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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评述 

 

草甘膦出口退税政策取消、人民币升值以及国外多个国家对华草甘膦反倾销等种种不利因素

让草甘膦生产企业深陷困境，困难重重。大部分中小规模的草甘膦企业只能通过兼并、转产、

关停而退出，从而形成几家草甘膦产能规模较大的大型农药集团，参与全球农化市场竞争，

同时，产业政策趋严也必将加速这一进程。 

 

政策法规 

 

【取消出口退税】2010 年 6 月 22 日，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联合下发《关于取消部分商品

出口退税的通知》，明确规定从 7 月 15 日起，草甘膦产品分原粉和制剂两类，征税标准分别

为 17％和 13％。 

 

【农药产业政策】2010 年 8 月份出台的《农药产业政策》第十八条规定：通过严格行业准

入条件和限制过剩、淘汰落后，拓宽生产要素合理流动和整合的渠道，完善相关引导政策和

退出补偿机制，加快产品结构不合理、技术装备落后、管理水平差、环境污染严重的农药企

业退出市场。 

 

【人民币升值】中国人民银行授权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公布，2011 年 4 月 29 日银行间外汇市

场美元等交易货币对人民币汇率的中间价为：1 美元对人民币 6.4990 元。进入 4 月以后，人

民币升值幅度明显加快。2 月，人民币对美元升值 0.21%；3 月，升值幅度 0.29%；而 4 月，

仅前 20 天的升值幅度就达 0.41%。 

 

【人民币汇率变动】2011 年 7 月 7 日，央行加息，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呈现先升值后贬值的

走势。业内人士分析，这主要是因为人民币加息的消息在短期内减缓了人民币升值的速度，

但这种减缓只是暂时的，长期来看，美元还将贬值，人民币升值趋势不变。 

 

国际动向 

 

对华草甘膦反倾销 
 

【美国】2010 年 3 月，美国对原产于中国的草甘膦立案开始进行反倾销调查，4 月底美方撤

诉。 

 

【欧盟】2010 年 5 月，欧盟委员会决定暂停征收对进口自中国的草甘膦的反倾销税。 

 

【巴西】巴西贸易保护局公布巴西发展工业和外贸部外贸秘书处 2011 年第 22 号公告，决

定对原产于中国的草甘膦（南共市税号 29310032、29310039、38089324）开启反倾销复审

调查，原因是申诉方提交了充分材料证明目前所征反倾销税已不足以抵消倾销所造成的损害。 

 

http://topic.eastmoney.com/tzfxb2/
http://topic.eastmoney.com/RM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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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动态 

新安化工的“热工程技术在草甘膦生产工艺上的应用”列入国家“十二五”科技支撑计划项目

“绿色生态农药的研发及产业化”。 

价格 

2011 年草甘膦价格在 2.11-2.25 万元/吨（人民

币）之间波动（见表 1） 

生产 

据不完全统计，2010年全国草甘膦产量（折合

95%原粉计，下同）大约为35万～40万吨，而

整个行业草甘膦装置能力达到90万吨/年（其

中草甘膦产品协作组22家成员单位的装置能

力为63万吨/年，其中甘氨酸路线的产能39万

吨/年和IDA路线的产能24万吨/年），平均的

草甘膦装置开工率只有45%左右；从实际生产

的草甘膦产品看，75%以上是采用甘氨酸法路

线进行生产。 

 

至2009年底数据显示，中国 “三证”齐全具

备草甘膦生产装置的企业高达56家，但2010

年至今能比较正常生产的草甘膦原药企业，基

本维持在10家左右，有个别月份甚至只有5-6

家企业在维持生产，80%以上的企业，由于市

场、价格、原料和成本的原因，或者因为国家

环保安全等政策监管趋严，而不得不长时间停

产、转产或关闭装置。 

销售 

2010年中国草甘膦销售数量约35万吨，比2009

年销售数量40万吨下降12.5%。虽然国内销售

量年增长率在12%，但总量相对有限，中国年

消耗量在4.5万吨左右，而出口量大约302900

吨，比2009年出口数量343500吨下降了11.8%。 

出口 

中国草甘膦出口量 22.31吨，同比下降 13.75%，

出口额 6.6 亿美元，同比下降 16.93%。平均

单价 2955.85 美元/吨，同比下降 4.1%。 

（见表 3&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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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2010 年我国草甘膦对美国出口 32843 吨，同比减少 49.0%，出口金额 10386 美元，

同比减少 13.6%。美国一直是我国草甘膦的最大出口国，2010 年出口量大幅度减少，排名第

二，出口量占总出口量的 14.7%。主要出口企业是江苏好收成、扬农优士、南通江山和纽发

姆化学品等。根据美国海关统计，2010 年美国共从全球 19 个国家进口草甘膦价值 

总额为 24386 万美元。 

 

