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收稿日期：２０２４－０４－２２；修回日期：２０２４－０５－２４
作者简介：张　宏（１９７５），女，中级经济师，硕士，主要从事
国际合作及农粮领域研究工作（Ｅｍａｉｌ）ｈｏｎｇｚｈａｎｇ＠
ｃｏｆｃｏ．ｃｏｍ。

专题论述 ＤＯＩ：１０．１９９０２／ｊ．ｃｎｋｉ．ｚｇｙｚ．１００３－７９６９．２４０２５７

附：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ｒａｄｅｔｒｅｎｄｏｆｏｉｌｓａｎｄｏｉｌｓｅｅｄｓｉｎＢＲＩＣＳ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中文翻译）

金砖国家油脂油料生产、贸易格局分析

张　宏

（中粮集团有限公司，北京 １０００２０）

摘要：为了促进金砖国家农业生产及贸易合作，保障我国及全球油脂油料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

阐述了金砖国家油脂油料的生产及消费情况、贸易格局和未来合作潜力，并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金砖国家大多为农业生产大国，也是全球重要的农产品消费市场，２０２３／２０２４年度金砖国家油料生
产量及消费量占到全球的近一半水平，植物油生产量超过全球的 １／４，植物油消费量占全球的
４０％。２０２３／２０２４年度，金砖国家油料进出口量超过全球的一半水平，植物油进口量占全球的
４０％，出口量约占全球的１／１０，２０２３年中国从金砖国家进口的油料、油脂总量分别占从全球进口的
６８％和２９％。金砖国家农业土地资源丰富，油脂油料生产发展潜力较大，贸易结构互补优势明显，
未来合作空间巨大。建议将巴西纳入“一带一路”共建范畴，促进中巴农业合作持续深化；探索金

砖国家区域农产品贸易协定，推广金砖国家货币结算与互换，提升金砖国家贸易便利性及稳定性；

加大中国在金砖国家的投资及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的输出，造福当地农业发展，实现互利共赢

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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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０６年，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四国外长在
联合国大会期间举行首次会晤，开启了金砖国家合

作序幕。２００９年６月，金砖国家领导人在俄罗斯叶
卡捷琳堡举行首次会晤，推动金砖合作升级至峰会

层次。２０１１年，南非正式加入金砖国家，金砖国家
扩员为五国，英文名称定为“ＢＲＩＣＳ”〔ＢＲＩＣＳ引用了
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的英文首字母，由于

该词与英语单词“ｂｒｉｃｋｓ”（砖块）相似，因此被称为
“金砖国家”〕。２０２４年 １月 １日，沙特阿拉伯、埃
及、阿联酋、伊朗、埃塞俄比亚成为金砖国家正式成

员。至此，金砖国家扩员至１０个国家。金砖国家机
制成立以来，遵循开放透明、团结互助、深化合作、共

谋发展原则和“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国家

精神，其合作基础日益夯实，合作领域逐渐拓展，成

为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完善全球治理、推动国际关系

民主化的建设性力量，影响力和吸引力不断提升。

作为以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为代表的国际

合作机制，金砖国家总人口３５．９亿人，占世界总人
口的４５％（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２０２１年人口统计
数据计算），经济总量２６．８万亿美元，占世界经济
总量的２７％（根据世界银行２０２２年 ＧＤＰ统计数据
计算）。金砖国家包括全球主要的农业大国，也是

全球重要的农产品消费市场，２０２３／２０２４年度金砖
国家粮食产量（含谷物和大豆）合计１４１亿 ｔ，消费
量也为１４．１亿ｔ，分别占全球的４５％和４６％（根据
美国农业部（ＵＳＤＡ）统计数据计算，谷物包括玉米、
小麦、稻米、大麦及高粱），地位举足轻重。其中：巴

西已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农产品出口国，其大豆、

玉米、食糖、肉类出口量均位居全球第一；俄罗斯是

全球最大的小麦出口国，其大麦、食用植物油也在全

球占据重要地位；印度是全球最大的大米出口国和

第二大食糖出口国；近年来南非大豆、玉米等生产潜

力也在不断释放。金砖国家农业资源丰富，生产及

贸易互补优势明显。

本文阐述了金砖国家油脂油料〔依据 ＵＳＤＡ市
场与贸易数据库的统计口径，本文所指油料包括椰

子肉、棉籽、棕榈仁、花生、油菜籽、大豆及葵花籽，油

脂（特指植物油）包括椰子油、棉籽油、橄榄油、棕榈

油、棕榈仁油、花生油、菜籽油、大豆油及葵花籽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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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及消费情况，分析了金砖国家油脂油料贸易现

状及格局，预测了金砖国家未来农业资源潜力及贸

易发展空间，旨在充分发挥金砖国家机制作用，促进

金砖国家农业生产及贸易合作，保障我国及全球油

脂油料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

１　金砖国家油脂油料生产及消费情况
１．１　油料生产情况

２０２３／２０２４年度（市场年度，下同）金砖国家油
料生产情况如表１所示。

表１　２０２３／２０２４年度金砖国家油料生产情况

品种
产量／万ｔ

金砖国家 全球
占比／％

大豆 １９６１８ ３９６８５ ４９
油菜籽 ３２７１ ８８０７ ３７
棉籽 ２６６９ ４１６６ ６４
花生 ２６１８ ５０４６ ５２
葵花籽 １９７４ ５４９１ ３６
椰子肉 ９４ ６０３ １６
棕榈仁 ２４ ２０７１ ０１
合计 ３０２６７ ６５８６８ ４６

