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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2024财年印度从中国进口了 186.5万吨尿素
和 225.8万吨磷钾肥 

2024 年 8 月 6 日，印度政府向议会通报称，2023-2024 财年，印度

从中国进口了 186.5 万吨尿素和 225.8 万吨磷酸盐和钾肥（磷钾肥）。 

印度化工与化肥国务部长 Anupriya Patel 在提交给联邦院的书面答

复中表示：“印度政府通过化肥部用政府账户进口尿素（用于农业用途），

以弥补产量与预估需求之间的缺口。” 

数据显示，印度在 2023-2024 财年进口了 704.2 万吨尿素，进口额

26 亿美元。其中从中国进口尿素 186.5 万吨，进口额 7.3 亿美元。 

Patel 表示：“磷钾肥属于营养素补贴计划（NBS）下开放普通许可

证（OGL）的产品。各公司可按照商业条款进口这些肥料。” 

化肥部没有保存磷钾肥的进口额数据。 

印度在 2023-2024 财年共进口了 1065.3 万吨磷钾肥，其中 225.8 万

吨进口自中国。 

Patel 表示：“为了实现国内尿素自给自足，印度政府授权通过由指

定国有企业（PSU）组成的合资公司（JVC）恢复印度化肥公司（FCIL）

在拉马古恩达姆（特伦甘纳邦）、戈勒克布尔（北方邦）、辛德里（贾坎

德邦）和塔尔切尔（奥里萨邦）的工厂，以及印度斯坦化肥公司

（HFCL）在巴劳尼（比哈尔邦）的工厂，建立年产能达 127 万吨的氨-

尿素新工厂”。 

拉马古恩达姆和戈勒克布尔的工厂已分别于 2021 年 3 月 22 日和

2021 年 12 月 7 日投产。 

巴劳尼和辛德里的工厂也已分别于 2022 年 10 月 18 日和 2022 年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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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5 日开始生产尿素。 

Patel 称：“这些工厂投产后，印度国内尿素年产量增加了 508 万吨。” 

她指出，印度政府自 2010 年 4 月 1 日起实施了磷钾肥营养素补贴

政策。 

依照该政策，印度政府每年或每两年根据肥料的营养成分为通告的

磷钾肥提供固定金额的补贴。化肥公司根据市场动态将最高零售价控制

在合理价位，并由印度政府对价格实施监控。 

该部长表示：“在确定营养素补贴计划的补贴率时，印度政府会考

虑多种因素，包括农民购买通告中磷钾肥的承受能力。”  

（来源: indiat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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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前 8个月 

柬埔寨精米出口额达 3.05亿美元 

柬埔寨稻米联合会（Cambodia Rice Federation）9 月 6 日发布的

新闻称，2024 年前 8 个月，柬埔寨出口了 412023 吨精米，出口额达

3.05 亿美元，共有 53 家公司向全球 65 个国家和地区出口精米，中国

仍是主要进口国之一。 

同期，柬埔寨向中国出口了 77792 吨精米，总收入近 4890 万美

元。 

柬埔寨出口的大米包括香米、白米、蒸谷米和有机米等。  

柬埔寨农林渔业部副国务秘书兼发言人 Im Rachna 表示，中国是

柬埔寨农产品的主要市场之一。 

她对新华社记者说：“中国和其他国家购买我们的农产品，不仅

极大推动了柬埔寨农业部门的发展，还为柬埔寨人民，特别是广大农

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 

（来源: khmertimesk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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柬埔寨和印尼加快推进大米贸易谅解备忘录签署 

随着 2023 年柬埔寨与印度尼西亚双边贸易额超过 10 亿美元，两

国政府于 2024 年 8 月 22 日在金边举行的会议上达成共识，决定加快

签署大米贸易的谅解备忘录。 

根据柬埔寨和印度尼西亚双边合作联合委员会第五次会议成果的

相关新闻报道，柬埔寨副首相兼外交与国际合作部部长宋金达（Sok 

Chenda Sophea）与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外交部长蕾特诺·马尔苏迪

（Retno L.P. Marsudi）对两国双边贸易的稳步增长表示非常满意。 

宋金达和蕾特诺·马尔苏迪共同主持了在金边举行的双边合作联

合委员会第五次会议。 

双方对上次柬-印尼双边合作联合委员会在印尼雅加达举行会议

以来多个领域取得的进展表示高度满意。 

新闻报道中说：“在经济领域，双方对两国 2023 年贸易额超过

10 亿美元、双边贸易持续稳定增长态势表示满意。同时，一致同意

加速推进双边大米贸易谅解备忘录的达成”。 

“两位部长都强调了粮食安全的重要性，承诺将加快实施 2023

年 9 月签署的农业合作谅解备忘录，并签署中小企业合作谅解备忘

录”。 

为了增强两国间的互联互通，促进更深层次的经济文化交流，两

位部长一致同意努力推动两国旅游城市之间增设直航航班，争取尽早

签署文化合作谅解备忘录。双方还同意续签暹粒省与中爪哇省的友好

省合作关系，并建立金边市与西苏门答腊省间的友好省市合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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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促进双向投资，会议一致同意加强柬埔寨发展理事会与

