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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C要!大豆是我国的传统优势产业$然而在外资的强大冲击下$我国大豆企业处境艰难$

突出表现为,!""" 年至 !"#! 年$进出口量差距日益悬殊(国内产量与单产持续低迷(进口依存

度居高不下$近 #! 年的均值为 HK*Hd$最近 L 年的均值甚至超过 %"d(种植面积连年缩减'

为了破解困局$本文选取控制我国 J"d以上大豆加工能力和 K"d进口大豆货源的美国 NQW

等四大国际粮油巨头作为我国大豆企业的重要竞争对手$阐释彼此优劣势$提出%借外补内&

的发展思路及%走出去&发展战略选择$提出加大政府扶持#加快技术创新#加强国外种植支撑

体系#发展多元化品种的战略举措$以振兴我国大豆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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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体系

中图分类号!SHJ!C文献标志码!NC文章编号!#$H! O"J%K#!"#!%"& O""LH O#"

CC大豆在我国的发展历史久远!我国大豆企业

也因而具有传统优势" 大豆作为重要的油脂原

料!关系国计民生!对于国民经济发展的战略性意

义不断凸显" 近十年来!政府始终高度重视大豆

业!不断出台行业政策以扶持大豆业发展" !""&

年 J 月!农业部制定#全国高油大豆优势区域发展

规划$!并由财政部,发改委牵头实施大豆振兴计

划!首先在东北三省展开试点!并配合实施#国家

农作物良种补贴政策$" !""H 年 ## 月!国务院出

台#关于促进油料生产发展的意见$!提出油料生

产和供给必须坚持立足国内!把重点放在主攻单

产上!同时调整品质结构和区域布局!以提高国内

油料的自给率!东北高油大豆良种补贴覆盖面积

扩大至 L 千万亩!对长江流域油菜优势区域给予

#" 元F亩的良种补贴-#.

" 经国务院同意!农业部

又于 !""K 年 % 月发布实施#全国优势农产品区域

布局规划%!""K)!"#J 年&$!提出未来 K 年重点

培育大豆等 #$ 个优势品种!在全国划定 JK 个优

势区!建成东北高油大豆产业带等一批国内外有

影响的优势农产品产业带!发展一大批优势农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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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生产重点县!形成一批现代农业产业示范区"

!""% 年!国家提出大豆良种推广补贴政策要全面

覆盖东北三省及内蒙古自治区"

在近十年来诸多有利的政策背景下!我国大

豆企业理应迎来历史上难得的发展机遇" 然而!

实际上我国大豆企业却面临着从未有过的外资冲

击及挑战!竞争形势极其严峻和被动!主要表现为

#! 个方面'进口依存度飙升,转基因大豆充斥侵

蚀-!.

,国产豆劣势明显-&.

,定价权话语权丧失-L.

,

广大豆农*卖豆难+,国内生产量萎缩,产业技术

落后,集约化程度低,产业链较短且脱节,压榨产

能过剩,并购浪潮来袭,众多内资大豆企业及压榨

企业低效或停产" 总之!国内大豆业潜伏着*步

拉美化后尘+的巨大隐患!*拯救大豆+的呼声在

国内已日益高涨-J.

"

一"我国大豆产业环境分析

#一%进出口量差距日益悬殊

近十年来!我国大豆市场供求形势发生了前

所未有的变化" 虽然我国曾经是世界最大的大豆

生产国和出口国!但是自 #%%J 年以后却发生了根

本性的转折!大豆进口量逐年递增!目前已经沦为

世界最大的大豆净进口国-$.

" 近 #! 年来!大豆进

出口量之比均值高达 #"K 倍!在 !"#" 年达到了峰

值 &&L!差距悬殊" 进口量保持着年均接近 !"d

的超高增长率!而区区 #*Hd的出口量年均增长

率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揭示了我国大豆企业相对

于以美国NQW,邦基,嘉吉及法国路易达孚为代

表的强大的跨国粮商!实力是如此弱小"

表 #C!"""+!"## 年中国大豆进出口情况

年份 进口量%万吨& 进口量年增长率%d& 出口量%万吨& 出口量年增长率%d& 进出口量之比

!""" # "L#*% C !#*J LK

!""# # &%L*" &&*K !$*! !#*% J&

!""! # #&#*J O#K*K &"*J #$*L &H

!""& ! "HL*# K&*& !%*J O&*& H"

!""L ! "!&*" O!*J &L*% #K*& JK

!""J ! $J%*# &#*L L#*& #K*& $L

!""$ ! K!H*" $*& &%*J OL*L H!

