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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２０ 世纪七八十年代是巴西农业现代化迅速发展的

时期ꎬ 也是大豆产业在巴西迅速发展的关键阶段ꎮ 巴西大豆产业的

快速发展主要依赖于一系列产业政策: 政府加大农业科技的研发和

推广以克服大豆生产的技术问题ꎻ 实施一系列财政刺激计划来为大

豆生产提供稳定的资金来源和价格保护ꎬ 如信贷支持、 财政补贴、
税收优惠以及鼓励国内外企业投资巴西大豆产业等ꎻ 开展以道路交

通建设为主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ꎬ 方便大豆从内陆运输到主要消费

市场和港口ꎮ 巴西政府的相关政策使得大豆产量迅速提升ꎬ 为巴西

进口替代工业化提供了资金支持ꎬ 丰富的大豆供应带动了国内家禽

养殖及烤肉行业的发展ꎬ 并且保障了世界其他国家的食用油来源ꎮ
但是ꎬ 巴西大豆产业的发展也存在一定问题: 大豆产业发展并未与

其他产业产生积极的联动效应ꎬ 政府的大豆产业政策导致巴西社会

二元化程度进一步加剧ꎬ 大豆种植在一定程度上导致生态恶化ꎬ 影

响到大豆产业的可持续发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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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 世纪七八十年代是巴西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关键阶段ꎬ 到 ９０
年代初基本实现了以机械化和化肥化为主要特征的农业现代化ꎮ 在这个过程

中ꎬ 政府实行的一系列高度干预性政策是巴西农业现代化尤其是农业生产结

构多元化得以实现的重要保证ꎮ 而在诸多支农惠农政策中ꎬ 政府对大豆产业

的支持十分突出ꎬ 最终促成了大豆产业的崛起ꎮ 大豆不仅是巴西出口创汇的

重要产品ꎬ 也为巴西乃至世界人民提供了丰富、 优质的营养来源ꎮ 正是由于

巴西政府对该产业实行强有力的财政支持政策ꎬ 并大力推动农业科技的普及

与推广ꎬ 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ꎬ 才造就了这一时期巴西大豆产业的飞速发

展ꎬ 使巴西从一个不生产大豆的国家一跃成为当今世界大豆市场的巨头ꎮ 目

前ꎬ 巴西的大豆远销亚非欧各国ꎬ 并成为中国与巴西贸易中最重要的商品ꎮ
巴西大豆产业的发展十分迅速ꎮ １９６１ 年巴西的大豆产量仅为 ２７ 万吨ꎬ 占

世界大豆产量的 １％ ꎮ 而到了 ２０１３ 年ꎬ 巴西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大豆生产国ꎬ
大豆产量达到 ８５７１ 万吨ꎮ① 在 ２０１６—２０１７ 年度ꎬ 大豆产量超过了 １ 亿吨ꎬ 占

世界大豆产量的比重达到 ３０％ ꎮ② ２０１６—２０１７ 年度巴西大豆出口量超过了

５７００ 万吨③ꎬ 远超其他大豆生产国ꎮ 大豆及其制品所创造的出口贸易额占到

该国农产品出口贸易额的 １ / ３ꎮ 与其他国家相比ꎬ 巴西大豆的品质优良ꎬ 价格

低于一些发达国家的大豆ꎬ 竞争优势十分明显ꎮ 巴西大豆产业之所以取得如

此骄人的成绩ꎬ 主要得益于 ２０ 世纪七八十年代巴西大豆产业的崛起ꎬ 并以此

造就了巴西农业的辉煌ꎮ
目前学术界对巴西大豆产业的发展历程和相关问题做了一些研究ꎮ 国外

学者对巴西大豆种植的情况和政府有关政策措施及影响做了相关介绍和分析ꎬ
认为大豆在巴西的种植事实上加剧了巴西农村的二元化程度和收入分配不公

问题ꎮ④ 这些成果有助于笔者了解巴西大豆行业的发展历程ꎬ 还有助于本文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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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农业支持政策实施的动因以及农业生产结构多元化战略等方面的深入研

究ꎮ 但是ꎬ 学术界对于巴西大豆产业带来的经济与社会影响的研究依然比较

薄弱ꎬ 对于大豆繁荣与巴西基础设施发展以及环境等方面的关系研究依然比

较缺乏ꎮ 国内学者对巴西大豆产业发展的历史做了大致梳理①ꎬ 但没有具体深

入研究与大豆产业相关的一系列经济和政治问题ꎬ 关于巴西经验对中国的借

鉴意义研究也有待加强ꎮ 此外ꎬ 就研究的具体时间段而言ꎬ 国内学者对巴西

大豆产业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最近二三十年巴西大豆产业的发展和政府的相关

政策方面ꎬ 而对于大豆产业在巴西迅速崛起、 奠定巴西大豆生产和出口大国

地位的七八十年代ꎬ 至今鲜有学者涉及ꎮ 本文力图从政府政策的角度考察这

一时期巴西大豆产业的迅速崛起及其经济社会影响ꎬ 探讨巴西大豆产业政策

的成就与问题ꎮ

一　 巴西政府促进大豆产业发展的政策措施

巴西并非是大豆的原产地ꎬ 该国的气候和土壤等自然条件并不适合大豆

的生长ꎮ 甚至在 １９ 世纪末之前ꎬ 大豆从未在巴西生产ꎬ 直到 １８８２ 年巴西才

开始种植大豆ꎮ② １８９０ 年ꎬ 圣保罗农学院开始了有关大豆新品种的推广工作ꎮ
在 １９００ 年ꎬ 国家农业部门将大豆种子分配给数十名农民③ꎬ 巴西政府开始着

手介入大豆生产ꎮ 随着 １９０８ 年后日本移民的陆续到来④ꎬ 为大豆种植园提供

了更为充足的劳动力ꎬ 大豆种植开始扩散开来ꎮ 到了 ２０ 世纪五六十年代ꎬ 巴

西开始引进美国大豆新品种ꎬ 并在部分地区试验种植ꎮ 这些引入品种适合于

在 ３０ ~ ３５ 纬度的地区生长⑤ꎬ 这就是巴西最早从南里奥格兰德州和圣保罗州

开始试种大豆的原因 (这些州大部分地处温带)ꎮ １９５２ 年ꎬ 安德森克莱顿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 Ｃｌａｙｔｏｎ) 国际公司与圣保罗州的坎皮纳斯农学院签订了协议ꎬ 共同

