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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化肥行业力争到 2032年实现自给自足 

根据 IMARC Group 的一份最新报告，印度化肥行业有望实现强

劲增长，预计到 2032 年市场规模将达到 1.38 万亿印度卢比，2024-

2032 年的复合年增长率（CAGR）为 4.2%。这凸显了该行业在提高

印度农业生产力和粮食安全方面的重要作用。 

2023 年，在农业需求上升和政府战略性干预的推动下，印度化

肥行业市场规模达 9,421 亿卢比。2024 财年的印度化肥产量为 4,520

万吨，显示了印度化肥部政策的成功。印度是中国之后世界第二大水

果和蔬菜生产国，这一地位进一步推动了印度化肥行业的发展。 

印度政府的一些举措，如中央和邦政府的直接收入支持计划等，

提高了农民的流动性，增加了化肥投资。因有利于促进粮食安全，

PM-KISAN 和 PM-Garib Kalyan Yojana 等计划得到了联合国开发计划

署的认可。地缘政治格局也对印度化肥市场产生了影响，印度政府优

先考虑在国内生产纳米液体尿素，稳定市场价格。曼苏克·曼达维亚

（Mansukh Mandaviya）部长宣布，计划到 2025 年将纳米液体尿素生

产厂从 9 家增加到 13 家，预计产量为 4.4 亿瓶 500 毫升的纳米尿素和

磷酸二铵（DAP）。 

根据“自力更生印度（Atmanirbhar Bharat）”倡议，印度对化肥

进口的依赖度已显著降低。2024 财年，印度尿素进口量下降了 7%，

磷酸二铵进口量下降了 22%，氮磷钾复合肥下降了 21%，标志着印

度在实现自给自足和提高经济韧性方面迈出了重要一步。印度政府规

定，所有获得补贴的农业用尿素都必须涂上 100%的印楝涂层，以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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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养分利用率和作物产量、保持土壤健康，并防止尿素被转用于非农

业用途。 

印度已成为纳米农业投入品（包括纳米肥料和微量营养素）领域

的全球领先者，能够在不影响作物产量的情况下促进环境的可持续性。

印度政府计划通过加大纳米尿素的本地生产力度，到 2025-2026 年实

现尿素生产的自给自足。此外，Paramparagat Krishi Vikas Yojana

（PKVY）计划致力于促进有机农业，将在三年内为每公顷土地提供

50,000 印度卢比补贴，其中 31,000 印度卢比直接分配给农民用于购

买有机投入品。有机和生物肥料的市场潜力正在扩大。 

气候变化带来了重大挑战。预计到 2050 年，小麦产量可能减少

19.3%，到 2080 年可能减少 40%。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印度“国家

可持续农业使命”（NMSA）正在实施相关战略，以提高印度农业对

气候变化的适应能力。印度政府还致力于重启塔尔切尔（Talcher）、

拉马贡丹（Ramagundam）、戈勒克布尔（Gorakhpur）、辛德里

（Sindri）和巴劳尼（Barauni）等地区已关闭的化肥厂，并教育农民

平衡施肥、提高作物产量及使用有成本效益的补贴化肥的好处。持续

研究和创新对开发新型肥料和改进现有肥料都非常重要。 

（来源：indbi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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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政府将帮助农民支付化肥费用 

泰国政府表示，将推出一项共同支付计划，为 400 多万水稻种植家

庭购买化肥提供支持。 

6 月 15 日，泰国商务部长 Phumtham Wechayachai 在出席全国稻米

管理政策委员会会议后表示，今年的大米价格比去年好，政府已做好帮

助农民的准备。 

截至目前，泰国政府已向农民提供了大量补贴，引导他们寻求更好

的生产方法，降低生产成本。最近，政府又推出了一个化肥项目，并郑

重承诺承担一半的费用。 

该项目将通过泰国农业与农业合作社银行（Bank for Agriculture 

and Agricultural Cooperatives）的移动应用程序来实施，向所有农民开

放。同时，政府还将邀请化肥供应商加入该项目，以统一价格，解决农

民对近期化肥价格飙升的担忧。 

Phumtham 部长表示，这些肥料配方有望提高产量，也有助于缓解

高成本问题。全国稻米管理政策委员会已原则上同意了该项共同支付化

肥费用项目。 

该项目将为在泰国农业推广局（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Extension，

DAE）注册的农民购买化学肥料和有机肥料提供财政支持，每莱最多资

助 500 泰铢，每户家庭最多资助 20 莱。目前，已有 468 万户家庭注册。 

泰国政府将为该项目拨款 299 亿泰铢。Phumtham 部长表示，预计

泰国农业推广局将在本月提交预算给内阁批准，以便将这笔资金分配给

农民，用于 2024/2025 年度的下一季水稻作物。 

（来源: bangkokp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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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挝政府将持续改善农民生计 

