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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呼伦贝尔市大豆产业产能巩固提升发展路径研究

冯雪娟  包若冰  李 嘉

党的十八大以来，呼伦贝尔

市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

察内蒙古重要指示批示重要讲话

精神，充分发挥得天独厚的资源

禀赋优势，始终坚定不移走以生

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的高质

量发展新路子，坚决落实国家和

自治区粮食安全战略，自觉承担

起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任。截

至 2022 年，全市粮食产量连续

10 年保持在 60 亿 kg 以上，大豆

产业产能也在不断创出新高，目

前大豆种植面积和产量居内蒙古

自治区首位，呼伦贝尔市已成为

国家和内蒙古的重要商品粮生产

基地和内销榨油用大豆主要调出

地，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作出

了应有的贡献。

一、呼伦贝尔市大豆产业

产能发展现状

呼伦贝尔市作为一个拥有

较长耕种历史的北方边疆城市，

摘  要 ：党的十八大以来，内蒙古大豆主产区呼伦贝尔市大豆产业发展取得了明显成效。本文通

过分析呼伦贝尔市大豆产业发展取得的成绩、存在的问题，深入探索大豆产业产能进一步巩固提升的

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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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农村经济与

农业生产濒临崩溃边缘，粮食生

产水平极低。新中国成立后，农

民的劳动热情和生产积极性空前

高涨，人民生活初步得到改善。

改革开放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

制大大激发了农民生产的活力。

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呼伦

贝尔市粮食生产进入新的发展阶

段，从表 1 可见，这一时期是大

豆产业产能发展最快最好的时

期。

（一）播种面积不断扩大

由于我国大豆自给率较低，

存在粮食安全风险隐患。因此，

呼伦贝尔市及时转变思路，虽然

大豆亩产水平较玉米等农作物低

很多，但是由于其重要战略地

位，呼伦贝尔市坚持不以产量论

英雄，千方百计增加大豆种植

面积。2018 年以来，大豆种植

面积占粮食种植面积基本超过

50%。2022 年 呼 伦 贝 尔 市 大 豆

的播种面积是建国初期 1949 年

的 40.97 倍 , 从建国初期 1949 年

占全市粮食播种面积的 14.81%

提高到 2022 年的 55.01%，分别

占全区、全国大豆播种面积的

75.27%、8.65%。

（二）生产产量不断提升

呼伦贝尔市大豆产量不断提

升，连续突破 130 万吨、140 万

吨、180 万吨大关，一次又一次

刷新了我国高寒地区大豆生产记

录。十八大以来，全市大豆产量

年 均 生 产 139.02 万 吨。2022 年

基金项目 ：内蒙古社会科学基金 2022 年度项目“内蒙古大豆产业产能巩固提升的发展路径研究——以

呼伦贝尔市为例”（2022DY09）。

表 1   呼伦贝尔市大豆产业产能三个时期发展比较表

1949—1977 年

1978—2011 年

2012—2022 年

恢复时期

发展时期

快速发展时期

大豆生产
发展各阶段

种植面积
年均增长（万亩）

年均产量
（万吨）

单产（公斤 / 亩）
最高 最低

1.09

26.06

34.61

3.12

46.83

139.02

86.87

219.28

139.41

29.19

40.36

106.48

时间

数据来源 ：2021 年呼伦贝尔市统计年鉴、呼伦贝尔市 2022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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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大豆产量是 1949 年的 77.40