—６２１—

①

②

③

④
⑤

谷强平等: «美国、 巴西、 阿根廷大豆产业发展及启示»ꎬ 载 «南方农村»ꎬ ２０１４ 年第 １０ 期ꎻ
李晓俐: «巴西大豆的成功经验对中国大豆产业的启示»ꎬ 载 «世界农业»ꎬ ２０１３ 年第 １１ 期ꎮ

Ｅｍｉｄｉｏ Ｒｉｚｚｏ Ｂｏｎａｔｏ ａｎｄ Ａｎａ Ｌｉｄｉａ ＶａｒｉａｎｉＢｏｎａｔｏꎬ Ａ Ｓｏｊａ ｎｏ Ｂｒａｓｉｌ: Ｈｉｓｔｏｒｉａ ｅ Ｅｓｔｒａｔｉｓｔｉｃａꎬ Ｌｏｎｄｒｉｎａꎬ
Ｐａｒａｎａ: ＥＭＢＲＡＰＡꎬ Ｃｅｎｔｒｏ Ｎａｃｉｏｎａｌ ｄｅ Ｐｅｓｑｕｉｓａ ｄｅ Ｓｏｊａꎬ １９８７

Ｇｕｓｔａｖｏ ｄｅ Ｌ Ｔ Ｏｌｉｖｅｉｒａꎬ “Ｔｈｅ Ｇｅｏ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Ｂｒａｚｉｌｉａｎ Ｓｏｙｂｅａｎｓ”ꎬ ｉｎ 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ｅａｓａｎｔ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 Ｖｏｌ ４３ꎬ Ｎｏ ２ꎬ ２０１６ꎬ ｐｐ ３４８ －３７２

日本在巴西的第一代移民有相当一部分人从事大豆种植ꎮ
Ｉｎｔｅｒ －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ｆｏｒ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 ＩＩＣＡ)ꎬ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Ｄｅｔｅｒｉｏ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ꎬ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ＩＩＣＡꎬ １９９４ꎬ ｐ ４５



巴西大豆产业发展的经验与问题研究　

致力于大豆的研究和开发ꎮ① 与此同时ꎬ 大豆研究也在南里奥格兰德州的国家

农业研究机构、 巴拉那和圣卡塔琳娜的农业研究中心以及米纳斯吉拉斯的维

科萨联邦大学 (Ｆｅｄｅｒ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ｔ Ｖｉｃｏｓａ ｉｎ Ｍｉｎａｓ Ｇｅｒａｉｓ) 进行ꎮ 这些试验大

豆的品种来自美国南部 (大豆的母质来源于中国)ꎬ 成为巴西大豆的早期品

种ꎮ 在此之后ꎬ 巴西的一些研究机构和农业学校也加强了对大豆新技术的研

究ꎬ 大豆生产逐渐扩展至巴西各地ꎮ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国际上发生的一些事件对巴西的大豆产业产生了深远影

响ꎮ ７０ 年代初爆发的厄尔尼诺效应重创了秘鲁渔业ꎬ 导致该国鱼粉出口大大

下降ꎬ 并导致非洲中部的花生产量下降ꎮ 当时世界上很多国家的饲料行业高

度依赖于这些国家和地区的鱼类和花生所提供的蛋白质ꎬ 而大豆粉是替代这

两种产品的最优选择ꎮ 在这种情况下ꎬ 国际市场对大豆粉的需求增加ꎬ 价格

也随之飙升ꎮ １９７２—１９７３ 年ꎬ 大豆的平均国际市场价格增长了 ８１％ ꎬ 大豆饼

则增长了 １０５％ ꎮ②然而ꎬ 当时最主要的大豆出口国美国却在 １９７３ 年 ６ 月采取

了贸易禁运等措施ꎬ 试图维持大豆的高价ꎮ 美国的这一举动加剧了国际市场

大豆供应紧张的状况ꎬ 很多国家对美国大豆产业的信心发生动摇ꎮ 在这种情

况下ꎬ 巴西政府对大豆产业兴趣日增ꎬ 以试图抓住商机ꎮ 日本和欧洲各国也

派出代表来巴西ꎬ 评估扩大蛋白质来源的可行性ꎮ③ 此外ꎬ 与玉米和水稻生产

相比ꎬ 大豆生产的价格风险较小ꎬ 生产需要的劳动力较少ꎮ 基于此ꎬ 大豆产

业得到了巴西决策者的高度重视ꎮ 巴西政府加强了农业科技研发ꎬ 加大了财

政投入ꎬ 努力完善农业基础设施ꎬ 以加速大豆产业的快速发展ꎮ
(一) 重视大豆生产技术的推广与普及ꎬ 提升产品质量和生产能力

科学技术的广泛采用是巴西大豆产业得以现代化的重要前提ꎮ 第二次世

界大战后ꎬ 巴西农业部门迅速发展ꎬ 并开启了本国农业现代化进程ꎮ １９７３ 年

巴西农牧业研究院的成立使农业科学研究开始上升到国家战略发展的高度ꎬ
研究也开始步入系统化ꎮ 在这种情况下ꎬ 巴西的大豆科技开始实现跨越式发

展ꎮ 巴西政府在农业科技推广与普及方面做出的努力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ꎮ
１ 引进美国大豆品种ꎬ 加强与美国在农业科技领域的合作

早在 ２０ 世纪五六十年代ꎬ 巴西政府开始大力引进美国的大豆品种ꎮ 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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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ꎬ 巴西政府加强了与美国在大豆领域内的合作ꎬ 主要是在农业科技和人

