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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持续推出的对农业的利好政策
以及有利于农药行业创新、绿色、高质
量发展的政策法规，尤其持续三年的疫
情结束进一步营造了良好的营商环境。
但受世界变乱交织的影响带来的经济不
景气、极端恶劣天气的增多也对农药行
业带来一定冲击和负面影响，企业发展
的不确定因素仍然有增无减。在政策和
大环境层面对农药行业的影响主要表现
在以下几方面：

（1）转基因作物的商业化步伐不断
推进。国家支持鼓励转基因生物技术的
创新，促进了我国转基因作物研发和产
业化发展，我国耐除草剂转基因大豆和
抗虫耐除草剂转基因玉米产业化应用试
点加快推进，对相关除草剂产品如草甘
膦、草铵膦等将逐步产生影响。

（2） 生产销售连体包装、套餐农
药销售得到遏制。生产销售连体包装、
套餐农药仍然是行业普遍关心的热点，
对于确实违反《农药管理条理》，以销
售套餐农药之名变相搭售推销非防治对
象使用的农药产品且与农药减量使用政
策相违背行为的，今年以来国家及地方
农药管理部门进一步加大了整治力度，
这一现象也得到了一定好转。

（3）“一品一证”制度的实施有利
于规范市场秩序。为了加强农药管
理，避免市场的混乱和产品的恶性竞
争，农药管理部门将对农药制剂产品
登记实施一证一品，这一重大转变也
成为今年行业普遍关心和讨论的热
点。据农信传媒调研了解，大部分企
业对此政策持欢迎态度，未来这一政
策的实施或将使农药企业内卷减弱，
市场乱象得以改善，但对一些借证代
工企业和一些农药经销商的生产经营
将带来较大影响。

（4） 农药最大残留限量标准的重
新评估引关注。自2023年5月11日起
正式实施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
中2,4-滴丁酸钠盐等112种农药最大
残留限量》（GB2763.1-2022） 标准，
将腐霉利在韭菜中的最大残留限量由现
行的 0.2mg/kg 调整为 5mg/kg，腐霉
利在韭菜中残留超标常发多发的问题有
望得到根本性解决。对韭菜中腐霉利的
最大残留限量标准进行重新评估，使其
更加符合科学规律和农业生产实际。此
次政策的调整也引起了大家的广泛关注
和热议，有关此文在“农药市场信息新
媒界”公众号的阅读量达到了16000+。

（5） 世界变乱交织使未来发展前
景难测。俄乌冲突的持续、巴以冲突的
突发以及带来的边际效应将导致更多不
确定因素增加，尤其全球经济低迷、欧
美国家对中国出口产品的减少、印度农
药工业的崛起等势必对中国农药行业发
展带来一定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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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家对农业持续给以重视和保
护的大环境下，农药市场总体保持平
稳发展趋势，但某些方面也呈现出和
以往不同的特点。

（1） 农药原药价格继续大幅下
滑，去库存完成还尚待时日。据中农
立华和农信传媒对一些产品价格数据
跟踪统计，今年以来大部分农药品种
继续下跌，总体下降幅度20%-50%，
有的产品价格甚至被腰斩。主要原因
是因为国际市场去库存还没有完成，
需求疲软，且中国农药产量约70%以
上出口到国际市场；其次部分新增产
能的释放，导致价格不断下跌；此外
也是前几年的农药价格暴涨导致的负
反馈效应，预计2024年上半年全球去
库存完成后农药原药价格会回归到合
理的区间。

（2）农药出口在多年持续增长之
后今年出现少有的负增长。据农业农
村部农药检定所提供的数据，1月-8
月农药出口无论货物量、折百量、还
是出口额总体上呈现负增长，这主要
因为前两年因为疫情导致的国际市场
对农药过量采购囤货并带来过高的价
位，且我国农药产量的70%-80%依赖
出口，据调查了解目前国际市场还有
约30%的库存有待消化，这是导致今
年农药出口出现下降的主因。

（3）终端需求平淡，价格有所下
降。由于农药市场的剧烈波动、原药
价格的持续下滑也使终端制剂价格有
所下降，经销商对农药采购和冬储更
为谨慎，一般采取多购少量的模式，
这也对企业带来一定压力。

（4）渠道经销商也在不断调整变
化中。渠道方面除了连体包装、套餐
式销售有关部门正加大整治力度以
外，对于“一证多品”等问题，农药
管理部门也在草拟有关规定，估计后
续会加强这方面的监管；对于农药电
商目前仍然褒贬不一，大部分农药企
业和经销商都持谨慎态度，目前农药
销售仍然以传统渠道为主；此外许多
农药企业都组建了新营销部门或团
队，通过直播带货、短视频等形式来
宣传推广销售自己从产品，目前这种
新营销模式对于大多数农药企业还在
探索中。