倍，分别占全区、全国大豆产量

的 75.7%、9.2%。

（三）单产水平不断提高

纵 向 比 较， 从 表 2 可 见，

呼伦贝尔市大豆单产水平提高较

快。从 2012 年的 108.6 公斤 / 亩，

提高到 2022 年的 139.4 公斤 / 亩。

横向比较，从 2012 年至 2018 年，

呼伦贝尔市大豆单产不及黑龙江

以及国家平均水平，但从 2019

年至 2021 年，呼伦贝尔市大豆

单产已经超过黑龙江省，达到国

家的平均水平。2022 年甚至超

越了国家的平均单产水平。  

 （四）产品品质不断改善

呼伦贝尔市大豆主产区远

离工业园区，耕地开发时间短，

化肥农药使用量少，土壤无残

留，是无污染的净土，大豆品质

优良。其中，高油大豆品种含油

率平均在 19.5% 左右，最高可达

到 21% 以上，加工出油率一般

在 15.5%-16.5%，粗蛋白含量在

38.5%-39% ；高蛋白大豆品种粗

蛋 白 含 量 一 般 在 39.5%-40%，

最高可达到 41% 以上。国家大

豆产业技术体系的科学家经过多

年在呼伦贝尔的研究，给出科学

评价 ：呼伦贝尔大豆产品生物活

性物质丰富、微量元素含量高、

外观品质优良，适宜发展绿色食

用大豆生产。全市大豆主产区的

商品率常年保持在 80% 以上。

二、呼伦贝尔市大豆产业

产能发展存在的问题

（一）农民种植意愿降低

首先，从农民比较收益上

看，大豆每亩产值低于玉米亩产

值。虽然 2022 年大豆丰收，但

市场价格不稳定且不断下降，玉

米和大豆种植收益拉大，农民种

植大豆的积极性受挫。其次，还

出现“卖豆难”“卖豆慢”现象。

2023 年 3 月中储粮集团积极在

呼伦贝尔直属库等库点启动新增

2022 年国产大豆收购计划，新

季国产大豆收购价 2.775 元 / 斤，

但由于收购量少，不能满足农民

卖豆数量要求。4 月中旬，为换

取备耕资金，一些地区的农民到

邻近的黑龙江省出售 2022 年库

存大豆，由于销售进度偏慢，致

使销售成本提高。

（二）高标准农田占比低

呼伦贝尔市高标准农田比

重偏低。目前，永久基本农田为

2320.23 万亩，已建成高标准农田

559.16 万亩，占比 24.10%，低于

国家平均水平 31.46 个百分点。

（三）大豆单产水平还不够高

虽然呼伦贝尔市大豆单产

水平在不断提升，但从表 3 可

见，与世界平均水平、世界大豆

生产大国差距显著。以 2020 年

为例，呼伦贝尔大豆单产仅相

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 71.34%, 分

别相当于阿根廷、巴西、美国的

68.06%、60.64%、58.79%。总体

来看，呼伦贝尔市大豆种业自主

创新能力仍显不足，是导致大豆

单产没有达到世界平均水平的重

要原因。

（四）龙头企业的带动力不强

呼伦贝尔市大豆加工业严

重不足，规模较小，以初加工为

主、精深加工少，产业链条短，

开拓市场的能力不强，与呼伦贝

尔市在内蒙古的大豆地位极不相

表 2   大豆单产比较表（公斤 / 亩）

年份

2012 年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2021 年

2022 年

中国

120.9

126.5

129.7

132.4

129.9

132

黑龙江省

121.5

122.9

121.6

127.0

123.3

128.9

呼伦贝尔市

108.6

111.3

130.8

132.4

128.0

139.4

数据来源 ：2021 年中国统计年鉴、2021 年
黑龙江省统计年鉴、2021 年呼伦贝尔市统
计年鉴、呼伦贝尔市统计局。

表 3  大豆单产对照表（单位：千克 / 公顷）

年份

2010 年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世界

2577

2674

2752

2856

2778

2767

2784

美国

2924

3228

3493

3313

3399

3187

3378

巴西

2947

3028

2904

3378

3390

3184

3275

阿根廷

2905

3175

3014

3171

2315

3334

2918

呼伦贝尔市

1744

1603

1682

1670

1669

1962

1986

呼伦贝尔市相当于世界平水平的比重（%）

67.68

59.95

61.12

58.48

60.08

70.91

71.34

数据来源 ：内蒙古自治区统计年鉴、呼伦贝尔市统计年鉴、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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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目前，全市 8 家规模以上大