!""H & "K!*# %*" LH*J !"*& $J

!""K & HL&*$ !#*J LK*L #*% HH

!""% L !JJ*" #&*H &L*H O!K*& #!&

!"#" J LK"*" !K*K #$*L OJ!*H &&L

!"## J !$L*" O&*% #K*# #"*L !%#

平均 ! %#L*$ #K*L &!*L #*H #"K

CCC数据来源'国家海关总署!数据包括大豆粉"

CC#二%我国大豆业发展乏力

在国内大豆消费继续增长的大好形势下!国

内大豆产量与单产量持续低迷!甚至萎缩!毫无增

长迹象!如表 ! 所示" 这也就直接导致国内大豆

原料短缺!严重依赖进口来满足国内需求" 相比

之下!大豆进口量一路飙升!#! 年间平均为国内

生产量的 ! 倍" !"## 年的进口量相当于 !""" 年

进口量的 J 倍!而且在 !""& 年以后进口量都远远

高于生产量!两者之比逐年增长" 预计 !"## 年大

豆产量 # !""万吨!相比 !"#"年产量的下滑幅度已

K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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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过!"d!进口量与生产量之比更是达到了惊人的 L*L倍!我国大豆企业的未来发展实在令人堪忧"

表 !C!"""+!"## 年中国大豆生产与进口情况

年份
面积

%千公顷&

面积年

增长率

%d&

单产

%千克F

公顷&

生产量

%万吨&

进口量

%万吨&

进口量与

生产量

之比

& 等黄大豆

批发价%元F吨&

%-&

# 号黄大豆

国际市场价

%美元F吨&%T&

!""" % &"H # $J$ # JL# # "L#*% "*H ! LKJ*" #%&*"

!""# % LK! #*% # $!J # JL# # &%L*" "*% ! L"J*K #K"*H

!""! K H!" OK*" # K%& # $J# # #&#*J "*H ! L#K*& !"#*&

!""& % &#& $*K # $J& # J&% ! "HL*# #*& ! KJH*J !L#*&

!""L % JK% &*" # K#J # HL" ! "!&*" #*! & $K!*J !KK*J

!""J % J%# "*" # H"J # $&J ! $J%*# #*$ & &J%*! !&K*$

!""$ % !K" O&*! # H!# # J%H ! K!H*" #*K & !KJ*K !&L*K

!""H K HJL OJ*H # LJL # !H& & "K!*# !*L & K!#*H &!$*%

!""K % #!H L*& # H"& # JJL & HL&*$ !*L J K#L*J LHJ*"

!""% % #%" "*H # $&! # J"" L !JJ*" !*K

!"#" K K"" OL*! # H!H # J!" J LK"*" &*$

!"## # !"" J !$L*" L*L

平均 % #%J*H O"*J # $K%*J # J!L*& ! %#L*$ !*" & &LH*K !$L*J

CCC数据来源'%#&!""")!""K 年产量数据来自#!""% 中国农业发展报告$"

%!&!""% 及 !"#" 年数据来自国家粮油信息中心"

%&&!"## 年大豆产量数据来自中商情报网"

CC#三%进口依存度超高

!""" 年以来!#! 年间我国大豆进口量与实际

压榨量始终保持同步增长!且较为接近!如表 & 所

示!说明国内大豆压榨业的原料主要来自于进口大

豆!大豆原料受到国际粮油巨头的明显控制和强势

垄断" 而我国大豆企业的大豆生产量在实际压榨

量中仅能占到很小比重!自给率很低"

大豆进口量与实际压榨量的比值体现了进口

依存度这一重要指标" 近 #! 年的均值为HK*Hd!