印度尼西亚投资部之间的合作，同时欢迎印度尼西亚 Perum BULOG

公司到柬埔寨发展农业业务，建设大米加工厂和仓库。 

会议期间，两国还就其他重要合作领域进行了广泛讨论，包括能

源、信息与通信技术、卫生、流域管理、工业、数字化以及劳工与职

业培训。 

双方还讨论了一些地区和国际问题，并一致认为和平对社会经济

发展至关重要。 

柬埔寨与印度尼西亚的外交部长还重申了在国际舞台上相互支持

加强合作的决心。 

双方在会议结束时签署了双边合作联合委员会第五次会议纪要。

双边合作联合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将于 2026 年在印度尼西亚举行。 

柬埔寨于 2024 年 8 月 20 日至 21 日在金边主办了双边合作联合

委员会第五次会议。 

8 月 21 日，蕾特诺·马尔苏迪在和平宫礼节性拜访了柬埔寨首相

洪玛奈。 

2024 年是柬埔寨与印度尼西亚建交 65 周年，洪玛奈和蕾特

诺·马尔苏迪高度评价两国关系的进展，并讨论了在经贸、农业、旅

游、人文交流以及国防和安全等关键潜力领域继续推动双边合作的方

式。 

（来源: khmertimesk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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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甸 2024年 4-7月 

向国际市场出口鱼类超 87,800吨 

据缅甸渔业部的消息，2024-2025 财年前四个月（自 4 月 1 日开

始），缅甸向国际市场出口各种鱼类超过 87800 吨，总出口额达到

9848 万美元。 

其中，通过海运贸易出口鱼类约 6575 万美元，通过陆路边境出

口鱼类 3273.6 万美元。 

缅甸通过海运贸易向日本、欧洲国家、中国和泰国出口渔业产品，

同时还通过陆路边境（木姐、妙瓦底、高当、实兑、丹老和孟都）向

邻国供应鱼、虾、对虾和其他海产品。 

根据缅甸渔业联合会的数据，缅甸出口至海外市场的鱼类超过

20 种，包括鲥鱼、罗胡鱼、鲶鱼和海鲈鱼。 

缅甸向 40 多个国家出口渔业产品，主要销往泰国和中国。 

（来源: gnl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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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市场助力越南椰子出口猛增 

越南官员表示，新鲜椰子对越南农产品出口的贡献越来越大，对中

国出口量的增加将对越南经济产生重大影响。 

越南农业与农村发展部作物生产司副司长阮国孟（Nguyễn Quốc 

Mạnh）表示，近期两国已正式签署了越南新鲜椰子出口至中国的植物

检疫要求议定书，将极大促进越南椰子更大规模、可持续地进入这一广

阔市场。 

除中国外，印度和中东地区对越南椰子的需求也很强劲。越南椰子

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曹巴登科阿（Cao Bá Đăng Khoa）表示，预计

2024 年越南椰子出口将取得重大突破，出口额有望达到 2.5 亿美元。 

越南椰子在全球市场上占据重要地位，种植面积和产量在全球排名

第六位。越南有约 20 万公顷的椰子种植园，年产量高达 210 万吨。 

根据越南重点经济作物发展规划，越南计划到 2030 年，将椰子种

植面积扩大至 21 万公顷。湄公河三角洲将是重点发展区域，种植面积

将达到 17.5 万公顷，而中南沿海地区将达到 2 万公顷。 

预计到 2030 年，越南 30%以上的椰子种植面积将遵循良好农业规

范（GAP）和相应标准，约 30%的椰子种植区将获得认证。种植园将采

用间作、综合农业等创新耕作技术来提高土地生产力。  

阮国孟还强调椰子种植区在发展生态旅游方面的巨大潜力。他表示，

这些地区可以通过开发园区游览、品尝当地美食、参观传统手工艺和椰

子加工设施等体验，打造独具魅力的“一乡一品”项目，增加旅游收入。 

（来源: vietnam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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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甸建设首座米糠油工厂 