才培养方面ꎮ 在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有更多的大豆品种引进巴西ꎬ 巴西传统大豆

产区的大豆产量主要依赖于美国开发的大豆品种ꎮ 美国国家开发署对巴西进

行的大型技术援助主要指向农业高校和农业部研究机构ꎮ 美国的很多机构都

投入到这项工作当中ꎬ 如美国农业部、 普渡大学、 犹他州州立大学、 威斯康

辛大学和亚利桑那大学ꎮ 美国的大学培养了数百名巴西农业科学家ꎮ 与美国

的合作不仅丰富了巴西大豆品种ꎬ 还惠及与大豆研究密切相关的其他领域ꎬ
如基因改进、 土壤管理、 害虫和疾病控制、 种子质量以及其他方面ꎮ

２ 充分发挥巴西农牧业研究院的核心领导作用

巴西农牧业研究院隶属于农业部ꎬ 是发展中国家最重要的农业研究机构

之一ꎮ 该机构的相关工作对于大豆在巴西的扩张发挥了重要作用ꎬ 这种作用

不仅表现为它在科学研究方面的优势ꎬ 也表现为它在全国农业科技研发系统

中的领头羊作用ꎮ 在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ꎬ 巴西农牧业研究院共开发和推广了数

十种大豆新品种ꎮ 基因改进研究的目的是通过减少病虫害、 适应酸性土壤、
改进株型、 适应低纬度等手段来提高生产率ꎮ① 这使得大豆可以在热带甚至赤

道地区正常生长ꎮ 该机构与其他研究中心在 １９８０ 年联合研制出生长期较长的

新品种ꎬ 这些新品种减少了作物对于日光的依赖ꎮ 同时ꎬ 这些农业机构还致

力于使大豆生长免受干旱的困扰ꎬ 开发了更多的耐旱品种ꎬ 并改良土壤 (如
利用碳酸盐和硫酸钾) 以进一步巩固作物的根部系统ꎮ②

巴西农牧业研究院是巴西农业科技的领导力量ꎬ 充当农业科技普及与推

广的 “总部” 角色ꎮ １９７５ 年ꎬ 巴西政府在巴西农牧业研究院之下建立了国家

大豆研究中心ꎬ 该中心整合了 ８ 个国家级研究中心及 １０ 个州级研究机构的资

源ꎮ 该中心和稀树草原地区农业研究中心 (ＣＰＡＣ)③ 的专家合作研发出能够

抗大豆花叶病毒、 细菌脓包、 灰斑病、 茎溃疡和根结线虫的大豆品种ꎮ④ 这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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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新品种的适应性和土壤研究ꎮ 尽管该中心专门从事大豆项目研究的专家并不多ꎬ 但其科研能力却是

相对很强的ꎮ 该中心为巴西中西部地区带来了重大的技术进步ꎬ 使得大豆成为该地区重要的农产品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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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之后巴西大豆生产免遭大豆孢囊线虫 (这是一种对美国、 远东和世界其他

地区的大豆生产造成严重破坏的生物) 的影响ꎮ 国家大豆研究中心还致力于

提升大豆品质ꎬ 改善大豆口味以保证人们的营养需求ꎮ 在巴西农牧业研究院

的不懈努力下ꎬ 巴西成功实现了对大豆品种的改良ꎬ 将大豆种植扩展到热带

地区ꎬ 奠定了巴西成为世界大豆主要生产国的基础和地位ꎮ 同时ꎬ 大豆科技

推广所带来的大豆繁荣带动了南部和东南部一些州 (如巴拉那等) 的经济发

展ꎬ 这些地区在经历了咖啡繁荣之后经济一度低迷ꎬ 而大豆的扩张为它们的

再次崛起带来了希望ꎮ
３ 加大科技研发力度ꎬ 提升出口创汇水平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到 ９０ 年代不仅是巴西农业现代化进程的关键时期ꎬ 同时

也是巴西进口替代工业化迅速发展的时期ꎮ 在促进工业进步和提高出口创汇

能力的双重动力下ꎬ 巴西政府非常重视大豆加工业的发展ꎬ 尤其是大豆产品

研发等环节ꎮ 巴西政府积极组织相关农业技术专家对大豆的深加工技术进行

研究ꎬ 生产出高质量的豆饼和豆油ꎬ 提高大豆加工产品在大豆出口中的比重ꎬ
以追求更高的经济附加值ꎮ １９７５ 年ꎬ 从大豆及其制品中所得的外汇收入达到

１３ 亿美元ꎬ 大豆及其制品已经取代咖啡成为巴西最重要的出口产品ꎮ 到了

１９８１ 年ꎬ 大豆产业成为巴西最大的出口部门ꎬ 在出口总量中占 １３ ７％ ꎮ① 同

时ꎬ 政府采取一些措施以有效利用大豆作坊的生产能力ꎬ 提高大豆制成品的

生产率ꎮ
到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初ꎬ 在巴西政府农业科技政策的推动下ꎬ 巴西的大豆

产业已经取得了不少喜人的成就ꎮ 巴西已经培育出 １００ 余个大豆新品种ꎬ 热

带大豆品种的产量已达全国产量的 ７０％ 以上ꎮ② 大豆出口加工业取得了骄人

成绩ꎬ 大豆新品种抵御各类疾病的能力也显著增强ꎬ 大豆产业已经逐渐成为

巴西农业中的支柱部门ꎮ 不过在 ９０ 年代后ꎬ 由于新自由主义思潮在巴西开始

占据主导地位ꎬ 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大大减少ꎮ 同时受到财政危机和债务危机

的影响ꎬ 政府对大豆研究方面的资助也明显减少ꎬ 很多农业研究机构和农业

学校深受其影响ꎬ 如巴西农牧业研究院的研究经费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后大幅

度下降ꎬ 很多科研人员也因待遇较低、 发展前景不明朗而纷纷选择其他行业ꎮ
政府对坎皮纳斯农学院研究经费的削减也导致其在大豆研究方面的投入减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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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ꎬ 随着中国、 日本和非洲等国家和地区对巴西大豆的需求与日俱增ꎬ 巴

