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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大豆食品行业状况

（一）我国大豆食品行业发

展总况

1.我国大豆的消费量

2015年，我国用于食品工业

的大豆量约1150万吨，比2014年

增加4%左右。其中：用于传统豆

制品加工的大豆占50%左右，约为

600万吨；用于其他食品加工的占

20%左右；直接食用（包括家庭自

制豆浆等）占30%左右。

2.豆制品企业状况

截止到2016年3月，我国QS的

豆制品企业数量为4750家，取得

SC的豆制品企业29家，总数比上

年增加了3.7%。

2009～2016年，取得食品生

产许可证企业数量情况如图1（不

包括港澳台地区）：

（二）规模企业（全国前

五十强）状况

根据我会对2015年全国50家

规模以上豆制品企业统计：总投

豆量为100.44万吨，比上年增加

了4.6%；总销售额为167 .94亿

元，比上年增加了6.95%；

50强企业中，中部和南方等

地的豆制品规模企业相对集中；

按照产品品类来看，以生产豆

腐等生鲜为主要产品的综合类企

业共23家，约占到50强企业的一

半，同时这些企业表现出较平稳

上升的发展态势；以生产休闲豆

腐干为主的企业有16家；以生产

豆浆（含液态豆浆和豆浆粉）为

主的企业有7家；发酵等其他豆制

品企业4家。

综上，2015年豆制品行业

（规模企业前50强）销售额及投

豆量与2014年比均有上升，其中

投豆量增长4.6%；销售额增长

6.95%，交税总额增长9.6%，利

润增长18.5%。

为更好地搭建育种、种植、贸易、加工的食品大豆产业链交流

平台，促进食品大豆原料品质及专用化程度提升，服务大豆食品企

业，为消费者提供更高品质大豆食品。由中国食品工业协会豆制品专

业委员会、国家大豆产业技术体系加工研究室、黑龙江省农垦九三管

理局共同举办的2016中国大豆食品专用原料烟台会7月21日在牡丹江

召开。中国豆制品专业委员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吴月芳在会上就大豆行

业发展同与会专家进行探讨，并给出重点建议。

中国大豆食品行业状况
及对食品大豆发展的建议

中国豆制品专业委员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吴月芳

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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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符合其喜好的包装，而且根据

