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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草甘磷是一种高效、低毒、广谱非选择性除草剂，其作用机理是通过抑制植物内光合磷酸化

和AT P酶的活性达到杀死植物的目的。作为全球第一大农药品种，草甘磷下游主要用于耐草

甘磷的转基因作物，如大豆、棉花、玉米、油菜等;以及非耕地除草如果园、胶园、桑园、茶

园以及玉米、高梁的行间除草等，同时还用于免耕作物种植如稻田等。

目前，我国草甘膦稳定开工企业维持在17家左右，市场产能约为50-60万吨之间，其中浙江地

区产能约为16万吨左右，四川地区产能约为10.5万吨左右，江苏地区产能约为17.5万吨，山东

地区产能约为6万吨左右，湖北产能约为1.5万吨左右，安徽地区产能约为1万吨左右，环保核

查制约加上设备检修的影响，实际产能或将降低20%左右。

 

国际上，以孟山都为代表的跨国公司均采用IDA 工艺，而我国草甘膦的合成路线分为甘氨酸

路线和二乙醇胺-IDA 路线。目前，我国草甘膦生产工艺中甘氨酸法占主导位置，但该路线弱

点非常明显，例如工艺路线长导致收率不高、产品含杂质高提纯步骤多、副产物和&ldquo;三

废&rdquo;多导致环保压力大等。

《2014-2019年中国草甘膦市场调查与投资前景评估报告》旨在为投资者或企业管理者提供一

个关于草甘膦产品的投资及其市场前景的深度分析，为投资者和企业管理人传递正确的投资

经营理念和选择，提供一个中立、全面的投资指南手册，为草甘膦产品市场投资提供一个可

供参照的标准。从而可以科学的帮助企业取得较高的收益。报告在全面系统分析草甘膦产品

市场的基础上，按照专业的投资评估方法，站在第三方角度客观公正地对草甘膦产品的投资

进行评价。为企业的投资决策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本报告详述了草甘膦产品的行业概况、市场发展现状及草甘膦产品市场发展预测（未来五年

市场供需及市场发展趋势），并且在研究草甘膦市场竞争、原材料、客户分析的基础上，对

草甘膦行业投资前景及投资价值进行了研究，并提出了我们对草甘膦产品投资的建议。

本报告以定量研究为主，定量与定性研究相结合的方法，深入挖掘数据蕴含的内在规律和潜

在信息，采用统计图表等多种形式将研究结果清晰、直观的展现出来，多方位、多角度保证

了报告内容的系统性和完整性，为企业的发展和对草甘膦的投资提供了决策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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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甘磷是一种高效、低毒、广谱非选择性除草剂，其作用机理是通过抑制植物内光合磷酸化

和AT P酶的活性达到杀死植物的目的。作为全球第一大农药品种，草甘磷下游主要用于耐草

甘磷的转基因作物，如大豆、棉花、玉米、油菜等;以及非耕地除草如果园、胶园、桑园、茶

园以及玉米、高梁的行间除草等，同时还用于免耕作物种植如稻田等。

1、受益于高粮价，2013 年全球农资需求旺盛

1）&ldquo;供应紧张+库存低位&rdquo;助涨国际粮价

国际粮农组织和FAO 统计数据显示，进入21 世纪后人均耕地锐减，2030 年人均耕地将从2011 

年的0.51 公顷/人降至0.38 公顷/人，粮食安全问题凸显。2013 年上半年，全球谷物库存周转天

数较90 年代大幅减少，库存处于历史低位，在粮食供应偏紧和库存处于较低水平的背景下，

国际粮价处于历史高位。高粮价使得农民种植收益不断提升，支撑2013 年全球农资需求向好

。

 

2）全球各国加大对农业补贴，提升农资产品需求量

全球各国不断加大对农业的补贴，支持农业发展：例如美国通过直接支付补贴、价差补贴和

支持性收购等约占农民收益的30%补贴总额，使不到全国人口2%的美国农民，不仅养活3 亿



美国人，还使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农产品出口国；其他印度、巴西等农业大国也不断加大对

