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总 结 经 验  克 服 困 难  
努 力 促 进 饲 料 行 业 新 发 展  

李金祥 （农业部畜牧兽医局助理巡视员） 

    2003年，对于我国饲料工业来说是极其不平常的一年，一年内受到“三大冲击”：一是SARS疫情的突然爆发，二是饲料原料市场的剧烈震荡及阶段性价格暴涨，三是国际贸易中的技术壁垒，使
我国饲料工业的发展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饲料企业经济效益大幅下滑，饲料品种结构调整和饲料安全工作受到很大影响。饲料行业正面临着一场严峻的挑战。因此，有必要认真总结行业发展的
经验和教训，努力克服各种困难，促进我国饲料工业持续、健康的发展。 

    1 2003年我国饲料工业发展回顾 
    1.1 2003年我国饲料生产增长速度同比略有下降 
    预计2003年全国饲料工业产品总产量将达到8 780万t，比上年增长5.5%，增长速度同比下降1.1%。在工业饲料产品中，配合饲料6 400万t，比上年增长2.7%；浓缩饲料2 040万t，比上年增长
16%；添加剂预混合饲料 330万t，比上年增长4%。预计饲料工业总产值将达到2 100亿元，比上年增长10.2%。 
    2003年，预计玉米产量为1.14亿t左右，比去年下降5%左右；预计豆粕总供应量为2 050万t左右，其中饲用豆粕需求约为1 800万t，其它工业用豆粕需求80万t左右，出口约75万t；鱼粉产量40
～45万t，比去年略有下降；赖氨酸产量6.5万t左右,比2002年增长20%以上，其中出口近1万t。 
    1.2 饲料品种结构调整速度放慢 
    根据饲料加工产品结构状况分析：配合饲料比重继续呈现下降趋势，但与上年相比下降的速度放慢，预计配合饲料占全部饲料的比重，由2002年的75%仅下降到2003年的73%；浓缩饲料占全部饲
料的比重，由2002年的21.2%上升到2003年的23.3%；添加剂预混合饲料的比重略有下降，预计添加剂预混料占全部饲料的比重为3.7%，比 2002年下降0.1%左右。 
    根据畜禽种类所占饲料产品结构分析：在配合饲料产品中，猪配合饲料占配合料的比重约为33%，比2002年提高2个百分点；蛋禽配合饲料的比重约为23.5%，比2002年提高1.2%；肉禽配合饲料
的比重为28%，比2002年下降2个百分点；水产配合饲料和反刍动物精料补充料的比重约分别为10.5%、3%，基本与去年相同。在浓缩饲料产品中，猪浓缩饲料的比重接近59%，比2002年提高3个百分
点；蛋禽浓缩饲料的比重为21%，基本与前两年持平；肉禽浓缩饲料的比重为13%，在2002年提高3个百分点后又回到2001年的水平；反刍动物浓缩饲料的比重约为4.5%，基本与去年持平。在预混合
饲料产品中，猪预混合饲料的比重为49.2%，比2002年提高1%；蛋禽预混合饲料的比重约为17.3%，比2002年下降3%左右；肉禽预混合饲料的比重约为12.2%，比2002年下降2%左右；水产预混合饲料
的比重为3.5%，比2002年下降2%左右；反刍动物预混合饲料的比重约为4.7%，比2002年提高1%以上。 
    1.3 饲料企业亏损严重 
    2003年，由于SARS的爆发、原料涨价，畜禽和水产品出口受国际贸易中技术壁垒的冲击，以及畜禽和水产品价格长时间疲软等因素影响，我国饲料企业经济效益出现了剧烈的下滑。特别是10月
份以来，豆粕、赖氨酸等蛋白原料出现暴涨，与此同时，玉米价格也出现大幅上扬，使得本来就是微利的饲料行业雪上加霜。2003年全国大部分企业处于亏损状态，同时约有30%左右的中小型企业
停产或倒闭，大型企业和有一定实力的中型企业勉强维持生产或限产。据调查统计，全国亏损的企业约有80%，行业亏损接近100亿元。 
    1.4 饲料原料市场波动剧烈 
    一是大豆与豆粕。从市场供求看：预计2003年我国进口大豆将达到2 100万t左右，比去年同期提高86%，豆粕总供应量为2 050万t左右。从豆粕需求看，饲用豆粕约为1 800万t，其它工业等豆
粕需求80万t左右，出口约75万t，今年豆粕总体供给略大于需求。从市场价格看：今年我国大豆和豆粕市场出现了剧烈的震荡，特别是10月以来市场价格的暴涨。豆粕市场平均价格与去年相比增长
500元/t左右，增幅30%左右。造成国内大豆、豆粕价格上涨主要原因，既有国际期货价格走高的因素，又有油脂企业扩张争夺资源的因素，同时人为抬高市场价格也是非常重要的因素之一。 
    二是氨基酸市场。预计2003年我国赖氨酸产量将达到6.5万t左右，出口近1万t，进口7.5万t左右，总供给量约13万t，略低或基本与去年的供给量持平；而今年赖氨酸的需求总量将达到13万t以
上。赖氨酸的市场供求出现了偏紧的局面。从市场价格看，今年我国的赖氨酸市场却发生了与供求极不协调的剧烈震荡。今年1-9月赖氨酸市场价格平均为21 000/t元左右，到10月初，市场平均价
格一跃超过30 000元/t，最高达到50 000元/t，价格比去年同期翻了1倍多。其主要原因：赖氨酸总体供应趋紧；豆粕等原料价格走高尤其是第四季度价格的暴涨对赖氨酸市场价格的拉动；以及人
为炒作对赖氨酸价格上涨的推动。 
    三是鱼粉市场。2003年，预计国产鱼粉40万～45万t，进口鱼粉为75万t，同比减少22 %；总供给约120万t（不包括2002年库存鱼粉结转数），比去年减少8%。而我国饲料鱼粉的总需求在130万
t。就长期看鱼粉市场供求矛盾越来越突出。在鱼粉市场价格方面，总体呈现走高态势，特别是2003年10月以来，在豆粕等蛋白原料价格的影响下，长时间出现高位运行。鱼粉市场价格走高的主要
原因：由于国际国内鱼粉资源的逐步枯竭，使得长期的供求矛盾发生了阶段性显现；非鱼粉日粮技术的推广造成了鱼粉需求的阶段性波动，使其不断与豆粕进行市场价格差异性的换位，从而也造成
了其供给的不稳定性；豆粕高价位运行的直接影响；商家联手托市等人为因素，造成了市场的无序竞争和市场价格的走偏。 
    四是玉米市场。玉米市场价格出现了历史性高位运行。由于供求发生了矛盾，2003年饲料玉米总体在较高价位运行，特别是第四季度，其价格曾经最高达1 500元/t，正常的价位应是950～1100
元。当然也存在其它饲料原料涨价的间接影响等。 

