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OCI分享： 

2019年肥料行业十大预测 

2019 刚刚到来，化肥出口关税取消、系列肥料标准出台、土壤环境保护法

出台，一批大型肥企破产重组，行业整合加速每一件事都为 2019年的趋势埋下

伏笔。 

  未来肥料行业更加有序化、高效化、专业化和环保化已无悬念，然而，具体

什么政策最有可能落地，现有行业版图将发生什么改变？以下为农化界的十大预

测，欢迎广大行业人集思广益，新年里信心百倍地开个好头。 

  预测一：肥料包装标识将变中微量元素不再隐身 

  预测理由：受制于行业标准，复混肥料(复合肥料)中的中微量元素不能在包

装容器和质量证明书上标明。随着中微量元素在农业生产中的普及，企业呼吁解

除限定。2017年工信部等三部门完成《肥料标识内容和要求》的修订上报稿，

修订版《肥料标识内容和要求》解除了对中微量元素的标识限制，但出台时间暂

未确定。 

  《肥料标识内容和要求》行业标准中明确规定：复混肥料(复合肥料)若加入

中量元素、微量元素，不在包装容器和质量证明书上标明；中量元素肥料应分别

单独标明各中量元素养分含量及中量元素养分含量之和，含量小于 2%的单一中

量元素不得标明。 

  近年来，越来越多肥料企业和种植户意识到中微量元素在农业生产中的重要

性，但肥企在复混肥料中加入中微量元素却无法标出；中量元素肥料中，小于

2%含量的中量元素也无法标出。近年来，企业呼吁解除限定，修订版《肥料标识

内容和要求》最终审核通过以后，将由国务院批准发布或授权批准发布，出台时

间暂未确定。2019年将会出台？我们拭目以待！ 

  预测二：生物刺激素中国标准提上议程 

  预测理由：由于缺乏行业标准，生物刺激素概念模糊、分类标准缺失，无法

体现特殊功能和实际效果，致使产品登记困难，难以在市场上推广。 

  近年来，生物刺激素在国内外发展迅速，但在推广中正面临着概念混淆不清、

行业散乱小、李鬼多过李逵、劣币驱逐良币、概念炒作多于产品创新、缺乏科学

使用技术、神化其功能与作用等突出问题，严重影响生物刺激素市场健康发展。 

  目前，欧盟已将生物刺激素定义为一种包含某些成分和微生物的物质，这些

成分和微生物在施用于植物或者根围时，对植物的自然进程起到刺激作用，包括

加强/有益于营养吸收、营养功效、非生物胁迫抗力及作物品质，而与营养成分

无关，并出台了行业标准。国内目前正在加快生物刺激素行业标准制定进程，2018

年 4月史丹利召开行业内会议，通过深入分析生物刺激素欧洲标准旨在因其业内

对生物刺激素的关注；5月南方农村报主办生物刺激素会议，再次聚焦行业热点；

全国肥料和土壤调理剂标准化委员会提出将生物刺激素其定义为，一种具有促进

植物生长和提高应激响应及作物品质的物质，并在推进该标准的落地。 

http://data.eastmoney.com/bgcz/
http://quote.eastmoney.com/sz002588.html
http://quote.eastmoney.com/web/r/000015


