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匹夫顺 
 

旗帜网 
 
 
2006年岁末，在大豆油的带动下，食用油、面粉、肉类等涨价冲击波，悄悄侵袭中
国各大城市，有的地方出现了抢购和囤积现象。市场预测中，很多人认为2007年豆
油价格可能持续上涨，甚至有少数人恐怖传言"将上涨50%"。然而，自2004年之后，
国内油、蛋、肉等消费量节节上升，中国对大豆和豆饼原料的需求激增，但奇怪的
是豆价却不涨反跌，进入了一个长期大"熊市"，中国的大豆种植业遭受重创，种植面
积迅速减少。这些怪现象，为什么会发生？  
 
业内人士透露，这背后实际上是"四大跨国粮商"和国际资本，控制着世界大豆市场的
定价权，为垄断庞大的中国大豆市场利润，对整个中国大豆产业链举起了屠刀！ 
 
在这样的屠杀下，2004年时暴涨暴跌的豆价，让号称"中国大豆军团"的1000多家中小
型和本土内资榨油企业走上了绝路。而2004年后外资"趁火打劫"，开始收购困难重重
的本土榨油企业，结果目前仍能开工的90多家国内榨油企业中，64家已变成外资独
资或合资，控制了中国85%的实际加工总量。"这个时候大部分榨油企业都是外资的
家当了，所以市场上的豆价就是一直不涨，四大粮商欲借此剿灭中国的大豆种植
业，和仍在顽抗的少数国内油脂企业。"  
 
中国的大豆市场完全被"四大跨国粮商"操纵，因此对2006年岁末大豆原料突然上涨，
业界没有欣喜，反而是更多的警惕："中国消费者已离不开各种大豆产品，中国的千
千万万中小企业的生产经营也离不开各种大豆产品，如大量的蛋白质生化厂、畜牧
养殖场和餐馆等。如果四大跨国企业觉得已完全垄断我们整个大豆产业，可以对大
豆、豆油、豆饼等各种产品随意提价以增加利润了，中国千千万万的中小企业，每
个消费者的日常生活，将会受到怎样的影响？2006年底的这场涨价风，或许是这样
的苗头。"  
 
"豆伤"中国，中国大豆不幸成为遭受灭顶之灾的第一个本土产业样本。 
 
"豆伤"中国 
 
"种豆越来越不赚钱，今年还亏本了，我们不种豆了。"老赵铁青着脸，对两个儿子
说。 
 
老赵被村里戏称为"农民企业家"。他是黑龙江黑河地区的一个种豆大户，租了农场40
亩豆田，买了农机设备，和两个儿子一起请了9个帮工种大豆。前几年靠种大豆赚的
钱，两个儿子都结了婚盖了房。黑龙江大豆产量占全国1/3，黑河是全省大豆种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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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最大的地区，有数十万老赵这样的大豆种植户。 
 
然而2006年8月，家家户户大豆丰收，老赵拿着卖豆钱，心里却高兴不起来：种子、
化肥、农药、地租、人工等生产资料涨价，算下来每斤大豆至少要卖到1.3元才不赔
本。然而今年，当地豆子收购价跌到了平均每斤1.15元。 
 
老赵把今年收的200多吨大豆，只卖了一半。"去年1.37元一斤，还有点汗水钱。今年
白干了还倒赔，100吨大豆赔了三四万。"另外的100多吨大豆被堆到了粮仓里，老赵
想等价格好点再卖。 
 
豆价持续三年下跌，老赵看到普通小豆农的日子更惨：村里很多人已持续三年一日
三餐就只有米饭、馒头、咸菜，家里破破烂烂，最值钱的家当就是一台旧黑白电
视。 
 
无奈之下，一些东北豆农改种了小麦、大麦等其他作物。那么在中国另一个大豆主
产区——内蒙，因为气候、纬度等原因，不适合改种其他作物，我们看到很多农户
都是大门紧闭、杂草丛生的景象。很多豆农都选择了放弃土地，外出打工。 
 
2006年，中国大豆产业上游的3000万种植户，遭受"赔钱或积压"之痛。中国大豆的种
植面积，2006年又比2005年预计还将减少25%以上，2007年预计还将减少20%，将仅
余940万公顷。 
 