西大豆产业的发展势头仍十分强劲ꎬ 大豆仍是巴西最重要的出口创汇产品

之一ꎮ
(二) 加大财政支持力度ꎬ 鼓励国内外投资

巴西政府在对大豆生产给予技术支持的同时ꎬ 还在财政方面实行一系列

鼓励性政策以促进大豆产业的健康发展ꎮ 正如巴西国会议员费雷拉 (Ｆｅｒｒｅｉｒａ)
所说: “大豆一直被视为对国家有着战略意义的产品ꎬ 它不仅在技术进步中占

据着优先地位ꎬ 还得到政府给予农作物的最低价格和信贷计划等支持ꎮ”① 可

以说ꎬ 政府对大豆产业的财政支持政策是巴西大豆产业得以崛起的重要保障ꎬ
同时也是巴西大豆能够在世界大豆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的关键所在ꎮ

１ 政府的信贷支持

巴西的大豆生产得到了政府大量信贷支持ꎬ 帮助大豆生产者解决了大豆

病虫害和资金匮乏的问题ꎬ 保证了大豆生产的顺利进行ꎮ ２０ 世纪五六十年代ꎬ
霜灾一直严重影响到巴西咖啡生产ꎮ 对此ꎬ 在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后ꎬ 政府投入

大量补贴性投资和生产信贷来刺激以大豆为主的可替代性农作物的生产ꎮ 在

政府信贷政策的支持下ꎬ 圣保罗州的大豆产量从 １９６５ 年的 １ ８２ 万吨增长到

１９７９ 年的 １１０ 万吨ꎬ 同期巴拉那州的大豆产量从 ８ ３ 万吨增长到 ５４０ 万吨ꎮ
到了 １９７９ 年ꎬ 这两个州生产了巴西 ４３％ 的大豆ꎬ 而在 １９６５ 年时只有 １７％ ꎮ
大豆成为巴拉那州占据主导地位的农产品ꎮ 大豆加工企业也吸收了政府大量

的信贷资源ꎮ 在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和 ８０ 年代初ꎬ 国家经济发展银行为大豆加工

厂的建立和改进提供了 ５ ~ ６ 年期的贷款ꎬ 并对 ７０％的设备购置进行了资助ꎮ
政府设立了中西部法定基金 (ＦＣＣＯ)ꎬ 为大豆加工企业在中西部各州投资建

厂提供信贷ꎮ 政府的农业和工业通用基金 (ＦＵＮＡＧＲＩ) 也为大豆加工厂提供

了重要的信贷支持ꎮ②

从 １９７０ 年到 １９９０ 年ꎬ 尽管大豆产量在所有农产品产量中所占的比重只

有 １２％ ꎬ 但却吸收了所有政府性市场信贷的 １ / ５③ꎬ 由此可见大豆在政府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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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眼中的重要地位ꎮ 不过ꎬ 政府给予大豆的生产信贷主要流入到少数大豆种

植者手中ꎮ 尤其是那些在内陆地区进行农业垦殖的大豆生产者大获其利ꎬ 拉

大了与从事粮食种植的小农之间的收入差距ꎮ 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初ꎬ 随着国

家价格保障政策取消ꎬ 农业信贷也逐渐走向没落ꎮ
２ 政府收购与价格保护

大豆在巴西政府的价格支持政策中占有重要位置ꎬ 该项政策稳定了大豆

价格ꎬ 提升了大豆生产者的积极性ꎮ 以大豆生产基地塞拉多 (即巴西的稀树

草原地区) 为例ꎬ 大豆生产直接受惠于联邦政府的收购计划和贷款计划ꎬ
１９７０—１９９０ 年期间平均每年有 ２７％的大豆生产受到贷款计划的资助ꎮ 在 １９８５
年ꎬ 政府对该地区收购的大豆占到收购计划总量的 ９０％ ꎮ① 政府的收购计划

有助于减小新兴农业产区的生产风险ꎬ 尤其是边疆开发地区ꎬ 因为这些地方

的农民往往等到政府规定最低价格之后才开始种植大豆ꎮ
政府在能源领域实行的最低价格政策有利于大豆产业的发展ꎮ 随着巴西

农业生产日益机械化ꎬ 大豆生产需要大量的石灰石和化肥来开拓和耕种新的

土地ꎬ 因此交通运输成本就显得格外重要ꎮ １９８１—１９９２ 年ꎬ 巴西对能源实行

统一的国家最低保障价格②ꎬ 这项价格政策的实行有助于减少在生产和运输方

面的成本ꎬ 刺激边疆地区农业的发展ꎮ 该政策对于稀树草原地区的农业生产

起到了重大推动作用ꎬ 而且由于大豆是这一地区最重要的农作物ꎬ 所以大豆

生产者成为最大的受益者ꎮ
３ 税收优惠政策

巴西政府积极以税收为重要杠杆来调节巴西大豆生产ꎮ 巴西政府对大豆

产业实行了一系列税收优惠ꎬ 如在大豆生产和加工企业缴纳所得税方面的优

惠以及减少银行的间接债务税ꎮ 其他措施还包括直接税务减免、 信贷、 延期

纳税、 地区性的税收鼓励以及部门税收鼓励等ꎮ 这些政策的实行使大豆产业

得到了快速发展ꎮ 但是ꎬ 税收政策对大豆产业的负面影响却不容忽视ꎮ 在巴

西ꎬ 由于增值税是各州和市镇税收的主要来源ꎬ 在大豆产业中减少或免除这

项税收会减少地方政府的财政来源ꎬ 所以巴西政府的增值税率仍然保持在较

高的水平ꎮ 这项税赋的实行也不利于巴西大豆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力的提升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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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过重以及巴西大豆主产区基础设施建设相对滞后所导致的成本过高ꎬ 已

