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五一”假期临近，江西省吉安市泰和县组织菜农抢抓时间采
收新鲜水果蔬菜，确保假日市场供应充足、物价稳定，丰富市民群
众“菜篮子”“果盘子”。图为4月26日，在螺溪镇现代农业科技产
业园无公害蔬菜大棚内，农民将采摘的西红柿分拣装箱。

司马天民 摄

稻米：播种面积先减后增，产量增速放缓。
未来10年，初期生产仍面临去库存压力，

生产结构将继续调优，2020-2022年播种面积
呈下降趋势，之后开始恢复增长。由于单产
持续提升，未来 10 年稻谷产量稳定在 2 亿吨
以上，年均增长0.6%。随着人口增加，稻米口
粮消费继续增长，工业消费增长先快后慢，消
费总量保持增长态势，预计 2029年稻米国内
总消费量达到 15605万吨。国内外价差持续
存在，进口继续增长，2029年进口量预计增加
到 445万吨；随着库存压力逐渐缓解，出口量
呈下降趋势，预计2029年减至150万吨。

小麦：产量小幅增长，进口继续增加。
未来10年，小麦播种面积将稳中有降，由

于单产水平持续提升，预计 2029年小麦总产
量将达到 1.35亿吨左右，年均增长 0.13%。随
着人口增加、消费升级和食品工业发展，小麦
国内总消费量持续增长，预计年均增长1.1%，
预计2029年将达到1.40亿吨左右。由于国内
专用小麦存在产需缺口，进口持续增加，预计
将从2020年的390万吨增至2029年583万吨。

玉米：生产消费保持较快增长，进口前稳
后增。

未来10年，玉米播种面积稳步增长，预计
将增加2300万亩（154万公顷）左右；单产水平
因品种改良、基础设施改善和农技优化等提
高明显，年均增长 2.5%；产量继续高位增长，
预 计 2029 年 将 达 到 3.38 亿 吨 ，年 均 增 长
2.7%。随着畜牧业养殖规模不断扩大、玉米
深加工产品升级，国内玉米消费需求持续增
长，到2029年总消费量将达到3.27亿吨，年均
增长1.7%。进口在前3年相对稳定，之后呈增
长趋势，预计 2029 年玉米进口量达到 648 万
吨，仍保持在进口配额范围内。

大豆：消费继续稳定增长，进口为主格局
不变。

在新一轮大豆振兴计划实施和市场需求
拉动下，大豆播种面积有望继续扩大，预计将
增加969万亩（64.6万公顷），产量不断创历史
新高，预计 2029年将达到 2220万吨。大豆压
榨消费稳定增长，食用消费稳步增加，总消费
量年均增长 1.4%，预计 2029 年将达到 11982
万吨。展望期间，大豆进口量继续保持世界
第一，新的贸易伙伴不断拓展，进口来源呈现
多元化趋势，预计2029年达到9952万吨，年均
增长0.9%。

油料：生产保持稳中有增，食用油籽和食
用植物油进口保持高位。

油料总产量保持稳中有增，预计将从2020
年3488万吨增长到2029年的3594万吨，增长
3.0%；同时期食用油籽消费量将增长到1.72亿

吨。由于国内产需缺口较大，预计2029年食用
油籽进口将扩大到1.07亿吨。受经济增长、人
口增加和消费结构变化等影响，展望期内食用
植物油消费量年均增长0.5%，消费结构逐步优
化升级，多元化、优质化和理性化消费的趋向
愈加明显。食用植物油进口量继续保持高位，
受全球和区域经贸关系、油籽油脂内外价差以
及供需形势等影响，食用植物油进口结构将呈
现阶段性的调整。

棉花：优势产区生产保持相对稳定，消费
和进口呈下降趋势。

未来 10年，新疆棉区播种面积保持相对
稳定，受种植效益和农业结构调整等因素影
响，内地棉区预计继续萎缩，全国棉花播种面
积继续下降，到 2029年减至 4677万亩（312万
公顷），单产继续保持高位水平，产量稳中趋
降，2029年预计为582万吨。棉花消费需求持
续下降，年均递减 1.3%，预计 2029年降至 725
万吨。棉花贸易保持净进口格局，但进口规
模呈下降趋势，预计进口量从2020年的170万
吨下降到2029年的145万吨。

