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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饲料用粮小麦玉米替代问题研究 

钟钰、岳子惠、李先德 

近年来，受饲用玉米消费刚性增长和玉米深加工业快速发

展的双重影响，国内玉米现货价格一路攀升走高。2011 年末至

2012年初河南、河北、山东等省玉米价格都呈上涨态势。玉米

价格上涨推动了玉米占畜禽饲料成本大幅提升，2011年 9月玉

米占畜禽饲料成本比例达到最高点，其中占育肥猪配合料成本

比例为 58.2%，较上年同期上涨 11.5%；占蛋鸡配合料成本比例

为 54.4%，较上年同期上涨 8.58%；占肉鸡配合料成本比例为

53.8%，较上年同期上涨 9.35%。而同期小麦价格上涨乏力，其

比价明显处于洼地状态。因玉米成本倒逼压力，使得小麦替代

玉米数量增加；且随着玉米需求旺盛，小麦的替代效应也进一

步增强。由此来看，当前我国小麦与玉米之间的价差已明显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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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了市场价值规律，失衡的比价将影响其种植结构和粮食安全。

小麦是我国居民的重要口粮，如果大量小麦被用于饲料，是否

有可能影响全国居民口粮稳定；小麦替代玉米是暂时现象还是

呈现出一种常态化而难以逆转？这些问题有待深入研究。本文

将利用国家粮油信息中心有关价格数据，来分析饲料中小麦替

代玉米现象，以期对我国粮食市场稳定运行有所启示。 

一、近年来玉米与小麦比价关系 

从近几年的玉米与小麦比价走势来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

段。2007年初～2008 年 8月，玉米与小麦比价基本在 1.0～1.1

之间运行，尽管有国家小麦最低收购价政策保护，但小麦价格

仍比当地玉米价格低，局部地方出现饲料业用小麦替代玉米作

为原料的现象，此阶段的比价变动体现为消费提升引发的比价

变动，玉米进入大规模的工业化发展阶段。2008年 9月～2011

年 3 月，玉米与小麦比价基本在 1.0 以下运行，多元化入市收

购加剧了收购竞争的程度，跨省收购、加价收购愈演愈烈，推

动小麦收购价格不断走高；同期玉米价格以弱势为主，受全球

金融危机冲击，我国在实体经济和市场信心上也遭受了不同程

度影响，市场需求进一步萎缩，尤其是玉米加工企业大多处于

亏损经营的处境；2010年国内玉米消费需求反弹，在供需逐渐

紧张的背景下，玉米市场价格逐步上涨。2011年 4月～2012年

3 月，玉米与小麦比价基本在 1.1左右徘徊，尤其是 2011年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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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度时，比价关系接近 1.2，饲料行业大多都减少了玉米用量，

而用小麦替代玉米作为饲料的主要原料，小麦占饲料配方比例

高达 50～60%，而玉米含量则下降到 2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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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近年来我国部分地区玉米与小麦比价走势 

 

从这几年玉米与小麦比价走势来看，有如下特征： 

一是小麦替代玉米的季节性。小麦和玉米生长种植周期不

一样，使得两者在一年中的供给和消费呈现差异性，从而导致

其比价也呈现一定的季节性波动。利用季节模型，主产省玉米

与小麦比价的季节因子在 5～9月份都大于 1（河北省季节因子

5～10月份大于 1），其他月份则小于 1，进一步印证了小麦替

代玉米呈现季节性规律。表明 9 月份后小麦价格不断回升，而

玉米逐渐走低，最终使得玉米与小麦比价呈现上升走势。 

二是小麦替代玉米具有区域性。国内饲料业出现小麦替代

玉米为原料的动向，主要集中于河南、河北、山东等小麦低价

区或主产区，其采购小麦具有价格和交通优势，而南方饲料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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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采购小麦替代玉米的倾向则不那么强烈。利用方差相等的两