!""J)!""H 年已经接近于 K"d!自 !""K 年%含&

以后仍然保持上涨!维持在 KJd以上的超高水

平!近 L 年的均值为 %"*Ld!即大豆压榨业对大

豆的需求有九成以上都由进口来满足!而国内生

产的大豆仅占实际压榨量的一成" 这必然导致大

豆进口市场及压榨市场的定价权及话语权由国际

粮油巨头牢牢控制在手中"

大豆进口依赖程度连年不断加重!直接挤压

及排斥着国产大豆!威胁我国大豆企业的正常生

存与发展!这也是导致国内大豆生产量连续低迷

萎缩以及众多国内大豆企业举步维艰的主要原因

所在" 黑龙江等主要大豆产区的豆农*卖豆难+

及政策性收购量萎缩现象频发!国内大豆批发价

及加工成本明显高于进口大豆!都与进口大豆的

冲击有紧密关联!也是由于我国国家储备粮仓库

未把大豆作为粮食来储备!而由市场自发调节所

致-H.

" 这些现象的发生有悖于国家*三农+政策

的精神"

大豆在油脂油料产业中居于核心地位!应属

于国家战略性物资" 随着国内需求不断增长!大

豆供给已成为影响我国食品安全和农村经济发展

的重要因素-K.

" 然而!如此不正常的超高进口依

存度势必会危及我国油脂油料产业安全!甚至会

损害国家粮油安全!破坏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国

民经济健康发展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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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 年我国大豆进口量与压榨量变化

年份 进口量%万吨& 年增长率%d& 压榨量%万吨& 年增长率%d& 进口量与压榨量之比%d&

!""" # "L#*% C # K%" C JJ*#

!""# # &%L*" &&*K ! "&# H*J $K*$

!""! # #&#*J O#K*K

! "HH

!

!*& JL*J

!""& ! "HL*# K&*& ! #!& !*! %H*H

!""L ! "!&*" O!*J ! H$L &"*! H&*!

!""J ! $J%*# &#*L & &J" !#*! H%*L

!""$ ! K!H*" $*& & $K" %*% H$*K

!""H & "K!*# %*" & %J! H*L HK*"

!""K & HL&*$ !#*J L #"L &*K %#*!

!""% L !JJ*" #&*H L KK& #%*" KH*#

!"#" J LK"*" !K*K J $#" #L*% %H*H

!"## J !$L*" O&*% $ #J" %*$ KJ*$

平均 ! %#L*$ #K*L & JJ# ##*$ HK*H

CCC数据来源'美国农业部,国家海关总署!

!为预计值!进口量数据包括大豆粉"

CC由表 & 可知!!""" 年至今的 #! 年间!大豆实

际压榨量年均增长 ##*$d!我国已是世界最大的

大豆消费国!而大豆进口量年均增长率还要再超

过压榨量年均增长率约 H 个百分点!而且在

!""")!"## 的 #! 年间!大部分时间段的进口量

年增长率高于实际压榨量年增长率" 这足以说明

大豆进口增长势头之迅猛!也清晰地显示了国际

粮油巨头的大豆输出意欲取代国内大豆生产!不

断蚕食国内大豆原料市场及压榨市场之明显战略

意图!值得我国大豆企业和政府相关部门高度

警惕"

#四%种植面积趋于减少

众所周知!土地是油脂油料产业的瓶颈资源!

当然大豆业也不例外"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

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程国强在*!""H 年第二届国

际油脂油料大会+上表示!*今后 #")!" 年的发

展中!耕地仍会减少!农产品供给短缺的趋势是

刚性的!因此农产品供给的压力将越来越大"

仅靠国内的耕地资源!解决不了中国吃油问题!

利用国际资源不可避免+" 近 #! 年间!大豆种

植面积年均递减 Ji!而且自从 !""J 年大豆种

植面积达到峰值 % J%# 千 1V

! 以来!!""$,!""H

年持续下滑!除了 !""K,!""% 年略有反弹以外!

!"#" 年仍在下滑" 陷入如此困境的原因在于!