不同消费需求开发丰富的品类，

值得我们借鉴。

2.豆浆类产品

2 0 1 5年规模企业用于豆浆

的投豆量为31.11万吨，2014年

为30.09万吨，上升了3.39%。

其中：豆浆粉的投豆量2015年为

23.03万吨，比2014年的22.30万

吨增加了3.28%；液态豆浆行业的

投豆量为8.08万吨，比2014年的

7.79万吨增加3.69%。

由此可见，出于消费者对奶

制品的消费信心指数下降，以及

人们对大豆食品营养价值的不断

认识，使得豆浆行业市场前景十

分乐观。

2.1液态豆浆

自2012年有了大幅增长后，

2013年规模企业在液态豆浆的销

售量增长幅度变小，2015年实现

增长3.69%。祖名豆制品、马鞍山

黄池食品、永和豆浆、北大荒豆

制品等企业已开发出高品质的豆

浆产品，如祖名豆乳近两年来在

口味和包装上不断推陈出新。

如维他奶自1994年进入大

陆，很长时间一直在南方地区深

耕，近几年开始向华东及中部地

区扩展，收到了非常不错的业

绩，尤其是2014年和2015年，均

实现销售额20%的高速增长。

而未来液态豆浆及豆浆制品

行业要重点关注新产品的研发，

早餐豆浆等品类的细分也需要重

点关注，在包装设计创新方面需

要加大投入，对产品的品质以及

以豆浆制品产品研发方面还要做

更多的基础研究工作。

据了解，目前液态豆浆行业

面临着产品创新升级、产品层次

多样化、包装设计创新与消费者

～

（三）部分重点行业情况

1.豆腐等生鲜类大豆食品

2015年规模企业用于豆腐等

生鲜豆制品的投豆量为35.07万

吨，2014年为31.76万吨，上升幅

度较大。

豆腐等生鲜类大豆食品是

我国百姓餐桌上的必需品，总体

消费量保持稳定增长；规模企业

生鲜产品的产量增长速度较快，

反映了生鲜豆制品也开始向规模

企业集中；规模企业的研发和深

加工能力不断加大，新品日益

丰富，产品附加值提升，如苏

州金记、沈阳福来、深圳福荫、

南京果果、北京香香唯一等企业

在2015年都保持了不错的增长；

生鲜豆制品的生产企业在各城市

均有分布，但发展状况南方优于

北方。

总体来讲，品牌企业若想扩

张，需采取异地建厂模式来完成市

场布局，并以中心工厂为依托，合

理确定消费半径，做好物流配送，

缩短产品与消费者之间的距离。目

前已有较成功的案例。

同时，产品多元化研发亟待

加强，比如日本注重对豆腐等生

鲜豆制品的研发，新产品花样繁

多，不仅根据消费人群的不同开



16 

专家导航 Guideline

培育的挑战。

因此，对于企业来说，市

场的培育和消费者的认可，需要

时间的积累，企业要有足够的耐

心，等待市场对品牌的认可。

2.2豆浆粉

豆浆粉规模企业2015年投豆

量（产量）增长了3.28%。在口味

及包装上，豆浆粉产品也更加多

元化。

由于看好豆浆市场的潜力，

部分粮油加工企业和奶粉生产企

业，依托其原料优势和工艺技术

优势，纷纷转型建立了豆浆粉生

产线，并取得了良好的成绩。

一些创新能力强、市场定位

准、品牌运作好的企业，例如龙

王等，在2015年销售额实现了超

过25%的大幅度增长。而一些在渠

道建设和电商平台方面走在前列

的企业，如冬梅等，在2015年销

售额达到近40%高速增长。

与此同时，还有一些豆浆粉

企业开始将目光转向液态豆浆，

如永和、龙王等企业。

宏观来看，经过多年的市场

培育，豆浆粉有了较好的消费基

础。但就下一步市场拓展来看，

现有豆浆粉产品似乎空间有限，

企业必须采取做好做宽产品线、

做深产品链的策略，或采取做宽

做深相结合的策略。

3.豆腐干及休闲类大豆食品

2 0 1 5年，规模企业用于豆

腐干及休闲类大豆食品的投豆量

为24.76万吨，2014年为24.02万

吨，产量略有上升。

休闲豆腐干的产品类型和消

费概念已形成，经过2014年的结

构调整，2015年实现了3.08%的增

长，应该说现在的发展状况比前

两年更加健康。全国休闲豆制品

产品各品牌定位开始清晰，已开

始逐步形成高中低档产品定位的

市场格局。50强企业中，以生产

休闲豆干为主的约占1/3。产品口

味翻新较快，如Q豆腐、鱼豆腐等

新品种不断涌现，产品的市场还

有很多潜力可挖掘。除实体大卖场

外，近两年电商渠道发展较快，对

休闲豆制品来说是一个非常难得的

发展机遇。同时，产品同质化问题

开始改善，但包材等方面仍有很多

改进的空间，新产品开发在口感、

品质上还需加强。

4.其它

4.1腐竹

由于受俄罗斯等主要出口国

经济的影响，以及前几年曝光的

有关腐竹中非食用物质添加等信

息的影响，近几年腐竹产业发展

一直处于低位徘徊；未来腐竹产

品的突破，需要开辟新的销售渠

道，比如尝试进一步加工成再制

品或作为休闲豆制品的原料等。

亟待消除腐竹中吊白块等非法添

加的不良影响。

4.2膨化豆制品（素肉制品）

近几年增长速度较快，部分

生产区域已形成了从种植、加工

到销售的完整产业链。各地对校

园周边食品的严查整治，使得定

位于农村及低端市场的即食膨化

豆制品发展出现低迷。一些企业

采用先进工艺，提升产品品质和

包装，近几年的发展势头很好。

（四）发展趋势

1.趋势

我国大豆食品行业发展健

康、稳健，产业结构和消费结构

正发生着新的变化；大豆食品企

业正从数量增长向品质提升的转

变；产品附加值逐步提高；销售

渠道不断扩展，将逐步实现大型

卖场、农贸市场、专营店与电商

之间的优势互补，特别是“互联

网”的兴起，对大豆食品行业发

展的影响和促进将持续加大；自

媒体（如微博、微信）这种不限

时间、不限地方且成本低、效率

高的营销手段和传播平台，将越

来越受到企业的关注，企业定会

由此获得较大受益。

2.机遇与挑战

中国的大豆食品市场远未

饱和，潜力巨大；企业亟待从质

量竞争、品牌竞争向为消费者提

供个性化服务及消费体验竞争的

方向转变，以突破行业缺乏全国

强势品牌和差异化创新发展的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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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中小企业在创新理念、经