　注：数据来源于美国农业部（ＵＳＤＡ）市场与贸易数据 ＰＳ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Ｓｕｐｐｌｙａｎｄ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数据库（２０２４年４月份

数据）。下同

由表１可知，预计２０２３／２０２４年度金砖国家油
料总产量保持在３．０３亿ｔ的历史次高位水平，相比
五年前增加６１００万 ｔ，增幅２５％，占全球油料总产
量的４６％。其中，大豆、油菜籽、棉籽、花生和葵花
籽产量较高，特别是大豆产量，占金砖国家油料总产

量的６５％。
近五年来金砖国家大豆产量稳步增长，相比五

年前产量增加４３００万 ｔ，增幅２８％（同期全球大豆
产量增幅９％），占全球大豆产量的４９％。其中：巴
西在２０２３／２０２４年度以来，受天气不利、降水偏少、
单产下滑等因素影响，预计大豆产量同比小幅下降

７００万ｔ～１．５５亿ｔ，但仍为历史第二高位，产量较五
年前增加３４５０万 ｔ，增幅２９％，占全球大豆产量的
３９％，自四年前超过美国后稳居全球第一。巴西大
豆产量的大幅增长主要得益于种植面积及单产水平的

同步提升，近五年巴西大豆种植面积增加１０００万～
４５９０万 ｈｍ２，增幅 ２８％，占全球大豆种植面积的
３３％；近五年平均单产水平为３．４２ｔ／ｈｍ２，已略高于
美国，并超过全球大豆单产平均水平２２％。中国是
金砖国家第二大大豆生产国，预计２０２３／２０２４年度
大豆产量达２０８４万ｔ，较五年前增加４８７万ｔ，增幅
３１％，创历史新高，占全球大豆产量的５％，全球排

名第四。中国大豆产量提升主要受种植面积增长影

响，近五年中国大豆种植面积增加２０６万～１０４７万
ｈｍ２，增幅２４％；单产水平提升有限，近五年平均单
产水平为１９６ｔ／ｈｍ２，低于全球大豆单产平均水平
３０％。其他金砖国家大豆产量较少，预计 ２０２３／
２０２４年度印度、俄罗斯、南非大豆产量分别为
１１００、６８０、２１４万 ｔ，这三国大豆产量合计约 ２０００
万ｔ，略低于中国大豆产量。

近五年来金砖国家油菜籽产量大幅增长，预计

２０２３／２０２４年度油菜籽产量创下３２７１万 ｔ的历史
新高，相比五年前增加９４０万 ｔ，增幅４０％，占全球
油菜籽产量的３７％。中国和印度是油菜籽主要生
产国，产量分别为１５４０、１２５０万ｔ，占全球油菜籽产
量的１７％、１４％，位居全球第三和第四。

近五年来金砖国家棉籽产量基本稳定，预计

２０２３／２０２４年度棉籽产量为２６６９万 ｔ，相比五年前
增加１３０万 ｔ，增幅 ５％，占全球棉籽产量的 ６４％。
印度和中国是棉籽主要生产国，产量分别为１０８３、
１０７８万ｔ，均约占全球棉籽产量的２６％，位居全球
第一和第二。

近五年来金砖国家花生产量小幅增长，预计

２０２３／２０２４年度花生产量为２６１８万 ｔ，相比五年前
增加３５０万ｔ，增幅１５％，占全球花生产量的５２％。
中国和印度是花生主要生产国，产量分别为１８６０、
６４０万ｔ，占全球花生产量的３７％、１３％，位居全球第
一和第二。

近五年来金砖国家葵花籽产量大幅增长，预计

２０２３／２０２４年度葵花籽产量为１９７４万ｔ，相比五年前
增加３５２万ｔ，增幅２２％，占全球葵花籽产量的３６％。
俄罗斯是葵花籽主要生产国，产量为１７１０万ｔ，占全
球葵花籽产量的３１％，位居全球第一。
１．２　油料消费情况

２０２３／２０２４年度金砖国家油料消费情况如表２
所示。

表２　２０２３／２０２４年度金砖国家油料消费情况

品种
消费量／万ｔ

金砖国家 全球
占比／％

大豆 ２０５１０ ３８１９０ ５４
油菜籽 ３６６４ ８７７０ ４２
棉籽 ２７３０ ４１４５ ６６
花生 ２５３３ ５００１ ５１
葵花籽 １９６２ ５５９３ ３５
椰子肉 ９３ ６０１ １５
棕榈仁 ２４ ２０７８ １
合计 ３１５１６ ６４３７７ 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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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表２可知，预计２０２３／２０２４年度金砖国家油
料总消费量创下３．１５亿ｔ的历史新高，相比五年前
增加５１００万ｔ，增幅１９％，占全球油料总消费量的
４９％。其中，大豆、油菜籽、棉籽、花生、葵花籽消费
量较高，与油料生产情况基本吻合，特别是大豆消费

