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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农产品市场价格与供需周报 

本期摘要 

本周（2025 年 5 月 12—16 日）国际市场大米、大豆、

棕榈油、食糖、猪肉和牛奶价格上涨，小麦、玉米、棉花、

牛肉和羊肉价格下跌。泰国大米、芝加哥期货交易所（CBOT）

大豆、马来西亚棕榈油、国际糖价、美国猪肉和芝加哥商品

交易所（CME）牛奶价格分别涨 0.7%、2.0%、0.1%、2.7%、

2.1%和 1.8%。CBOT 小麦、玉米、国际棉花指数、巴西牛肉

和澳大利亚羊肉价格分别跌 1.3%、1.4%、1.4%、1.1%和 9.1%。

国际谷物理事会谷物和油籽价格指数较上周跌 0.04%。 

印度夏季作物播种面积同比增长 9.6%，阿根廷局部强降

雨威胁农业生产，巴西 4 月猪肉出口量同比增长 14.6%，澳

大利亚 5 月牛肉出口量或创历史新高，欧盟改革共同农业政

策，非盟启动 2025—2036 年 CAADP 战略和行动计划。 



  

美国农业部 5 月发布的 2024/25 年度最新供需预测，上

调全球粮食产量、消费量和期末库存，下调全球粮食贸易量，

含中国的库存消费比较上期上升 0.1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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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 大米价格变动情况 

日期 国际（元/吨） 国内（元/吨） 

2024 年一季度 4526.0 3502.5 

二季度 4419.8 3550.9 

三季度 4194.1 3490.6 

四季度 3681.8 3476.9 

2025 年一季度 3237.6 3514.1 

2025 年 4 月 2913.4 3536.3 

5 月第 1 周 3096.0 3593.0 

5 月 12 日 3139.2  3596.0 

5 月 13 日 3139.2  3603.0 

5 月 14 日 3139.2  3618.0 

5 月 15 日 3081.6  3621.0 

5 月 16 日 3081.6  3623.0 

 

 

 

 

 

图表 2 小麦价格变动情况 

日期 国际（元/吨） 国内（元/吨） 

2024 年一季度 1562.8 2804.5 

二季度 1656.7 2609.9 

三季度 1503.9 2484.9 

四季度 1528.8 2449.6 

2025 年一季度 1525.3 2410.8 

2025 年 4 月 1480.0 2431.3 

5 月第 1 周 1450.5 2462.9 

5 月 12 日 1408.0 2467.1 

5 月 13 日 1416.9 2469.2 

5 月 14 日 1436.1 2469.2 

5 月 15 日 1456.6 2468.9 

5 月 16 日 1436.1 2468.9 

注：国际价格为国家粮油信息中心发

布的泰国曼谷大米（5%破碎率）离

岸价。国内价格为大连商品交易所粳

米活跃合约收盘价。国际价格基于当

月平均汇率折算，下同。 

 

 

变动趋势：5 月以来，国际大米价格在每吨

3020-3140 元区间小幅波动运行，本周环比略

涨，周均价每吨 3116 元。 

变动趋势：5 月以来，国际小麦价格在每吨

1400-1490 元区间小幅波动运行，本周环比

小幅下跌，周均价每吨 1431 元。 

注：国际价格为芝加哥期货市场（CBOT）

小麦活跃合约收盘价。国内价格为汇

易网监测的国内小麦现货均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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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国际价 格 为 芝加哥期货市场

（CBOT）玉米活跃合约收盘价。

国内价格为大连商品交易所黄玉

米活跃合约收盘价。 

 

注：国际价 格 为 芝加哥期货市场

（CBOT）大豆活跃合约收盘价。

国内价格为大连商品交易所黄大

豆二号活跃合约收盘价。 

 

