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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网财经2月27日讯(记者 曹中原)全国大豆产量2028.5万吨，创历史新高，较上
一年度增加23.7%，大豆自给率相应提升3个百分点——2022年，我国大豆生产克
服诸多困难，交出了一份优秀答卷，扩种增产成效超出预期，为维护国家粮油安全
提供了基础支撑。

2023年，既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也是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的
起步之年。2月13日发布的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加力扩种大豆油料”，包括“深
入推进大豆和油料产能提升工程”“扎实推进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支持东北、
黄淮海地区开展粮豆轮作，稳步开发利用盐碱地种植大豆”“实施好大豆完全成本
保险和种植收入保险试点”等多项要求。扩种大豆、提升大豆和油料产能作为一项
系统性工程，会面临如何保护农户种植大豆的积极性、如何帮助相关产业主体管理
价格风险等一系列问题，而解决这些问题，恰是期货市场的强项。

扎根大豆产业 服务涉农主体

作为从大豆等农产品期货起家的交易所，过去一年中大商所始终秉持服务面向实体
经济的理念，落实中央一号文件“大力实施大豆和油料产能提升工程”“健全农民
种粮收益保障机制”等相关要求，在农保计划中针对性推出大豆振兴项目，为扩种
大豆保驾护航。

记者了解到，早在去年4月，大商所即启动了大豆振兴项目的申报工作，在确定立
项名单后，相关期货公司联合保险公司积极开展宣讲推介等活动。从黄淮海平原到
东北黑土地，50家合作社和8.6万余户农户通过参与“保险+期货”，在播种期间即
获得了覆盖价格和产量两端的收入保障。面对改扩种大豆，他们有了更多底气和信
心。

安徽省太和县种粮大户徐淙祥告诉记者，“保险+期货”让他觉得踏实、放心。去
年，他参加了太和县大豆“保险+期货”项目，积极为600亩大豆投保，自己缴纳
了6000元的保费，最终获得了12000元的理赔。

数据显示，在大商所和各级财政资金的支持，参保农户只需自缴约2079万元，相当
于总保费的约20%，预计将获得2900余万元的赔付总额。一些地区虽然遭受了减产
等损失，但在“保险+期货”的保护下，当地参保农户依然能够获得较为稳定的种
植收益。

记者还发现，经过多年推广和完善，“保险+期货”项目保费来源已逐步实现向“
多方共担”升级，社会各界认可度和参与度不断提高。在2022年的11个大豆振兴
项目中，财政资金支持比例首次突破50%，为历年最高。《安徽省“农业保险+一
揽子金融产品”行动计划试点方案》还明确提到“强化期货市场的价格发现和避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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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发挥‘保险+期货’作用”“财政按规定对纳入省级支持范围的给予最高50
%保费补贴，依规支持‘保险+期货’县域覆盖项目试点”。

不仅是种植户，帮助大豆产业企业享受到期货市场的发展成果，也是大商所努力的
方向之一。除了在东北大豆主产区增设交割库，为更多生产和贸易企业参与交割提
供便利，大商所还通过开展“企风计划”，组织期货公司直接为34家大豆产业企业
提供个性化的风险管理服务；通过扩充大豆相关品种产融培育基地数量，发挥龙头
企业的“传帮带”作用，逐步形成产业链上下游或周边企业共同学期货、用期货的
局面。

与此同时，大商所积极利用综合服务平台(下称“平台”)做好产业服务。去年4月，
平台达成首笔依据豆一期货价格定价的进口非转基因大豆基差交易；11月，与九三
集团基于平台合作共建的九三交易专区顺利上线。这对于推广基于国内期货价格的
大豆基差贸易，推动大豆产业贸易模式转型升级，服务粮食行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
要意义。

丰富工具体系 提升全球影响力

做好大豆产业服务，有“够多”且“好使”的“工具”是前提。因此，大商所审时
度势，积极完善豆系品种“工具箱”。随着2022年8月1日《期货和衍生品法》施
行，“国家采取措施推动农产品期货市场和衍生品市场发展，引导国内农产品生产
经营”正式成为法律条文，为期货市场支持服务农业发展提供了法律保障。一周之
后的8月8日，大商所即上市了黄大豆1号、黄大豆2号和豆油期权，为大豆产业搭建
起了较为丰富完备的风险管理工具体系。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短短几个月，三个期权品种的市场规模都有了显著增长。以黄
大豆1号期权为例，其2022年12月的日均成交量和日均持仓量分别为2.79万手和3.
94万手，较上市初期的8月分别增长了274%和181%，参与交易的产业客户数也持
续增长。越来越多的大豆企业借助期权实现了更加精细化的风险管理。

客观来看，我国大豆进口量大、进口依存度高的情况短期内不会迅速改变，因此，
建立起与全面开放的现货市场相匹配的大豆期货市场势在必行。而随着去年9月黄
大豆1号、黄大豆2号、豆粕、豆油期货和期权向合格境外投资者(QFI)开放，以及1
2月前述8个品种作为境内特定品种同步引入境外交易者，大豆期货市场高水平制度
型对外开放也取得了重要成果。

多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通过对外开放，我国大豆生产、进口和消费的行情趋势能
够通过中国期货价格及时传递。全球大豆产业主体参考中国行情安排生产经营的内
生动力，以及我国与国际大豆产业链供应链的粘性韧性，均将得到进一步增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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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系列品种“中国价格”和“中国品质”的国际影响力也将得到进一步提升。

在中国大豆产业协会执行会长唐启军看来，在国际化的过程中，豆一期货将提供更
好反映全球供需格局变化、更为公允的价格，起到引导农民种植优质大豆、增加种
植收益，以及引导加工企业分级合理使用大豆资源的效果，从而服务我国大豆产业
融入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中，助力实现进
口来源多元化、保障国家粮油安全。

大商所相关业务负责人表示，接下来，大商所将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以及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精神和中央一号文件相关要求，切实服务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产
保供以及大豆油料扩种，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强国建设贡献期货力量。
一是加强行情研判、强化市场监管，维护豆类期货市场安全平稳运行。二是推动油
茶籽期货研发上市，支持木本油料产业发展。三是坚持“一品一策”方针，做精做
细、做大做强大豆系列品种，提升市场运行质量和功能发挥水平。四是继续通过“
企风计划”“产融基地”等特色产业服务项目，助力国家大豆产业企业运用好期现
结合的模式，增强企业发展韧性。五是充分运用竞争机制推动“农保计划”模式优
化，重点撬动银行等金融机构共同参与大豆等种植类“保险+期货”项目并形成综
合效应，为完善农民收益保障机制贡献力量。 

(责任编辑：王晨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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