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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春耕，化肥
保 供 稳 价 形 势 如
何？农户所需化肥
是否产得出、运得
快 、供 得 上 、施 到
田，关乎国家粮食安
全，也牵动亿万农民
切身利益。

化肥生产企业工作人员正在将化肥装袋。 崔建玲 摄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崔建玲

人要吃饭，作物也要吃“饭”。如果说肥料是作
物的“饭”，那么，使用量最大、为作物提供营养的化
肥便是作物的“主粮”。春耕是全年用肥的大头。化
肥能否保供稳价，关乎到国家粮食安全，也牵动着亿
万农民的收益。

去年，受国内外多重因素叠加影响，我国化肥市
场形势复杂多变，个别时段、部分品种出现供应偏
紧，价格波动幅度大、甚至一度达到历史最高点的情
况，社会焦灼情绪显现。

今年春耕，化肥保供稳价形势如何？农户所需
化肥是否产得出、运得快、供得上、施到田？人们的
焦灼情绪是否有所缓解？春耕时节，记者深入湖
北、安徽、江西、广西、山西等省份，走访化肥的消费
端、市场端、流通端和生产端等全链条，进行了深入
采访。

种植户：
从集中备肥到边用边买，用肥成本依然较高

作物吃“饭”，跟人一样讲究。不同生长阶段，吃
的食物不同，饭量也不同。但不管哪种作物，底肥为
作物提供长期的、稳定的营养，最为关键，用量最
大。大田作物后续的追肥量不到底肥的一半。

进入4月，江西省水稻种植大户吴军亮正准备种
植早稻。在此之前的 2至 3月，他忙活着购置肥料、
基施底肥、翻耕土壤、育好秧苗，每一个步骤的全力
付出，都为今年早稻有个好收成打好基础。

购置化肥是春耕工作的头等大事。但这几年化
肥价格不稳定，着实让吴军亮感到忐忑，“尤其是去
年上半年，化肥价格持续上涨，个别品种供应紧张，
顾不上高价，就赶紧购置了春耕化肥。”

“去年，种粮不容易，农资成本高，晚稻又遇到高
温干旱天气。好在去年江西省新余市政府对指定几
个品牌的化肥进行补贴，才节省了一部分农资成
本。”吴军亮坦言。

今年春耕，化肥充足。“想买什么肥，都能买到。”
吴军亮表示。

据农业农村部预计，今年春耕期间化肥需求量
为2270万吨，与去年基本持平，截至3月底，国内生产
量已达2400万吨，再加上部分进口，完全能够满足春
耕生产需要。

“我买的复合肥3600元每吨，比去年降300元，尿
素也比去年每吨降200元。”吴军亮告诉记者，虽然化
肥价格便宜了些，但他感觉整体价格还是挺高的，只
从经销商那里买了32吨化肥。

也有部分种植户反映化肥价格上涨。广西贺州
市天顺来农业合作社负责人彭上坚告诉记者：“今年
复合肥每吨比去年高300至400元。”

江西省水稻种植户李金萍通过批发商购买化肥
便宜一些。“今年尿素价格每吨下降 50元，复合肥价
格持平，但因为员工工资上涨，总体种粮成本和去年
比没有太大变化。”

据调查，今春化肥供应充足，其中，氮磷肥供应
较为充足，钾肥供需紧张矛盾有所缓解，保供基本面
好于上年同期。相较去年，价格变化不大，近期行情
较稳，属于大稳小调，不同地方、不同阶段，上涨、下
跌情况都存在。但是，化肥整体价格依然处于高位，
农民用肥成本仍然较高。

据中国农资流通协会监测，今年3月化肥整体价
格较 2021年同期上涨 2至 6成。主要化肥品种近期
价格趋稳，尿素基本持平，但磷铵、复合肥等仍小幅
高于2022年同期高价位，钾肥价格较去年有所回落，
但较2021年同期仍高出五成左右。

不少种植户疑惑，疫情影响减弱情况下，肥价为
何依然高企？

“原料价格上涨是主要因素。”全国农业技术推
广服务中心肥料质量监测处吴优表示。2021年 2月
起，疫情背景下全球粮价明显上涨，化肥作为重要农
资，肥价普遍跟涨。后续加之全球很多国家存在货
币超发，煤炭、天然气、硫磺、磷矿、钾矿等化肥生产
要素价格大幅抬升。