进口大豆冲击下国内大豆种植成本居高不下!

销售价格低迷!种植效益差" 据考察!!"## 年大

豆种植面积仍有继续下降之势-%.

" 因此!逐年

缩减的大豆耕地是制约我国大豆企业发展的最

大障碍"

二"我国大豆企业的竞争分析

据统计!我国 K"d以上的油脂加工产能,

J"d以上的大豆加工能力被美国 NQW,邦基,嘉

吉及法国路易达孚四大国际粮油巨头所控制!

K"d的进口大豆也由这四家提供" 面对如此巨大

的压力!我国大豆企业应密切追踪竞争对手!掌握

彼此优劣势"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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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LC我国大豆企业与国际粮油巨头的比较

比较项目 我国大豆企业 四家国际粮油巨头

竞争地位 挑战者,处于成长期 领先者,处于成熟期

公司性质 国营,民营 私有,上市股份制

种植生产

产销量%!"##& # !"" 万吨 J !$L jK"d kL !## 万吨

种植土地 国内种植面积有限,逐年减少 南美大片农场

种植成本 ! 元F\2 美国 #*$H 元F\2

大豆质量
均一化程度低!杂质,水分含量较高!混杂

严重

霉变,检疫性病虫害发生率高达

K"d!不合格率为 L"d

含油率 #$d #̀Kd #%d !̀"d

大豆品种 非转基因大豆 转基因大豆

农户支撑
农户自愿种植!分散经营!收益递减!积极

性受挫/种子专营!国家实行良种补贴
大规模种植的农场主的有力支撑

投入产出比 种植面积占世界 #!d!产量占世界 %*Jd

巴西种植面积占世界 #K*Jd!产量占

世界 !"d

压榨加工

加工产能 仅保留国内不到 !"d的油脂加工产能 控制着国内 K"d强的油脂加工产能

加工设备

国产设备自动化程度低,较陈旧,故障率

高!故障抢修时间长,劳动强度大!无全自

动控制系统

设备优良!自动化程度高!故障率低!

能耗小!维修计划性强!大修时全面检

修,不留隐患

制油工艺 以美国 ! 号大豆为基准 成熟的工艺

油品,油粕标准 沿用南美指标 成熟标准

浸出溶剂标准 自有的 $ 号溶剂指标很少采用 国际通行的美国正己烷先进标准

技术能力

研发人员数量 全国 &$" 人 仅巴西就有 J L"" 人

科研经费投入 # 千万元 仅美国就 K 千万美元

大豆种植技术
缺乏应用基础研究技术储备!缺乏高产优

质大豆种植技术

技术储备充足!基础研究领先!应用范

围广泛

深加工技术 深加工程度低!技术落后!无专业性研发 深加工程度高!掌握关键技术

营销能力

市场价%!""K& J K#L*J 元 LHJ*" 美元

购销体系
产业组织松散弱化!临储收购!承储企业

管收不管销!国储库不重视储备大豆
现代化的国家购销体系

国际营销经验 缺乏 丰富

客户需求管理 了解国人需求 不熟悉国人需求

市场调研及信息
缺乏准确,全面,及时的市场信息!参照美

国农业部或外商的数据!风险大
调研手段先进!掌握信息灵通

基础设施 控制由北向南,再由西向南的*沿海一线+ 控制国际大豆主产地的仓储,码头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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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比较项目 我国大豆企业 四家国际粮油巨头

财管能力

资金能力
资金实力有限!国有企业享有国有资金支

持!民营企业贷款难!程序严格!速度慢

实力雄厚!以国家财力做保证!国际上

市公司!全球范围融资

利用期货市场 单个农户无法进入 可借助期货套期保值

财务管理人才 缺乏期货人才 国际性财务管理专业人才齐备

管理能力

管理体制 国有体制!计划与市场手段兼容并举 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先进组织机构