变动趋势：5 月以来，国际玉米价格在每吨

1250-1340 元区间小幅波动运行，本周环比

小幅下跌，周均价每吨 1262 元。 

图表 3 玉米价格变动情况 

日期 国际（元/吨） 国内（元/吨） 

2024 年一季度 1225.0 2410.2 

二季度 1249.7 2444.5 

三季度 1122.1 2307.6 

四季度 1203.9 2188.9 

2025 年一季度 1343.4 2280.5 

2025 年 4 月 1347.6 2303.3 

5 月第 1 周 1280.1 2368.5 

5 月 12 日 1267.8  2363.0 

5 月 13 日 1254.3  2344.0 

5 月 14 日 1260.7  2356.0 

5 月 15 日 1270.6  2342.0 

5 月 16 日 1255.7  2335.0 

 

 

 

 

 

图表 4 大豆价格变动情况 

日期 国际（元/吨） 国内（元/吨） 

2024 年一季度 3133.7 3803.1 

二季度 3103.0 3936.4 

三季度 2697.3 3644.3 

四季度 2623.3 3589.2 

2025 年一季度 2726.7 3479.0 

2025 年 4 月 2739.6 3538.3 

5 月第 1 周 2775.2  3541.0 

5 月 12 日 2842.8  3546.0 

5 月 13 日 2856.1  3525.0 

5 月 14 日 2858.7  3572.0 

5 月 15 日 2798.3  3555.0 

5 月 16 日 2792.3  3520.0 

 

 

 

变动趋势：5 月以来，国际大豆价格在每吨

2760-2860 元区间小幅波动运行，本周环比小

幅上涨，周均价每吨 283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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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5 棉油糖价格变动情况 

 

 

 

 

 

 

 

 

 

 

 

棕榈油价格变动趋势图 

 

食糖价格变动趋势图 

 

2024 年以来棉花、棕榈油、食糖国际价格表 

 
2024 年

一季度 
二季度 三季度 四季度 

2025 年

一季度 

2025

年 4 月 

5 月第

1 周 

5 月 12

日 
13 日 14 日 15 日 16 日 

棉花（元/吨） 15784 13896 12573 12811 12312 12233 12339 12195 12195 12162 12127 12127 

棕榈油（元/吨） 6312 6398 6488 8131 7915 7541 6930 6840 6840 6948 7056 6984 

食糖（元/吨） 3460 3067 3040 3173 2951 2873 2807 2848 2932 2906 2843 — 

变动趋势：5 月以来，国际棉花价格在

每吨 12120-12470 元区间小幅波动，本

周环比小幅下跌，周均价每吨 12161

元。 

注：国际棉花价格为国家棉花市场监

测系统发布的国际棉花指数。国

内价格为郑州商品交易所棉花活

跃合约收盘价。 

变动趋势：5 月以来，国际棕榈油价格

在每吨 6800-7100 元区间波动，本周环

比略涨，周均价每吨 6934 元。 

注： .国际价格为马来西亚棕榈油离岸

价。国内价格为大连商品交易所活

跃合约收盘价。 

变动趋势：5 月以来，国际食糖价格在

每吨 2750-2940 元区间小幅波动，本

周环比上涨，周均价每吨 2882 元。 

注：国际价格为国际糖理事会发布的

每日糖价。国内价格为郑州商品

交易所白砂糖活跃合约收盘价。 



 4 

变动趋势：5 月以来，国际猪肉价格在每吨

15000-15900 元区间小幅波动运行，本周环

比小幅上涨，周均价每吨 15572 元。 

图表 6 猪肉价格变动情况 

日期 国际（元/吨） 国内（元/吨） 

2024 年一季度 14032 20650 

二季度 15570 21950 

三季度 15377 26132 

四季度 15026 23901 

2025 年一季度 15050 21805 

2025 年 4 月 14964 20795 

5 月第 1 周 15245 20880 

5 月 12 日 15319 20850 

5 月 13 日 15400 20810 

5 月 14 日 15419 20900 

5 月 15 日 15829 20900 

5 月 16 日 15892 20940 

 

 

 