老挝政府将继续改善该国北部波乔省（Bokeo）农民的生活水平，

帮助他们提高农业收入。 

据老挝新闻社 6 月 4 日报道，老挝农林部与国际计划老挝分会

（Plan International Laos）合作，启动了“改善农村企业农业生计

（Rural Enterprise for Agricultural Livelihood，REAL）”项目的第二

阶段，旨在提高波乔省 2,000 多户家庭的能力和技能，为其赋能。 

国际计划老挝分会是一家独立的发展和人道主义组织，致力于促

进儿童权利保护和女童平等。该组织于 2007 年开始在老挝运营。 

“改善农村企业农业生计”项目第二阶段的时间跨度为 2024 年

至 2026 年，目标是位于老挝首都万象西北约 350 公里处的波乔省的

五个地区。 

该项目旨在通过帮助目标家庭到有良好收益的农业综合企业就业

和提供就业机会，来改善生计、创造收入、提高生活水平，从而促进

农村经济发展和减贫。 

该项目支持波乔省努力实现农业现代化、提高粮食安全。报道称，

项目还将致力于增加经济出路并将小农纳入价值链。 

（来源: news.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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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甸仰光省农业局将种植 110多万英亩季风水稻 

缅甸仰光省农业局称，其计划在仰光省种植 1,148,222 英亩的季

风水稻，其中在栋瓜（Thongwa）镇种植 153,667 英亩季风水稻。 

2023-2024 年度，仰光省有 9 个县的 18 个镇共种植了 1,148,222

英亩季风水稻，预计种植面积为 1,145,000 英亩。2024-2025 年度，季

风水稻的种植面积预计为 1,148,222 英亩，截至 5 月 31 日，已种植了

36,709 英亩。岱枝镇（Taikkyi）季风水稻的种植面积为 127,893 英亩，

排名第二，克耶镇（Kayan）的种植面积为 110,693 英亩，排名第三。 

仰光市是缅甸的商业城市，缅甸政府除了推动该市工业部门发展

外，还努力促进其农业和畜牧业发展。同时，随着水稻种植率逐年提

高，有充足的水稻供当地居民消费，农民也扩大了他们的水稻种植面

积。种植的水稻品种包括 Pawsan、Ngasein、Ngakywe、Shwewah 

Tun、Sin Thukha、90-day、Yakyaw、Hmawby3、Hmawby2 和

Meedone 等。 

第二类作物包括黑豆、绿豆、花生、芝麻和向日葵，采用两季种

植。在季风水稻季，30 家公司、7 家合作社和 1 家碾米厂提出动议，

利用国家经济促进基金在 5 个县的 12 个镇种植 91,056 英亩水稻。此

外，仰光省农业局将在 2024-2025 财政年度利用农业机械化部门的地

区支出预算，购买 2,500 台滚筒播种机。 

该部门还开展了讨论、谈话、培训和示范活动，以便通过采用良

好农业规范（GAP）系统，提高估算率和亩产率。 

（来源：Global New Light Of Myanm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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柬埔寨橡胶行业出口创收逾 1.65亿美元 

柬埔寨农林渔业部橡胶总局的报告显示，2024 年前 5 个月，柬埔

寨出口了超过 11 万吨干橡胶，比 2023 年同期增长了 2.43%。 

柬埔寨橡胶总局代理局长 Khun Kakada 在报告中称，2024 年 1-5

月，柬埔寨橡胶产品出口额超过 1.65 亿美元，同比增长近 13%。柬

埔寨橡胶总面积为 407,172 公顷，其中橡胶种植面积为 320,184 公顷，

占橡胶总面积的 78.64%，养护面积为 86,988 公顷，占 21.36%。 

Khun Kakada 局长补充说，柬埔寨农工业橡胶面积为 226,840 公

顷，占 55.71%，家庭橡胶种植园面积为 180,332 公顷，占 44.29%。 

今年前五个月，柬埔寨的橡胶产量为 109,945 吨，比去年同期增

加了 1,727 吨，增幅为 1.60%。 

Kakada 局长表示，“截至 2024 年 5 月，柬埔寨的干橡胶出口量

为 110,772 吨，比去年同期增加了 2,624 吨，增幅 2.43%；橡胶出口

额超过 1.655 亿美元，同比增长了 12.96%”。 

2024 年 5 月份，柬埔寨橡胶的平均销售价格为每吨 1,552 美元，

比 4 月份上涨了 20 美元，涨幅 1.30%；比去年同期上涨了 132 美元，

涨幅 9.30%。 

柬埔寨橡胶总局表示，该部门将继续努力实施计划，取得良好成

果，同时继续与农业部、国有橡胶种植园、经济用地特许经营商、家

庭橡胶种植园、加工厂和采购办公室合作，促进橡胶技术和橡胶数据

收集。 

Kakada 局长强调：“我们将继续与国内和国际橡胶协会在橡胶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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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开发方面进行合作”。 