糖料：消费稳定增长，进口规模持续扩大。
未来10年，糖料面积基本稳定，由于单产

水平提高食糖产量呈增长趋势，预计 2029年
食糖产量达到1211万吨。食糖消费稳定增长
但增速放缓，预计年均增长 0.93%，2029年消
费量将达到1652万吨。由于食糖产需缺口长
期存在以及国内外食糖价差、贸易政策等影
响，进口规模将呈扩大趋势，预计年均增长
9.3%，2029年进口量达到644万吨。

蔬菜：生产向优势产区集中，消费继续增长。
未来 10年，蔬菜生产进一步向华南与西

南热区和长江流域的冬春蔬菜，黄土高原、云
贵高原和北部高纬度的夏秋蔬菜，黄淮海与
环渤海设施蔬菜优势产区集中，品种结构更
加优化，产量保持小幅增长，预计2029年达到
7.96亿吨。蔬菜总消费量继续增加，预计年均
增长1.6%，其中鲜食消费增长较快，年均增速
为 2.5%。蔬菜出口优势进一步增强，出口品
种更加多样化，预计 2029年出口量达到 1544
万吨，年均增长3.2%。

马铃薯：面积持续扩大，消费稳定增长。
由于种植效益相对较高，马铃薯面积将

扩大，预计从 2020年 8308万亩（554 万公顷）
增长到 2029 年 8736 万亩（582 万公顷），增长
5.2%；单产水平不断提高，产量年均增长
0.9%，预计2029年达到11321万吨。食用消费
呈增加趋势，加工消费增长较快，预计年均增
长1.3%，国内总消费量稳定增长，预计2029年
将达到11140万吨，年均增长0.6%。随着产业
转型升级，国内马铃薯的国际竞争力进一步

增强，出口保持增长态势，年均增长 1.5%，贸
易顺差呈扩大趋势。

水果：供求结构性矛盾得以改善，消费增
长快于产量增长。

水果产业升级加速，品种结构进一步优
化，产品质量不断提升，优质水果供给增
加。面积稳中有增，单产继续提高，产量增
长放缓，年均增速由过去 10年的 3.4%下降到
展望期间的 1.6%，预计 2029年水果总产量达
到 3.28 亿吨。随着人口增加、收入增长、食
物消费升级和城镇化进程加快，水果消费需
求 呈 现 持 续 增 长 ，直 接 消 费 量 年 均 增 长
2.8%，加工消费量年均增长 3.6%，国内总消
费量年均增长 2.7%。水果进口和出口均呈
增加趋势，分别预计年均增长 9.4%、5.9%，贸
易逆差持续存在。

猪肉：供求关系由阶段性偏紧向基本平
衡格局转变，进口高位下降趋势。

未来10年，受非洲猪瘟和新冠肺炎疫情影
响，初期处于生产恢复阶段，预计2020年猪肉
产量将下降，2022年恢复增加到2016—2018年
的正常水平，之后呈稳定增长趋势，预计2029
年猪肉产量达到5972万吨。猪肉消费需求与
供给将保持同步波动，预计2029年猪肉人均消
费量达到42.3千克。初期由于国内供给偏紧，
猪肉进口预计创历史新高并保持高位，中后期
进口将随着产量增长不断回落，预计2029年猪
肉进口降到120万吨左右。

禽肉：生产快于消费增长，进口先增后降。
未来10年，禽肉产量呈增加趋势，增速前

快后慢，总体增速年均2.2%，预计2029年产量
将达到2585万吨。禽肉消费总量和人均消费
量均呈增加趋势，消费结构性优化，预计2029
年人均消费量将达到 18.03 千克，年均增长
1.9%；进口在前期增加明显，中后期逐步减少，
预计2029年降至60万吨以内；出口稳中趋增，
年均增长0.7%。受生产成本攀升以及不确定
性因素影响，禽肉价格将会波动中上涨。