  数据显示，中国已经发布的生物刺激素相关国家标准包括 GB/T 33804-2017

农业用腐殖酸钾、GB/T 34765-2017矿物源黄腐酸含量的测定、GB/T 35112-2017

农业用腐殖酸和黄腐酸原料制品等；已发布的行业标准包括 HG/T 3278-2011农

业用腐殖酸钠、HG/T 5045-2016含腐植酸尿素、HG/T 5046-2016腐植酸复合肥

料、HG/T 5050-2016 海藻酸类肥料等。 

  但就现有的相关标准而言，某些组成成分、作用机理、代谢产物无法衡量，

生物刺激素产品缺乏登记证难以推广，急需生物刺激素行业标准出炉以促进行业

更好更健康发展。2019 年，生物刺激素中国标准将提上议程。 

  预测三：2019年钾肥大合同将突破 300美元/吨？ 

  预测理由：这个预测不是农业人士所期待的。全球钾肥都在大幅上涨，我国

拿下 290 美元/吨 CFR 的价格已实属不易。据推测，以现在的趋势，2019 年钾肥

将突破 300美元/吨。 

  经过长达 9个月的谈判，中方钾肥联合谈判小组最终与 BPC(白俄罗斯钾肥

公司)就中国 2018/2019 年钾肥海运进口合同达成一致，合同价格为 CFR290 美元

(吨价，下同)。该价格虽然较 2017年合同价格上涨 60美元，但仍大幅低于南美

等地的涨幅。 

  虽然谈判最终价格较去年上涨 60美元，涨幅较大，但 290美元/吨 CFR 的价

格仍属于价格洼地，是符合当前国际市场情况的。在欧洲已涨至 370美元/吨 CFR，

东南亚也已涨至 310-320美元/吨 CFR，以及国际市场钾肥需求增长，而国内市

场需求减少的行业背景下，待需求释放后，可能会出现部分区域价格继续小幅上

涨的情况，2019年钾肥大合同突破 300美元/吨成为可能。 

  预测四：有机肥料行业标准有望提升 

  预测理由：有机肥料现行标准制定于 2012 年，而现行的有机肥替代化肥计

划却是在 2017年正式提出，标准与政策间存在较大时间差，难以满足行业发展

需求；农户对有机肥概念认知模糊，部分企业投机取巧、偷工减料，甚至使用大

豆工业加工脚料异黄酮造粒充当有机肥，有机肥市场急需提升行业标准加以约束。 

  有机肥料标准技术参数制定出发点是，希望最大程度利用各种有机固体废弃

物，增加土壤有机质，但受限于当时有机肥受重视程度低，市场认可度不足，多

数有机肥企业呈现小而散的经营状况，生产技术、生产工艺和良好的生产环境均

难以保证。 

  目前，部分特殊行业如烟草，已经开始在有机肥料现行标准基础上制定地方

标准，在有机肥生产技术工艺与环境要求、使用专用腐熟菌种、采用好氧发酵取

代厌氧发酵等方面进一步细化有机肥料标准，并正在积极申请行业内的标准。有

机肥行业迫切需要行业标准的提高以对行业进行整理，淘汰落后产能，笔者认为

2019年有机肥国家标准将有极大可能提升，提升细则可能体现在有机质含量、

是否明确规定有机质为活性有机质、有机肥生产技术工艺与环境要求等方向上。 

  预测五：行业整合再提速化肥行业更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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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测理由：环保的压力促使全国化肥企业大规模停产整顿，经营的压力迫使

不少肥企破产重组，化肥行业洗牌再提速，2019 年的化肥生产将更集中。 

  环保高压下，落后产能淘汰和企业产品线升级提速。仅仅 2018年 8 月，山

东就关闭转产化工企业 620家，停产整顿 2614家，占全省化工生产企业的 42.5%；

广东省环境保护厅发文要求开展“散乱污”企业及集群综合整治专项行动，仅东

莞市已经完成淘汰整治“散乱污”企业 4824家。 

  复合肥行业已经进入质量、品牌、资金、技术与服务等综合实力的竞争阶段，

行业大整合正在上演。生产落后和经营不善的企业倒闭潮进一步加剧，大企业出

现不同程度的亏损。世界 500强化肥企业子公司兖矿鲁南化肥厂因为累积 37亿

宣告破产、六国化工子公司江西六国申请破产重组、中化国际近 61亿人民币收

购扬农集团、湖北宜化子公司内蒙古鄂尔多斯联合化工有限公司因冬季天然气供

应受限被迫停产等。 

  以氮肥为例，我国氮肥生产企业高峰时达 200多家，产能 6000多万吨，现

如今氮肥生产企业缩减为 60多家，产能 5000多万吨，氮肥行业发展趋于集中。

此外，一些氮肥生产企业涉足复合肥和新型肥料领域，使产品更有竞争力，如河

南心连心，不仅拥有世界一流的煤制尿素生产线、中国单体规模最大的尿素生产

线，还在复合肥、含腐殖酸肥、水溶肥等高效肥料上多点开花，综合竞争力进一

步增强。 

  预测六：钾肥出口量大增化肥出口整体止颓 

  预测理由：《2019年进出口暂定税率等调整方案》中提出今年 1月 1 日起，

对化肥等商品实行出口零关税。零关税方案将对钾肥、复合肥、磷矿石这三大品

种的出口产生较大影响，尤其是国产加工型硫酸钾、硝酸钾等将在国际市场上拥

有更大的价格优势。这必将刺激钾肥出口量将大增，化肥出口整体止颓。 

  近年来，国内钾肥生产加工技术有所提高，加工型硫酸钾、硝酸钾、颗粒钾

肥等产业发展迅速。随着钾肥(包括含钾肥料)出口关税的取消，氯化钾(肥料级)、

硫酸钾出口可节省 600 元/吨，国产硫酸钾将在国际上拥有更强的价格竞争力，

加工型硫酸钾的开工率或有所提高，并带动国内氯化钾价格上涨，如此一来，钾

肥出口量也将持续增长。 

  中国海关数据显示，2018年 1-11月，中国累计出口各种肥料 2276 万吨，

2017年中国累计出口各种肥料 2548万吨，2016 年中国累计出口各种肥料 2809

万吨，比 2015年度减少了 21.5%。近年来，化肥出口总量逐年下降，复合肥的

出口量受国际化肥市场供需影响，消费者在关注价格的同时更关注品牌，故而复

合肥的出口量仍需时间检验。出口零关税虽在一定程度提高了化肥出口的市场竞

争力，但短期内出口量难以大幅度提升。目前非洲、东南亚及“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等地区的肥料市场仍有较大的缺口，在零关税政策推动下，2019年钾肥出