    2 行业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 
    2.1 某些饲料资源匮乏及市场供求矛盾的加剧制约着行业的发展 
    从长期发展看，某些饲料资源正面临着严重的短缺，加之现有资源市场配置不良等因素的影响，我国饲料工业发展越来越受到资源供给的影响。一是蛋白饲料和氨基酸供应紧张。目前我国蛋白
饲料和氨基酸主要依靠进口，例如氨基酸70%以上需要进口；鱼粉近70%需要进口，而且用于生产鱼粉的鱼资源面临世界性的枯竭；用于生产豆粕的大豆约70%需要进口。我国饲料原料发展的滞后，
抑制了饲料工业发展的速度，使得具有规模效益的饲料工业不能充分发挥有效利用资源的优势，小规模养殖浪费饲料资源的现象得不到根本改善。 
    二是能量饲料供需不平衡矛盾越来越突出。一方面，由于近年来畜牧水产养殖业的快速发展，极大地拉动了饲料粮的需求；另一方面，由于饲料玉米种植面积不断减少，单位产量徘徊不前等因
素影响，使得玉米产量增幅缓慢，特别是今年我国农业灾情严重，饲料玉米出现较大幅度的减产，加之大量出口玉米等因素的影响，从而出现了玉米供不应求的局面，饲料玉米的缺口越拉越大，不
得已只好动用库存。例如2003年玉米需求约为1.3亿t，玉米产量为1.14亿t，出口1 300万t左右。玉米库存占玉米总需求的比例正日益逼近国际警戒线。这同时也对我国粮食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 
    2.2 饲料安全及产品质量工作面临新的压力 
    随着人们对食品安全意识的增强，饲料安全问题越来越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某些甚至很小的饲料安全事件的发生，都会对饲料消费产生较大范围的负面影响，而且这种影响会持续很长时间。
如果饲料安全甚至是动物产品安全事件发生的频率过高，人们拒绝饲料消费的积聚效应就会更大，最终将影响我国饲料工业的持续发展。近几年饲料行业通过继续开展 对“瘦肉精”等违禁药品的
查处工作，以及依法开展饲料质量监督检测等工作，有效地遏制了滥制乱用违禁药品的现象，较好地促进了饲料安全及产品质量的提高。但是由于今年特别是10月份以来我国饲料工业发展剧烈波动
等因素影响，客观上助长了非公平市场竞争现象的蔓延，尤其是一些小型企业在高附加值产品的生产上，为了降低成本，赚取利润，在饲料配方等方面大做“文章”，严重地影响了饲料产品的质
量，扰乱了市场秩序，破坏了市场环境，给饲料工业发展造成重大损失，也使今后饲料安全及产品质量工作受到严峻挑战。 
    2.3 不规范市场环境对饲料行业构成严重威胁 
    一是从国际看，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形成和完善世界饲料工业大市场是无法抗拒的历史趋势，这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但这也预示着“入世”后的我国，在饲料工业发展方面特别是
饲料原料在国际间的流通同样面临更大的变数。其中技术壁垒、绿色壁垒、海关壁垒等都是目前和今后我国饲料工业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二是从国内看，由于饲料行业市场秩序不规范，严重地影
响了饲料工业的发展。例如大豆和豆粕，由于关税和增值税的不统一，以及不允许贸易商和饲料企业从事大豆进口贸易等因素影响，客观上造成了大豆和豆粕市场的垄断，致使其价格长时间高价位