管理理念 较传统的管理理念 追求创新,安全,严格,高标准

管理人才 缺乏高水平管理者!综合素质不高 全球范围高薪聘用顶尖高管人才

管理水平 管理水平一般化!计划性差!转型慢 国际先进水平!重策划

CC#一%我国大豆企业的竞争优势

#*非转基因大豆优势

目前还无法确定转基因大豆对人类健康的危

害!而国内传统的非转基因大豆能符合人们对食

品安全,天然健康的要求!因此!其优势日益得到

国内外消费者的公认和偏爱!也强有力地支持着

我国大豆企业发展"

!*掌握需求信息的优势

我国大豆企业相比国际粮油巨头!更了解国

人的用油需求!近年来不断开发出各类适合国人

需求的大豆油新产品!产品结构得到不断优化"

!""K 年!我国一级食用植物油产量 %J$*# 万吨!

二级油 K%*! 万吨!三级油 #J&*$ 万吨!总计

# #%K*%万吨!占食用植物油总产量的 $!*!d!而

且近两年一级,二级和三级油的产量比重还在不

断提高!已达到 !F& 的比重-#".

" 国内高档油脂的

比例不断增加!大豆食品朝着优质,绿色,安全和

营养的方向发展"

!""K 年!国内大豆企业以满足营养和差异化

需求为导向!结合大豆压榨技术!生产食用调和油

##L*& 万吨!还有高级烹调油,色拉油,浓香花生

油,小磨香油等!使得大豆油品结构得到了进一步

优化" 随着油脂小包装技术的发展!油脂灌装设

备涵盖了从 &"" 毫升 J̀ 升的家用瓶装,桶装小

包装油以及 #" 升 !̀J 升的餐饮业用油包装" 为

了保护油品质量!开发应用了油脂充氮包装盒避

光包装新技术!极大丰富了大豆油市场!各种品牌

的大小包装食用油层出不穷!显著提高了我国居

民生活水平" 随着技术进步进程加快!国内油品

也呈现多元化发展的景象" 饼干和面包用起酥

油,人造奶油产品,方便面,膨化休闲食品用煎炸

油,速冻方便食品,冰淇淋专用油脂,巧克力,糖果

等特种油脂或专用油脂产品走入寻常百姓家!不

断创造和满足大豆油市场上的新兴需求"

&*低人力成本优势

我国大豆企业的人力成本较跨国粮油企业更

加低廉!源于我国劳动力资源丰富的有利条件!目

前劳动力数量大约占世界 !Jd!人力成本领先/

再者!借助我国教育事业的迅速发展!为国内大豆

企业带来了日益增加的高素质,适用性,复合型人

才" 我国大豆企业完全可以充分利用并挖掘国内

人力资源的规模优势,低成本优势和适用性强的

特点!加快向国外市场扩张的步伐" 后危机时代

来临!有迹象表明我国企业所具备的低人力成本

优势在不断减弱甚至逐渐丧失!但是国内不少学

者认为!我国剩余劳动力存量及增量空间都很巨

大!十年之内!传统的低人力成本优势及本土化人

才的适用性优势依旧显著-##.

"

#二%我国大豆企业的竞争劣势

我国大豆企业几乎在所有方面都逊于国际粮

商!包括价格,产能产量,技术能力,营销能力,财

务管理能力等!综合实力弱!劣势明显"

#*价格劣势

由表 ! 可见!同期的国内大豆批发价与大豆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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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市场价相比!要高出至少 J"d" 来自 !""H

年黑龙江大豆市场监测数据也显示!国产大豆进

入市场比进口大豆的成本至少高出 #H" 元F吨"

究其原因在于!收购商基于国内港进口大豆价格!

减去费用和必需利润!以此作为国内大豆收购价!