九三是黑龙江国有农场筹资兴建的，每年大豆收购置200万吨，是目前国内仅存的一
家有能力与外资抗衡的本土企业，被业界称为"最后的守望者"。 
 
在"洋大豆"的冲击下，九三也不得不向生存屈服。设在东北地区的5个分厂全线亏
损，九三于是在2004年和2005年分别在大连和天津建立了2个分厂，全部使用"洋大
豆"，两个厂的进口量占到全公司年加工总量的一半以上。 
 
中国大哺养消费大国，世界大豆的发祥地，东北、内蒙和淮海地区，是世界上最适
宜种大豆的黄金地带。然而"洋大豆"进口量突然开始年年暴增，中国迅速成为了进口
量占全球贸易量1/3的世界第一大豆进口国。为什么在强劲需求中，守在家门口的中
国大豆打不过飘洋过海的"洋大豆"，反而被逼至绝境？ 
 
"洋大豆"发迹史 
 
控制着当今国际谷物市80%的市场份额的，是四家世界五百强企业，即美国ADM、
美国邦基、美国嘉吉、法国路易达孚等。人们习惯根据他们名称的第一个字母，把
这四家称作"ABCD"四大粮商。 
 
以美国为首的"ABCD"四大跨国粮商，正是推动转基因"洋大豆"控制中国大豆产业
的"背后黑手"。 
 
上世纪９０年代，美国粮商打着"帮助穷国发展农业"的旗号，在巴西、阿根廷等南美
地区大力推广转基因大豆。南美大豆生产商都是各地的大农场主，拥有大量的土地
但资金稀缺，美国粮商主动向他们大量提供商业贷款，年利率高达１４.４％。 
 
在巨额资金的推动下，易于生长的转基因大豆，疯长于美国、巴西、阿根廷，一举
超过大豆的故乡中国成为世界大豆产量最大的三个国家。 
 
对转基因农产品将会带来的对本国传统农业的严重冲击及食用安全不确定性，欧日
韩等国历来争议很大坚决抵制。而２００１年，中国正式加入ＷＴＯ，为了中国经
济长远发展的大局，中国在大豆等农产品贸易领域做出了仅３％的低关税等诸多让
步。 
 



转基因大豆顺利进入中国市场，并先以低价策略，迅速敲开了当时数量激增、生意
红火、急需大豆原料的中国各地油脂厂的大门。 
 
紧接着，中国企业对大豆买得越多，国际市场上的大豆价格越涨。由于贸易权被控
制，巴西、阿根廷等南美大豆生产商，只能眼睁睁看着他们的大豆被低价收购，运
至美国港口，然后美国粮商将这些大豆以高昂的价格销售到世界各地，其中最多的
就是中国。 
 
以美国为首的跨国粮商实际上也控制了期货市场国际大豆绝对的定价权，开始形成
一种"巴西人种大豆、中国人用大豆、美国人决定转手利润"的格局。 
 
"大豆危机" 
 
2003年，美方对与中国之间的巨大贸易逆差，很不满意，频频向中国施压。 
 
2004年3月，得知"中国大豆采购代表团"即将前往美国进行"集体采购"，国际炒家的哄
抬之下，芝加哥期货交易所大豆期货价格从先前的约220美元／吨暴涨到391美元／
吨。 
 
"中国大豆采购代表团"悄然抵达后，美国人说："看到有这么多的大买主来到芝加哥
市场，我们感到非常高兴！" 
 
中国大豆压榨企业的代表们纷纷签下了高价进口合同。但当中国代表团离美后，美
方发布报告：以前的数据失真，新的统计数据显示：０４／０５年世界大豆产量将
大增。国际大豆价格随即暴跌５０％。 
 
中国绝大多数榨油企业，由此被送上绝路。大部分企业被迫放弃履约，纷纷赔付定
金和洗船（以一定的费用把货回售给供应商），亏损高达６０亿元。 
 
中国大豆压榨行业，从此一蹶不振。至少一些业内人士仍坚信这样的结论：这是跨
国粮商联合国际资本，剿灭中国油厂的一次"洗牌阴谋"，"先消灭龙头企业，再摧毁
大豆产业"。 
 
2004年这场"大豆危机"之后，跨国粮商对幸存的中国压榨企业"趁火打劫"，开始大规
模并购，1000多家内资榨油企业构成的"中国大豆军团"，瞬间烟消云散。只留下今日
仅剩90多家企业，有64家已被外资控制的局面。至此，中国市场上与大豆相关的各
种产品或原料价格，成了跨国巨头手中玩弄的"魔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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