经对大豆产业的健康发展造成严重影响ꎮ
４ 鼓励国内外资本投资

巴西政府大力鼓励外国资本和本国民族资本家对大豆产业的投资ꎮ 一些

大型跨国公司和银行等积极参与巴西大豆出口事业ꎬ 如卡吉尔公司

(Ｃａｒｇｉｌｌ)、 大陆谷物公司 (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ａｌ Ｇｒａｉｎ) 等ꎮ 它们在巴西政府的支持和

允许下ꎬ 在巴西设有大量工厂ꎬ 用以加工供应外贸市场的大豆ꎮ 一些大型跨

国农业企业也纷纷进入巴西ꎬ 为巴西大豆产业提供大量资金和技术支持ꎬ 并

制定详尽周密的生产销售计划等ꎮ 巴西政府也鼓励本国民族资本投资大豆产

业ꎬ 但与外国资本相比ꎬ 本国资本处于相对次要的地位ꎮ 而且巴西政府的外

资政策为巴西大豆产业的独立发展和大豆贸易埋下了隐患ꎮ 由于长期依赖国

外资本投资于大豆生产ꎬ 且外资已经渗透到大豆的种植、 加工和销售等各个

环节ꎬ 每年的种植计划和种子提供等都是由国际大型农业机构制定并实施的ꎬ
导致巴西政府无法有效控制本国大豆产业的发展ꎬ 更无力影响国际大豆市场

的定价权ꎮ 自主权的缺失不仅使巴西在国际农产品市场上十分被动ꎬ 也损害

了大豆购买国的利益ꎮ
(三) 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ꎬ 完善大豆出口网络体系

强化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是推动农村经济发展、 促进农业和农村现代化的

重要措施之一ꎮ 对于巴西这样地区间发展差异较大、 内陆农业发展潜力巨大

的发展中国家来说ꎬ 以修建道路为代表的基础设施建设不仅会有力地加强内

陆与沿海地区之间的沟通ꎬ 更会为内陆地区农业发展注入新的活力ꎮ 正是巴

西政府加大力度强化农村基础设施建设ꎬ 使得内陆的大豆主产区与外部世界

联系得更加紧密ꎬ 扩大了巴西大豆在国际市场上的份额和竞争力ꎮ
中西部地区是巴西大豆的主产地ꎬ 同时也是开发较晚、 地理上相对封闭

的地区ꎮ 因此ꎬ 以马托格罗索州等为代表的中西部大豆主产区成为巴西政府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的重点ꎮ １９７５ 年实施的中部地区发展项目是巴西政府大力

推动中西部地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体现ꎮ 该项目的重点在于农村的主

干道建设和实现农村电气化的全覆盖ꎬ 政府头三年对该项目的财政投入为 １５
亿美元ꎮ 除此之外ꎬ 政府财政还拨出 １ ８ 亿美元用于道路、 电气化的直接投

资ꎬ 并给予 ４ １ 亿美元的金融支持ꎮ 大豆成为该计划受益最大的农作物ꎮ 在

该项目实施的稀树草原地区ꎬ 大豆种植面积从 １９７５ 年的 ８ ２ 万公顷上升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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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０ 年的 ５２ 万公顷ꎮ① 与此同时ꎬ 为了鼓励大豆生产并将这些大豆通过河流

和海运顺利出口到其他国家和地区ꎬ 巴西联邦政府与马托格罗索州合作修建

了 “大豆公路”ꎬ 将大豆主产区与沿海港口直接联系起来ꎬ 这样可以快速地将

大豆运至海港和河港等出口ꎮ
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后ꎬ 巴西大豆产量进一步增多ꎬ 对道路等基础设施的

要求也进一步加大ꎮ 尽管巴西政府当时财政比较紧张ꎬ 但在与大豆产品发展

密切相关的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并没有松懈ꎮ 巴西政府一方面将铁路和港口私

有化以争取更多的资金来源ꎬ 同时将相当一部分国有和私有资金投入到改善

道路和水路状况方面ꎬ 如修建了连接米纳斯吉拉斯州东北部与联邦区和贝洛

奥里藏特的铁路ꎬ 连接东北部的大豆产区和消费区的公路、 铁路和水道ꎬ 连

接巴西西部和大西洋沿岸的桑托斯和维多利亚的铁路等ꎮ② 由于这些道路多是

将大豆主产区与港口和主要城市连接起来ꎬ 因此使内陆地区的大豆能源源不

断地输送到国内外市场ꎬ 有效拉动了大豆主产区的经济发展ꎮ 至此ꎬ 以运输

大豆等农产品为主的巴西农村道路体系已经基本形成ꎮ 这些铁路、 公路和水

道将大豆从主产区更方便地运输到国内外市场ꎬ 这不仅极大地激发了大豆种

植者的热情ꎬ 而且有利于巴西政府出口创汇ꎮ 然而ꎬ 由于修建的大豆公路未

能与其他道路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ꎬ 各条道路 “各自为政”ꎬ 只服务于一项或

几项特定的任务ꎬ 也无法实现相关产业的前向和后向带动关系ꎬ 无法有效促

进其他相关产业的发展ꎮ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初席卷拉美的债务危机严重破坏了巴西经济的健康有序发

展ꎮ 巴西在 ２０ 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经济腾飞主要依靠大量向国外举债ꎬ 遵循

“高投入、 高发展” 以及 “先增长后分配” 的理念拉动了巴西经济的快速增

长ꎮ 然而ꎬ 债务危机导致巴西的外部资金链出现严重问题ꎬ 政府财政也陷于

困境ꎮ 在这种情况下ꎬ 巴西政府被迫减少了对包括大豆产业在内的国民经济各

部门的财政资助ꎬ 对大豆和大豆产品市场的干预在 １９８２ 年后也出现了放松的迹

象ꎮ １９８８ 年 ５ 月ꎬ 政府实行大豆和豆制品出口自由化政策ꎬ 并放松了对国内市

场的管控ꎮ 到了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后ꎬ 农业政策的自由化趋势日益明显ꎬ 大豆产