相较2021年初，目前煤炭价格涨了近9成。煤炭
是生产合成氨的原料，而氮肥、磷肥都需要合成氨，
对二者都有价格支撑作用。磷肥原料硫磺价格波动
频繁，合成氨和磷矿处于高价位，很难降价。钾肥进
口依赖度高，受国际市场价格制约更多。复合肥原
料基本是尿素、磷酸一铵、氯化钾，其他三种化肥都
是高价，复合肥不可能回落。再加上春耕属于用肥
高峰期，化肥价格行情坚挺。

相较其他化肥，钾肥是特殊的存在。我国45%的
钾肥依靠进口。去年，受俄乌冲突和疫情影响，主产
国向农业大国出口明显减少，海运成本高企，自2021
年 3月起，钾肥价格一路上扬，去年 6月达到十年来
最高点。此后，多部门加强化肥保供稳价工作，深挖
国内产能，加之需求转弱，钾肥价格下降。今年1月1
日，我国钾肥实行零关税政策。3月上旬，国产氯化
钾批发价格每吨 3720元，同比降 10.1%，每吨已较去
年最高点下降 1000 元，但较 2021 年春耕前仍然高
85%左右。

尽管目前化肥价格处于高位，但农户们普遍反
映，看跌情绪明显，不少农户由过去的集中备肥，转
为边用边买。

买化肥，跟买房一样，买涨不买跌。吴军亮
说：“不敢多买，怕降价，听说还要掉价，先不备那
么多货。”而彭上坚今年只购买了往年三分之一的
化肥。

当吴军亮为高企不下的价格发愁时，小农户却
是另一番场景。前段时间，山西省襄汾县南辛店乡
农户崔银山为自家 3 亩冬小麦春浇追肥。“种地不
多，即便复合肥贵了，但这几年粮价涨了，成本影响
不大。”

复合肥价格有高有低，崔银山买的每袋价格是
160至 170元。崔银山说：“一年种一次庄稼，必须给
庄稼吃点好的、足量的‘粮食’，才能对得起这片田。”
不枉勤劳，去年，他种的小麦亩产 1200斤，即便化肥
涨价，但崔银山说：“值了！”

经销商：
观望情绪明显，价格稳才能心里稳

3月下旬，安徽省浩然农业科技有限公司5000平
方米的仓库，本可储备4000吨左右化肥，但只储备了
2000吨货物。

“一方面与目前原料、化肥价格不稳定有关，
另一方面来自去年的深刻体会。”总经理丁凯告诉
记者。

据丁凯介绍，去年受疫情影响，交通不畅，货源
紧张，有钱买不了货。化肥一天一个价，同一款化
肥，今天卖和明天卖，价格都不一样，导致生产端惜
售，放慢出货速度，进一步拉升价格。价格越高，经
销商越恐慌，抢货越积极。正常年份，7、8月才开始
购置秋季小麦化肥，而去年 5、6月就开始备货，整整
提前了两个月，导致去年 5、6月化肥需求增加，供应
减少，化肥价格达到历史最高点。

“其实，当时市场呈现的是假性缺货。”丁凯说。去
年5月下旬，东北作物主要用肥季节结束，率先降价甩
卖剩余库存，再加上下一季作物需求已提前备好，市场
需求减弱，仅一个月后，化肥价格便开始下降。

这让最高点时买进、囤货的经销商陷入焦虑。
“没想到这么快降价。”丁凯表示，价格倒挂，无

奈，很多经销商赔钱卖。去年他亏了 200多万元，现
在还有一部分库存正在消化。

可以说，去年对于很多经销商来说，10年难遇。
这一年，他们既经历了有钱买不了货的情况，也经历
了价格暴涨又下跌的无奈过程。

今年，经销商谨慎很多，拿货信心不足。“由于肥
价不稳，看跌情绪明显，边观望边拿货。”丁凯表示。

吴军亮的供货商，江西省新余市施大壮农资批
发中心有 800多平方米仓库，可储存 2000多吨化肥，
但负责人郭鹏没敢大量备货。

他也是“吃”了去年的教训。他说，肥料是一种
季节性强的产品。去年肥价高时，预判晚稻会用一
部分化肥量，进货较多，但最终没有走那么多，导致
亏损。他认为，现在肥价不稳，上游供货充足，下游
观望态度，上游压力大，只能降价。