运行，并出现需求旺盛及快速增长的假象。使得一些中小饲料企业出现停产或倒闭，大型饲料企业艰难维持。饲料工业的发展面临更大的困难。 

    3 我国饲料工业发展的战略思考 
    3.1 从当前看，要努力克服困难，保持饲料行业的稳步发展。一方面，由于去年SARS疫情的爆发和第四季度饲料原料的大幅涨价等因素影响，饲料企业遭到了沉重的打击，除当年利润受到影响
外，势必会严重地影响到今年特别是上半年的饲料生产。另一方面，由于去年第四季度畜禽产品价格走高对养殖业的刺激，以及饲料企业经过重新“洗牌”对饲料生产水平的提升等因素影响，2004
年饲料行业仍然有较大的优势和发展空间。因此，就饲料行业总体而言，只要齐心协力，审时度势，加强管理，保持饲料行业的稳步发展是完全有可能的。 
    3.2 从长期看，要尽快提升饲料行业的整体素质，增强竞争力，促进行业快速、健康地发展。2003年的几次“风波”，从另一个角度也检验了饲料行业的整体实力，暴露了我们行业一些弱点。
因此我们必须总结经验，吸取教训，采取有效措施，尽快提高行业的整体素质和竞争力。首先，要统一认识，增强信心。在关注和研究外部环境变化的同时，更应很好检讨我们行业内部的不足。因
为市场经济本身就意味着残酷的竞争，企业必须学会在各种风浪中游泳。只有这样，我们的企业乃至我们的行业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因此必须要统一这方面的认识。认识统一了，信心增强了，就没
有过不去的“火焰山”。其次是苦炼内功，提升素质。这里既包括行业的整体素质，也包括企业的素质。就行业讲，必须尽快改变某些地方和某些环节各自为政、一片“散沙”的现象，要形成行业
的合力。再次是整合资源，加快规模化、集团化发展的步伐。目前世界80%的工业饲料是由不足3 500家企业生产。而饲料产量仅占世界15%左右的我国，饲料企业竟达到了1.3万家。无论从国内行业
之间，还是从与国外企业之间竞争角度看，这种资源组合现状已经到了必须尽快改变的地步。加速饲料企业规模化、集团化发展已迫在眉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