值得注意的是，2023 年，柬埔寨的橡胶及橡胶制品出口额达

9.19 亿美元，同比增长了 69.6%。柬埔寨的橡胶出口市场主要包括中

国、越南、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和欧盟。 

根据柬埔寨橡胶总局的数据，柬埔寨在 2023 年出口了 368,048

吨干橡胶，比 2022 年的 372,903 吨，微降了 1.3%；出口额 4.906 亿

美元，比 2022 年的 5.276 亿美元下降了 7%。 

Chea Sayin 是柬埔寨特本克蒙省（Tbong Khmum）美莫特区

（Memot）的橡胶种植园主。他在 6 月 13 日告诉《高棉时报》，干橡

胶的成本很高。 

他说，湿橡胶的成本为每公斤 2,500-2,800 瑞尔，而干橡胶的成

本为每公斤 3,000-3,500 瑞尔。 

Chea Sayin 称：“我从 2002 年开始种植橡胶，现在有五公顷的橡

胶种植园。橡胶市场一直很好，价格很高，经销商会来橡胶种植园购

买。” 

“我认为种植橡胶比种其他作物好。虽然种植橡胶要等生长许多

年才能收获，但我们可以收获很多年。” 

他补充说，橡胶的最佳收割月份是在寒冷季节。 

（来源: khmertimesk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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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价值、多部门思维推动越南农产品发展 

2024 年 1-5 月，越南农林渔业产品出口显著增加，出口总额达

211.4 亿美元，同比增长 21%。 

几乎所有农产品的价格都有所上涨 

越南农业与农村发展部（MARD）报告称，2024 年 1-5 月，越南

各类农林牧渔业产品出口额都增加，因此农林牧渔业产品的总出口额

增长。具体看，农产品出口额 131.1 亿美元，增长 27.7%；林产品出

口额 65.8 亿美元，增长 22.7%；水产品出口额 35 亿美元，增长 3.6%；

畜产品出口额 1.99 亿美元，增长了 5.6%。 

值得注意的是，与去年同期相比，有几种农产品的出口价格显著

增长。具体看，大米的平均价格上涨 20.5%至 648 美元/吨，咖啡的平

均价格上涨 49.9%至 3,482 美元/吨，橡胶的平均价格上涨 8.8%至

1,504 美元/吨，胡椒的平均价格上涨 39.3%至 4,308 美元/吨。 

越南主要农、林、渔业产品的出口额同比均有所增长。具体看，

木材及木制品出口额达 61.4 亿美元，同比增长 23.6%。咖啡出口额为

29 亿美元，同比增长 44.1%，出口量为 83.3 万吨。大米出口额达

26.5 亿美元，增长 38.2%，出口量为 415 万吨。腰果出口额为 15.5 亿

美元，同比增长 19.3%，出口量为 28.8 万吨，同比增长 30.6%。水果

和蔬菜出口额达 25.9 亿美元，同比增长 28.1%。虾类出口额为 13 亿

美元，增长 7.5%。 

1-5 月，越南农、林、渔业产品对全球各大市场的出口额均有所

增长。具体看，对亚洲的出口额增长了 17.5%，达 113.1 亿美元。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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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洲的出口额增长了 23.1%，至 54 亿美元；对欧洲的出口额增长了

39.4%，为 32 亿美元。对非洲的出口额增长了 26.1%，至 4.59 亿美

元；对大洋洲的出口额增长了 24.8%，至 3.41 亿美元。 

美国、中国和日本仍然是越南的三大主要出口市场。与 2023 年

同期相比，越南对美国的农林渔业产品出口额同比增长了 23.9%，占

其出口总额的 20.6%；对中国的出口额增长了 8.6%，占其出口总额

的 19.2%；对日本的出口额增长了 6.6%，占 6.7%。 

除传统市场外，越南的农林渔业产品还打入了澳大利亚、新加坡、

清真食品（穆斯林国家）、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等一些很有潜力的专

业市场。 

越南果蔬协会秘书长邓福原（Dang Phuc Nguyen）先生称，越南

果蔬行业正在经历显著增长，今年出口额有望实现创纪录的 60 亿至

65 亿美元。原先生强调说，除中国外，越南果蔬产品对欧洲、美洲、

大洋洲和非洲等其他地区的出口也十分强劲。 

自 2023 年年中以来，越南大米出口持续保持增长势头。目前越

南大米的市场价格仍然较高，平均每吨约 650 美元。此外，越南大米

的出口市场正在稳步扩张，不仅集中在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

亚等传统国家，而且还扩大到欧盟、美国和其他亚洲市场。 

最近，新加坡成为越南的另一个主要大米出口国，出口额约为

3,615 万新加坡元，同比增长了 80.46%。 

农业生产观念的变化促进了农业繁荣 

正如越南农业与农村发展部部长黎明欢（Le Minh Hoan）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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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农业发展不仅仅包括避免使用化肥、植物保护剂和污染土地与

