吉林省中、东部的大部分地区种植玉米的效益

高于大豆，造成大豆在粮豆作物总播种面积中的比例锐减。!*** 年大豆种植面积仅有

%/(0 万 +,%，与 !*’$ 年相比，减少了 $/($ 万 +,%，降到了历史的最低点。自 %### 年以来，

我省在中部地区实施大豆玉米轮作计划，对大豆生产给予补贴。调动了农民种植大豆的

积极性，使大豆生产得到了恢复和发展。%##! 年大豆种植面积达到了 -/(/ 万 +,%，总产

量 !!#(’ 万 1，每公顷单产 % "!/ 23，纯收入 % *#! 元 4 +,%。大豆种 植 面 积 、总 产 量 、单 产

和公顷纯收入比 !*** 年分别增加了 /!($5、/"(/5、!($5和 "("5。

在发展大豆生产过程中，根据加工企业对原料的需求，大力推广脂肪含量在 %%5以

上的高油大豆品种和蛋白质含量在 -’5以上的高蛋白大豆品种。%##! 年高油大豆种植

面积达 !$(" 万 +,%，占大豆种植面积的 "-(%5，高蛋白大豆种植面 积 0(! 万 +,%，占 大 豆

种植面积的 !/5。高油、高蛋白大豆种植面积分别比 %### 年增加了 ’0("5和 ’0(05。由

此 可 见 ，优 质 专 用 大 豆 生 产 在 吉 林 省 发 展 较 快 ，将 逐 步 替 代 普 通 大 豆 ，实 现 大 豆 生 产 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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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专用化。

!"# 大豆加工企业现状

通 过 调 查 统 计 ，我 省 具 有 一 定 规 模 的 大 豆 加 工 企 业 !" 家 ，年 加 工 能 力 #$% 多 万 &。
其中，大型大豆加工龙头企业有吉林德大、辽源裕龙、吉粮慧泽、四平红嘴、长春益发合、

长春龙洋和中谷东油 ’ 家，年加工大豆能力 #"% 万 &，占全省大豆加工能力的 ()*。这些

大豆加工企业设备比较先进，技术力量比较雄厚，具有大豆深加工的实力。

目前，从我省大豆加工产品现状看，主要产品为油、豆粕、饲 料 和 大 豆 食 品 +豆 奶 粉 、

豆 乳 粉 和 仿 生 素 食 品 等 ,，对 于 分 离 蛋 白 、组 蛋 白 、异 黄 酮 和 低 聚 糖 等 深 加 工 产 品 ，还 只

是刚刚起步，尚未形成规模，缺乏市场竞争力。

!"$ 存在的主要问题

!"#"! 未实行优质优价

我 省 大 多 数 大 豆 加 工 企 业 都 与 周 边 的 一 些 县 +市 、区 ,签 订 了 大 豆 订 单 合 同 ，明 确 了

种植品种、面积、产量和收购价格等。但企业在收购大豆时，并没有按优质专用品种进行

收购，而是按大豆的整齐度、色泽、杂质和虫食率等指标划分等级，确定收购价格。表面

上看是以质论价，但实际上没有实行优质专用品种+高油或高蛋白,的优质优价。

!"#"$ 缺乏价格竞争力

与邻近省份比较，黑龙江省大豆产区，近年来收购价为 "-’# 元 . /0 左右。 而 吉 林 省

大豆加工企业在扣除 %-!% 元 . /0 补贴后，仍需要以 "-(% 元 . /0 左右的价格收购。与进口

的优质低价大豆相比，更是相形见绌。由于吉林省大豆价格在市场上缺乏竞争力，致使

大豆生产受到省外大豆和进口大豆的冲击。

!"#"# 优质专用品种少

吉林省是优质大豆产区，大豆含油量和蛋白含量都比较高。但目前大豆生产上使用

的 优 质 专 用 品 种 少 ， 一 些 品 种 混 杂 退 化 严 重 。 中 部 地 区 栽 培 的 品 种 出 油 率 仅 为 "1*2
"’*，比国外进口大豆低 # 个百分点。同时，一些种子部门，供给农民的 种 子 纯 度 、净 度