丁凯告诉记者：“化肥暴涨、暴跌对于经销商来
说都不是好事。只有价格平稳才是好事，进货好进，
销售也容易，经销商也有一个正常的利润，不会遇到
太大的风险。”他解释道，价格上涨，容易出现毁约情
况，一些没有诚信的工厂不发货，等价格下来再发
货。价格大跌时，库存多了，也容易赔钱。

那么，流通渠道拿货信心不足，会不会导致部分
地区基层化肥到位进度偏晚？

据农业农村部农资保供专班调度，截至 4月初，
全国13个粮食主产省份化肥平均到位进度已达九成
以上。作为全国农资流通的主渠道，全国供销合作
社系统2022年四季度累计从工厂采购肥料4163.2万
吨，预计今年1至4月还将从工厂采购肥料3500万吨

左右，完成近1000万吨的国家和省级化肥商业储备，
并将有序投放市场。其中，3至 4月预计采购实物肥
料 1800多万吨，可满足国内用肥需求 70%以上。此
外，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向社会公开发布了180家
供销合作社系统农资保供重点企业名单，方便农民
和基层各类经营主体及网点与企业对接。

丁凯与安徽省宿州市埇桥区供销合作社共同成
立符离李桥为农服务中心。他说：“即便经销商储备
货物不多，但今年物流通畅，生产端货源充足，如有
需要，随时调货也来得及。”

运输端：
物流基本通畅，运价成为关键因素

全长 559公里，仅需 6个半小时汽车运输，吴军
亮购买的 32吨复合肥，便可从云图控股荆州分公司
运到江西省新余市的水稻基地。

运输通畅，供应才能保障，价格才会平稳。
今年2月，国家发改委、工信部、农业农村部等14

个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做好 2023年春耕化肥保供稳
价工作的通知》，从稳定化肥生产和要素供应、提高
化肥流通效率、积极稳妥做好储备和进出口调节、规
范化肥市场生产经营秩序和提升肥料施用水平五个
方面提出十项具体措施。在提高化肥流通效率中指
出，组织好化肥干线运输，严格落实农用化肥铁路运
价优惠政策；优先保障供应国内的化肥及生产原料
水路、公路运输畅通等。

辛志杰是成都云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负责江西
省新余市、宜春市的销售代表。“我们有自己的物流
公司，经销商只需在相关软件上下单，系统会匹配司
机把货物运到指定地方。新余、宜春两地每年销售
近万吨化肥，年前就提走了80%左右。”而去年受疫情
影响，化肥运输稍微麻烦些。“去年疫情导致新余、伊
春封城，不过公司及时办理了通行证，并提早一天安
排，司机不下车，第二天就可以到货。”

化肥运输，既要保障生产出的化肥产品运得出，
还要保障生产化肥原料运得进。

我国氮肥、磷肥、钾肥三大肥料所用原材料分布
不平衡，煤炭主要在北方城市，磷矿南多北少、西多
东少，钾矿主要集中在青海、新疆等省份，还有一部
分靠进口，给化肥原材料运输带来极大挑战。

坐落在湖北省枝江市的三宁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有自己的磷矿资源，每天从矿山到枝江，运输原料的
汽车络绎不绝，一年运输磷矿约300万吨。这些原料
被加工成各种化肥，然后分别通过公司自建的紫云
铁路专用线、三宁深水港码头集装箱、公路运输等方
式发往全国各地以及出口到世界各国。

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是我国钾肥的重要
生产企业。“氯化钾主要通过铁运销往湖北、安徽等
农业省份，青海省周边（西北五省地区）以汽车运输
为主，公司在流通区域还有少量库存。”该公司宣传
培训中心郭亚楠表示。

在确保运输通畅的基础上，运价是关键考虑因素。
早在2004年，国家发改委和铁道部专门印发《关

于进一步明确农用化肥铁路运价优惠政策的通知》，
公布了首份《实行铁路优惠运价的农用化肥品种目
录》，列明了硫酸铵、尿素、氯化铵等19个农用化肥品
种实行优惠运价。