量占金砖国家油料总消费量的６５％。
近五年来金砖国家大豆消费量持续增长，预计

２０２３／２０２４年度大豆消费量达到２．０５１亿 ｔ的历史
新高，相比五年前增加３３００万ｔ，增幅１９％（同期全
球大豆消费量增幅 １０％），占全球大豆消费量的
５４％。其中，中国是全球大豆消费第一大国，预计
２０２３／２０２４年度大豆消费量达到１．２亿 ｔ的历史新
高，相比五年前增加１７９０万ｔ，增幅１７％，占全球大
豆消费量的３２％。中国大豆消费量的８０％用于压
榨行业，近五年来中国大豆压榨量从８５００万ｔ增长
至９８００万ｔ，以满足国内不断增长的食用油及养殖
业需求，剩余消费量的２０％用于食用及饲用，消费
量达２２５０万ｔ。巴西是全球大豆消费第三大国，预
计２０２３／２０２４年度大豆消费量维持在５６７５万 ｔ的
历史高位水平，相比五年前增加 １１３１万 ｔ，增幅
２５％，占全球大豆消费量的１５％。巴西大豆消费量
的９３％用于压榨行业，近五年来巴西大豆压榨量从
４２５０万ｔ增长至５３００万 ｔ，主要是因为养殖业对
豆粕的需求强劲以及以大豆油为原料的生物柴油在

燃料中添加比例的提升。印度、俄罗斯大豆消费量

分别为１３００、６００万ｔ，其消费量的８０％以上用于压
榨行业。埃及、伊朗、南非大豆消费量分别在２００万～
３００万ｔ之间，其大豆很少直接食用或饲用，绝大部
分用于压榨行业。

近五年来金砖国家油菜籽消费量大幅增长，预

计２０２３／２０２４年度油菜籽消费量创下３６６４万 ｔ的
历史新高，相比五年前增加９７０万 ｔ，增幅３６％，占
全球油菜籽消费量的４２％。中国和印度是油菜籽
主要消费国，消费量分别为１９３０、１２２５万ｔ，占全球
油菜籽消费量的２２％、１４％，位居全球第二和第三。

近五年来金砖国家棉籽消费量基本稳定，预计

２０２３／２０２４年度棉籽消费量为２７３０万 ｔ，相比五年
前增加 １８９万 ｔ，增幅 ７％，占全球棉籽消费量的
６６％。中国和印度是棉籽主要消费国，消费量分别
为１１２８、１０８３万 ｔ，占全球棉籽消费量的 ２７％、
２６％，位居全球第一和第二。

近五年来金砖国家花生消费量小幅增长，预计

２０２３／２０２４年度花生消费量为２５３３万 ｔ，相比五年
前增加２５３万 ｔ，增幅 １１％，占全球花生消费量的
５１％。中国和印度是花生主要消费国，消费量分别

为１８８０、５６０万ｔ，占全球花生消费量的３８％、１１％，
位居全球第一和第二。

近五年来金砖国家葵花籽消费量大幅增长，预

计２０２３／２０２４年度葵花籽消费量达到１９６２万 ｔ的
历史新高，相比五年前增加３８２万 ｔ，增幅２４％，占
全球葵花籽消费量的３５％。俄罗斯是葵花籽主要
消费国，消费量为１７００万 ｔ，占全球葵花籽消费量
的３０％，位居全球第一。
１．３　植物油生产情况

２０２３／２０２４年度金砖国家植物油生产情况如表
３所示。

表３　２０２３／２０２４年度金砖国家植物油生产情况

品种
产量／万ｔ

金砖国家 全球
占比／％

大豆油 ３２３１ ６１６８ ５２
菜籽油 １３４２ ３３７９ ４０
葵花籽油 ７４３ ２１６６ ３４
花生油 ４３８ ６１４ ７１
棉籽油 ３４４ ４９５ ７０
棕榈油 ８９ ７９４６ １
椰子油 ５７ ３７７ １５
棕榈仁油 １１ ９１０ １
橄榄油 １ ２２９ ０
合计 ６２５６ ２２２８５ ２８

　　由表３可知，预计２０２３／２０２４年度金砖国家植
物油总产量达到６２５６万ｔ的历史纪录水平，相比五
年前增加１０６６万 ｔ，增幅２１％，占全球植物油总产
量的２８％。其中，大豆油、菜籽油、葵花籽油、花生
油及棉籽油的产量较高。金砖国家大豆油产量为