业得到的财政支持也进一步减少ꎮ 不过ꎬ 大豆在巴西农业中的重要地位已经奠

—３３１—

①

②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Ｃｕｒｔ Ｍｕｅｌｌｅｒꎬ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ｓ Ｇｏｖｅｒｎａｍｅｎｔａｉｓ ｅ Ｅｘｐａｎｓａｏ Ｒｅｃｅｎｔｅ ｄａ Ａｇｒｏｐｅｃｕａｒｉａ ｎｏ Ｃｅｎｔｒｏ －
Ｏｅｓｔｅ”ꎬ ｅｍ Ｐｌａｎｅｊａｍｅｎｔｏ 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ｓ Ｐｕｂｌｉｃａｓꎬ Ｖｏｌ ５２ꎬ Ｎｏ ３ꎬ １９９０ꎬ ｐｐ ４５ － ７４

Ｐｈｉｌｉｐ Ｗａｒｎｋｅｎꎬ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Ｇｒｏｗｔｈ ｏｆ ｔｈｅ Ｓｏｙｂｅａｎ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ｉｎ Ｂｒａｚｉｌꎬ Ａｍｅｓ: Ｉｏｗａ Ｓｔａｔ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１９９９ꎬ ｐ １０１



　 　 ２０１８ 年第 ６ 期

定ꎬ 巴西政府依靠主要出口农产品换取外汇来偿还债务的经济政策依然没有变ꎬ
政府对大豆的依赖并未减轻ꎬ 大豆产业并未受到实质性的不利影响ꎮ

二　 巴西大豆产业发展的成就与问题

巴西政府对大豆产业的相关政策产生了积极的成就ꎬ 这些成就不仅体现

在大豆产量和种植面积的快速增长ꎬ 促进巴西烤肉等行业的发展ꎬ 同时也增

加了政府的外汇收入ꎬ 改善了政府的财政状况ꎮ 巴西的大豆科技也走出国门

传播到其他发展中地区ꎬ 成为巴西农业的一张名片ꎮ 但与此同时ꎬ 大豆产业

发展也带来一定的问题ꎬ 例如相关基础设施建设对国家道路体系的系统化建

设、 对巴西的社会公平以及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也产生了一定的不利影响ꎮ
(一) 巴西大豆产业发展的积极成就

１ 巴西大豆产业的飞跃式发展

经过巴西政府和相关农业机构的努力ꎬ 到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ꎬ 巴西已经成

为世界大豆市场的主要供应国ꎮ① 巴西的大豆产量和种植面积得以迅速提升ꎬ
大豆种类也变得更加丰富ꎮ 在产量方面ꎬ １９７０ 年巴西的大豆产量不到世界总

产量的 ４％ ꎻ 到 ８０ 年代末巴西的大豆产量已经占到世界总产量的 ２３％ ꎬ 而种

植面积也达到了世界种植总面积的 ２７％ ꎮ 这段时间巴西的大豆产量从 １５ 亿吨

增长到 ２４０ 亿吨ꎬ 增长了 １５ 倍ꎮ １９９１—１９９５ 年ꎬ 巴西的年均大豆产量达到世

界总产量的 １８％ ꎮ １９７０—１９９６ 年ꎬ 世界大豆生产量增加了 ９４００ 万公吨ꎬ 其中

的 ２４００ 万公吨即增长总量的 ２６％ 归因于巴西大豆的生产ꎮ② 在种植面积上ꎬ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巴西大豆种植面积不超过 １０ 万公顷ꎬ 但在 ７０ 年代末超过了

８００ 万公顷ꎬ 到 １９８５ 年更是达到了 ９７０ 万公顷ꎮ③ 巴西现在已经培育出 １００ 余

个大豆新品种ꎬ 其热带大豆品种的产量已达全国产量的 ７０％ 以上ꎮ④ 大豆种

植早已不局限于南部几个州ꎬ 内陆地区纷纷引进大豆新品种ꎬ 大豆生产扩展

到全国范围内ꎬ 尤其是在马托格罗索州等中西部地区ꎮ 巴西的一些大豆种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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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跨越国界ꎬ 到巴拉圭、 玻利维亚等国从事大豆种植ꎬ 为这些地区带去了先

进的技术ꎮ 所以ꎬ 无论在产量的提升还是在种植地域的扩张方面ꎬ 巴西大豆产

业都是成功的ꎬ 这也为巴西农业大国地位的确立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ꎮ
２ 带动家禽业和烤肉业的发展

大豆的崛起和扩张刺激了巴西家禽业的发展ꎮ 大豆产量的迅速提升为家

禽业带来了丰富的饲料来源ꎬ 加之从美国引进集约化生产方式和管理方法

(包括基因材料、 结构设计、 营养和管理体系等)ꎬ 巴西现代化的家禽产业在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初得以兴起ꎮ① 禽肉产量从 １９７０ 年的 ２１ ７ 万公吨增长到 １９９０
年的 ２００ 万公吨ꎬ 到 １９９５ 年已达到 ３６５ 万公吨ꎬ 与牛肉产量持平ꎮ 家禽业的

发展为巴西普通民众提供了大量优质且廉价的蛋白质来源ꎬ 有利于巴西国内

的食品供给ꎬ 改善国民饮食结构ꎮ 巴西的烤肉业也直接受益于大豆的繁荣ꎮ
受到大豆扩张的影响ꎬ 巴西的烤肉业日益向边境大豆主产区发展ꎬ 并深入北

部和东北部市场ꎬ 提升了这些地区的消费能力ꎮ
３ 外汇的增加

巴西大豆产业的崛起有利于为政府创造更多的外汇ꎮ 正是在政府积极鼓

励性政策的指引下ꎬ 大豆产量和品质得以大幅提升ꎬ 出口量也随之猛增 (见
表 １)ꎮ 从表 １ 中不难看出ꎬ 除了在 １９８２ 年因受债务危机影响导致大豆减产及

出口水平降低外ꎬ 其余大部分时间内ꎬ 大豆出口都保持在较高的水平ꎬ 基本

呈现持续增长的趋势ꎮ 另外ꎬ 在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头 ５ 年ꎬ 大豆出口增速十分迅

