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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少到多，从萌芽到百花齐放，水
溶肥走过了推广到普及的历程，也实现
了价格的平民化，昔日“王谢堂前燕”已
经飞入“寻常百姓家”。随着行业的快速
发展，水溶肥已经由软性需求转变到了
刚性需求，水溶肥的发展格局变了，企
业的竞争策略也发生了变化。

2023 年，水溶肥料产量为 180 万
吨，和2022年相比增长速度为4%，相
比前几年平均7%的增长率，增幅明显
减少。在“特肥大肥化”的趋势下，水溶
肥好像变得越来越普。如何重塑水溶肥
的竞争力？在水溶肥行业日渐“乱花迷
人眼”的当下，如何实现产品的差异化
和价值化？是发展高价值差异化产品，
还是极致性价比？每一个企业都有自己
的考量。

水溶肥市场在经历巨变

水溶性肥料的定义是这样的：经过
水溶解或者稀释、叶面喷施、无土栽培、
浸种蘸根、滴喷灌等用途的液体或固体
肥料。

水溶肥一般可分为：大量元素水溶
肥料，中量元素水溶肥料，含氨基酸水
溶肥料，微量元素水溶肥料，含腐植酸
水溶肥料，有机水溶肥料等。

和行业大咖谈水溶肥，普遍的观点
是：与传统肥料不同，水溶肥料是属于
技术高附加型产品，作为一种速效肥
料，营养元素比较全面，水溶性好、无残
渣，可以完全溶解于水中，能被作物的根
系和叶面直接吸收利用。可采用水肥同
施，以水带肥，实现了水肥一体化，有效
吸收率高出普通化肥一倍多；肥效快，可
解决高产作物快速生长期的营养需求。

企业根据不同作物的需肥特点，适
配出相应的水溶肥料，在农田、果园、大
棚蔬菜中施用。不仅能有效促进增产，还
能降低种植户的人工、耗水等投入，不仅
具有经济效益，同时还具有社会效益。

随着水肥一体化技术的推广，水溶
肥施用作物的种类越来越多，面积越来
越大，水溶肥产业也在不断发展壮大。
我国水溶性肥料发展也呈现出从北方
干旱地区向南方发展，沿海经作向内陆
大田作物扩散的趋势。

产品备案数量增加
我国水溶肥按作用功效可以分为

营养类水溶肥和功能类水溶肥。
营养类水溶肥主要是由大量元素

水溶肥、中量元素水溶肥和微量元素水
溶肥中的一种或者一种以上配制（这类
产品目前一般只需要备案即可）。

产品备案数量和去年同期相比增
加了不少。去年同期，大量元素水溶肥
总备案数 53568 个，中量元素水溶肥
53210个，微量元素水溶肥85784个，
总计部级备案192562个。

而功能类水溶肥，就是特指具有某
项特殊效用的水溶肥。据中国农业农村
部种植业管理司数据，截至2024年 3
月 13 日含腐植酸类水溶肥登记数量
3358个，含氨基酸水溶肥料的登记数
量为3174个。

仅 2023 年登记的功能类水溶肥

中，其中，含氨基酸水溶肥料水剂199
个、粉剂70个、颗粒2个；含腐植酸水
溶肥料水剂129个，粉剂84个，颗粒16
个；含硅水溶肥料水剂17个；有机水溶
肥料水剂169个，粉剂23个，颗粒4个。
水剂占比大。

市场规模攀升
目前水溶肥行业企业不断增多，相

应的市场规模也在不断攀升。巨大的市
场容量，吸引各大肥料生产厂家积极进
行水溶肥的研发、生产。但纵观现在的
水溶肥市场，水溶肥产品的鱼龙混杂、
品质良莠不齐，高端水溶肥中仍以进口
水溶肥为主。

大肥企业纷纷加入水溶肥市场：随
着种植户及经销商对水溶肥类产品的
认知度及接收度逐步提高，特别是大量
元素水溶肥新标准 NY1107-2020 推
出后，大量元素开始实施备案制且不强
行要求添加中微量元素，许多大肥厂家
纷纷将目光投向水溶肥领域，将水溶肥
作为平衡大肥利润的产品系列，且该类
企业拥有成熟的分销渠道，尤其是资源
型企业，同时拥有一定的成本优势，使
其在水溶肥领域异军突起。但是，水溶
肥与大肥不同，需要一定的使用技术及
大量的田间推广工作，加之农户对品牌
的固有认知为大肥企业，导致许多大肥
企业并未如预想一般形成压倒性优势。