口量或将大幅提升，化肥出口也将整体止颓。 

  预测七：东南亚市场将成为国内肥企的新蓝海 

  预测理由：东南亚国家对肥料的需求越来越大，我国种植能手纷纷走出国门

开拓东南亚种植业，再加上零关税带来的出口价格优势，东南亚市场无疑将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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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肥企竞相角逐的新蓝海。金正大、拉多美、瑞丰等十多家企业已着手布局东

南亚市场，还有众多知名肥企也已经将开发东南亚市场提上日程。 

  国内大批种植能手到东南亚开发种植，带动了国外种植业对国产肥的需求增

长。印度、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越南等国对肥料的需求越来越大，以泰国

为例，每年有 600万吨左右的化肥需求量；而越南每年需要进口尿素 150 万-180

万吨、磷酸二铵 70万吨、复合肥 20万吨；菲律宾潜在化肥需求量近 470 万吨。 

  东南亚国家虽多是农业国家，但其化肥工业起步晚，生产企业技术不足，在

“一带一路”国家战略发展及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成立的影响下，中国肥料产

品在出口东南亚上颇占优势。目前，整个东南亚市场的中国化肥产品越来越多，

1月-7月中国对菲律宾的出口量小幅增加，1月-9月出口到越南的肥料翻了一番

以上。化肥出口零关税的发布，将进一步利好国内肥企走出国门。 

  目前，国内已有十来家企业正加大进军东南亚市场的力度。如，拉多美在湛

江投产建设年产 60万吨生态绿色复合肥生产基地，是开拓东南亚肥料市场的一

大行动；瑞丰生态早已进军马来西亚、泰国肥料市场，并与越南农业部达成了合

作，计划将新型高端功能肥料以及农化服务引入越南；金正大已在越南、新加坡

等地设立了分支机构，印度、泰国、马来西亚的机构也正在布局中。 

  预测八：传统单一电商平台逐步向综合服务商转型 

  预测理由：职业化种植大户的持续增多催生出庞大的农技服务市场，仅提供

农资商品售卖的传统单一电商将越来越无法满足种植户的需求，只有迈出从“产

品”转向“技术服务”的转型步伐，或许才是传统农资电商在 2019年想要求得

生存的唯一出路。 

  数据显示，我国目前耕种面积在 50亩以上的种植大户超 400万户，耕种面

积在 10-50亩的中型种植户有 3000万户左右，另外还有 200万左右的合作社和

大型农场基地，可以说，职业化的种植大户已成为我国种植主力军。与传统的小

农经济不同的是，这批种植大户们已不单止停留在对农资产品的需求，而更倾向

于对多元化、综合型的农技服务需求，仅提供农资商品售卖的传统单一电商已无

法满足种植户们的需求。资料显示，目前中国农技服务市场已达到千亿规模，而

且还在持续增长，而这样的市场趋势必然推动着以农资产品线上购销作为单一业

务的传统农资电商平台向综合服务型电商转变。 

  起初农资电商的出现更多的是迎合农资产业渠道升级的需求，现在的农资电

商更多的是从渠道的升级转向产品与服务的双升级。比如，原来以单一产品业务

为主的传统电商就像开一家药店，农民需要什么药它就开什么药，而现在需要的

是田间的医生，农民需要你上门问诊，诊断出种植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并开出处

方，在处方得到农民认可之后，再为农民提供整套的产品与服务方案，所以农民

对服务的要求是越来越高。 

  以转型较为成功的大丰收为例，在 2015年起，逐步开拓农技服务领域，建

立起针对不同地区不同作物需求的一系列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农技服务版块，并开

展农技下乡活动。提出“产品套餐化、套餐服务化、服务标准化”的口号，并以

“做农民身边的种植管家”作为平台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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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服务型电商，提供付费型农业知识服务的农资电商模式也已出现。农业