３２３１万ｔ，占全球大豆油产量的５２％，中国和巴西
是大豆油主要生产国，其大豆油产量分别为１７５６、
１０２１万ｔ，占全球大豆油产量的２８％、１７％，位居全
球第一和第三。金砖国家菜籽油产量为１３４２万 ｔ，
占全球菜籽油产量的４０％，中国、印度、俄罗斯是菜
籽油主要生产国，其产量分别为７２９、４１５、１３３万 ｔ，
占全球菜籽油产量的２２％、１２％、４％，位居全球第
二、第四和第五。金砖国家葵花籽油产量为７４３万ｔ，
占全球葵花籽油产量的３４％，俄罗斯是葵花籽油主
要生产国，产量为６８２万 ｔ，占全球葵花籽油产量的
３１％，位居全球第一。金砖国家花生油产量为４３８万ｔ，
占全球花生油产量的７１％，中国和印度是花生油主
要生产国，其产量分别为３０７、１１６万 ｔ，占全球花生
油产量的５０％、１９％，位居全球第一和第二。金砖
国家棉籽油产量为３４４万 ｔ，占全球棉籽油产量的
７０％，中国、印度、巴西是棉籽油主要生产国，产量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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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为１３５、１３３、７２万 ｔ，占全球棉籽油产量的２７％、
２７％、１５％，位居全球第一、第二和第三。
１．４　植物油消费情况

２０２３／２０２４年度金砖国家植物油消费情况如表
４所示。

表４　２０２３／２０２４年度金砖国家植物油消费情况

品种
消费量／万ｔ

金砖国家 全球
占比／％

大豆油 ３３７８ ６０８６ ５６
菜籽油 １３４７ ３３４６ ４０
葵花籽油 ８７７ ２０２８ ４３
花生油 ４３３ ６０４ ７２
棉籽油 ３３９ ４９２ ６９
棕榈油 ２０２０ ７７６１ ２６
椰子油 ８１ ３６８ ２２
棕榈仁油 １３８ ８９７ １５
橄榄油 １６ ２３４ ７
合计 ８６３０ ２１８１５ ４０

　　由表４可知，预计２０２３／２０２４年度金砖国家植
物油总消费量达到８６３０万ｔ的历史纪录水平，相比
五年前增加７２０万 ｔ，增幅９％，占全球植物油总消
费量的４０％。其中，大豆油、棕榈油、菜籽油、葵花
籽油、花生油及棉籽油的消费量较高。金砖国家大

豆油消费量为３３７８万 ｔ，占全球大豆油消费量的
５６％，中国、巴西、印度是大豆油主要消费国，其大豆
油消费量分别为１７８０、８４３、５１５万ｔ，占全球大豆油
消费量的２９％、１４％、８％，位居全球第一、第三和第
四。金砖国家棕榈油消费量为２０２０万 ｔ，占全球棕
榈油消费量的２６％，印度、中国是棕榈油主要消费
国，其棕榈油消费量分别为９５５、６２０万 ｔ，占全球棕
榈油消费量的１２％、８％，位居全球第二、第三。金
砖国家菜籽油消费量为１３４７万 ｔ，占全球菜籽油消
费量的４０％，中国、印度是菜籽油主要消费国，消费
量分别为 ９００、４０８万 ｔ，占全球菜籽油消费量的
２７％、１２％，位居全球第二、第三。金砖国家葵花籽
油消费量为 ８７７万 ｔ，占全球葵花籽油消费量的
４３％，印度、俄罗斯、中国是葵花籽油主要消费国，其
葵花籽油消费量分别为２７０、２５３、１７６万ｔ，占全球葵
花籽油消费量的１３％、１２％、９％，位居全球第二、第
三和第四。金砖国家花生油消费量为４３３万ｔ，占全
球花生油消费量的７２％，中国和印度是花生油主要
消费国，其花生油消费量分别为３２６、１０６万 ｔ，占全
球花生油消费量的 ５４％、１８％，位居全球第一、第
二。金砖国家棉籽油消费量为３３９万ｔ，占全球棉籽
油消费量的６９％，中国、印度、巴西是棉籽油主要消

费国，其棉籽油消费量分别为１３５、１３０、７０万ｔ，占全
球消费量的２７％、２６％、１４％，位居全球第一、第二
和第三。

２　金砖国家油脂油料贸易格局
２．１　油料进出口情况

２０２３／２０２４年度金砖国家油料贸易情况如表５
所示。

表５　２０２３／２０２４年度金砖国家油料进出口情况

品种

进口量／万ｔ

金砖

国家
全球

占比／
％

出口量／万ｔ

金砖

国家
全球

占比／
％

大豆 １１３７８ １７０７８ ６７ １０４７０ １７３６１ ６０
油菜籽 ４４７ １６０６ ２８ ７５ １７０７ ４
棉籽 ６４ １１８ ５４ ３ １４２ ２
花生 １０１ ４０６ ２５ １８５ ４６０ ４０
葵花籽 ４８ ３００ １６ ８８ ２７７ ３２
椰子肉 １ ９ １１ ２ １２ １７
棕榈仁 ０．１ １５ １ 　－ ５ ０
合计 １２０３９ １９５３２ ６２ １０８２２ １９９６４ ５４

　　由表５可知，预计２０２３／２０２４年度金砖国家油料
总进口量达到１．２亿ｔ的历史次高位水平，相比五年
前增加２３３５万ｔ，增幅２４％，占全球油料总进口量的
６２％。其中，大豆进口量占金砖国家油料总进口量的
９５％。预计２０２３／２０２４年度金砖国家油料总出口量
创下 １．０８亿 ｔ的历史新高，相比五年前增加
２９０８万ｔ，增幅３７％，占全球油料总出口量的５４％。
其中，大豆出口量占金砖国家油料总出口量的９７％。