农药制剂企业期望通过水溶肥寻
求破局：今年，农药开始实施“一证一
品”政策，农药产品数量将急剧减少，许
多制剂型企业将目光放到水溶肥或叶
面肥市场，寻求新的出路。

原料价格逐步透明：在“特肥大肥
化”整体趋势下，水溶肥原料价格越来
越透明，尤其是近两年来原料价格大幅
波动，导致经销商对水溶肥产品价格敏
感度越来越高，对原料价格的关注度也
越来越高。

进口品牌水溶肥逐步国产化：疫情
三年，进出口业务受到极大影响，一些
进口品牌甚至出现严重缺货、有价无市
的局面，为应对这一情况，许多已经具
备一定品牌影响力的进口品牌纷纷选
在国内建厂或代加工。疫情后，这一局
面已基本成型，但对于个别区域尤其是
高经济价值作物区，进口品牌影响力依
然存在。

加之一些小微企业无序竞争，终将
导致水溶肥行业竞争压力越来越大，行
业内卷严重。未来只有有自己特色或技
术壁垒的水溶肥生产商才能够在日益
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存活下来。

目前，水溶肥行业正处于无序竞争
状态，百花齐放，没有明显的头部企业，
没有第一品牌。近年来，随着大肥企业、
农化企业等纷纷加入，“特肥大肥化”与

“大肥特肥化”趋势日益突出，水溶肥市
场竞争日趋激烈，倒逼企业寻求新的突
破，或是新产品新技术开发，或是技术
服务团队打造，或是线上线下结合。未
来，市场整合不可避免，企业间的合并、
收购已然开始，中小企业的生存空间将
进一步压缩。

增长率却在降低
虽然水溶肥的登记、备案数量都在

增加，但是从相关单位给出的2022—

2023年我国主要特种肥料产量及同比
增长率中我们可以看出，水溶性肥料在
市场竞争中好像已经不占优势。

中国销售、生产的水溶肥料主要分
为两大类，一类是国产水溶肥料，一类
是进口水溶肥料。

据中化信数据，进出口方面，2023
年进口水溶肥料继续受到国产水溶肥
料的冲击，进口水溶肥料呈现稳中略降
的态势，水溶肥料进口量为9万吨，出
口量稳定在5万吨左右。

进口的水溶肥料一般有两种销售
方式：园艺直销渠道，直接与花卉基地
或者园艺代理商签订合同，主要用于花
卉种植；农资分销渠道，通过代理的方
式逐级分销，主要用于经作。园艺渠道
相对稳定，销量也相对固定。需要指出
的是，目前部分外企已经开始本土化，
采取投资建厂、贴牌生产来应对贸易风
险带来的供应量减少。

国产方面，2023年水溶肥料生产
保持着4%的增长速度，产量为180万
吨，相比前几年平均7%的增长率，增幅
明显减少，主要原因有：相对于其他肥
料，水溶肥料整体的价位偏高，在“特肥
大肥化”的趋势下，竞争力略显不足；水
溶肥料有特定的消费场景，水溶肥料一
般用于我国西北等缺水区域，2023年
的增量也主要集中在西北地区；我国水
溶肥料施用中，经济作物占绝对优势，
为90%。

水肥一体化进程加速

为什么每一个企业都仍然对水溶肥
的发展抱有极大的信心？就是因为，国家
对水肥一体化技术的支持。从资源条件
看，缺水是影响粮食生产的根本制约。

作物根系吸收养分，需要水分的参
与，如果没有水分的参与根系吸收不到
养分。在农业生产上，将灌溉与施肥同
时考虑可以增加水肥利用率，也就是我
们通常说的“水肥一体化”。

节水与水肥一体化技术可以相对
精确控制灌溉量，可以直接将肥料输送
到根系周围，所以具有节肥和精准施肥的
优点；节水与水肥一体化技术利用管道进
行施肥，结合施肥机等设备可以自动完成
施肥和灌溉任务具有省工的优点。