营管理、渠道拓展等方面需要

提升；大豆食品加工机械与设备

企业需要适应新常态，谋求新发

展；面临互联网的冲击和挑战，

以传统大豆食品为主要产品的豆

制品企业，需及时了解互联网的

游戏规则，充分利用好互联网技

术和模式，在不断提升产品品质

的同时，为消费者提供更加完善

的终端体验；微时代带来了瞬时

性传播和一对一关注，好消息和

坏消息都会被迅速推广。因此，

大豆食品企业需及时转变思路，

利用“微”平台优势，做好新环

境下的营销管理。

3.未来对大豆食品的利好因素

根据奥特奇统计信息，我国

饲料产量在2013年达到1.913亿吨

的高峰后，2014年和2015年连续两

年出现负增长，分别是1.89亿吨、

1.8亿吨。这一现象说明，肉类产

品的消费量开始下降，尤其是年轻

人，出于关注自身健康、关爱动物

以及环保的理念，开始更多地以大

豆食品代替肉类消费。

同时，英国计划在两年内开

始对软饮料征收“糖税”来解决

儿童肥胖问题，这一消息势必会

引起消费者对摄入含糖饮料和含

糖休闲食品对健康影响的探讨，

这一消息对于豆浆及休闲豆制品

来说是长期利好。

另外，肉制品行业和乳制品

行业近几年不断爆出负面消息，

致使消费者减少对这两类产品的

消费意愿，对未来豆制品行业来

说也是利好。

4.未来需要引起重视的问题

没有经过标示的转基因大

豆原料，如果运用于食品，将导

致消费者降低豆制品产品消费

信心，这一风险必须引起我们的

重视。

二、食品大豆发展的思考和

六点建议

2016年4月份，农业部发布

了《全国种植业结构调整规划

（2016-2020年）》（农农发

[2016]3号），《规划》指出，要

调整优化区域布局来促进大豆生

产发展，在东北春大豆和黄淮海

夏大豆优势产区调整优化结构，

因地制宜调减玉米，扩种大豆。

强化大豆政策扶持，加快建立东

北优质大豆保护区，培育大豆生

产新型经营主体来完善社会化服

务，提高规模种植效益。国家种

植业政策从重视玉米开始向大豆

等农作物转变。

《规划》提出2016-2020五年

大豆发展目标：扩大面积到2020

年达到1.4亿亩，比2015年增加

4000万亩。提高单产到2020年平

均亩产达到135公斤。从《规划》

的发展目标推算，到2020年，我

国大豆的产量将达1900万吨，比

现在的1200吨（约）增加60%，也

就是平均每年的大豆产量要增加

10%。按照《规划》提出的目标，

到2020年我国食品大豆的自给率

基本能够满足90%以上消费需求。

建议一：科学统筹设计大豆

等农产品的补贴机制

其中包括：统筹研究各种

农产品对于我国粮食战略地位的

重要性。根据农田的使用、各种

农产品之间的关系设计全面系统

的补贴政策，在制定的补贴政策

时，还应该根据不同地区（该地

区是种植单茬，还是二茬）的各

种农产品之间的关系（包括是否

竞争作物、市场价格、土地劳动

成本及生产资料成本等），平衡

产量，并保证种植者的收益。

制定的补贴政策是否有效的

标准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考

量：农民是否有收益；保证主粮

作物的前提下，其它战略性的各

种作物产量是否平衡；土地是否

能够得到有效轮作

建议二：食用大豆和榨油用

大豆分类管理

国际上的大豆市场分为两块

用途，食品用（非转基因）和榨

油用（转基因），两种用途的大

豆施行的是两套价格机制，但是

由于食品大豆（非转基因）的消

费量较榨油用大豆量比例很小，

不到10%，甚至在芝加哥商品交易

所，没有食品大豆的交易数据，

而国际上食品大豆（非转基因）

的交易却一直很活跃，交易的价

格一直要高于榨油用大豆（转基

因）价格15%～30%；

国际上食品大豆（非转基

因）交易价格随着芝加哥商品交

易所的大豆价格而波动。

但是，在国产大豆方面，却

对于榨油用大豆和食品用大豆没

有分开管理，在讨论大豆价格的

时候，把食品用大豆和榨油用大

豆混为一谈，而且经常笼统地将

国产大豆和进口的转基因榨油用

大豆进行比较。这显然违背了食

品大豆正常的市场规律，不利于

国产大豆的市场定位，也不利于

提升国产大豆的品牌形象。

建议三：政府服务及大豆科

研的服务以市场的需求为导向

1.科研方面

科研的最终服务对象是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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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的消费者首先成为我们国产大