（5）种植大户将成为未来农业的
生力军。随着土地的不断流转，种植
大户、职业农民尤其有知识的年轻一
代农民不断涌现，对于科学种田、农
药的减量化使用将起到良好的示范带
头作用，由于粮食和瓜果蔬菜是刚
需，未来涌入农业从事农业的年轻人
会越来越多，而这对于未来中国农药
植保行业的可持续发展也是利好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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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疫情带来的农药市场非理性的暴发式增长，也给今
年的农药产业带来反噬效应，大多数企业效益处于三年以来
的最低水平；此外也由于前几年价格的疯涨，使许多企业此
期间赚得盆满钵满，充裕的资金也使部分企业对一些热点及
过专利期产品盲目投资，使行业内卷内耗更为严重。但也应
该看到，尽管今年以来企业总体都出现负增长，但行业仍然
呈现积极向好趋势，以绿色创新为显著特征的高质量发展也
在稳步推进。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企业整体实力继续不断提升，但企业营收在去年高
增长基础上出现回调。据中国农药工业协会2022年对农药行
业销售前100家企业进行统计，总销售额达到3200多亿元，
同比增长达 28.8%，入围门槛达到 6.6 亿元，同比增长达
5000万元。从2022年的TOP100名单来看，前十强企业的
销售额达1305.02亿元，同比增长29.48%，占百强企业销售
总额的39.84%；销售额超百亿元的企业有5家，较去年增加
了3家；销售额50亿元-100亿元的企业有14家，较去年增
加了5家；销售额10亿元-50亿元的企业有58家，较去年增
加了1家；超过10亿元的企业共计77家，较去年增加了9
家，由此可以看出我国农药行业生产集约化程度不断提高。
但也应该清醒地看到，今年以来受大部分产品产量供过于
求，前几年过量采购带来的库存过剩需消化出清，大部分产
品价格出现大幅度下滑，据对24家农药上市公司前三季度经
营情况统计，和去年相反，90%以上的企业都实现了营收和
利润不同程度的下滑，有的下降幅度达到80%，因此企业受
利益驱动盲目发展的状况需引起有关部门重视。

（2）农药行业高质量发展呈现良好发展势头。2022年以
来，包括润丰、绿亨科技、农心股份、泰禾、久易等企业获
上市或者正走在申请上市的路上，这些企业整体实力不断提
升，并且呈现出全产品线覆盖和全产业链的发展趋势；此外
清原农冠、山东先达、江山股份等企业对研发的投入也在不
断增加，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农药品种被研发出来，有
的已经登记上市；目前上市公司对研发的投入少则上千万，
多则几个亿，占营收比重平均3%左右，呈逐年递增趋势。
还有企业自动化和智能制造水平也在不断提高，安全生产污
染治理整治成效显著，重大特大安全生产和环境污染事故明
显减少。

（3）农药行业投资和新上项目呈现高增长态势，也带来
一定隐忧。据石油和化学工业规划院统计，近几年农药行业
投资额分别为：2021年 165.18 亿元，2022年 150.74 亿元，
而2023年1月至9月底已飙升至319.05亿元，比2022年全年
增加了一倍多，投资最多的省份为山东、辽宁、安徽、湖
北，主要投资的农药产品为草铵膦（精草铵膦）、氯虫苯甲酰
胺、丙硫菌唑及一些农药中间体等。出现投资额不断创新高
主要是因为2019年3·21盐城响水爆炸引起恐慌性搬迁或转
移，再加上东北和西部省份吸引投资的需要，使许多企业此
期间匆忙宣布新的投资计划；此外前两年因为疫情导致的农
药价格高企再加上后疫情期普遍预期经济全面复苏，导致行
业内和行业外一些企业出现一些盲目投资。许多产品的不断
重复投资新建或扩产，使行业更为内卷，内耗也更为严重，
给行业高质量发展带来很多隐患。

（4）目前已经进入2023年的年尾，估计行业低迷现象
或将持续到2024年上半年，形势仍然较严峻。常言道，中
国农药看江苏，江苏农药看南通，全国有1700多家农药企
业，可以说南通市农药企业经营状况应该是整个行业的晴雨
表，根据南通市农药协会对21家农药企业总的预计销售收入
统计，2023年南通市农药行业总的销售收入预计约258亿
元，同比有较大幅度的下降，预计仅占2022年的70%左右；
在销售收入景气度下降的同时，利润总额同比预计下降40%
左右。以点窥面，预计全行业整体经营状况大体如此。

产业层面 市场层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