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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 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的意见》延续了“三农”工作的核心地位，聚焦粮食安全、农村改革、科技创新和城乡融合等领

域。其中，多项政策直接或间接影响农产品期货市场，涉及粮食生产、大豆扩种、农业保险、科

技应用及特色产业发展等方面。 

一、分析 

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的核心内容包括稳定粮食播种面积，主攻单产和品质提升，确保粮食稳

产丰产。文件强调了进一步扩大粮食单产提升工程实施规模，促进大面积增产，并加力落实新一

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任务。此外，文件还提出了多措并举巩固大豆扩种成果，完善玉米大豆生

产者补贴、稻谷补贴政策，稳定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政策，以及推动扩大稻谷、小麦、玉米、大豆

完全成本保险和种植收入保险投保面积等具体措施。 

2024年与2025年文件对比 

相同点 

1、都强调了“三农”工作的重要性，提出了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确保不发生规模性返贫，提升

乡村产业发展水平、提升乡村建设水平、提升乡村治理水平的任务。 

2、都强调农机装备高质量发展和智慧农业应用。 

3、都强调了稳定粮食播种面积、通过提升单产实现粮食丰产、巩固大豆扩种成果。 

4、都延续玉米、大豆生产者补贴、稻谷补贴及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政策。 

不同点 

1、2025年文件中，将“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任务”的表述，由2024年的“扎实推进”升级

为“加力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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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25年文件中，在完全成本保险和种植收入保险政策方面将“大豆有序扩面”变为“推动扩大

大豆投保面积”。 

3、2025年文件中没有“支持东北地区发展大豆等农产品全产业链加工”相关表述。 

4、2025年文件首次提出“农业新质生产力”，涵盖生物育种、无人机、人工智能等技术，明确通

过科技重塑农业生产效率。 

二、展望 

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的发布，对农产品期货市场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政策支持力度的加大、对

大豆等农产品全产业链加工的支持、农业科技的发展以及风险管理工具的推广等方面。这些政策

的实施，可能会提高农产品的供应量，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生产效率和质量，为农产品生产者提

供更多的风险保障，从而影响期货价格。 

1、粮食作物整体格局：单产提升与结构优化并行 

2025年文件延续对主粮产能提升的重视，但政策重心进一步从“扩面积”转向“提效率”。   

玉米：在维持生产者补贴稳定的背景下，单产提升工程或通过耐密品种推广、水肥一体化等

技术落地，可能推动玉米产量再创新高，但需警惕种植面积受大豆补贴挤压的风险。若国际玉米

价格持续低位运行，国内深加工需求（如燃料乙醇、淀粉）可能成为价格支撑的关键。   

小麦与稻谷：最低收购价政策或保持“温和托底”，叠加完全成本保险覆盖范围扩大，农户

种植风险降低，但需关注库存去化节奏对市场的影响。若极端天气（如厄尔尼诺引发的干旱）导

致国际小麦减产，国内进口依赖度较低的背景下，小麦期货或呈现阶段性波动。   

2、经济作物：政策引导与市场调节结合 

棉花：虽未在文件中直接提及，但新疆棉花目标价格补贴政策延续，叠加纺织出口需求回暖

，棉价或维持区间震荡，需关注机械化采收推广对成本下移的长期影响。   

糖料：国内甘蔗收购价与进口糖配额政策仍是关键变量。若巴西、印度糖产量超预期，国内

糖价可能承压，但制糖企业通过期货套保或增强价格韧性。   

3、畜牧产业链：饲料成本与需求双线博弈、 

豆粕：国产大豆增产对豆粕供应补充有限，进口依存度仍高。若南美天气扰动导致国际大豆

价格波动，国内豆粕期货或联动上涨，但需警惕生猪存栏低位对需求的抑制。   

玉米饲用需求：深加工与饲料需求竞争加剧，若养殖利润回升带动补栏，玉米价格中枢或上

移，但需关注替代品（如进口高粱、大麦）的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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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区域发展与政策差异化 

东北地区：玉米-大豆轮作补贴或进一步细化，推动种植结构动态平衡。若转基因大豆试点扩

大，需警惕非转基因品种溢价与市场分化的长期影响。   

南方地区：稻谷“单改双”政策可能局部重启，优质籼稻品种推广或提升期货交割品价值，

但需防范稻谷库存高企对价格的压制。   

5、风险与机遇：气候与贸易的双重挑战 

天气风险：2025年厄尔尼诺现象概率增加，或对南北产区播种、收割造成阶段性冲击，需关

注气象模型对期货市场情绪的影响。   

国际贸易：全球粮食保护主义抬头背景下，国内进口依赖度较高的品种（如大豆、棕榈油）

可能面临供应链扰动，期货市场波动性或加剧。   

6、技术创新与长期趋势 

种业振兴：生物育种产业化提速，若转基因玉米商业化种植范围扩大，可能重塑国内玉米供

需格局，带动期货合约标准调整预期。   

绿色农业：化肥农药减量政策或推高种植成本，但对有机农产品期货（如绿豆、杂粮）的需

求潜力或逐步释放，形成细分市场机会。   

2025年政策在稳产基调下，更强调“质量增效”与“风险管控”，不同农产品期货将呈现分

化逻辑：主粮类（玉米、小麦、稻谷）：政策托底与单产提升共振，价格波动趋缓但结构性机会

依存；油料类（大豆、菜籽）：进口成本与国内产能博弈加剧，内外盘联动性增强； 经济作物（

棉花、糖）：供需紧平衡下，政策与国际贸易因素主导波段行情。 市场需动态关注政策细化措施

（如补贴发放节奏、保险赔付标准）及极端天气对产能的实际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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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中的信息均来源于公开资料，华鑫期货研究所及相关研究人员力求准确可靠，但对这些

信息的准确性及完整性不作任何保证。我们已力求文章内容客观、公正，但文章中的信息与所表

达的观点不构成所述期货买卖的出价或询价的依据，该等信息、意见并未考虑到获取本文人员的

具体投资目的、财务状况以及特定需求，在任何时候均不构成对任何人的个人推荐。对依据或者

使用本文所造成的一切后果，华鑫期货及其关联人员均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本文中的资料、意见、预测均只反映文章初次发布时的判断，可能会随时调整。该等意见、

评估及预测无需通知即可随时更改。华鑫期货没有将此意见及建议向文章所有接收者进行更新的

义务。本文仅供内部参考交流使用，不构成投资建议。如未经授权，私自转载或者转发本文，所

引起的一切后果及法律责任由私自转载或转发者承担。华鑫期货将保留随时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权

利。 

华鑫期货研究所立足诚信和专业，秉承“高效研究 创造价值”的理念，深谙“知微见著,臻

于至善”的投研内核，并基于宏观、产业、市场风偏和估值构建“四维一体”决策模型，助力各

类客户包括产业型客户和交易型客户的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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