近五年来金砖国家大豆进口量小幅增长，预计

２０２３／２０２４年度大豆进口量达到１．１４亿ｔ的历史新
高，相比五年前增加２２１６万ｔ，增幅２４％，占全球大
豆进口量的６７％。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大豆进口国，
２０２２／２０２３年度大豆进口量首次超过 １亿 ｔ，预计
２０２３／２０２４年度达到１．０５亿 ｔ，较五年前增长２２５０
万ｔ，增幅２７％；预计２０２３／２０２４年度中国大豆进口
量占金砖国家大豆进口量的９２％，占全球大豆进口
量的６１％。２０２３年中国大豆实际进口量为１．０２亿ｔ，
主要从巴西、美国、阿根廷、加拿大等国进口，从巴西

进口６９９６万 ｔ，占比６９％，还从俄罗斯、埃塞俄比
亚、南非等其他金砖国家进口大豆，合计１５７万ｔ，占
比２％（中国海关总署数据）。另外，埃及、伊朗、俄
罗斯等金砖国家也进口少量大豆，合计７００万 ｔ，占
金砖国家大豆进口量的６％。近五年来金砖国家大
豆出口量不断增长，预计２０２３／２０２４年度大豆出口
量达到 １．０５亿 ｔ的历史新高，相比五年前增加
２８６０万ｔ，增幅３８％，占全球大豆出口量的 ６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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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是全球最大的大豆出口国，预计２０２３／２０２４年
度大豆出口量首次超过亿吨，达到１．０３亿ｔ，较五年
前增长２８１１万ｔ，增幅３８％。巴西大豆出口量占金
砖国家大豆出口量的 ９８％，占全球大豆出口量的
５９％，主要出口至中国、欧洲、东南亚等地，与中国的
贸易互补性最明显。

近五年来金砖国家油菜籽进口量小幅波动，预

计２０２３／２０２４年度油菜籽进口量为４４７万ｔ，相比五
年前增加４２万 ｔ，增幅１０％，占全球油菜籽进口量
的２８％。中国是全球第二大油菜籽进口国，２０２２／
２０２３年度油菜籽进口量保持５３４万 ｔ的高位水平，
预计２０２３／２０２４年度下降至３４０万 ｔ。２０２３年中国
油菜籽实际进口量为５４９万 ｔ，主要从加拿大、俄罗
斯等国进口，从俄罗斯进口３７万 ｔ，占比７％（中国
海关总署数据）。另外，２０２２年阿联酋从澳大利亚、
加拿大等国进口油菜籽，进口量为１０３万 ｔ（联合国
Ｃｏｍｔｒａｄｅ数据库数据）。

近五年来金砖国家棉籽进口量不断增长，预计

２０２３／２０２４年度进口量达６４万 ｔ，占全球棉籽进口
量的 ５４％。中国、沙特阿拉伯棉籽进口量分别为
５０、１２万ｔ。金砖国家基本不出口棉籽。

近五年来金砖国家花生进口量小幅波动，预计

２０２３／２０２４年度进口量为１０１万 ｔ，占全球花生进口
量的２５％；中国、俄罗斯花生进口量分别为 ７５、２０
万ｔ。金砖国家花生出口量基本稳定，预计 ２０２３／
２０２４年度花生出口量为１８５万 ｔ，占全球花生出口
量的４０％；印度、中国、巴西花生出口量分别为８０、
５５、４３万ｔ。

近五年来金砖国家葵花籽进口量基本稳定，预

计２０２３／２０２４年度葵花籽进口量为４８万 ｔ，占全球
葵花籽进口量的１６％；中国葵花籽进口量最多，达
３０万 ｔ。金砖国家葵花籽出口量小幅波动，预计
２０２３／２０２４年度葵花籽出口量达８８万 ｔ，占全球葵
花籽出口量的３２％；俄罗斯、中国葵花籽出口量分
别为４５、４２万ｔ。
２．２　植物油进出口情况

２０２３／２０２４年度金砖国家植物油贸易情况如表
６所示。

由表６可知：预计２０２３／２０２４年度金砖国家植
物油总进口量达 ３３８９万 ｔ，相比五年前增加
２２万ｔ，增幅１％，占全球植物油总进口量的４０％；
预计２０２３／２０２４年度金砖国家植物油总出口量保持
在９６８万 ｔ的历史次高位水平，相比五年前增加
３６６万ｔ，增幅 ６１％，占全球植物油总出口量的
１１％。其中，大豆油、菜籽油、葵花籽油、棕榈油的贸

易量较高。

表６　２０２３／２０２４年度金砖国家植物油进出口情况

品种

进口量／万ｔ

金砖

国家
全球

占比／
％

出口量／万ｔ

金砖

国家
全球

占比／
％

大豆油 ４４６ １０７８ ４１ ２９１ １１５０ ２５
菜籽油 ２１７ ７４１ ２９ １７８ ７５５ ２４
葵花籽油 ５７７ １２２５ ４７ ４４１ １４０２ ３１
花生油 ２０ ３０ ６７ ２５ ４２ ６０
棉籽油 １ ８ ７ １ ９ １６
棕榈油 １９６１ ４７２７ ４１ ２９ ４９４２ １
椰子油 ２５ １９０ １３ ２ ２０１ １
棕榈仁油 １２８ ２８９ ４４ ０ ３０４ ０
橄榄油 １４ ９１ １６ ０ ９６ ０
合计 ３３８９ ８３７９ ４０ ９６８ ８８９９ １１