牛羊肉：消费需求保持较快增长，进口持
续增加。

在促进草食畜牧业加快发展条件下，牛
羊肉生产稳定增长，产量分别预计年均增长
2.0%、1.9%，2029年分别将达到789万吨和579
万吨。人口增加、收入增长和消费升级将带
动牛羊肉消费需求较快增长，牛肉消费量和
羊肉消费量分别预计年均增长 2.7%、2.1%，
2029 年消费量分别将达到 994 万吨和 630 万
吨。因消费需求快于产量增长，进口将持续
增加，预计2029年牛羊肉进口量分别达到205
万吨、51万吨。

禽蛋：生产消费缓慢增长，进出口基本稳定。

未来 10年，蛋禽养殖的良种化、规模化、
标准化、专业化、设施化将进一步提高，蛋禽
生产能力和现代化管理水平也将稳步提升，
预计禽蛋产量继续增加，年均增长 0.9%，2029
年将达到3479万吨。随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目标的实现，居民收入水平大幅提高，将促进
禽蛋消费增长，预计 2029年禽蛋总消费量将
达到 3467万吨，年均增长 0.8%。禽蛋进出口
量保持基本稳定，预计出口量每年保持在 10
万～11万吨，进口以种用蛋为主，进口量每年
保持在10～20吨。

奶制品：生产和消费稳步增长，进口增速
逐步放缓。

未来10年，伴随奶业振兴战略实施，适度
规模养殖加速推进，预计 2029年奶类产量达
到 4300万吨，年均增长 2.7%。收入增长和城
镇化提升助推消费稳步增长，预计 2029年消
费量增至 6596万吨，年均增长 2.9%。奶类产
需缺口将长期存在，到 2029年进口量将达到
2315万吨（折生鲜乳），年均增长3.4%，低于过
去10年12.3%的增速。新西兰、欧盟将继续保
持进口来源主导地位，但美国以及“一带一
路”国家进口潜力将逐步显现。

水产品：供需总体缓慢增长，进口增长快
于出口。

水产品产量总体呈缓慢增长趋势，预计
2029年将达到 6971万吨，年均增长 0.7%。其
中养殖产量年均增长 1.3%，占总产量比重将
提高至 81.7%。水产品消费增长略高于产量
增长，预计 2029 年达到 7232 万吨，年均增长
0.9%；其中食用消费年均增长 1.1%，加工消费
年均增长 1.3%，加工消费占总消费比例将提
高到42.5%。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2020年水
产品进口量和出口量预计下降。之后进口继
续较快增长，2029年将达 751万吨；出口将小
幅增加，2029年增至490万吨。贸易顺差将继
续收窄，并逐渐转为逆差。

饲料：工业饲料产量与消费量保持增长，
饲料产品价格整体趋涨。

未来10年，随着畜牧业养殖规模扩张，工
业饲料产量保持增长趋势，预计 2029年达到
28344万吨，年均增长2.1%。猪饲料消费量先
抑后扬，肉禽和蛋禽饲料消费稳定增长，水产
饲料消费低速增长，反刍饲料消费量继续增
长，预计2029年工业饲料总消费量达到28053
万吨，年均增长 2.1%。饲料产品价格将波动
上涨，主要原料供给仍趋于紧张，饲料产品价
格有上涨空间。

本报记者李丽颖整理自《中国农业展望
报告（2020—2029）》

主要农产品未来10年市场走势展望

□□ 本报记者 李丽颖

草地贪夜蛾、非洲蝗虫等全球性农业灾
害影响下，我国口粮安全吗？新冠肺炎疫情
全球暴发，蔬菜水果供给能保障吗？——近
日，在2020中国农业展望大会上，农业农村部
市场预警专家委员会发布了《中国农业展望
报告（2020-2029》（以下简称报告），报告发布
了 2020年我国重要农产品供需形势预测，并
释放了未来10年中国主要农产品生产、消费、
贸易权威信息。