即国内大豆收购价决定于进口价" 然而!实际中

的进口价格很低!甚至低于黑龙江大豆成本底线"

!*未掌握关键种植技术与加工技术

目前!在国内大豆加工企业中!研发人员较为

稀缺!科研投入微薄!导致国内大豆新品种少!大

豆种植与加工技术滞后!创新力差!不掌握核心技

术!与跨国企业差距明显" 主要表现为'缺乏高油

优质豆类/未真正掌握高产优质大豆种植技术!尚

处于实验阶段/大豆育种基础研究不足/深加工技

术落后!深加工程度低"

&*资金劣势

四大跨国粮商具有雄厚实力!并以国家财力

做保证!而且都是国际上市公司!能在全球范围融

资" 而我国大豆企业的资金实力有限!国有企业

享有国有资金支持!民营企业依靠当地资源而建

立起来!仅得到政府和银行的有限支持!且银行贷

款审批严格!贷款速度慢!融资困难"

三"我国大豆企业走出去发展战略

选择

我国大豆企业面对如此的被动局面!其发展

路径值得我们深思" 通常!大豆产量提升主要有

两种途径'依托科技进步的单位面积增产型和种

植面积增加型-#!.

" 在*国内粮食可耕地红线不能

碰+及大豆耕种面积日益缩减的背景下!基于上

述竞争优劣势分析!我国大豆企业应遵循*借外

补内+的发展思路!*走出去+到海外种植大豆!借

助国外的土地资源提高产量!将大豆生产经营的

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从而真正振兴我国大豆

产业-#&I#$.

"

#一%加大政府扶持

为了振兴我国大豆产业!政府应挑选一批敢

拼敢闯,绩效优良,抗风险力强的我国大豆企业!

作为精兵强将!鼓励和刺激其*走出去+!给予大

力扶持!实现跨越式发展" 近年来!重庆粮食集

团,九三油脂,汇福粮油已经在南美从事大豆生

产!这应该得到官方的重点支持"

*大豆振兴计划+应根据新形势下的要求与

时俱进!调整及增添扶持政策内容!鼓励我国大豆

企业在国外种植经营!给企业提供专项资金支持!

并给予跨国种植经营风险基金的支持/将政府的

良种补贴政策覆盖到我国大豆企业在国外的大豆

种植农场上去!使我国大豆企业体验到走出去种

植经营大豆与在国内种植大豆是没有差异的!同

样具有低风险与高收益!提高其在国外种植大豆

的积极性!从而实现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背景

下借助全球土地资源来振兴我国大豆产业"

同时!政府应鼓励支持我国大豆企业赴境外

资本市场上市融资和发行债券!提升我国大豆企

业国际化资本运营能力/支持国内大豆企业走出

去拓展国际市场!提高我国大豆企业的海外市场

运营能力!增强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扩大出口规

模!优化外贸结构" 坚持*走出去+发展战略!提

高利用国际市场及国外资源的能力"

#二%加强我国大豆企业在国外的产业集聚

现代粮油加工体系的最大特点就是产业结构

优化,布局合理,安全营养,绿色环保" 我国大豆

企业*走出去+经营不能只依靠单打独斗!而应走

产业集聚发展之路!在国外形成一批具有较强竞

争力的大豆加工基地或产业集群"

产业集群是在顺应产业发展规律及借鉴国际

经验基础上的新概念!我国企业应在国外加快培

育一批主导产业突出,特色鲜明,层次较高的新兴

大豆产业集群!也可依托国外的现有资源!包括大

中城市或现有工业园区等!整合,新建或改扩建一

批高科技含量,示范性强的综合性大豆加工基地

或园区" 通过在海外实施兼并重组!推动产业链

上下游联合协作!在世界范围内培育我国大豆企

业的知名品牌!提高产业和企业核心竞争力" 引

导优质要素快速合理配置!以加快我国大豆企业

的海外产业集群建设!提升带动我国大豆企业的

整体实力及档次" 按照区域主体功能定位!遵循

产区为主,兼顾销区和适当考虑重要粮油物流节

点的原则!实现大豆加工业基地化,规模化,标准

化,集约化!实现加工基地适当规模集中!充分利

用和共享国外的港口码头设施等便利运输条件"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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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粮集团于 !""H 年正式启动全产业链价值

战略!计划用 & J̀ 年时间建成一条*从田间到餐

桌+的农产品全产业链!即食品从田间到餐桌的

每一个关键环节!企业都有所渗透-#H.