知识付费平台“天天学农”成立不到一年完成 3 轮融资，提供涵盖作物知识、农

技推广、品牌塑造、产品营销与农创知识等多个方面的农业知识服务。 

  除了现有的以产前、产中阶段为主的农资电商服务模式外，联合金融单位，

为经销商、种植户等提供供应链金融服务；利用精准农业技术，提供农业信息化、

O2O网站服务以及为农户提供种植业解决规划等多个方面的服务模式也将成为

农资电商向综合服务型电商转型的方向与风口。总而言之，农业综合服务型电商

已成为农资电商的主流趋势，2019年农资电商必须不断深化农技服务的转型与

创新。 

  预测九：传统农资零售店进一步受到挤压厂家直销比重越来越高 

  预测理由：种植大户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经营的压力会促使厂家直接对接种

植大户，种植成本的压力也会促使种植大户跳过流通环节寻求与厂家合作的机会。

渠道商要么转型为技术输出和服务型公司，否则将面临淘汰的风险。 

  近年来，全国土地流转市场呈现出跨越式增长，种植大户在农资市场流向中

占有的比重也变得越来越大。据 2018年 4月土流网发布的《土地流转市场报告》

中数据显示，近 3年流转的农村集体土地中约有 55%的土地流转到了农业种植养

殖大户手中、32%的土地流转到了农业合作社和农业企业、13%的土地经营权则由

其他经营主体获得。 

  而随着上游生产资料价格的逐步上涨，农资涨价的压力将促使农业大户与合

作社更多地跳过传统农资零售商分销环节，而直接寻求农资生产厂家直销以购买

农资产品。日益变得迫切的产品与服务需求也在全国各地催生出一批专门为种植

大户提供服务的厂家及平台，“农分期”就是其中之一。 

  “农分期”通过与安徽的金正大、司尔特、红四方等知名化肥厂家进行战略

合作，为种植大户提供农资预售服务，发挥出生产资料规模化订单生产带来的降

低成本与提升效益等优势，降低了传统农资购销模式在价格、质量、物流、仓储、

资金等方面对农户带来的经营压力和风险。 

  此外，各地还陆续举办各种形式的农业投入品订货会，通过串联以种植大户、

合作社为主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与农业投入品厂家直接对接洽谈，实现厂家产品

与服务的个性化定制与直供直销，此类形式的订货会得到了众多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与知名农资生产厂家的欢迎。以去年 10月举办的黑龙江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农

业投入品博览订货会为例，此次订货会吸引了来自国内各地 2000多家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参会，会上的意向性签约额或突破 4亿元。 

  2019 年的农资市场，传统农资零售商的经营利润与市场份额将进一步受到

挤压，厂家直销比重越来越高，《农药管理条例》的深化实施也将使越来越多的

家庭式(夫妻式)农资零售店面临倒闭，传统农资零售商的转型将成为时代的大趋

势与主流命题。如此境况下，你，还在赊销吗？ 

  预测十：微生物肥料将是 2019大热品类 

  预测理由：2018 年微生物肥料登记证数量增加 3508张，并有望在 2019 年

突破 1万张，呈井喷式增长。截至去年 10月底，我国已有微生物肥料企业 2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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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产能达到 3000万吨，在新型肥料中年产量占比 70%，产值达 400亿元。微

生物肥料市场竞争态势将会呈现白热化，微生物肥料产品将成为 2019年肥料市

场中最热爆品。 

  与传统肥料相比，微生物肥料在保护生态、农业废弃物资源利用、维护土壤

健康、提高肥料利用率和农产品品质等方面具有优势。数据显示，2018 年农业

农村部微生物肥料登记证数量(含生物有机肥、微生物菌剂、复合微生物肥料)

由 2017 年的 5685张增加 3508张至 9193张。微生物肥料已经成为我国新型肥料

中年产量最大、应用面积最广的品种。 

  另一方面，由于长期不合理使用化肥，导致一系列土壤退化问题的出现，而

据去年 9月发布的《城市蓝皮书：中国城市发展报告 NO.11》指出，我国部分地

区土壤污染严重，耕地土壤污染面积达到 1.5万亩、点位超标率高达 19.4%，我

国化肥农药使用量在全球处于高位，导致严重的土壤污染问题，给食品安全、土

地安全、生态安全造成较大隐患。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的正式

启动实施，也势必对我国土壤污染防治以及土壤修复等工作产生深远影响。 

  土壤生态修护任重道远。乘国家“一带一路”倡议和振兴乡村战略东风，2018

年南方农村报联合志同道合的国内外知名农化企业，发起“扬帆一带一路，振兴

万乡千村？2018中国土壤生态修护暨农技推广大行动”，累计培训 2万名农户，

线上传播高达 50万人次。2019年，大行动将继续深入 11个省市 20个作物产区。 

  巨大的污染治理需求，意味着巨大的市场空间。有行业权威人士曾表示，中

国比任何国家都需要发展和使用生物肥料，向土壤中施入微生物肥料将是土壤生

态修复的重要发展方向。而随着环保高压政策的不断出台与土壤修复市场的进一

步扩大，会有更多的资本将投入到微生物肥领域。 

（文章主要来源：世界农化网） 

北京OCI公司以5A的服务理念，为客户提供优质登记申报注册的产品合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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