中国农业稳中向好，未来10年
转型升级明显加快

报告显示，2019 年我国农业农村发展实
现稳中有进、稳中向好，农产品发展质量进一
步提升，农产品消费保持活力，农产品贸易保
持活跃态势。

2020年粮食、生猪等重要农产品能够实现
稳中保供，主要农产品有效供给保障能力和供
给质量进一步提升。农业种植结构继续优化，
水稻、小麦不断调优品种结构，播种面积将适
当调减，口粮播种面积8亿亩左右，优势产区玉
米产能将得到巩固提升。水稻、小麦、玉米产
量分别达到2.09亿吨、1.34亿吨和2.67亿吨。

报告同时指出，未来10年，农业转型升级
将明显加快，农业高质量发展将取得显著成
效，农业现代化水平稳步提升。

农业农村部市场与信息化司司长唐珂介
绍，未来中国农业将由增产导向转向提质导
向，绿色、生态、优质、安全的农产品生产和供
给明显增加，粮食等主要农产品增产保供能
力大幅提升。粮食等主要农产品消费总量将
继续增长，食物消费结构不断升级，饲料粮消
费和工业消费持续增加；农业对外开放的质
量和水平进一步提升，农产品国际贸易日益
活跃，继续保持世界第一大农产品进口国地
位；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不断完善，农产品名
义价格和实际价格均呈上涨趋势。

我国粮食生产将稳中有增，提
质调优，有能力保障粮食供给

报告显示，未来 10年我国粮食生产将稳
中有增，提质调优，其中稻谷产量将稳定在 2
亿吨以上，年均增长0.6%，小麦产量年均增长

0.13%，玉米产量年均增长 2.7%，生态、优质的
生产和供给将明显增加。

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分析表示，中国
完全有信心、有能力保障粮食供给，中国人的

“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里。
从政策环境看，我国农业发展迎来前所未

有的好环境。今年中央做出一系列重大战略部
署，出台一系列政策举措，乡村振兴战略深入实
施，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农业政策持续释放。

从农业生产看，近年来我国粮食生产保
持稳定，粮食连年丰收。粮食产量连续5年在
6.5亿吨以上，2019年达 6.6亿吨，创历史最高
水平，实现创纪录的“十六连丰”，粮食生产持
续向好向优。

从国际贸易看，粮食进口量占国内市场
比重是很小的，我国主粮保持绝对自给。
2019年我国三大粮食进口总量为 1065万吨，
占国内消费总量比例为 1.9%，主粮自给率达
98%，中国完全有能力应对国际市场波动。

从粮食库存看，我国已经建立了完整的
粮食储备系统，粮仓是充足的。稻谷和小麦
库存均能满足1年以上的消费需求，库存总量
居历史高位。

我国农产品市场运行相对平
稳，受国际市场联动影响不大

新冠肺炎疫情在欧美大范围发生后，部
分国家宣布禁止出口农产品，会影响我国农
产品市场吗？农业农村部市场预警专家委员
会秘书长许世卫表示，我国农产品市场运行
相对平稳，除了与贸易依存度较高的个别品
种外，目前受国际市场联动影响不大。

第一，粮食供给有保障。我国粮食产量已
经连续5年稳定在6.5亿吨以上，口粮供需关系
总量平衡有余，完全能够自给自足。报告显
示，2019年，我国粮食总产量达到66384万吨，
再创历史新高。大米、小麦进口量仅占全年消
费量的1.6%和2.7%，自给率达到95%以上。受
种植结构继续调整影响，去年我国玉米面积小
幅略减，但单产有所增加，产量保持增长态势。
随着国家调增大豆种植面积等政策的出台和实
施，国产大豆面积调增，产量继续增长，国产食
用大豆供给持续宽松，进口依存度逐渐下降。

第二，“菜篮子”产品丰富。水果、蔬菜、
水产品一直是我国主要出口优势产品。受疫
情影响，我国部分产品出口可能会受到限制，

而这一部分正好可以弥补国内消费者对国际
产品的需求缺口。肉类是老百姓餐桌上不可
或缺的重要农产品，近年来肉类消费也呈现
逐年上升的趋势。受非洲猪瘟的影响，2019
年猪肉产能明显下滑，但随着促进生猪产能
恢复和市场供应的政策措施密集出台、落地，
目前生猪生产持续保持恢复向好的势头，预
计今年年底我国猪肉产能有望接近常年水
平。同时，其他肉类，如禽肉、鱼肉等也在一
定程度上能够弥补猪肉消费的缺口。