以提升国内油脂自给能力 

缅甸米糠油有限公司 2024 年 9 月 9 日的声明称，缅甸正在内比都

联邦区的彬马那县建设国内首座米糠油工厂。 

在缅甸政府和缅甸稻米联合会的指导下，缅甸米糠油有限公司自

2024 年 2 月起着手启动该项目的建设，包括一座日处理能力达 200 吨的

原料米糠油工厂及一座日处理能力达 50 吨的炼油厂。 

该公司表示，工厂建成后将具备年产 90000 吨原料油和 6300 吨精

炼油的生产能力。 

生产米糠油旨在大幅提升缅甸国内食用油的自给率，并开拓米糠油

作为新型农产品出口的国际市场潜力。此外，该项目还有望为当地创造

大量就业机会，有力推动地方经济的发展。 

该公司补充说，生产米糠油不仅将促进缅甸农业及稻米产业的发展，

还将增加当地米厂企业主的收入。 

另据官方媒体报道，缅甸稻米联合会主席吴耶敏昂（U Ye Min 

Aung）预计，这座米糠油工厂有望在 2025 年初正式投入运营。 

（来源: news.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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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通过合作社提供全面农业服务： 

面向农民和农村地区的综合解决方案 

越南和丰（Hoa Phong）农业服务合作社提供多样化的生产和贸易

服务，为其成员提供专门支持。 

维持内部贷款服务 

在位于越南富安省西和县和丰乡的和丰农业服务合作社，阮文东

（Nguyen Van Dong）主任正忙着审核合作社成员的内部贷款服务。当

地提供这项服务的合作社越来越少，由于资金回收困难，少数仍保留这

类项目的合作社通常也只提供金额较小的贷款。 

根据阮文东主任介绍，合作社每年会拨出大约 50 亿越南盾用于内

部贷款，帮助合作社成员投资农业生产、发展多种职业、满足劳动力需

求、提供稳定就业并增加家庭收入。 

该合作社自 1995 年成立以来，一直提供这项服务，每年约有 400

至 500 名合作社成员申请内部贷款，贷款期限为 12 个月，利率与农业

银行的利率相当。从 2024 年 7 月 1 日起，月利率调整为 0.75%，与当

地政策银行的利率一致。2023 年，和丰合作社发放了约 44 亿越南盾的

内部贷款。 

美清中 2 村（My Thanh Trung 2 Village）的农民阮文清（Nguyen 

Van Thanh）也是合作社成员，据他介绍，和丰合作社一直为成员提供

专门支持。急需资金的农民可以轻松获得贷款，贷款办理手续简单，只

需提供农业土地证书即可。合作社最高可提供 2000 万越南盾的贷款，

帮助成员购买更多耕牛和饲料，解决财务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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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项水稻生产综合服务 

水稻是和丰合作社的主要农作物，种植面积总计 577 公顷。据阮文

东主任介绍，为了帮助成员降低投入成本、提高生产力和作物质量，合

作社提供六项综合服务解决方案，包括土地整理、种子供应、施肥、病

虫害防治、内部灌溉和收割。 

该乡每种作物 90%以上的种植土地均已实现机械化耕作，这使合作

社成员能够按照既定的农耕计划进行种植。此外，85%以上的水稻种植

面积均使用经认证的种子。目前，合作社管理着超过 64 公里的灌溉渠

道，有 24 名灌溉工作人员，他们定期监测并管理 577 公顷生产用地的

水资源分配，支持一年两季的水稻种植。 

关于肥料和植保农药产品，阮文东主任表示，该乡在各村设立有当

地分销商，合作社会为成员垫付这些物资的费用，成员可在每个收获季

结束时付款。合作社负责保证这些农用物资的质量和数量，而当地分销

商负责将物资从仓库运送到各个农场，并按照合作社的定价销售，然后

在农民收获后收款上交给合作社。 

阮文东主任解释说：“我们会根据物资的销售量向分销商支付佣金，

销售量超过 10 吨的将额外获得每吨 6 万越南盾的折扣。” 