不够，甚至以商代种，损害了农民的利益和企业信誉，严重影响了大豆产业的发展。

!"#"% 大豆加工企业成规模的少

当 前 ，制 约 大 豆 转 化 利 用 的 主 要 因 素 ，一 是 缺 少 稳 定 的 优 质 原 料 来 源 ；二 是 吉 林 省

大 多 数 大 豆 加 工 企 业 规 模 小 、设 备 陈 旧 老 化 、系 列 开 发 和 深 度 加 工 不 够 ，适 应 市 场 变 化

能力差。

$ 大豆转化利用的基本思路与途径

#"! 基本思路

依据吉林省大豆生产和加工转化现状，搞好大豆加工转化的基本思路是：以繁育优

质高产专用大豆品种为突破口，建设优质专用大豆生产基地；以大型大豆加工企业为龙

头，拉动优质专用大豆生产的发展，通过大豆订单形式，实行龙头企业3科研单位3基地3
农户的产业化经营；以科技创新为动力，搞好产品系列开发，特别是深加工产品的开发，

提 高 产 品 的 科 技 含 量 ，增 加 产 品 的 附 加 值 ；以 企 业 增 效 和 农 民 增 收 为 目 的 ，将 吉 林 省 建

设成为我国优质专用大豆产区。

#"# 大豆加工转化的主要途径

大豆加工转化主要途径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豆粕及其再加工产品。豆粕中高温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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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提取异黄酮、皂甙、核酸、低聚糖等生理活性物质。低温粕可加工白豆片!浓缩蛋白"、蛋