第三，农产品市场总体运行平稳。新冠
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国内农产品市场总体保
持平稳。疫情较重期间，虽然部分“菜篮子”
产品产销衔接受阻，部分地区农产品价格出
现阶段性上涨现象。近期，随着交通运输逐
渐顺畅、企业复产复工比例加大，农产品市场
价格已基本恢复正常。

新冠肺炎疫情对禽肉、蔬菜市
场供给和价格的影响是阶段性的

许世卫分析，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
我国农产品市场供给、需求、流通等方面均受
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各品种市场价格走势
存在差异，部分品种出现区域性、阶段性供需
失衡和价格波动。

以肉类、蔬菜为例，肉类供给方面，前期
受疫情影响，部分地区屠宰场开工不足、活禽
交易市场关闭、交通运输受阻，畜禽出现不同
程度的压栏现象，肉类市场供给量明显减少；
需求方面，餐饮业消费和企业、学校食堂等团
体消费需求骤降，加之家庭消费增幅有限，肉
类市场需求量明显减少，在此影响下，肉类价
格阶段性波动较为明显。蔬菜方面，前期部
分地区采取交通管制，跨区域运输不畅，不同
地区价格走势存在明显分化，部分产区田头
销售较为困难，个别地区出现滞销，而销区终
端市场价格依然坚挺。

近期，随着疫情防控形势好转，社会生产
流通秩序逐步恢复正常，加之禽肉生产周期
较短，养殖户在市场价格信号引导下及时补
栏，禽肉市场供给量稳步恢复，后期市场供应
有保障。同时，蔬菜跨区域流通逐步恢复正
常，加之今年气温条件总体有利于蔬菜生产，
蔬菜市场供应有保障。整体来看，疫情对禽
肉、蔬菜市场供给和价格的影响是阶段性的。

《中国农业展望报告（2020-2029）》提出——

未来10年我国有能力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供给

价格周报

批发市场
猪肉、蔬菜价格略降

据农业农村部监测，2020年第 16周（2020年 4月 13日—2020
年 4月 19日，下同）“农产品批发价格 200指数”为 123.78（以 2015
年为 100），比前一周降 0.34个点；“‘菜篮子’产品批发价格 200指
数”为127.00（以2015年为100），比前一周降0.44个点。

猪肉价格略有下降，牛羊肉、鸡蛋小幅上涨 猪肉批发市场周
均价每公斤44.83元，环比跌0.8%，为连续9周小幅下跌，跌幅比上
周收窄 1.5个百分点，同比高 121.7%；牛肉每公斤 71.41元，环比涨
0.5%，同比高 18.5%；羊肉每公斤 67.68 元，环比涨 0.2%，同比高
12.7%；白条鸡每公斤 17.22元，环比涨 0.4%，同比高 7.3%。鸡蛋批
发市场周均价每公斤7.15元，环比涨3.6%，同比低7.1%。

水产品价格涨跌互现 鲫鱼、大带鱼、白鲢鱼和花鲢鱼每公斤
分别为15.99元、39.21元、8.25和13.27元，环比分别涨2.2%、1.7%、
1.4%和0.9%；大黄花鱼、草鱼和鲤鱼批发市场周均价每公斤分别为
40.37元、12.87元和11.64元，环比分别跌1.8%、0.3%和0.2%。

蔬菜均价小幅下跌 重点监测的 28种蔬菜周均价每公斤 4.45
元，环比跌0.9%，为连续8周下跌，同比高0.5%。分品种看，12种蔬
菜价格下跌，2种持平，14种上涨，其中，平菇、黄瓜、蒜薹和青椒环
比分别跌 9.0%、7.9%、7.7%和 6.0%，其余品种跌幅在 4%以内，冬瓜
和韭菜环比基本持平，西红柿和大白菜环比分别涨 5.6%和 5.5%，
其余品种涨幅在5%以内。