" 其商业模

式实际上是在粮油加工产业中!打造从贸易,流

通,生产,销售到食品的全价值链" 近年来!中粮

集团通过兼并,重组迈开向多元化转型的步伐!并

试图借助资本市场飞奔" 随着 !""H 年 & 中国粮

油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主板上市!中粮集团的上市

公司已包括中国食品,中粮控股,中粮地产,中粮

屯河,? 吉生化和丰原生化 $ 家" 对此!中粮集团

董事长宁高宁的表述是'*我们目前希望能够把

每一个业务单元专业化!不再受多元化配置资源

的困扰"+

-#K.

协同化的高低决定了整个企业资源的利用充

分度" 所以!面对中粮庞大的业务单元!*协同+

一直是宁高宁与中粮经理们沟通中运用最多的词

汇" 如今!宁高宁将*协同+作为集团考核评价指

标之一!希望各部门之间真正通过协同!连成一个

整体!对客户提供更优质的服务!降低成本" 同

时!还要构筑内部协同文化'买卖的上下游关系!

达成一种最直接的协同/互相之间共享服务,共享

品牌,共享渠道,共享 a5,共享物流,共享风险管

理等/在此基础上!再共享文化,共享财务资源,共

享规模等" 因此!中粮集团正在朝着国际大豆企

业的发展趋势)))产业集群方向快步迈进!无疑

可以作为国内众多同行的标杆加以学习借鉴"

#三%加快技术创新

自 !""J 年以来!国内众多学者对我国不同区

域,不同行业的公司的实证研究表明!技术创新投

资能显著提升公司业绩-#%I!L.

" 农业实验表明!品

种,种植技术对大豆增产的贡献率均超过 &"d!

质量的贡献率更是大于 K"d

-!J.

" 因此!加大研发

投资!研制关键技术!以提高大豆单产量与品质!

是解决国内大豆供应短缺以及提升我国大豆业竞

争力的重要手段" 我国大豆业在*走出去+发展

的过程中!还应加快利用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

新装备对自身实施全面改造,升级!提升自身整体

技术水平" 具体内容包括'食品安全检测能力建

设,健康油品研究开发,主食品工业化能力建设/

加强大豆加工质量标准体系的基础研究,成套设

备自主化开发和高技术产业化/加强高效节能关

键技术装备开发,副产物综合利用!大幅度提高副

产物综合利用率/有效利用国内外大豆种植土地

资源!提升大豆种植科技含量!拓展高附加值大豆

产品加工,大豆精深加工/加快淘汰落后加工产

能!压缩和疏导过剩产能向技术密集型,资本密集

型的有效产能转化!使企业自身保持适度加工规

模!提高资源利用率"

同时!在*走出去+经营的过程中!我国大豆

企业还应注重与国内外科技界构建长期技术创新

战略联盟!借助产学研合作研发的成熟模式和广

泛平台!跟踪国际大豆产业的前沿技术!开展关键

种植技术,压榨技术和深加工技术的重点攻关!尽

快提高大豆种植,加工的科技含量!提高产品附

加值"

而且!在国外土地上种植大豆的客观环境不

同于国内种植!走出去的企业应深入调研国外环

境!包括种子,土壤,地理,气候等资源条件!搜集

整理相关资料!资助开展一批有关于国外种植实

用技术的课题项目研究!以科研成果指导种植经

营!并及时总结国外种植的新技术,新模式,新手

段!探索技术推广应用的方式与路径" 针对适合

于国外农场的品种培育,肥料应用以及害虫杂草

控制技术方面!大力投入科研经费和人力!争取有

实质性突破!为海外大豆种植单产提升给予强有

力的科研支持"

#四%构建和加强国外种植支撑体系

跨国种植经营!要具备*天时,地利,人和+!

尤其是*人和+格外重要" *公司 l基地 l农户+

的专业化生产模式是较为先进的一种合作模式"

种植大豆的农户往往较为分散!缺乏先进技术及

资金" 我国大豆企业正好能在资金,技术方面给

予支持!以此来加强合作!并使国外农户产生依赖

感" 同时!我国大豆企业要在当地与国外政府,地

产商,农场主等展开协同合作!多赢互惠"

在国外种植经营过程中!要积极寻求给农户

提供技术服务的新途径新方法!在当地设立有一

定规模的技术服务中心!培养对口适用的国外种

植技术服务人才!与农户结为一对一帮扶联合体!