“我们从山西高平运过来的尿素，铁路优惠运价
为97元每吨，由于去年化肥价格高，铁路部门还在此
基础上，再次优惠了 10%至 20%，一吨运费 80多元。”
丁凯表示。

“但目前执行不同生产标准的化肥产品，也未全
面列入优惠运价目录。例如目前执行《肥料级氯化
钾（GB/T 37918-2019）》标准的产品已纳入铁路运
输 优 惠 目 录 ，而 先 前 制 定 的《氯 化 钾（GB/T
6549-2011）》标准下产品却未列入，目录还存在进一
步优化的空间。”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肥料质
量监测处处长田有国告诉记者。

生产基地靠近市场布局，不仅提高交货效率，还
节省了运输成本。“我们在四川、河南、山东等核心粮
作及经作主产区，都有生产基地，可就近辐射周边市
场，确保春耕用肥及时送达。”成都云图控股股份有
限公司媒介采购部部长李俊蕊表示。

种植户、经销商也会选择本省或周边省份货
源。来自江西省的经销商彭奇告诉记者：“除了在
本省进货外，主要从贵州、湖南等省进货。比如从
贵州进货运费只要 100 多元每吨，但从云南进货得
300多元。”

为节省成本，各地化肥生产流通企业还创新营
销服务模式，利用微商、电商、直播带货等方式，直接
面向终端用户销售化肥，减少化肥流通环节、降低化
肥流通成本。

生产企业：
原料价格不稳，力争“能开尽开、应开尽开”

“目前，外省尿素降价了，咱们公司复合肥、尿素
能不能也降一降？你不降价，我们库存就会亏损，更
卖不出去。”3月30日，湖北三宁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销
售经理张炳亮挂了经销商打来的电话后，长叹一口
气说：“目前市场行情看跌，经销商观望，化肥出库
慢，企业日子很艰难。”

为与客户开展长期合作，公司不得不按照客户
要求降价。

随之而来的另一重焦虑是，作为生产端企业，由
于经销商不拿货，企业库存压力大。既要承担市场
风险，同时承担巨大仓储压力。

其实，张炳亮的焦虑情绪从去年下半年就开
始了。

去年下半年，北方小麦施底肥旺季，按照惯例，
公司要备足原料。张炳亮告诉记者：“按照客户要
求，我们准备复合肥所有原料，以硫磺为例，当时采
购价格为3500元每吨，而7月以后硫磺价格就一路下

跌，到 9 月左右降到 1000 元左右，足足降了 2000 多
元。按照与客户达成的‘保障最低价结算’约定，公
司最终按照秋季最低价结算。去年下半年，原材料
仅硫磺公司就亏了一个多亿。”

今年春耕，焦虑情绪依然存在。
眼下，看跌情绪对企业影响较大。张炳亮告诉

记者：“生产化肥，不是今天要，明天就能生产出来，
而是要经历采购、运输、排计划到组织生产的过程。
比如，煤炭价格，签合同时为 1700元每吨，送到厂里
生产，最快要 10天才能生产出来，但 10天后煤炭价
格降为 1500元，企业只能亏损卖。钾肥生产周期更
长，经常是高价采购，低价卖出。”

“事实上，原料价格高对企业风险很大，低的话
相对好些，我们并不想卖高价，但是原料成本高，助
推化肥价格高。”张炳亮表示。

通过调查，记者发现，今年春耕出现的新现象
是：化肥原料充足，但生产企业积极性不高，特别是
一些中小厂家选择不生产或少生产，少亏或不亏。
而去年原料短缺，一些中小企业买不到或买不到便
宜的原料，不敢买，怕买了之后掉价。但一些大企业
还是承担起了生产主要责任。

化肥的稳定生产是保供稳价的基础和前提。如
何才能保障稳定生产呢？今春十四部门发布的《关
于做好2023年春耕化肥保供稳价工作的通知》提出，
督促指导重点化肥生产企业努力开工生产，提高产
能利用率，做到“能开尽开、应开尽开”。

“面对每年 4、5月份南方水稻、北方玉米用肥高
峰期，即使面临亏损预期，但公司依然选择继续生
产。”张炳亮说，这是企业保供稳价的责任和义务，也
是企业长远发展的考虑。去年冬天，企业承接国家
淡储肥5万吨，企业自己储备18至20万吨肥料，以保
春耕生产。