农业补贴，扩大农资（农药、化肥等）需求量。美国、日本和印度对农业的补贴对比国别补

贴特点补贴总额度个人补贴财政支持补贴政策支持美国贷款差价支付，固定价格补贴，反周

期补贴，农产品贸易补贴每年约190 亿美元，占农业生产总值的50%可以预先支取不超过50％

的差额补贴2000 年农业投入占到政府预算的5％ ，通过工业产值反哺农业发展农业税收政策

日本高额的农业补贴每年约500 亿美元，占农业生产总值的76.7%山区补贴每农户每年最高100 

万日元、生产资料补贴75％ ~87.5%2000 年农业的补贴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1.4％，通过高附加

产值的产品，发展农业由价格支持转变为收入支持印度通过补贴控制农业生产成

本2007&mdash;2008 年约120 亿美元，占农业生产总值的70.58 %对农产品的补贴额度为7.5％，

生产者获得的补贴收入约10000 卢比。每年通过政府预算，加大对农业补贴长期使用农产品最

低保护价政资料来源：智妍咨询整理印度逐年提高粮食收购价格产品20072008200920102012稻

谷64585095010001200玉米620840840880940棉花18002500250025002500小麦10001080110011201285

大麦650680750780840甘蔗81.1881.18129.8139.12145资料来源：智妍咨询整理

 

 

中国粮食缺口加大，农业支持力度持续增强，农资需求增加

随着中国人口持续增长，居民收入水平不断增加以及工业化进程的加快，粮食刚性需求总体

增加，受气候恶化影响加深及耕地面积日益减少影响，中国粮食供给增长面临较大压力，粮

食供需缺口不断扩大。2013年7月，美国农业部将2013/14年度中国小麦进口规模预估上调

至850万吨，上一年度为320万吨，同时预计中国2013年玉米进口量将攀升至历史高位700万吨

。

 

 资料来源：USDA

为促进中国粮食农业稳定发展，保障粮食安全和供求平衡，中国对农业扶持力度持续加强

。2013年中国农业&ldquo;四补&rdquo;（粮食直补、良种补贴、农资综合和农机补贴）总计

超2000亿元，其中农资综合补贴占比最高，为986亿元，有效促进粮食生产积极性。根

据&ldquo;十八大&rdquo;部署，2020年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实现翻番，可以预见&ldquo;十二

五&rdquo;期间中国对农业支持有增无减。



 

 

3）农药作为农资产品，是农业丰产的重要保证

农药是重要的生产物资和救灾资料，农药的应用对保证农业丰产、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有非常

重要的作用。据相关资料报道，全球由于病、虫、草、鼠害而损失的农作物收获量相当于潜

在收获量的1/3，如果一旦停止用药或严重的用药不当，1年后将减少收成25&mdash;40%（与

正常用药相比），2年后将减少40~60%以致绝产，由于全球人口的增长以及耕地面积的不断

减少，保证粮食安全问题，因此人类离不开农药，它不但会继续存在，而且会继续发展。病

虫害可使作物产量减产20%以上作物实际产量/亿吨可能产量/亿吨损失（%）虫害病害草害合

计水稻232.0438.827.59.010.647.1玉米218.5339.513.09.613.035.6小麦265.5355.15.09.49.724.1其他禾

谷类245.1338.16.28.812.427.4马铃薯270.8400.06.022.24.132.3资料来源：上海农药研究所

由于杀虫剂的开发和推广比较早，而且杀虫剂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力大，需求量增长较小，杀

虫剂占比呈下降趋势，随着转基因作物的种植，除草剂需求量大增。全球农药的三大品种进

入20 世纪90年代后销售额占比分布较为规律，除草剂占比为42~47%，杀菌剂占比为21~27%，

杀虫剂呈下降趋势，占比24~29%。2012 全球农作物保护产品销售为495 亿美元，据行业内预

计到2018 年将增加到713 亿美元，2012至2018 年的复合年增长率为5.5%，而除草剂增长速度和

交易量将在未来六年内创历史最高，除草剂预期增长率为6.1%。

 

 