　　近五年来金砖国家大豆油进口量小幅下降，预
计２０２３／２０２４年度大豆油进口量达４４６万ｔ，相比五
年前减少２０万ｔ，降幅４％，占全球大豆油进口量的
４１％。印度是全球最大的大豆油进口国，预计
２０２３／２０２４年度大豆油进口量达３３０万 ｔ，占金砖国
家大豆油进口量的 ７４％，占全球大豆油进口量的
３１％；印度主要从阿根廷、巴西进口大豆油，其中从
巴西进口比例达３６％。金砖国家大豆油出口量波
动增长，预计２０２３／２０２４年度大豆油出口量达 ２９１
万ｔ，相比五年前增加８６万 ｔ，增幅４２％，占全球大
豆油出口量的２５％。巴西是全球第二大大豆油出
口国，预计２０２３／２０２４年度大豆油出口量达１７５万ｔ，
占金砖国家大豆油出口量的６０％，占全球大豆油出
口量的１５％，主要出口至印度。

近五年来金砖国家菜籽油进口量波动增长，预

计２０２３／２０２４年度菜籽油进口量达２１７万ｔ，相比五
年前增加４５万 ｔ，增幅２６％，占全球菜籽油进口量
的２９％。中国是全球第二大菜籽油进口国，预计
２０２３／２０２４年度菜籽油进口量达２００万 ｔ，占金砖国
家菜籽油进口量的 ９２％，占全球菜籽油进口量的
２７％；中国主要从俄罗斯进口菜籽油，进口比例达
５７％（根据联合国 Ｃｏｍｔｒａｄｅ数据计算）。金砖国家
菜籽油出口量大幅增长，预计２０２３／２０２４年度出口
量达１７８万ｔ，相比五年前增加９６万 ｔ，增幅１１７％，
占全球菜籽油出口量的２４％。俄罗斯是全球第二
大菜籽油出口国，预计２０２３／２０２４年度菜籽油出口
量为１３３万ｔ，占金砖国家菜籽油出口量的７４％，占
全球菜籽油出口量的１８％，主要出口至中国、欧洲
等地。

近五年来金砖国家葵花籽油进口量不断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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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计２０２３／２０２４年度葵花籽油进口量达５７７万ｔ，相
比五年前增加１０５万ｔ，增幅２２％，占全球葵花籽油
进口量的４７％。印度和中国分别是全球第一和第
三大葵花籽油进口国，预计２０２３／２０２４年度葵花籽
油进口量分别为２７０、１５５万ｔ，总量占金砖国家葵花
籽油进口量的７４％，占全球进口量的３５％，主要从
乌克兰、俄罗斯等国进口。金砖国家葵花籽油出口

量大幅增长，预计２０２３／２０２４年度葵花籽油出口量
达４４１万ｔ，相比五年前增加１６２万 ｔ，增幅５８％，占
全球葵花籽油出口量的３１％。俄罗斯是全球第二
大葵花籽油出口国，预计２０２３／２０２４年度葵花籽油
出口量为４３０万 ｔ，占金砖国家葵花籽油出口量的
９８％，占全球葵花籽油出口量的３１％，主要出口至
中亚、中国等地。

近五年来金砖国家棕榈油进口量波动下滑，预

计２０２３／２０２４年度棕榈油进口量达１９６１万 ｔ，相比
五年前减少９６万ｔ，降幅５％，占全球棕榈油进口量
的４１％。印度和中国是全球第一和第二大棕榈油
进口国，预计２０２３／２０２４年度棕榈油进口量分别为
９２０、６２０万 ｔ，总量占金砖国家棕榈油进口量的
７９％，占全球棕榈油进口量的３３％，主要从印度尼
西亚、马来西亚进口。

２．３　中国从金砖国家进口油脂油料情况
２０２３年（２０２３年 １—１２月，下同）中国从金砖

国家进口油料情况如表７所示。
表７　２０２３年中国从金砖国家进口油料情况

品种
进口量／万ｔ

金砖国家 全球
占比／％

大豆 ７１５０ ９８９６ ７２
油菜籽 ３７ ５４９ ７
棉籽 ０ ６６ ０
花生 １ ６６ １
葵花籽 ２ ２８ ６
合计 ７１９０ １０６０５ ６８

　注：数据来源于中国海关总署

由表７可知，２０２３年中国从金砖国家进口油料
７１９０万ｔ，相比五年前增加４７６万ｔ，增幅７％，占从
全球进口油料量的６８％。其中，大豆进口量庞大，
２０２３年中国从金砖国家进口大豆７１５０万ｔ，占从全
球进口大豆量的７２％，巴西是中国最大的大豆进口
来源国，２０２３年中国从巴西进口大豆６９９６万 ｔ，占
从金砖国家进口大豆量的９８％，占从全球进口大豆
量的７１％。２０２３年中国从金砖国家进口油菜籽３７
万ｔ，占从全球进口油菜籽量的７％，主要从俄罗斯
进口。２０２３年中国对棉籽、花生、葵花籽等油料的