图表 7 牛奶价格变动情况 

日期 国际（元/吨） 国内（元/吨） 

2024 年一季度 2561.8 3602.2 

二季度 2973.3 3294.8 

三季度 3394.3 3189.2 

10 月 3271.4 3132.0 

11 月 2974.9 3122.5 

12 月 3113.9 3120.0 

2025 年一季度 3178.2 3120.0 

2025 年 4 月 2808.1 3174.0 

5 月第 1 周 2954.9 3070 

5 月第 2 周 3008.3 — 

 

 

注：国际猪肉价格为美国农业部发布的

每日猪肉价格。国内价格为农业农

村部发布的猪肉平均批发价。 

注：国际牛奶价格为芝加哥商品交易所

（CME）三级牛奶活跃合约收盘

价。国内价格为农业农村部发布的

全国主产区生鲜乳每周平均价。 

变动趋势：5 月以来，国际牛奶价格在每吨

2910-3090 元区间小幅波动运行，本周环比

小幅上涨，周均价每吨 3008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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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国际价格为巴西应用经济学高级研

究中心监测价格。国内价格为农业

农村部发布的牛肉平均批发价格。 

 

注：国际价 格 为 澳大利亚成羊肉

（Mutton，18—24 千克）价格。国

内价格为农业农村部发布的羊肉

平均批发价格。 

 

变动趋势：5 月以来，国际牛肉价格在每吨

25620-26960 元区间小幅波动，本周环比小

幅下跌，周均价每吨 26169 元。 

图表 8 牛肉价格变动情况 

日期 国际（元/吨） 国内（元/吨） 

2024 年一季度 21902.1 69849.5 

二季度 19336.0 63484.2 

三季度 19901.3 60889.2 

四季度 24808.8 60878.4 

2025 年一季度 26113.7 58032.5 

2025 年 4 月 26861.7 61672.4 

5 月第 1 周 26447.4  63072.5 

5 月 12 日 26492.5  62980.0  

5 月 13 日 26425.3  63440.0  

5 月 14 日 26276.5  63240.0  

5 月 15 日 26022.1  63020.0  

5 月 16 日 25628.5  63120.0  

 

 

 

 

图表 9 羊肉价格变动情况 

日期 国际（元/吨） 国内（元/吨） 

2024 年一季度 12007.1 64339 

二季度 13941.9 60741 

三季度 17570.8 59134 

四季度 15704.9 59093 

2025 年一季度 17236.1 59241 

2025 年 4 月 22859.2 59255 

5 月第 1 周 26207.1 59588 

5 月 12 日 24174.9  59940  

5 月 13 日 23487.6  59710  

5 月 14 日 23544.8  59960  

5 月 15 日 23846.6  59330  

5 月 16 日 24040.0  59480  

 

 

 

 

变动趋势：5 月以来，国际羊肉价格在每吨

23480-28270 元区间波动下行，本周环比大幅

下跌，周均价每吨 23819 元。 



 6 

主要国际机构农产品价格指数变化 

联合国粮农组织食品价格指数 

 

 

 

 

 

 

 

 

国际谷物理事会谷物和油籽价格指数         世界银行食品价格指数 

 

 

 

    

 

 

世界银行食品价格指数是反映农产品和

食品国际价格月度变化的指数，覆盖大米、

小麦、玉米、大麦、高粱等谷物和大豆、

棕榈油、豆粕等油粕以及水果、肉类、食

糖等其他食品，基期为 2010 年价格。2025

年 4 月该指数为 110.3 点，环比下跌 0.5%。 

联合国粮农组织食品价格指数是衡量一

揽子食品类商品国际价格月度变化的指

数，由谷物、肉类、植物油、乳制品和

食糖价格指数的加权平均数构成。2025

年 4 月粮农组织食品价格指数平均为

128.3 点，环比上涨 1.0%，同比上涨

7.6%。谷物、肉类和乳制品价格指数环

比分别上涨 1.2%、3.2%和 2.4%，植物油

和食糖价格指数环比分别下降 2.3%和

3.5%。 

国际谷物理事会谷物和油籽价格指数是反

映大米、小麦、玉米、大豆等谷物和油籽国

际价格日度变化的指数，基期为 2000 年价

格。本周平均为 215.3 点，环比跌 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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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国家农情和相关信息 