青海盐湖钾肥和藏格钾肥两家生产企业扩大
120万吨（实物量）产能全部开工，不断增加供应量。

“目前，公司在全国的十一个生产基地的肥料生
产线马力全开，日产肥料近 2万吨，同比增长 38%。”
新洋丰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赵程云表示。

协同发力
推进保供稳价机制常态化

一般农户都用化肥做底肥，这几年吴军亮选择
有机肥与化肥配合施用。

“有机肥可以培肥地力，配合化肥使用，可更好
地促进作物品质提升，增加收益，同时由于有机肥比
化肥便宜，还能节省一部分种粮成本。”吴军亮告诉
记者。

这几年，丁凯在做测土配方施肥。“宿州市的土
壤需要高氮、中磷、低钾。测土配方施肥，土壤缺啥
补啥，需要多少补多少，不多施也不少施，可节省农
户无效投入，增加种植收益，减少环境污染。”

近年来，农业农村部积极推动化肥减量增效、绿
色种养循环等重大项目实施，2022年我国化肥减量
增效示范区化肥施用量平均减少 6%，这些方式确实
为农户节省了一些农资成本。

但长期来看，还需建立保供稳价机制。今年中
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完善农资保供稳价应对机制。

“一定的价格波动是正常的，只要保持在合理范
围内。但这几年化肥价格不太稳，建立并完善保供
稳价机制是极为必要的。”田有国告诉记者。

化肥保供稳价，从原料到田头，涉及十多个部
门，多部门如何“下好一盘棋”？

今春，国家发改委、工信部等 14 个部门发布的
《关于做好 2023年春耕化肥保供稳价工作的通知》，
为春耕化肥保供稳价奠定了基础。

事实上，早在前几年，我国已建立了保供稳价机
制。这也是去年国内化肥价格一度达到历史最高
点，但仍低于国际市场价格的原因。以尿素为例，国
内市场为 3000元每吨，国际市场是我国的 2倍，达到
6000元每吨。吴优表示：“一方面与我国煤炭、磷矿
资源能够自主，以及作为钾肥消费大国议价能力强
有关，另一方面与我国保供稳价机制、淡储计划、进
出口政策及时调整等措施有关。”

“应推进保供稳价机制常态化，各部门各司其
职，当遇到应急情况，可以统一推进保供稳价。”田有
国表示。

在 2023年化肥市场和国际贸易研讨会上，国家
发展改革委经贸司张金光指出，今年化肥保供稳价
工作具备较好基础，但产、供、储、销等环节还存在一
些矛盾，距离实现高质量发展还有一定差距。化肥
行业发展需要更加完善的政策体系保驾护航，有必
要逐步构建系统协调的产供储销调控政策体系。其
牵涉面广，应多方协作，从供需平衡、稳定生产、高效
流通、规范经营等多维度协同发力，区分主次与轻
重，聚焦重点有序推进。

“肥料行业比较特殊，是个加工型的行业。必须
做到两个‘保供稳价’，化肥想要保供稳价，必须实现
原料的保供稳价。”中国氮肥工业协会理事长顾宗勤
表示。

生产端、经销商等分别对保供稳价提出了各方
建议。

心连心集团复合肥事业部副总经理孟铮表示：
“机械化、自动化，可提升效率和质量，降低成本，促
进环保和安全，还可解决化肥装车劳动力老龄化及
人员断档等问题。”

部分经销商建议：充分利用国家储备政策，不要
集中在个别企业，最好能下沉到各县域，并公开指导
价。还有一些经销商反映，尿素期货对化肥保供稳
价具有较大影响，要严防资本炒作。

春耕用肥高峰期，还需谨防制售假劣行为，谨
防“忽悠团”。不少业内人士建议：需建立各县龙
头企业沟通机制，成立协会，联合抵制忽悠团，净
化市场。

消费端、市场端、流通端、生产端，四个环节像齿
轮一样，相互连接，紧密配合，互相影响，不管哪个环
节出现问题，都会影响整个化肥行业的健康发展。
我们期待，各部门、各环节协同发力，共同推动化肥
保供稳价机制常态化，确保春耕化肥量足价稳。

工人用叉车把产品转运至运输货车上。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