阿根廷：2010 年我国草甘膦对阿根廷出口 58345 吨，同比增长 9.3%；出口金额 17660 万美

元，同比增长 10.0%。阿根廷目前成为我国草甘膦第一大出口市场，出口量占出口总量的

26.2%。主要出口企业为浙江新安、扬农优士、南通江山。根据阿根廷海关统计其每年还从

西班牙进口相当数量的草甘膦产品。 

 

巴西：2010 年我国草甘膦对巴西出口 19927 吨，同比减少 5 3 . 4 %，出口金额 7 2 7 3 万美

元，同比减少 47.7%。巴西目前是我国草甘膦出口第三大市场，出口量占出口总量的 8.9%。

主要出口企业为南通江山，占对巴西出口总量的 78.9%。根据巴西海关统计，2010 年巴西共

从全球 4 个国家进口草甘膦 10955 万美元。 

 

澳大利亚：2010 年我国草甘膦对澳大利亚出口 12330 吨，同比增长 40.4%，出口总额为 3708

万美元，同比增长 44.4%。主要出口企业为新安化工和山东润丰，2 家企业出口量占对澳出

口总量的 40.5%。根据澳大利亚海关统计，2010 年其从全球 8 个国家进口草甘膦 50169 吨，

同期比增长 45.1%。 

 

国内主要生产企业动向 

新安化工：其旗下镇江江南化工有限公司计划投资 22.46 万元，在镇江新区国际化工园镇江

江南化工有限公司现有生产场地内建设年产 12000 吨 30%草甘膦铵盐水剂技改项目； 

福华通达：10kt/a 草甘膦生产装置优化配套技改项目及 50kt/a 草甘膦技改扩建项目竣工,并

完成验收； 

福建三农：整体异地搬迁，将涉及年产 20000 吨草甘膦项目配套的母液预处理工程； 

南通江山：推出安全环保 33%草甘膦铵盐水剂替代禁止生产的 10%草甘膦水剂。 

 

2011 年上半年登记及新颁发生产批准证书动态 

新安化工的 58%草甘膦异丙胺盐可溶粒剂（证号 20110155）通过农药登记； 

 

树荣化工的 20%2 甲 4 氯异丙胺盐.草甘膦异丙胺盐水剂获得生产批准证书； 

汇丰生物的 46%2 甲 4 氯.草甘膦可溶粉剂获得生产批准证书； 

科赛基农的 88.8%草甘膦铵盐可溶粒剂获得生产批准证书； 

丰乐农化的 41%草甘膦异丙胺盐水剂获得生产批准证书； 

升华拜克的 20%草甘膦.麦草畏水剂获得生产批准证书； 

燕化永乐的 80%2 甲 4 氯钠.草甘膦铵盐可溶性粒剂获得生产批准证书； 

瑞农植保的 74.7%草甘膦铵盐可溶性粒剂获得生产批准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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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发展趋势 

产业整合加快 

自2008年至2010年全球草甘膦市场行情从顶峰跌倒谷底，持续低迷已经3年了，国内草甘膦 

行业也从暴利陷于全行业亏损，大部分草甘膦生产企业都处于关停、限产的状况，然而，对

国内实力雄厚的农化企业来讲，这又是一次难得的发展和壮大机遇。 

 

因此我们预计，在“十二五”期间，国内农药行业将会加快草甘膦产业的整合步伐，通过购

并、重组等方式，淘汰落后产能，大部分中小规模的草甘膦企业因兼并、转产、关停等原因

而退出，从而形成几家草甘膦产能规模10万吨左右的大型农药集团，参与全球农化市场竞争。 

 

产业政策趋严 

目前，国家对环境、生态保护和安全生产的要求和法规日趋严格。就草甘膦产业而言，10%

草甘膦产品退出市场、草甘膦“三废”排放标准提升、草甘膦税收政策调整以及草甘膦项目

投资审批趋严等，都将是全面趋紧的趋势。当前国内许多产业都出台了行业生产准入条件，

草甘膦作为最大的农药品种，产业生产准入条件的出台也只是时间上的问题，而上述这些法

规的不断实施，无疑将大幅增加企业的生产经营成本。 

 

但是，产业政策的趋严，对我国草甘膦产业的健康发展存在有利的方面。通过政策法规的实

施，提高草甘膦行业的进入门槛，倡导“清洁生产、绿色化工”理念，禁止达不到条件的企

业，这样为行业创造一个公平、公正、有序的经营环境，从而推动我国草甘膦产业持续稳定

发展。 

 

市场发展趋势 

我们认为2011年总体趋势是随着全球经济复苏，草甘膦市场开始触底反弹，缓慢恢复的过程。

草甘膦市场供大于求的状况还将持续，不会有明显改观，草甘膦市场价格将主要取决于原材

料价格走势，并逐步回归至保本或者微利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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