2、草甘膦是应用最广、份额最高的除草剂品种

1）草甘膦主要用于耐草甘膦转基因作物、非耕地

除草剂是用以消灭或抑制植物生长的一类物质，其作用是受除草剂性质、植物和环境条件三

因素的影响。按作用分为灭生性和选择性除草剂。除草剂的分类除草剂种类除草剂的特点代

表品种灭生性除草剂这类除草剂对植物缺乏选择性，或选择性很小，能杀死绝大多数绿色植

物草甘膦百草枯选择性除草剂这类除草剂对作物的毒性和防除杂草的种类有选择性的，它可

分两大类，一类是单子叶除草剂，另一类是双子叶除草剂2，4-D,吡氟禾灵,乙草胺,丁草胺,莠

去津资料来源：智妍咨询整理

草甘膦是由美国孟山都1971年开发的除草剂，具有非选择性、无残留和低毒的特点，是全球

第一大除草剂品种，占据除草剂市场份额的30%左右。因具有广谱、高效、低残留等优异性



能，广泛应用于耐草甘膦转基因作物除草，如大豆、玉米、棉花、油菜等；以及非耕地除草

，如果园、茶园、桑园、胶园以及玉米、高粱的行间除草等。草甘膦的主要应用领域主要用

途具体作用对象草甘膦（折纯原药）施用量耐草甘膦转基因作物除草大豆、棉花、玉米、油

菜等小麦、玉米用量（0.25～0.85）kg/hm2 ， 棉花用量（0.85～4.0）kg/hm2非耕地除草果园、

胶园、桑园、茶园、道路和林业等胶园与果园用量在（0.85～4.2）kg/hm2少耕或免耕作物种

植稻田等防止已出苗杂草，（0.20-2.24）kg/hm2资料来源：智妍咨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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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受全球最大的草甘膦供应商孟山都生产装置事故停产，以及转基因作物尤其是抗除



草剂作物种植面积的大幅增加，全球草甘膦供给紧张，产品价格大幅上涨，产品价最高达

到10万元/吨。受此高盈利推动，中国国内企业纷纷进军草甘膦领域，国内草甘膦产能从2006

年之前的20万吨快速提升至2009年的103万吨，成为世界最大的草甘膦生产商和供应国。

相比2011年，2012年的产能、产量增幅约为35%。主要原因是2012年草甘膦利润较为丰厚，吸

引了沉睡的中小产能重新进入开工生产。这种局面导致了产能和产量同比上调，但是开工率

却呈现下滑的局面。

 

环保核查以浙江为中心并已向全国蔓延，查处力度相当严格，缺乏三证的企业勒令关停，个

别农药登记证是借的或者建设不合理的厂家，目前正被调查当中，极有可能面临关停。面对

严格的环保核查，中小企业进入两难之境。按照排放标准，1吨草甘膦用在处理废水上的投入

达到2000-4000元，缺乏规模优势和技术优势的中小企业难以承担如此高的处污成本。在2月份

的时候，草甘膦稳定开工企业尚有25-26家，而受环保压力被迫停产和设备检修等因素影响，

目前稳定开工企业降至19家左右。环保风波下，13年6月份以来我国草甘膦产量呈现出较大幅

度的下滑趋势，其中6月产量为4.48万吨，环比下滑5%，7月产量为3.34万吨，同比下滑13%，

环比下滑25%。而数据显示8月份产量基本与7月份持平。与12年的截然不同，可见环保影响之

大。

 

预计环保趋严下，草甘膦供给短期内不会宽松。不符合政策或技术不过关的小企业将会面临

退出市场的风险，具备规模优势以及掌握环境友好工艺的公司有望充分受益。草甘膦的生产

工艺有甘氨酸法和IDA法两种，两种工艺的生产成本基本一样，但是甘氨酸法处污成本高，

国际巨头孟山都以及国内的主要龙头企业（江山、扬农化工、沙隆达）采用环境友好的IDA

法。甘氨酸工艺法除了处污技术难和成本高之外，副产物氯甲烷市场需求不振，也使得采用

这类工艺的企业产量受限。2012-2013年国内主要草甘膦生产企业产能情况企业名称2012

年2013年金帆达1212新安88乐山福华化工712江山股份4.57扬农化工33江苏好收成33重庆农药化

工（集团）有限公司22湖南衡阳莱德生物药业有限公司22沙隆达22山东潍坊润丰化工1.51.5华

星化工1.81.8永州广丰化工1.21.2四川贝尔化工11菱化化工11四川华英化工11安徽氯碱化工11浙

江捷马11太仓市农药厂0.50.5重庆永川0.50.5莱阳市星火农药0.50.5江苏腾龙02其他08合计54.5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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