 

一、主要国家农情 

印度夏季作物播种面积同比增长 9.6%。据印度农业部

统计，2025 年印夏季作物播种面积为 788.2 万公顷，同比增

长 9.6%。其中，水稻种植面积同比增长超 3%，豆类种植面

积同比增长 1.5%，小米和粗粮种植面积同比增长 1.6%。 

阿根廷局部强降雨威胁农业生产。据阿根廷《国民报》

报道，近日，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省北部农业区遭遇极端

强降雨，48 小时累计降水量最高达 420 毫米，农田大面积被

淹、道路中断，严重威胁该省大豆、玉米收获和小麦播种。 

二、主要国家市场信息 

巴西 4 月猪肉出口量同比增长 14.6%。据巴西动物蛋白

协会数据，4 月巴西猪肉出口量为 12.9 万吨、同比增 14.6%，

出口额为 3.0 亿美元、增 24.7%。其中，对菲律宾出口 3.0

万吨、同比增 78.4%，对华出口 1.5 万吨、降 30.0%。 

澳大利亚 5 月牛肉出口量或创历史新高。据澳大利亚农

场在线网站报道，由于肉牛供应充足、加工天数增加和国际

牛肉需求增加，5 月澳牛肉出口量或创历史新高。澳 4 月牛

肉出口量环比增 13%，为同期新高，仅较历史峰值低 2%。 

三、主要国家农业政策信息 

欧盟改革共同农业政策。近日，欧盟委员会公布简化共

同农业政策（CAP）的重大改革方案，涵盖付款机制、环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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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务、检查程序、危机管理和数字化改革等多个方面，旨在

减轻行政负担、提升农民竞争力、增强农业部门应对能力和

投资效率。预计该改革每年可为农民节省 15.8 亿欧元、为成

员国政府节支 2.1 亿欧元。 

非盟启动 2025—2036 年 CAADP 战略和行动计划。近

日，非盟正式启动 2025—2036 年非洲农业综合发展计划

（CAADP）战略和行动计划。该计划将调动 1000 亿美元资

金，旨在将农产品产量提高 45%，使非洲内部农产品贸易量

增加两倍，并将收获后损失减少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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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粮食产品供需平衡预测表 