环境的有害化学品，还涉及实施能给农民带来显著经济效益的解决方

案。 

黎明欢部长表示：“可持续农业生产需要长期和持续的过程，不

能操之过急，要有深思熟虑的发展战略，同时也要避免短期思维陷阱。

农民和政府部门应该优先考虑认真实施科学和技术解决方法，而不是

匆忙地追求经济回报。金钱是非常宝贵的，是维持日常生活的手段，

但一味追求经济回报会让我们的诚信受损”。 

黎明欢部长补充说，“什么是诚信？农产品是由农民生产并交付

给消费者的。以诚信为准则生产的大米有可能影响和改变人类的行为。

因此，让我们以最大的奉献精神和精力努力工作，最终的成果将是实

实在在、令人振奋的。” 

越南农业与农村发展部副部长冯德进（Phung Duc Tien）表示，

今年前 5 个月，越南农林渔业产品出口取得了成功，这归功于越南农

业与农村发展部及整个农业行业的主动、积极和努力创新。这些努力

包括向越南政府和越南总理提供建议，与各部委、部门和地方政府进

行协调，以及有效落实所提出的任务和解决方案。 

这需要相关人员从农产品生产转向农业经济学研究，从关注单一

部门发展转向推动多部门合作与发展，倡导将不同价值观融入农林渔

业产品，并从建立农业供应链转向发展产业链。 

此外，越南在扩大市场准入、争取新合同方面的努力也取得了积

极成果，出口总额大幅增长 21%。冯德进先生举例说，目前，许多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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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和木制品出口公司的订单已经排到 8 月份，有些订单甚至排到了

2024 年底。 

冯德进副部长表示，越南农业部门除了满足国内 1 亿人口的市场

需求外，还将采取措施，加强对中国、美国、日本和欧洲等市场的农

林渔业产品出口。同时，清真穆斯林国家、中东和非洲等新兴潜在市

场的出现，也将为越南扩大产品出口创造机会。 

此外，该行业还将利用相关自由贸易协定，特别是全面与进步跨

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和欧盟与越南自由贸易协定

（EVFTA），促进重要农林渔业产品的出口。农业部门还将协助企业

获得新的出口合同，并共同保护越南有前景的海外出口商品商标和地

理标志。 

（来源：nongnghi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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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粮农组织预计： 

富有吸引力的价格将促进柬埔寨稻米产量提高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联合国粮农组织）表示，预计 2024/25

财年全球稻米产量将同比增长 0.9%，达到创纪录的 5.349 亿吨。 

联合国粮农组织 2024 年 6 月 13 日在罗马发布的《世界粮食展望》

中表示，预计亚洲将成为本财年粮食增产的主要地区，该地区粮食总

产量将增长 0.6%，达到 4.789 亿吨。这份半年度报告称，“在亚洲，

由于种植条件改善和政府的大力支持，孟加拉国、印度和菲律宾的农

作物都获得了大丰收。”“此外，由于价格诱人，种植面积扩大，也将

提高柬埔寨、尼泊尔和巴基斯坦的粮食产量。” 

联合国粮农组织预计，随着产量提高，中国稻米种植面积将在三

年缩减后扩大。伊拉克、伊朗和土耳其的稻米产量也有望回升。 

而亚洲其他地区，前景就没那么乐观了。 

联合国粮农组织表示：“泰国因为种植季初期干旱可能导致种植

延迟，再加上已宣布的泰国政府支持计划改革的不确定性，使得该国

大米产量回升态势受挫”。 

韩国、缅甸、马来西亚、东帝汶、越南和印度尼西亚因厄尔尼诺

带来异常干旱，作物生长受到不利影响，农作物产量预计将会下降，

印度尼西亚尤为明显。 

联合国粮农组织表示，东南亚出口国中，越南的出口前景“黯

淡”，缅甸的出口前景“低于潜力”，泰国“仍可能接近 2023 年的强

劲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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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机构表示，“由于越南国内消费和再出口跨境需求强劲，柬埔

寨的出口前景也很乐观”。 

该组织预计，柬埔寨今年的大米产量将增长 1.8%，达到 790 万

吨；去年已超过巴西和日本，成为世界第十大稻米生产国。 

预计中国将成为本财年最大的稻米生产国，其次是印度、孟加拉

国、印度尼西亚、越南、泰国、缅甸、菲律宾和巴基斯坦。 

（来源: khmertimesk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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