样本 T 检验来验证小麦主产区（河北、河南、山东）与主销区

（江苏）玉米与小麦比价差异是否显著，河北与江苏之间 1t 统计

值为-5.13，山东与江苏之间 2t 统计值为-2.84，河南与江苏之

间 3t 统计值为-1.63， 1t 、 2t 绝对值大于单尾与双尾临界值， 3t 绝

对值略小于单尾与双尾临界值，但也在 10%的水平上显著，表

明玉米与小麦比价关系小麦在主产区与主销区有显著差异。 

二、小麦替代玉米原因分析 

正常年份时，每斤小麦市场价格应比玉米高 0.05～0.1元，

而近一年来它们的价格却发生倒挂，导致玉米小麦价格变化的

原因如下： 

1．我国玉米供求失衡越来越突出 

我国玉米消费以饲用消费为主，玉米饲用消费占国内玉米

总消费量的 70%左右。2011 年，全国肉类、禽蛋和牛奶总产量

分别比上年增长 0.4%、1.8%和 2.2%，因此玉米饲用消费量也相

应增加，成为推动玉米消费量增长的重要因素。预计未来我国

玉米的饲用需求将以每年 5～6%的速度增加，年需求增量 500～

600万吨之间。 

虽然我国玉米消费以饲用消费为主，需求量较大，但是国

内工业玉米消费增长速度最快。工业消费玉米所占的比例不断

提高，未来国内玉米工业消费比重进一步提升的可能性很大。



 5 

工业玉米消费量占总消费量比重从 2001年度的 11%上升到 2011

年度的 30%。玉米工业消费的迅速发展改变了饲用消费一家独

大的单一消费结构。工业玉米消费量快速上升，有时甚至发生

工业消费与饲用消费争粮。工业消费方面，预计未来我国玉米

的工业消费需求将以每年 3～5%的速度增加，年需求量增加

200～300万吨之间。供应能力在庞大的消费增长面前，依然保

持偏紧状态。2011～2012年间，由于华北黄淮地区的天气原因，

导致玉米水分超出安全水分，造成大量玉米质量差、水分高、

容重低，优质玉米的价格也因此上涨，国内玉米市场仍然面临

着供需紧张的局面，这将成为 2012年玉米市场关注的焦点。综

合供应和需求的情况来看，我国玉米市场的供需格局正在发生

质的变化，由最初的供大于求，到供求紧平衡，到现在的供不

应求，而缓解当前格局困境，只能通过增加产量、控制工业用

量和增加进口来实现。 

2．小麦供求矛盾得到较大程度缓解 

2011年我国小麦总产量为 11792万吨，较 2010年增产 274

万吨，增长 2.4%，曾经在 2009～2010 年导致行情上涨的小麦

市场结构性矛盾，随着 2011年我国小麦产量、质量的双丰收得

到了极大的缓解。正常年份国内小麦制粉需求增长比较平缓，

食用消费从 2010 年的 8150 万吨增长至 2011 年的 8300 万吨，

增幅 1.85%。小麦工业消费基本保持稳定，工业消费量从 2010

年的 1080 万吨增长至 2011 年的 1150 万吨，增幅 6.5%。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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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麦饲用消费增长较快，新产小麦、进口饲料小麦和库存中不

适宜食用的不完善粒超标小麦用于饲料数量增加，2011 年度饲

用小麦消费量为 2100 万吨，较上年度增加 750 万吨，比 2009

年度提高 1050万吨，达到历史最高水平。本小麦市场年度已结

束，玉米价格仍然高于小麦价格，小麦替代玉米数量仍处高水

平，饲料消费还可能继续增加。2011年度国内小麦结余量为 222

万吨，较上年度减少 327 万吨，仍然为供大于求格局。据国家

粮油信息中心预测，2012年我国小麦产量预计为 1.203亿吨，

比上年产量提高 2.1%，因此今年小麦的商品供应量将进一步增

加。 

三、未来政策展望 

养殖业和饲料工业持续发展，大宗饲料原料的供求矛盾将

进一步加剧。《饲料工业“十二五”发展规划》称，饲用玉米

用量已超过 1.1 亿吨，占国内玉米年产量的 64%，玉米供应日

趋紧张。玉米深加工企业也不断蓬勃发展，使本来国内相对紧

缺的玉米供应不断加剧。因此，“十二五”期间，无论是饲料

还是深加工方面，玉米需求都非常旺盛，消费将进一步提速。

国内玉米供应缺口越来越大，玉米价格高于小麦价格将趋于常

态，玉米价格高企使饲用小麦的替代量不断增加。国家粮油信

息中心数据显示，2008年度用于饲料的小麦大约为 970万吨，

2011 年小麦饲料用量已达到 1800 万吨，照此发展趋势，将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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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口粮优先的粮食安全战略。因此，要大力推进玉米生产，以

满足不断增长的饲料用粮和工业用粮需求。 

当前国内玉米深加工用量已占国内消费总量的 30%左右，

已超过国家规定的上限（26%），为解决我国粮食安全和供求平

衡，在继续执行现有促进粮食生产政策基础上，要严格控制玉

米深加工占玉米消费总量的比例，尤其要控制玉米非食用深加

工产能和用粮规模过快增长，取消以玉米为原料的燃料乙醇补

贴政策，未经核准不得新建或改扩建玉米非饲用深加工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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