水肥一体化的前提条件就是把肥
料先溶解，然后通过多种方式施用。如
叶面喷施、淋施和浇施、拖管淋施、喷灌
施用、微喷灌施用（南方最普及水带喷
施）、滴灌施用、树干注射施用等。

截至2020年底，我国节水灌溉面
积达到5.67亿亩，低压管灌、喷灌、微
灌等高效节水灌溉面积达到3.5亿亩，
其中喷灌面积0.70亿亩、微灌面积1.09
亿亩，居世界第一。据不完全统计，水肥
一体化技术应用已超过1.5亿亩。同时，
从产业发展上讲，我国基本建立了符合
国情的水肥一体化设备生产体系，喷头
及其附属配件、滴灌管件、施肥装置、过
滤器等配套产品基本齐全。经过试验示
范，我国逐步建立水肥一体化技术相关
行业标准。

如何重塑水溶肥的竞争力

其实，我们在年初的时候，就提出

了一个观点。做产品，要么往上走，满足
更精准的需求，提供更有技术含量的产
品；要么往下走，用自己的技术和资源
优势，做极致性价比产品。待在中间，没
有意义。

发挥原料优势
在水溶肥生产企业中，有一部分是

掌握着优质原料的企业。他们可能会在
成本方面优势，用规模取胜，提供极致
性价比产品。

很多企业表示，未来国产水溶性肥
料一定是掌握在水溶性肥料原料资源
生产厂家，他们有肥料原材料优势，生
产优势及成本优势。同时水溶性肥料在
我国发展还要依赖肥料加工工艺技术
的革新，将肥料生产过程控制比以往复
合肥料掺混肥料更加自动化、智能化，
最后就是依托国内高校及科研院所对
功能性肥料助剂及营养复配技术的深
入研究，水溶肥将在功能化方向取得突
破。

大肥化、大田化是方向
近几年，国内肥料企业纷纷关注水

溶肥赛道，推出了不同类型的水溶肥产
品。从农业农村部的登记产品数目以及
上市的产品来看，水溶肥行业呈现出一
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在调研中我们发现，大部分的新果
园基本上都是水肥一体化，即便是没有
铺设管道的老果园也在施用水溶肥。即
便是经作上的水溶肥刚需犹在，但是大
部分企业已经把目光投注大田。

近两年，我国水溶性肥料主要朝三
个方向发展：第一，高含量大量元素水
溶肥的水肥一体化；第二，颗粒水溶肥
在丘陵山区、干旱少雨地区经济作物、
大田作物的普遍化；第三是液体水溶肥
的功能化，一方面追求能适应现代设施
农业轻简、高效施肥，另一方面结合国
情适应特殊地区对水溶性肥料特殊要
求。液体水溶肥主要应用在高端经济作
物，功能性要求比养分要求更多。

减量增效以及双减的大背景下，种
植者对于肥料功能的多样化需求明显，
以往多用于经济作物上的水溶肥，现在
在大田作物领域也呈现出部分替代普
通肥料的现象。出现了特肥大肥化，特
肥大田化的趋势。

高效化、功能化产品更有生命力
业内很多专家则表示，肥料增效技

术已经向高效化、专用化、功能化、精准
化和低碳化等方向综合发展，更加重视
学科交叉与融合、产品研发与产业化实
现结合。肥料施用技术向机械化、水肥一
体化等省力化、精准化方向综合发展。

中国农大教授陈清则认为，新型液
体肥料原料来源可以更广阔，譬如，功
能性水溶性有机物质、氨基酸母液、腐
植酸、黄腐酸及生化腐植酸、浓缩糖蜜
发酵液、浓缩养殖场沼液、酒糟沼液、厨
余发酵沼液、堆肥物提取液、豆渣微生
物发酵液、淀粉、味精生产废液、秸秆发
酵液等等。陈清教授提出两个观点：功
能性液体肥，通过工艺的筛选将生物刺
激素应用到功能性液体肥；套餐施肥方
案，应用到种植环节，肥料减施，结合套
餐施肥，做到精准施肥，科学施肥。

水溶肥的未来，仍然任重道远。

近年来，随着大肥企业、农化企业等纷纷加入，水溶肥市场内卷严重——

水溶肥产品企业该如何“破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