进口量较少。

２０２３年中国从金砖国家进口植物油情况如表８
所示。

表８　２０２３年中国从金砖国家进口植物油情况

品种
进口量／万ｔ

金砖国家 全球
占比／％

大豆油 ２２ ４０ ５６
菜籽油 １６３ ２３６ ６９
葵花籽油 ７８ １５１ ５２
花生油 ２０ ２５ ８１
棕榈油 ０ ４３３ ０
椰子油 ０ １８ ０
棕榈仁油 ０ ７２ ０
橄榄油 ０ ２ ０
合计 ２８３ ９７７ ２９

　注：数据来源于中国海关总署

由表８可知，２０２３年中国从金砖国家进口植物
油２８３万ｔ，相比五年前增加２０９万ｔ，增幅２８４％，占
从全球进口植物油量的２９％。其中：２０２３年中国
从金砖国家进口大豆油２２万 ｔ，占从全球进口大豆
油量的５６％，主要从巴西、俄罗斯进口；从金砖国家
进口菜籽油 １６３万 ｔ，占从全球进口菜籽油量的
６９％，主要从俄罗斯、阿联酋进口；从金砖国家进口
葵花籽油 ７８万 ｔ，占从全球进口葵花籽油量的
５２％，主要从俄罗斯进口；从金砖国家进口花生油
２０万ｔ，占从全球进口花生油量的 ８１％，主要从印
度、巴西进口；因金砖国家不是主产国，棕榈油及棕

榈仁油主要从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进口；橄榄油、

椰子油总体进口量很少，也基本不从金砖国家进口。

３　金砖国家油脂油料未来合作潜力
３．１　农业土地资源及生产发展潜力较大

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ＦＡＯ）预测［１］，

２００５／２００７年度全球已开发的可耕地面积为１５．９２
亿ｈｍ２，预计 ２０３０年、２０５０年分别增长至 １６．４５、
１６．６１亿 ｈｍ２，具有开发潜力的适宜耕地面积有
１４１２亿ｈｍ２，主要集中在撒哈拉以南非洲、拉丁美
洲和东亚等地的发展中国家。受水土资源制约，未

来一个时期中国仍需进口相当数量的油脂油料来满

足国内需求，而金砖国家农业资源丰富，具有大规模

农业开发的合作潜力，其中巴西、俄罗斯的西伯利亚

地区、南非等地均拥有大量的可耕地，有待开发。巴

西拥有得天独厚的气候条件，其土地资源、生物资

源、水资源等均十分丰富，２００１—２０２１年的 ２０年
间，巴西可耕地面积增加了１２２３万～５８２５万ｈｍ２，
增幅２７％（根据 ＦＡＯ数据库计算）；２０２１年巴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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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可耕地面积为０．２７ｈｍ２，是中国的３．６倍，巴西的
未开垦土地面积位居世界第一，另外还有４０００万
ｈｍ２退化牧场被计划改造为耕地［２］，如果新增耕地

全部用于大豆生产，大豆产量有望实现翻倍。俄罗

斯是国土面积最大的国家，２０２１年人均可耕地面积
达０．８４ｈｍ２，是中国的１１．２倍，位居全球第四；俄罗
斯近１７００万ｈｍ２可耕地荒芜闲置［３］，特别是西伯利

亚地区撂荒耕地庞大，加之受全球气候变暖影响，该

地区部分冻土将变成耕地，这将成为俄罗斯粮食增

产的重要区域，且有巨大增长潜力。南非可耕地资

源比较丰富，２０２１年人均可耕地面积达０．２ｈｍ２，是
中国的２．７倍；南非农业科技及单产水平偏低，如能
加强金砖国家之间的贸易投资，稳定农产品贸易预

期，加深先进技术和经验的交流，提高其农业科技进

步贡献率，其农业增产潜力有望进一步释放。

３．２　贸易结构互补优势及合作空间巨大
预计２０３３／２０３４年度全球大豆进口量达 ２．２２

亿ｔ，其中，金砖国家大豆进口量将增加４０９０万ｔ至
１．４７亿ｔ，占全球大豆进口量的６６％（美国农业部世
界农业展望委员会２０２４年２月发布的报告数据）。
金砖国家未来十年大豆进口量预测如表９所示。

表９　金砖国家未来十年大豆进口量预测

国家
进口量／万ｔ

２０２３／２０２４ ２０３３／２０３４
涨幅／％

中国 １００００ １３８３０ ３８
埃及 ２８０ ５４０ ９３
伊朗 ２８０ ２８０ ０
沙特阿拉伯 ８０ ８０ ０
合计 １０６４０ １４７３０ ３８

　注：数据来源于美国农业部世界农业展望委员会《２０３３年

农业预测报告》（２０２４年２月发布）；报告仅包括了表中的４

个金砖国家，其他金砖国家无数据；报告中２０２３／２０２４年度

中国大豆进口量１亿 ｔ，与表５下面叙述预计２０２３／２０２４年

度中国大豆进口量１．０５亿 ｔ不符，原因是数据来源不同。

下同

由表９可知：与２０２３／２０２４年度相比，未来十年
中国大豆进口量有望继续增长 ３８３０万 ｔ至 １．３８
亿ｔ，主要缘于生猪及家禽养殖业的扩张导致对豆
粕需求的持续增长；埃及大豆进口量预计翻番至