                     大  米              单位：百万吨 

机构 
粮农组织 2025 年 

5 月预测 

美国农业部 2025 年 

5 月预测 

国际谷物理事会 2025 年 

4 月预测 

指标 2024/25 同比 2024/25 同比 2024/25 同比 

产量 543.6 1.5% 537.7 2.7% 536.8 2.4% 

供给 743.0 1.8% 717.7 1.9% 710.3 2.0% 

消费 539.4 2.0% 532.6 1.5% 532.0 1.7% 

贸易 60.4 1.2% 61.4 8.2% 58.1 1.0% 

期末库存 205.7 3.1% 185.1 2.8% 178.3 2.8% 

库存消费比（含中国） 38.1% 34.8% 33.5% 

库存消费比（不含中国） 26.2% 21.1% 19.7% 

                     小  麦              单位：百万吨 

机构 
粮农组织 2025 年 

5 月预测 

美国农业部 2025 年 

5 月预测 

国际谷物理事会 2025 年 

4 月预测 

指标 2024/25 同比 2024/25 同比 2024/25 同比 

产量 797.9 0.7% 799.7 1.0% 797.8 0.5% 

供给 1113.9 0.3% 1068.8 0.2% 1069.9 -0.9% 

消费 797.1 0.1% 803.6 0.7% 802.2 -0.6% 

贸易 194.0 -7.4% 206.1 -7.2% 194.6 -9.4% 

期末库存 318.0 0.6% 265.2 -1.4% 267.7 -1.6% 

库存消费比（含中国） 39.9% 33.0% 33.4% 

库存消费比（不含中国） 26.2% 21.2% 19.9% 

                     玉  米              单位：百万吨 

机构 
粮农组织 2025 年 

5 月预测 

美国农业部 2025 年 

5 月预测 

国际谷物理事会 2025 年 

4 月预测 

指标 2024/25 同比 2024/25 同比 2024/25 同比 

产量 1211.3 -2.1% 1221.3 -0.8% 1217.9 -1.2% 

供给 1518.2 -0.3% 1537.4 0.1% 1512.7 -0.8% 

消费 1233.9 1.6% 1250.1 2.5% 1237.0 0.5% 

贸易 183.0 -7.8% 189.4 -2.2% 184.7 -7.2% 

期末库存 285.8 -6.9% 287.3 -9.1% 275.7 -6.5% 

库存消费比（含中国） 23.2% 23.0% 22.3% 

库存消费比（不含中国） 13.6% 9.5%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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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粮食产品供需平衡预测表（续） 

                     大  豆             单位：百万吨 

机构 
粮农组织 2025 年 

5 月预测 

美国农业部 2025 年 

5 月预测 

国际谷物理事会 2025 年 

4 月预测 

指标 2024/25 同比 2024/25 同比 2024/25 同比 

产量 421.8 6.4% 420.9 6.0% 417.4 5.4% 

供给 486.1 8.7% 536.2 7.5% 490.4 7.0% 

消费 413.5 6.2% 410.3 6.9% 409.1 6.1% 

贸易 180.5 0.6% 180.9 1.8% 180.7 1.0% 

期末库存 70.5 9.6% 123.2 6.8% 81.3 11.4% 

库存消费比（含中国） 17.0% 30.0% 19.9% 

库存消费比（不含中国） 12.1% 28.1% 11.9% 

    粮食产品总量（三大谷物及大豆）      单位：百万吨 

机构 
粮农组织 2025 年 

5 月预测 

美国农业部 2025 年 

5 月预测 

国际谷物理事会 2025 年 

4 月预测 

指标 2024/25 同比 2024/25 同比 2024/25 同比 

产量 2974.6 0.5% 2979.6 1.2% 2969.9 0.8% 

供给 3861.2 1.3% 3860.1 1.4% 3783.3 0.6% 

消费 2983.9 1.9% 2996.6 2.4% 2980.3 1.2% 

贸易 617.9 -4.5% 637.8 -1.9% 618.1 -4.9% 

期末库存 880.0 -0.8% 860.8 -2.2% 803.0 -1.3% 

库存消费比（含中国） 29.5% 28.7% 26.9% 

库存消费比（不含中国） 19.3% 17.2% 14.8% 

 

 

 

 

 

 

 

注：美国农业部 5 月发布的 2024/25 年度最新供需预测，上调全球粮食产量、消费量和期

末库存至 29.80 亿吨、29.97 亿吨和 8.61 亿吨，较上期预测增加 1128 万吨、688 万吨

和 669 万吨，下调全球粮食贸易量至 6.38 亿吨，较上期预测减少 45 万吨，含中国的

库存消费比为 28.7%，较上期上升 0.1 个百分点。 

大米产量、消费量、贸易量和库存均增加。全球大米产量 5.38 亿吨、同比增 2.7%，消

费量 5.33 亿吨、增 1.5%，贸易量 6141 万吨、增 8.2%，期末库存 1.85 亿吨、增 2.8%。 

小麦产量和消费量增加，贸易量和库存减少。全球小麦产量 8.00 亿吨、同比增 1.0%，

消费量 8.04 亿吨、增 0.7%，贸易量 2.06 亿吨、减 7.2%，期末库存 2.65 亿吨、减 1.4%。 

玉米消费量增加，产量、贸易量和库存减少。全球玉米产量 12.21 亿吨、同比减 0.8%，

消费量 12.50 亿吨、增 2.5%，贸易量 1.89 亿吨、减 2.2%，期末库存 2.87 亿吨、减 9.1%。 

大豆产量、消费量、贸易量和库存均增加。全球大豆产量 4.21 亿吨、同比增 6.0%，消

费量 4.10 亿吨、增 6.9%，贸易量 1.81 亿吨、增 1.8%，期末库存 1.23 亿吨、增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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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粮食产品国内价格与进口价格比较 