白粉、组蛋白和分离蛋白等；另一类是豆油、豆奶及其它豆食品。豆油经过深加工，可生

产很多深加工产品，如磷脂、甘油、合成树脂、绝缘制品和液体燃料等。

! 促进大豆产业发展的对策

!"# 强化政策扶持，应对入世挑战

首 先 ，应 充 分 利 用 #$% 规 定 的 “绿 箱 ”和 “黄 箱 ”政 策 ，对 大 豆 生 产 给 予 必 要 的 政 策

扶 持 ，在 进 一 步 完 善 玉 米 和 大 豆 轮 作 计 划 的 基 础 上 ，不 断 探 索 新 的 补 贴 办 法 ，减 少 中 间

环节，努力实现直接向生产环节注入资金。其次，要抓住农村税费改革的有利契机，理顺

农业财税管理体制，用好用足减免、返还农业税等政策，保证大豆生产收益。第三，要按

照 国 务 院 颁 发 的 《农 业 转 基 因 生 物 进 口 安 全 管 理 办 法 》的 有 关 规 定 ，严 格 管 理 进 口 的 转

基因大豆，认真执行转基因大豆产品的标识制度，使我省绿色、优质、非转基因大豆的生

产不受进口转基因大豆的冲击。

!"$ 组建大型企业集团，加快大豆加工企业向规模化和集团化方向发展

大豆加工具有比较明显的规模效益，大豆初级加工产品及其分离出 来 的 产 品 进 入

再加工程序，可增加附加值，加工企业集团要解决好产品系列加工的衔接问题。加快我

省大豆加工企业的规模化和集团化；可以采用盘活现有闲置存量资产，积极通过资产合

并、拍卖和租赁等各种手段，争取尽快形成与国内外大型榨油企业集团相抗衡的大型企

业集团。

!"! 建好大豆生产基地，为加工企业提供稳定、充足的优质原料

建 设 好 大 豆 生 产 基 地 ，一 是 加 大 优 质 专 用 品 种 培 育 、引 进 和 推 广 力 度 ，尽 快 选 育 出

大豆加工业急需的优质专用品种和配套栽培技术，力争在 & 年内实现大豆品种全部优

质化，使 高 油 大 豆 脂 肪 含 量 达 ’’(以 上 ，高 蛋 白 大 豆 蛋 白 质 含 量 达 )*(以 上 ；二 是 推 广

良种良法的配套技术，实行标准化栽培。目前，我省大豆生产已形成了《大豆高产栽培技

术 规 范 》、《吉 林 省 中 东 西 部 地 区 大 豆 高 产 规 范 化 栽 培 技 术 》、《水 浇 豆 高 效 栽 培 技 术 规

程》、《大豆节本增效模式栽培技术》和《大豆专用化、区域化、标准化栽培技 术 规 程 》* 套

完整的大豆高产高效综合栽培技术规程，要采取有效措施大力推广和普及这些技术规

程 ，提 高 大 豆 生 产 水 平 ，降 低 生 产 成 本 ，增 加 农 民 收 入 ，为 加 工 业 提 供 优 质 原 料 ；三 是 加

强 水 利 化 建 设 ，增 打 农 田 机 电 井 ，配 套 建 设 喷 灌 等 抗 旱 和 节 水 灌 溉 设 施 ，完 善 农 田 排 涝

系 统 ，做 到 旱 能 灌 、涝 能 排 ，建 成 稳 产 高 产 田 ；四 是 提 高 农 机 化 装 备 与 生 产 作 业 水 平 ，实

现 机 械 化 播 种 、中 耕 、施 肥 、灌 溉 和 病 虫 害 防 治 ，提 高 大 豆 生 产 集 约 化 水 平 和 劳 动 生 产

率；五是优化大豆生产的区域布局，按照优质专用大豆生态特性，确定最佳种植区域；六

是推进大豆规模化生产，搞活土地流转机制，鼓励土地向大豆种植能手集中。

!"% 加强科技创新，推进大豆产品深度和系列开发

吉林省现有大豆加工企业的加工能力已超过 ’*+ 万 , 以上，加上正在扩建的加工能

力，“十五”末期可达 &*+ 万 , 左右。因此，大豆加工企业的加工能力不宜再扩大，应把重

点放在企业的技术改造、产品的系列加工和深加工上。在大豆产品系列加工和深加工领

域，要加强科研力量的有机整合。组织省农科院、省大豆研究开发中心及省内高校进行

横 向 联 合 ，协 作 攻 关 ，加 强 对 大 豆 的 研 究 开 发 力 度 ，对 油 脂 类 制 品 、蛋 白 类 制 品 、全 豆 类

制 品 、化 工 产 品 、轻 工 产 品 、保 健 食 品 和 饲 料 等 重 大 课 题 进 行 集 中 攻 关 ，特 "下 转 第 ##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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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接 第 "# 页 $别要把大豆磷脂、抗氧化剂、异黄 酮 、核 酸 和 低 聚 糖 等 高 科 技 含 量 和 高 附 加

值 的 产 品 开 发 作 为 重 中 之 重 ，尽 快 取 得 突 破 ，带 动 大 豆 产 品 系 列 开 发 ，进 而 振 兴 大 豆 产

业。

!"# 抓好大豆生产和加工的衔接，促进大豆产业化经营健康稳步发展

抓好大豆生产和加工的衔接，是实现大豆产业化经营、振兴大豆产业的关键。目前，

虽然大豆加工企业与基地农户签订了订单合同，调动了农民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大豆生

产的发展，但仍有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一是加工企业供种，一定要保证种子质量，企业

供种应由当地种子管理部门监督检查，防止种子混杂或以商代种，高价出售等现象发

生；二是政府要加强领导，搞好服务，提高大豆订单履约率。政府有关职能部门应加强对

大豆订单履行情况的检查与管理，发现问题及时解决，促使大豆生产和加工企业相互促

进，协调发展，振兴吉林省大豆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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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试验经济效益最好的日粮是 玉 米 酒 糟 型 ，扣 除 饲 料 成 本 ，每 头 牛 增 重 收 入 是 !

!"#$#% 元，其次是玉米秸 饲 料 块 型 ，每 头 牛 的 增 重 收 入 扣 除 饲 料 成 本 为 "&#$!! 元 ，最 差

的是青黄贮玉米秸型，每头牛扣除饲料成本为 "!!$"’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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