豆的坚实用户，要树立和提升国

产大豆在消费心中的品质和品牌

地位，对消费者教育无疑是非常

重要的环节，在这点上日本政府

等有关部门的做法很值得我们借

鉴和学习。大家知道，日本的农

产品的品质在日本消费者心里永

远是最好的，大豆也一样，在日

本，本国产的大豆价格相比加拿

大、美国的非转基因大豆要高出

一大截，这要归功于农林水产省

等相关机构对本国大豆品质的宣

传和引导。打开日本农林水产省

网站，可以看到该部门对国产大

豆的品牌和品质的宣传和推广所

做的实实在在的工作：比如国产

大豆的标识工作、定期向消费者

公布国产大豆的品质状况等。

建议六：修改相关政策法

规，对于含有转或非转大豆作为

原料加工食品进行标识

我国《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

管理条例》中对于转基因农产品

的定义是：只要农产品中含有转

基因成分，则该农产品为转基因

农产品。也就是说对于非转基因

大豆进出口设置了0阈值的政策门

槛，这几乎杜绝了所有的非转基

因大豆进出口。这种做法表面上

看似乎是保护国产非转基因大豆

在国内市场的唯一性地位，但是

仔细分析，恰恰相反，因为0阈值

致使转基因、非转基因的标识没

有可操作性，所谓的转基因农产

品强制标识的规定形同虚设，这

严重扰乱了转基因和非转基因大

豆、国产和进口大豆的市场有序

竞争，阻碍了国产优质大豆的高

价出口，阻碍了国产大豆产业的

健康发展。

费大众，大豆的科技工作者也是

一样，最终要转化成高品质的大

豆食品服务于广大的消费者，好

的大豆食品离不开加工适应性强

的高品质大豆原料。因此，作为

食品大豆的科研体系，一定离不

开加工适应性研究环节，但是，

纵观我国目前大豆方面的科研队

伍，从事加工适应性研究，将好

的品种进行产品试验、转化、推

广的科技工作人员少之又少，这

与我国目前的科研体制有很大的

关系，应该引起政府有关部门的

注意。

2.政府方面

农业部等相关管理部门，一

方面支持大豆相关科研人员对食

品大豆的科研投入，同时要将食

品大豆的研究成果定时公布，及

时地反馈给农户及加工企业，比

如每年编写一份可供下载的《国

产大豆品种报告》将各地区的主

要大豆品种及品种的研究机构、

品种的理化特性、产量、种植面

积、适用于加工的豆制品种类，

以及使用该品种大豆生产豆制品

产品的理化特性等做一个详细的

报告，《国产大豆品种报告》汇

集一系列大豆种植者和加工者关

心的数据，一方面可指导豆制品

生产企业选择优质的原料，同时

也可指导农民在种植生产过程中

的选择收益最大化的品种生产。

采用为市场服务的方式，科学地

推动大豆科研、种植、加工的健

康发展。

建议四：贸易商做好收储过

程中的品种管理

长期以来，我国食品大豆购

销已经形成了基本固定的模式，

即农民将自己种植的大豆经贸易

商或者是粮贩转两道甚至多道手

后，才能将大豆卖至生产企业手

中或者国家的粮食储备库。厂家

与农民或者农民代理人签订单直

接产销对接的非常少，因此也导

致了大豆散种、混收、统销成为

国产大豆种植与贸易的主流。豆

贸易过程中的混种混收现象严

重，是提升大豆品质、做好品牌

的最大阻碍之一。即便单个品种

很好，加工适应性也很好，但是

在贸易过程中把不同品种的大豆

混在一起，根本无法突出品质的

优势。

建议五：推行农产品产地标

识，进行消费者教育，培养消费

者对国产大豆的忠诚度

中国是大豆的发源地，最

好的食品大豆在中国，国产大豆

的高品质名片过得硬而且能够叫

得响，但前提是我们要让自己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