美清中 2 村的分销商黎志谭（Le Chi Tam）称，当地农民对合作社

多年来垫付农资款服务表示满意，当地近 90%的农民都会使用这项服务。

根据不同产品类型，每袋农资的信贷销售价格仅增加 8000 到 10000 越

南盾。分销商平均每年向农民供应约 40 吨各类产品。 

值得一提的是，合作社还提供农业推广服务，设有一个有 70 名成

员的农业推广俱乐部。俱乐部每季度召开一次会议，讨论农业生产和经



12 
 

济高效的生产模式。这一解决方案使合作社成员能够采用综合病虫害管

理（IPM）、“一必须，五减少”和“三减三增”的做法，以及条播和撒

播技术。这些做法有助于减少作物病虫害，提高产量，并最大限度地减

少农业生产对环境的影响。 

致力于恢复蚕桑业 

桑树是和丰乡的另一种重要作物。这里的人们种植桑树和发展养蚕

业已有 30 多年历史，而越南各省也仅有富安省发展了蚕桑业。但是，

受近期天气变化和市场波动影响，蚕茧利润降低，当地许多家庭被迫放

弃蚕桑养殖，转而种植其他作物。为应对这一挑战，和丰合作社从 2023

年 8 月起致力于帮助成员恢复蚕桑业。 

阮文东主任补充道，合作社目前正在 1.1 公顷土地上开发一种新的

桑树品种，预计将在 2024 年 8 月底首次收获桑叶。合作社还组织了 30

名农民进行实地考察，推广养蚕业。此外，还派出 4 名工作人员前往平

定省学习高效养蚕的经验。 

阮文东主任表示:“考察结束后，我们将在合作社建立一个示范试点，

将这些知识传授给当地农民。采用这种新方法后，蚕茧产量将比之前翻

一倍，而且蚕更健康，病害更少，养殖照料工作随之减少，农民的利润

也将比种植水稻高出 3 至 4 倍。” 

最近，西和县人民议会批准支持该合作社投资一个占地 200 平方米

的集中养蚕设施，预算为 12 亿越南盾。到 2025 年或 2026 年，在农民

广泛采用新的养蚕方法后，合作社计划在全乡推广这一模式。合作社将

实施蚕种自给自足，同时负责为当地农民采购和销售所有产品。  

（来源: nongnghi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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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新增三家禽类加工厂获准对华出口 

泰国畜牧业发展司宣布，近期又有三家泰国禽类加工和生产企业

获得中国海关总署批准将向中国出口。至此，获得授权批准向中国出

口禽类产品的泰国加工厂数量已增至 26 家。 

中国不断批准泰国家禽出口设施，充分显示了其对泰国严格管控

和监管体系的信任。泰国严格遵守良好卫生规范（GHP）和危害分析

及关键控制点（HACCP）系统等国际标准，确保产品质量和安全。 

这些国际标准的应用，确保泰国能够符合泰国农业与合作社部和

中国海关总署所签署协议的各项要求，涵盖冷冻禽类产品出口的检验、

检疫和兽医卫生等方面。 

中国是泰国重要的贸易伙伴，尤其是在畜牧业方面，冷冻禽类产

品是泰国的主要出口产品之一。泰中两国牢固的双边关系促进了双方

在政策制定和实际操作层面的密切协作，确保所有出口活动严格遵循

既定的标准与条件。 

2023 年，泰国对中国的冷冻禽类产品出口额为 169 亿泰铢。

2024 年上半年（1 月至 6 月）出口额超过 80 亿泰铢，预计 2024 年的

总出口额将超过 180 亿泰铢。 

泰国禽类产品出口的增长不仅仅是在中国市场，其对全球其他市

场的出口也显著增长，包括日本、英国、欧洲、马来西亚和韩国。  

2023 年泰国禽类出口总额为 1499.75 亿泰铢。据泰国媒体“即时

新闻”（KhaoSod）报道，2024 年上半年（1-6 月）泰国禽类出口额为

767.45 亿泰铢，较上年同期增长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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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畜牧业发展司司长颂川·拉塔纳蒙卡拉农（Somchuan 

Ratanamungklanon）表示，该部门管理的禽类养殖厂不断获得对华出

口批准，充分证明泰国畜牧业保持了高标准。 

（来源: thethaiger） 

 

 

 

 

 

 

 

 

为了更好地传播交流东盟及周边国家农业农资经贸信息，促进双

边、多边贸易合作，中国东盟农资商会从 2021 年年末开启东盟农业

经贸信息收集工作，已整理翻译丰富信息资料。商会从 2022 年 6 月

起定期编发《东盟农业信息摘要》，分享给会员企业和相关单位。  

更多东盟国家资讯、报告、供需等中英文信息，请登录“澜湄农

业农资经贸技术综合信息平台”（pt.cacac.com.cn）或“中国东盟农资

网”（商会官方网站）。也可直接与商会工作人员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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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周予晴              邮  箱：cacac2015@163.com    

地  址：北京市宣武门外大街甲 1 号环球财讯中心 C 座 15 层 

邮  编：100052               电  话：010-59337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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