L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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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构建较为紧密的种植产业组织" 在技术服务

方面!应不断提高服务响应性,灵活性,高效性!确

保优质的技术服务!为大豆增产提效做好后盾

支持"

对于资金支持!我国大豆企业应给国外豆农

提供低息或无息贷款!并建立低风险贷款制度!使

广大农户和农场主认识到与中国企业合作开展大

豆种植的好处!将他们从跨国粮油巨头手中抢过

来!鼓励其积极为中国大豆企业发展大豆生产!逐

步树立我国大豆企业的信誉与威望!使中国大豆

企业的品牌走向国际舞台!提高我国大豆企业的

品牌知名度和美誉度"

最后!应加强当地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 农

田水利设施对于大豆种植农户是一项较大的固定

资产投资!唯有合作才能促进建设" 首先!走出去

的企业要积极参与推动当地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

设!如灌溉用井,喷灌设施等!确保农户正常生产

和增产增收" 其次!确立长期投入机制!根据国外

种植大豆的投资收益估算!逐步加大基础设施投

资!为农场主或农户提供设施建设及维护的专项

补助资金!实行专户储存,专户管理!以确保补助

资金能及时拨付到位" 最后!推进农田水利工程

产权明晰化!建立相关协会等多种形式的合作组

织!实现投资者的自主管理"

#五%优化国外大豆物流体系

我国大豆企业应以国外大豆生产核心区为重

点!依托国外重要粮油物流节点和粮油战略装

%卸&车点!加强大豆综合加工,仓储,物流,质检,

信息处理等设施建设!以大豆规模化加工,副产物

综合利用与仓储物流,公路铁路水路运输,贸易信

息处理,购销网络等设施建设为重点!在国外建设

一批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油料油脂加工园区!引

导国外协作商向加工园区集聚!促进上,下游关联

企业专业化协作配套!培育产业集群!推进集约化

经营,规模化发展" 同时!加快推进国外各大中城

市大豆加工配送中心建设!增强油品安全检测,信

息管理,冷链配送等功能!引进现代物流配送的关

键技术!开发成套物流设备!提高我国大豆企业

生产的海外大豆质量和在国外市场的综合竞

争力"

#六%引入先进管理理念

国内大豆企业在*走出去+经营的过程中!还

应虚心并积极学习跨国企业先进的管理理念!追

求生产运营系统和企业经营系统的稳定性!在全

球范围大力引进复合型高级管理人才!招聘精通

业务,熟悉市场,经验丰富的营销人才!注重系统

性的员工培训!尤其是安全教育" 对操作中涉及

安全的事项要做到严格审批" 营销策略应保持灵

活!对不同时间或地域的国外客户应差异化对待!

根据不同的竞争情境或库存状况应制定国际大豆

浮动价格!以确保公司的供,产,销保持协同!而不

是单纯考虑局部收益"

在质量管理方面!我国大豆企业应引入全面

质量管理的先进管理理念!强化加工过程管理!加

强对员工的质量管理培训" 同时!应建立现代化

的大豆种植与加工质量监控体系及手段!提高在

海外种植大豆和加工大豆的质量!切实增强我国

企业在国际大豆市场的竞争力"

#七%品种多元化发展

大豆种植面积缩减是制约企业发展的瓶颈!

除了依赖技术进步!走品种多元化发展的路线也

能解决当前大豆供需矛盾!有助于产业长期可持

续发展"

我国大豆企业开展跨国种植经营!应结合东

道国实情!加强高产,高油优质新品种大豆或国外

种植专用新品种大豆的研制,培育和技术储备!构

建科学系统的国外大豆种植技术体系!兼顾大豆

食品领域新产品的开发!拓宽及延伸大豆产品线

及产业链条" 这样不但能为我国企业创收!而且

能迅速提升我国企业大豆产能!帮助企业整合国

内外大豆货源!盘活我国大豆企业在全球范围的

大豆供销!提高国内大豆业的自给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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