豆加工企业，加工能力为 70 万

吨左右，且大部分处于阶段性加

工状态，无法消化常年 140 万吨

的生产量。目前，呼伦贝尔市大

豆产业的生产、加工、销售等环

节之间未能形成完整一体的产业

链。因此，生产的大豆基本以原

粮形式销售，产品附加值低。

（五）大豆区域公用品牌缺

位

虽然呼伦贝尔市的大豆品

质上乘，但是，由于在大豆知名

品牌的塑造或宣传投入小，没有

很好发挥出资源优势，市场上对

呼伦贝尔市大豆认可度还不是

很高。从 2019 年 9 月到 2022 年

1 月，内蒙古共参与 6 个批次全

国名特优新农产品的收集登录，

经专家技术评审后，共有 429 个

产品纳入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

录，总数位居全国前列。但是，

呼伦贝尔市纳入全国名特优新

农产品名录的产品一共仅有 39

个，占自治区比重 9%，其中，

大豆及其豆制产品仅莫力达瓦旗

大豆上榜。

三、呼伦贝尔市大豆产业

产能巩固提升的发展路径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

抓好粮食生产和重要农产品供给

始终是“三农”工作的头等大

事。今后，呼伦贝尔市应在深入

谋划大豆产业的生产、加工、物

流、研发、示范、销售、服务等

全产业链的各个环节下足功夫，

实现大豆产业产能的稳产增产、

高质量发展，为中国人饭碗装上

更多中国大豆产品做出贡献。

（一）做好为民服务工作 , 大

力实施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行动

1. 引导农民种植大豆。为

充分调动农民种植大豆的积极

性，必须让种豆农民不吃亏、有

钱挣。2022 年中央一号文件强

调，要健全农民种粮收益保障机

制。因此，呼伦贝尔市要坚决把

国家、内蒙古关于支持大豆生产

的有关政策落实到位，稳预期、

增效益。

2. 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

系。“大国小农”是我国的基本

国情农情，要千方百计帮助农民

解决大豆生产过程存在的问题，

确保大豆产业实现生产指标的高

质量完成。要因地制宜推广“合

作社”“企业”等专业第三方代

耕代种、代管代收、全程托管等

农业社会化服务方式，提升种粮

农民经营收益，同时让小农从土

地中解放出来，从事第二职业，

增加收入。积极为广大豆农提供

综合性、全方位的农资保障服

务，既要发挥市场机制作用，也

要加强政府支持保护，有效保障

种子、化肥等农用物资及时到

位、储备充足、不误农时，全链

条保障豆农收益。

（二）“藏粮于地”, 大力实

施大豆稳产增收行动

认真贯彻“农田必须是‘良

田’”的指示要求，强化退化耕

地治理，加大中低产田改造力

度，进一步提高耕地质量，提升

地力等级，为大豆稳产增产奠定

基础。

1. 加快高标准农田建设。

要加大高标准农田的建设力度，

力争逐步把永久基本农田全部建

成高标准农田，让每一寸土地都

成为沃土，增强种粮农民抵御自

然灾害风险的能力。

2. 推进黑土地保护工作。

呼伦贝尔市担负着保护好土地中

的“大熊猫”黑土地的重任。全

市要在总结以前黑土地保护工作

经验的基础上，特别是积极汲取

呼伦贝尔农垦大河湾农牧场公司

黑土地保护利用综合技术模式的

经验，继续加大黑土地保护工作

的力度。

（三）“藏粮于技”, 大力实

施大豆品种优化行动

要加快农业关键核心技术

攻关，加快现代种业体系建设，

在呼伦贝尔市农牧科学研究所良

好的大豆研发基础上，继续培育

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优良品种，

提高大豆单产水平。

1. 加强不同生态区品种筛

选。在不同生态区建立品种比较

实验，筛选熟期、品质类似的大

豆品种进行规模化种植，不仅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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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生产出大量独具特色、品质一

致的大豆，也满足企业加工需

求，达到增质增效的目的。

2. 力争建设国家大豆种业重

大创新平台。呼伦贝尔市委、政

府要通过政策支持、资金支持、

人才支持，为农业科研部门、人

员解决好后顾之忧，对新技术、

新品种给予更大的奖励，充分调

动科研人员的积极性、主动性、

创造性，建立良好的农业科研体

制机制，推动大豆产业科技由跟

跑、并跑向领跑跨越，实现大豆

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

控。

（四）延长产业发展链条，

大力实施大豆产品精深加工行动

要促进大豆产业链价值链

向中高端迈进，推动大豆产业向

二、三产延伸，把资源优势转化

为产品、产业优势。

1. 转换思想观念，延长大豆

产业链条。呼伦贝尔市大豆由于

活性物质含量较高，不仅可以加

工制作成常见食品，更是保健食

品的重要来源。因此，呼伦贝尔

市要优化产业布局 , 充分挖掘延

长大豆产业链条，建立更加稳

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大豆产

业供应链体系。

2. 加大大豆龙头企业的扶

持培养力度。呼伦贝尔市委、政

府要盘活现有大豆加工企业，用

好京蒙协作机制，加大引进在国

内外有一定影响力的大豆产品深

加工企业的力度，推动大豆产业

向生产主产区域集中集聚，抓好

大豆产业园区建设，争取大豆精

深加工取得突破，推动产业升级。

（五）借助产地优势，大力

实施大豆区域品牌提升行动

大力实施区域品牌实施行

动，引导国产大豆消费。近年

来，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

高，人民群众的养生意识逐步加

强，对农产品的品质要求不断提

高。

1. 打造优质呼伦贝尔大豆

品牌。呼伦贝尔生产的商品大豆

生物活性物质含量较高，其中异

黄酮、低聚糖、维生素 E 等指

标明显高于南方大豆，且大多是

受欢迎的非转基因大豆，具有绿

色环保的生态优势等特点，因

此，要积极打造呼伦贝尔大豆品

牌。通过建立品种选择、环境要

求、商品生产、商品收储的标准

化体系，在大豆及其产品生产质

量安全监管和综合执法等方面下

功夫，保证大豆品质，打造符合

消费者绿色需求的大豆产品，进

而形成品牌效应，提升呼伦贝尔

市大豆价值。

2. 加强引导广大消费者消

费。有关部门要积极宣传打造呼

伦贝尔大豆品牌。为正确引导消

费者购买正规绿色产品，可以通

过开通呼伦贝尔市官方媒体（如

电视台、微信官方公众号、抖音

直播账号等）开设养生栏目、养

生产品直播等，进行宣传、推广

各类呼伦贝尔市大豆绿色产品，

从而为广大豆农及大豆加工企业

扩大利润来源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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