猛ꎬ 这主要得益于巴西政府的内陆垦殖战略以及巴西农牧业研究院等研究机

构在大豆品种与种植技术研究方面的贡献ꎮ 出口的持续扩大为巴西政府换来

了巨额的外汇收入ꎬ 使政府更有能力支持进口替代工业化的深入发展ꎮ 同时

这些外汇也有助于抵御债务危机给巴西带来的不利影响ꎮ

表 １　 巴西大豆出口量和价值 (１９７０—１９９０ 年)

１９７０ １９７３ １９７５ １９８２ １９８５ １９９０

出口量 (千吨) ２８９６２３ １７８６１３８ ３３３４３３４ ５００８０４ ３４９１４８０ ４０７６８０３

出口值 (万美元) ２７０８ ４ ４９４１５ ３ ６８９００ ０ １２３４５ ７ ７６２６８ １ ９０９９２ ３

　 　 资料来源: 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贸易年鉴 (ＦＡＯꎬ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Ｙｅａｒｂｏｏｋ) １９７５、 １９８４、 １９８７、 １９９１
年的相关数据编制ꎮ

—５３１—

① Ｎ Ｇｉｕｌｉｅｔｔｉꎬ ｅｔ ａｌ ꎬ Ｄｉａｇｎｏｓｔｉｃｏ ｄａ Ａｖｉｃｕｌｔｕｒａ ｎｏ Ｂｒａｓｉｌꎬ １９７０ －７８: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ｉｃａｏ ｐａｒａ ｕｍ Ｐｒｏｇｒａｍａ
ｄｅ Ｄｅｓｅｎｖｏｌｖｉｍｅｎｔｏꎬ Ｓａｏ Ｐａｕｌｏ: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ｉａ ｄａ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ꎬ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ｏ ｄ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ａ Ａｇｒｉｃｏｌａꎬ １９８０ꎬ ｐ ２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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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为巴西和世界人民提供食用油来源

巴西政府鼓励生产更多的豆油来替代相对昂贵的其他种类油ꎬ 以满足国

内市场的需求ꎮ １９７０—１９８６ 年ꎬ 巴西豆油的消费量从 １９ ５ 万吨猛增至 ２００ 万

吨ꎮ① 更重要的是ꎬ 巴西豆油大量出口国外也为世界人民的营养需求提供了保

障ꎮ 巴西的大豆油物美价廉ꎬ 十分适合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普通民众消费ꎬ 为

他们提供了相对廉价的食用油来源ꎮ
５ 促进世界农业科技的进步

巴西大豆种植以及大豆科技发展的经验也有助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农业

发展和技术进步ꎮ 巴西热带大豆种质资源和研发的新品种向世界传播ꎬ 巴西

的大豆种植经验得到了推广ꎮ 巴西的大豆科技使得大豆能成功地在纬度 ０ ~ ５０
度之间的地区生长ꎬ 大豆产量在很多热带国家得以增长ꎬ 如哥伦比亚、 印度、
印度尼西亚、 尼日利亚、 斯里兰卡、 泰国和赞比亚等ꎮ 此外ꎬ 巴西国家大豆

研究中心的很多农业技术专家成为拉丁美洲、 非洲和亚洲地区国家的热带大

豆生产研究项目的顾问ꎬ 有部分专家甚至被其同行视为有世界级影响力的大

豆研究专家ꎮ 可以说ꎬ 巴西大豆研究成果有利于世界农业的健康发展ꎬ 推动

着世界范围内农业科技的进步ꎮ
(二) 巴西大豆产业发展存在的问题

大豆产业发展在提升巴西农业发展水平以及增加政府收入的同时ꎬ 也给

巴西国内基础设施建设、 社会公平及生态环境等方面带来不利影响ꎮ
１ 不利于道路交通体系的系统化建设

巴西大豆产业崛起过程中一个很大的缺陷就是没能有效带动内陆地区交

通等基础设施的系统性进步ꎮ 巴西政府为了方便将大豆运输到外部市场ꎬ 修

建了多条专门运输大豆的公路ꎮ 但是ꎬ 这些公路并没有与国内其他道路形成

发达顺畅的道路体系ꎬ 道路建设各自为政ꎬ 不仅与其他地方联通不方便ꎬ 也

很难带动本地区其他产业的发展ꎬ 在巴西内陆地区形成了一个个专门从事出

口经济的 “飞地”ꎬ 产业间的前后向带动关系并未有效发展起来ꎮ 而且ꎬ 由于

技术较为落后ꎬ 一些道路修完后无法正常运营ꎮ 例如ꎬ 很多道路修建在轨距、
用材等方面标准不一ꎬ 导致原有的道路与新修建的道路无法组成完整、 畅通

的交通网络ꎮ 即使是一些新修建的道路ꎬ 由于疏于维护和管理ꎬ 也无法为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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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Ｐｈｉｌｉｐ Ｗａｒｎｋｅｎꎬ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Ｇｒｏｗｔｈ ｏｆ ｔｈｅ Ｓｏｙｂｅａｎ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ｉｎ Ｂｒａｚｉｌꎬ Ａｍｅｓ: Ｉｏｗａ Ｓｔａｔ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１９９９ꎬ ｐ １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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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产品的运输提供长久的服务ꎬ 从而造成了资源上的严重浪费ꎮ
２ 加剧社会二元分化