多数水果价格小幅下降 重点监测的 6种水果周均价每公斤
5.82元，环比跌1.0%，同比低7.0%。分品种看，西瓜、香蕉、鸭梨、菠
萝和富士苹果环比分别跌3.9%、1.8%、1.4%、0.7%和0.2%；巨峰葡萄
环比涨0.8%。

集贸市场
牛羊肉价格下降

据对全国500个县集贸市场的定点监测，4月份第3周（采集日
为4月15日）活猪、猪肉、活鸡、白条鸡、牛羊肉价格下降，仔猪、鸡
蛋、玉米、配合饲料价格上涨，生鲜乳、豆粕价格持平。

生猪价格 全国活猪平均价格 33.73 元/公斤，比前一周下降
1.0%，与去年同期相比（以下简称同比）上涨 126.2%。河北、辽宁、
重庆、四川、青海等 24个省份活猪价格下降，辽宁、上海持平，天
津、福建、广东、甘肃上涨。华南地区活猪平均价格较高，为 36.46
元/公斤；东北地区较低，为 31.27 元/公斤。全国猪肉平均价格
52.96元/公斤，比前一周下降1.6%，同比上涨115.3%。北京、辽宁、
安徽、四川、陕西等27个省份猪肉价格下降，天津持平，福建、甘肃
上涨。华南地区猪肉平均价格较高，为57.45元/公斤；东北地区较
低，为48.64元/公斤。全国仔猪平均价格98.99元/公斤，比前一周
上涨1.2%，同比上涨169.8%。河北、山西、浙江、贵州、甘肃等21个
省份仔猪价格上涨，天津、吉林持平，上海、江西、山东、河南、湖南
等7个省份下降。

家禽产品价格 河北、辽宁等10个主产省份鸡蛋平均价格6.93
元/公斤，比前一周上涨2.4%，同比下降 9.4%。全国活鸡平均价格
19.79 元/公斤，比前一周下降 0.8%，同比上涨 1.6%；白条鸡平均
价格 22.38 元/公斤，比前一周下降 0.6%，同比上涨 11.5%。商品
代蛋雏鸡平均价格 4.3 元/只，比前一周上涨 0.2%，同比上涨
19.1%；商品代肉雏鸡平均价格 4.58元/只，比前一周下降 6.0%，同
比下降10.9%。

牛羊肉价格 全国牛肉平均价格83.02元/公斤，比前一周下降
0.2%，同比上涨 21.6%。河北、辽宁、吉林、山东和河南等主产省份
牛肉平均价格 74.75元/公斤，与前一周持平；上海、浙江、福建、广
东和江苏等省份平均价格 98.32元/公斤，比前一周下降 0.3%。全
国羊肉平均价格 79.53 元/公斤，比前一周下降 0.4%，同比上涨
16.6%。河北、内蒙古、山东、河南和新疆等主产省份羊肉平均价格
75.4元/公斤，比前一周下降0.1%；上海、浙江、福建、江西和广东等
省份平均价格87.42元/公斤，比前一周下降0.5%。

生鲜乳价格 内蒙古、河北等 10个奶牛主产省（区）生鲜乳平
均价格3.62元/公斤，与前一周持平，同比上涨2.5%。

饲料价格 全国玉米平均价格 2.14 元/公斤，比前一周上涨
0.5%，同比上涨7.0%。主产区东北三省玉米平均价格为1.88元/公
斤，比前一周上涨0.5%；主销区广东省玉米价格2.23元/公斤，与前
一周持平。全国豆粕平均价格 3.40元/公斤，与前一周持平，同比
上涨 11.8%。育肥猪配合饲料平均价格 3.15元/公斤，肉鸡配合饲
料平均价格3.22元/公斤，蛋鸡配合饲料平均价格2.94元/公斤，均
比前一周上涨0.3%，同比分别上涨6.1%、4.5%和4.6%。

本栏目稿件由农业农村部市场与信息化司、农业农村部信息
中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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暮春时节，贵州省仁怀市坚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农业生产两手抓，各个蔬菜种植基地蔬
菜长势良好，农民加紧采摘蔬菜，保障市场供应。图为4月26日，仁怀市鲁班街道隆堡蔬菜种植
基地，农民在采摘蔬菜。 陈勇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