单位：元/吨 

产品 时间 国内价 进口价 价差 

大米 

2024 年一季度 4083.3 4449.9 -366.6 

二季度 4000.6 4121.4 -120.8 

三季度 4017.2 4045.6 -28.4 

四季度 4081.2 3749.7 331.4 

2025 年一季度 3956.3  3015.9  940.4  

2025 年 4 月 3928.8  2876.9  1051.9  

5 月第 1 周 3926.0 2867.0  1059.0  

5 月第 2 周 3912.0 2877.1  1034.9  

小麦 

2024 年一季度 2892.8 2111.5 781.3 

二季度 2694.8 2095.8 599.0 

三季度 2565.9 1902.3 663.4 

四季度 2570.2 2046.7 523.4 

2025 年一季度 2546.5  2032.3  514.2  

2025 年 4 月 2562.0  1948.4  613.6  

5 月第 1 周 2570.0 1890.7  679.3  

5 月第 2 周 2588.0 1867.7  720.3  

玉米 

2024 年一季度 2488.0 1767.5 720.5 

二季度 2450.8 1780.7 670.0 

三季度 2416.5 1717.6 698.8 

四季度 2274.5 1789.3 485.3 

2025 年一季度 2254.6  1860.8  393.8  

2025 年 4 月 2302.0  1875.4  426.6  

5 月第 1 周 2328.0 1831.7  496.3  

5 月第 2 周 2354.0 1827.4  526.6  

大豆 

2024 年一季度 4754.6 4274.5 480.0 

二季度 4673.7 4217.7 456.1 

三季度 4710.3 3858.6 851.7 

四季度 3808.2 3731.5 76.6 

2025 年一季度 3873.7  3759.5  114.1  

2025 年 4 月 3927.2  3717.4  209.8  

5 月第 1 周 3944.0 3768.3  175.7  

5 月第 2 周 3940.0 3829.7  110.3  

注：1.大米国内价为南方早籼米批发价，进口价为越南大米（5%破碎率）到岸税后价； 

小麦国内价为国产优质小麦到港价，进口价为美国 2 号软红冬小麦到岸税后价； 

玉米国内价为国产玉米到港价，进口价为广东港玉米进口到岸税后价； 

大豆国内价为黑龙江哈尔滨国产大豆收购价，进口价为美湾大豆到岸税后价。 

2.进口到岸税后价=到岸价*（1+进口关税税率）*（1+增值税率）+港杂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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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1  2015年以来泰国大米离岸价变动趋势 

 

附图 2  2015年以来 CBOT小麦价格变动趋势 

 

附图 3  2015年以来 CBOT玉米价格变动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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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4  2015年以来 CBOT大豆价格变动趋势 

 

附图 5  2015年以来国际棉花指数变动趋势 

 

附图 6  2015年以来马来西亚棕榈油价格变动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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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分/磅 

附图 7  2015年以来国际食糖价格变动趋势 

 

 

 

 

 

 

附图 8  2015年以来国际猪肉价格变动趋势 

 

 

 

 

 

 

 

 

 

 

 

 

 

附图 9  2015年以来国际牛奶价格变动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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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分/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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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10  2015年以来国际牛肉价格变动趋势 

 
 

附图 11  2015年以来 FAO食品价格指数变动趋势 

 

附图 12  2015年以来 IGC谷物和油籽价格指数变动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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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13  2015年以来世界银行食品价格指数变动趋势 

             

 

 

 

 

 

 

（报告编辑：农业农村部农业贸易促进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