大豆产业的崛起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巴西社会的二元分化程度ꎮ 在大豆

产业崛起的过程中ꎬ 由于政府在大豆科技的普及以及大豆信贷补贴政策方面

存在漏洞ꎬ 加上其他政治原因的共同作用 (如国会中大土地所有者以及农业

资本家等势力对政府决策的影响)ꎬ 获益的往往是那些大地产者和农业资本

家ꎬ 小农和无地农民获得的利益很少ꎮ 另外ꎬ 很多农民连土地都没有ꎬ 或者

只有很少量贫瘠的土地ꎬ 迫于生计ꎬ 他们只能将有限的土地主要用于粮食生

产ꎬ 很少种植大豆ꎬ 得到政府的支持自然就很少ꎮ 在 ２０ 世纪七八十年代ꎬ 巴

西政府的农业发展重点依然是出口农业ꎬ 尤其是像大豆、 肉类、 柑橘等在国

际市场上具有比较优势的农产品ꎬ 这样可以获取更多外汇以维持国家财政收

入平衡ꎮ 虽然在菲格雷多总统上台后巴西政府对粮食生产的关注度提升ꎬ 但

大豆等出口作物生产依然是政府关注的重点ꎬ 得到政府的财政支持相对较多ꎮ
出口作物生产者与粮食作物生产者之间的收入差距不仅没有缩小ꎬ 而且呈现

逐渐扩大趋势ꎮ 此外ꎬ 尽管巴西政府在历次土地改革中为小农和无地农民分

配了一定数量的土地ꎬ 但由于他们经营管理不善ꎬ 缺乏技术支持①ꎬ 缺少水源

和道路等基本的设施ꎬ 他们在获取土地之后很快又把土地卖给那些大地产者

和农业资本家ꎬ 导致土地占有的不合理状况进一步加剧ꎬ 农民的贫困化程度

也进一步加深ꎮ
３ 生态破坏

大豆种植在巴西的迅速扩张也对该国的生态环境造成了一定程度的破坏ꎮ
巴西大豆主产区位于内陆稀树草原以及南部各州ꎬ 这些地方的政府出于发展

地区经济和偿还外债的需要ꎬ 将大片草原和森林开发用于种植大豆ꎮ 之前生

活在这些地区的无地少地农民以及土生原住民 (这些地区是巴西印第安人等

少数族裔的重要聚居区) 很多都被迫迁往他处ꎮ 他们继续沿用刀耕火种的传

统耕作方式ꎬ 加速了森林砍伐和植被破坏ꎮ ２０ 世纪七八十年代成为巴西森林

植被退化速度最快的时期ꎮ 此外ꎬ 在很多地区 (如中西部稀树草原和亚马孙

被开垦的丛林地区)ꎬ 大豆的种植和生产缺乏规划ꎬ 忽视了土壤管理工作ꎬ 从

而造成大豆主产区生态环境的破坏ꎮ 尤其是在转基因大豆品种引进巴西并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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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这一方面是由于这些小农深居内陆偏远地区ꎬ 农业科技人员很难到达那里ꎬ 另一方面也与他

们那种与生俱来的对新技术的排斥心理有关ꎬ 当然更重要的还是他们没有足够的资金实力采纳新技术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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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化后ꎬ 大豆种植对土壤中的微生物群落结构及多样性等方面产生了不利影

响ꎮ 更重要的是ꎬ 随着化肥农药广泛施用于大豆生产ꎬ 大量的化肥农药浸入

土壤并污染了地下水源ꎬ 给广大农民以及附近城镇居民的生活用水带来较大

的安全隐患ꎮ 可以说ꎬ 大豆在巴西的大面积种植既给巴西政府和农民带来了

收益ꎬ 也为巴西经济、 社会及生态环境的长期可持续发展带来了诸多隐患ꎮ

三　 结论

大豆在巴西的扩张与繁荣是 “巴西农业现代化模式” 的重要体现ꎬ 这种

模式强调政府对农业生产的高度干预ꎮ 一方面ꎬ 国家在农业科技推广中发挥

着主导作用ꎬ 政府能够有效引领农业经济的发展ꎬ 促进农业增产ꎬ 极大地增

加了国家收入ꎬ 并推动了农业的现代化ꎮ 但另一方面ꎬ 农业的发展和现代化

高度依赖于政府的信贷、 补贴以及价格等方面的支持ꎬ 一旦国家经济状况出

现问题ꎬ 这种农业模式的发展和可持续性就会遭受严峻的挑战ꎮ 由于这种模

式是国家高度干预经济的产物ꎬ 所以就会不可避免地出现管得过死、 缺乏积

极性、 效率不高以及腐败丛生等行为ꎮ 这种模式忽视了社会公正问题ꎬ 对于

大豆产业而言ꎬ 它的繁荣在推动经济增长的同时ꎬ 却加剧了社会二元化程度ꎬ
不利于巴西社会的稳定ꎮ 另外ꎬ 该模式强调经济发展高于生态保护ꎬ 在很大

程度上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来换取经济的高速发展ꎮ 它在给巴西带来繁荣与增

长的同时ꎬ 也为今后巴西经济和社会的稳定带来了隐忧ꎮ
大豆在巴西的崛起为巴西带来了农业大国的光环ꎬ 大豆与咖啡、 甘蔗、

柑橘、 肉类等一起支撑着巴西农业在国际市场上的重要地位ꎮ 但是ꎬ 巴西还

远未摆脱国际大型农业跨国集团的掌控ꎮ 大豆的定价权依然掌握在国际四大

粮商手中ꎬ 巴西大豆在生产、 定价、 销售等各个环节依然受到国际粮商的掣

肘ꎮ 巴西与以中国为代表的大豆进口国之间的合作ꎬ 尤其是双方国有粮食企

业之间的合作还有待加强ꎮ 巴西必须加快具有实力的第三方农业咨询机构建

设ꎬ 加强大豆企业的信息情报分析能力ꎬ 对国际大豆市场进行全面跟踪和科

学研究ꎬ 加速建成国际大豆期货交易中心以摆脱跨国粮食集团的控制ꎬ 实现

自主发展ꎮ

(责任编辑　 黄 念)

—８３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