５４０万 ｔ，主要满足其国内压榨需求；伊朗及沙特阿
拉伯进口需求较为稳定。在巴西大部分地区，大豆

的生产效益仍比其他作物好，因此巴西作为全球大

豆第一大出口国的地位将继续得以巩固；随着塞拉

多地区种植面积的增加和亚马逊法定产区产量的增

加，预计未来十年巴西大豆种植面积稳步增长，

２０３３／２０３４年度出口量有望增加近 ３６００万 ｔ至
１３３亿ｔ，占全球大豆出口量２．２２亿 ｔ的６０％，基
本能够弥补中国及其他金砖国家对大豆的需求

增量。

金砖国家未来十年大豆油进口量预测如表１０
所示。

表１０　金砖国家未来十年大豆油进口量预测

国家
进口量／万ｔ

２０２３／２０２４ ２０３３／２０３４
涨幅／％

中国 ４０ １２０ ２００
印度 ３３０ ４５０ ３６
伊朗 ３０ ３０ ０
埃及 ２０ ３０ ５０
合计 ４２０ ６３０ ５０

　　由表 １０可知，与 ２０２３／２０２４年度相比，预计
２０３３／２０３４年度金砖国家大豆油进口量将增长
５０％，达到６３０万 ｔ，占全球大豆油进口量的４６％。
其中：印度是世界上最大的大豆油进口国，预计

２０３３／２０３４年度其大豆油进口量将增长３６％，达到４５０
万ｔ，主要缘于人均收入的预期增长推动了对食用油
的需求，但较低的单产和有限的种植面积扩张潜力

将限制油料产量的增长；中国大豆油进口量预计增

加至１２０万ｔ左右；伊朗、埃及大豆油进口量预计稳
定在３０万ｔ左右。巴西大豆油出口量预计从２０２３／
２０２４年度的２３０万 ｔ（该数据与表６下面叙述预计
２０２３／２０２４年度巴西大豆油出口量１７５万ｔ不符，原
因是数据来源不同）下滑至２０３３／２０３４年度的１５０
万ｔ，占全球大豆油出口量的比例将从２０％（该数据
与表６下面叙述预计２０２３／２０２４年度巴西大豆油出
口量占全球出口量的１５％不符，原因同上）下降至
１１％，主要原因是更多的大豆油用于其国内生物燃
料的生产。

除了大豆油之外，预计印度、中国仍将继续从印

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进口大量棕榈油，从俄罗斯、乌

克兰等国进口葵花籽油及菜籽油，以满足国内食用

及工业需求。中国、印度，与巴西、俄罗斯、南非等金

砖国家的农业资源禀赋和农业结构差异较大，使得

油脂油料贸易存在天然互补性，呈现出巨大的合作

潜力及空间。

４　相关政策建议
４．１　大力推动中巴农业合作及农产品贸易持续
深化

巴西在全球农粮市场的地位日益重要，农业资

源潜力最大，与我国农业互补性最强且双边关系良

好，建议将巴西作为我国开展国际农业合作及农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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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贸易的重点国家。因巴西尚未与我国签署“一带

一路”合作协议，我国金融机构对于中方企业在巴

西开展的农业投资，尚不能提供政策性金融、开发性

金融白名单政策支持。建议对此项政策作适当调

整，将我国企业在巴西等金砖国家的农业投资纳入

到白名单中，为促进中国与巴西等金砖国家的农业

合作及农产品贸易持续深化，创造更为有利的发展

环境。

４．２　着力提升金砖国家农产品贸易的稳定性与便
利性

金砖国家间农业优势互补，理论上可实现油脂

自给自足，巴西、俄罗斯的农业资源能够满足其他金

砖国家新增油脂油料需求。建议以签署金砖国家双

边农产品贸易协定为牵引［４］，以双边促多边，共同

探索金砖国家区域农产品贸易协定的安排，以及针

对金砖国家的关税和检验检疫政策，提高金砖国家

农产品贸易便利性，促进金砖国家之间更具竞争力、

更具活力和更加平衡的贸易关系；在金砖国家之间

推广各国货币的结算、互换，或创建新的清算“货

币”，进一步增强金砖国家合作黏性。

４．３　系统推进金砖国家农业合作，造福当地农业
发展

截至２０２２年，我国对巴西、俄罗斯、印度、南非

等金砖国家农业投资存量已超过２０亿美元，中粮集
团作为在金砖国家农业投资最大的国内企业，其在

巴西、南非等国的成功实践说明，加强在金砖国家的

农业投资，输出我国农业先进技术、管理经验等资

源，融入及服务当地农业发展，将更有助于激发当地

农业生产发展潜力，为金砖国家油脂油料贸易合作

提供更可持续、更加坚实的支撑。建议在金砖国家

间加强数字技术、工厂管理、绿色发展等方面先进技

术和管理经验的输出及复制推广，开展技术合作、人

员培训，促进金砖国家农业可持续发展，更好发挥农

业生产发展潜力，实现互利共赢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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