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尿素宣传材料 

第一部分 尿素现货基础知识 

一、尿素产业概述 

（一）尿素的特点 

尿素，又称脲、碳酰胺或碳酰二胺，由氨和二氧化碳在

高压下合成，约含46%氮，是 常用的脱水氮肥产品。尿素是

大的化肥品种，我国是世界上 大的尿素生产、消费和出

口国家。尿素主要具备以下特点： 

1.产品质量稳定，用途较为广泛 

尿素从粒度看，有大、小颗粒之分，尿素产品标准（GB 

2440－2017）中，对于粒径范围的规定共有4个，分别为：

0.85-2.80毫米，1.18-3.35毫米，2.00-4.75毫米，4.00-8.00

毫米。目前消费者常见的小颗粒尿素粒径约为1.5毫米左右，

大颗粒尿素一般为2.00-4.75毫米，此外还有7毫米以上的尿

素丸。 

尿素从质量品级看，可分为优等品和合格品，分类依据

是尿素国家标准GB 2440-2017中的指标：总氮(N)含量、缩二

脲含量、水份含量等。当前市场上，常见的农业用优等品为

氮含量﹥46%的尿素，合格品则为氮含量﹥45%的尿素。 

尿素从用途看，主要分为农业用和工业用两类，其中，

农业上又分为直接施用和加工复合肥两种；工业上，主要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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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是作为高聚物合成材料的原料，如作为尿素甲醛树脂和三

聚氰胺-甲醛树脂的原料，用作塑料、喷漆、粘合剂等。 

2.生产工艺成熟，我国生产原材料以煤为主 

我国尿素生产原料以煤和天然气为主，2017年，全国尿

素产能8200万吨。以煤为原料的尿素（简称“煤头尿素”）产

能6068万吨，占比74%，其中，以无烟煤为原料的尿素产能约

占50%，以烟煤、褐煤为原料的尿素产能约占24%；以天然气

为原料的尿素（简称“气头尿素”）产能1084万吨，占比22%；

此外，还有少部分尿素产能以焦炉气为原料，约占总产能的

4%。其生产流程见图1。 

 

图 1 尿素生产流程图 

3.大小颗粒尿素的差别 

从生产方式上来看，小颗粒尿素主要依靠塔式喷淋造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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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塔式喷淋造粒是将尿液通过蒸发增浓至99.7%后送至

造粒塔顶部喷头，在喷头的旋转作用下，利用离心力使尿液

从喷头的小孔喷出形成液滴，液滴在下落的过程中，与空气

逆流接触，逐步冷却结晶成粒，落至塔底后，通过刮料机送

至下料斗。 

大颗粒尿素无法像小颗粒一样通过喷头直接造粒，而是

要在小颗粒尿素的基础上，经过二次造粒生成。二次造粒主

要采用流化床涂敷造粒方法，其基本原理是将溶液、悬浮液

或熔融液喷到已干燥或部分干燥颗粒的流化床床层内，在同

一设备内一步完成蒸发、结晶、干燥的造粒过程。液体喷涂

到床层颗粒表面后，热空气和颗粒本身显热足以使涂层物料

水分迅速蒸发干燥，这样就产生了颗粒表面逐层涂敷而形成

大颗粒。 

大小颗粒尿素的产品质量差异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

面： 

表 1 大小颗粒尿素差异对比表 

项目 小颗粒（塔式喷淋） 
大颗粒（Hydro 流化

床） 

产品形状 球形 接近球形 

缩二脲含量% 0.8～1.0 0.8～1.0 

平均粒径 mm 1.7 2.5 

含水量% 0.3 0.2 

静态强度 N/粒 10～13 30～35 

大块 不产生 产生 

筛分 不要求 要求 

总体而言，当前的技术下，大颗粒尿素是在小颗粒尿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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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础上二次加工而成。对农业用途而言，小颗粒形状规则，

方便各类肥料掺和、均匀施入土壤。大颗粒尿素颗粒密实，

粒径大，缓释性强，有利于提高氮的利用率。另外，大颗粒

尿素与小颗粒尿素相对具有更大的强度和密度，适用于飞机

撒洒等大面积施肥方式，更加利于未来的高度机械化运营。 

   （二）我国尿素行业集中度 

2017年，中国共有尿素生产企业123家，尿素产能在百万

吨以上的企业达到22家，产能总和达到3695万吨，占总产能

46.96%；产能在50-100万之间的中型企业39家，总产能2574

万吨，占全国总量的32.71%；50万吨以下小型企业62家，产

能占20.32%。目前，随着国家对化肥行业的结构调整和行业

自身的发展状况，尿素企业呈现大型化、集团化的态势。 

尿素行业现有的大型生产集团主要有晋煤集团、湖北宜

化、阳煤集团、中石油、中国兵器集团和云天化集团等。从

2016-2017年情况来看，尿素受上游影响较大，煤头企业中，

晋煤集团2017年产能仍居第一，产能1514万吨，占比17.8%。 

2017年中国晋煤集团、湖北宜化、阳煤集团、中石油等

前七大尿素企业集团总产能近3126万吨，约占全国总产能的

38.12%，产能及占比较往年略有下滑。从未来发展看，受西

北大规模新增非上述集团产能投放的影响，中国各大尿素集

团产能占比、产量将继续下滑，同时因为多数集团内下属30

万吨以下尿素企业较多，落后产能淘汰的影响将会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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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中国重点尿素生产集团 

时间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指标 产能 产量 产能 产量 产能 产量 产能 产量 

晋煤

集团 
1402 1185 1514 

1324

（1498） 
1514 1270 1514 1180 

宜化

集团 
636 564 636 556 636 550 636 240 

阳煤

集团 
530 405 610 444 420 412.5 406 418 

中石

油 
540 249 540 226 382 180 442 148 

中国

兵器

工业

集团 

310 260 180 162 156 52 156 52 

云天

化 
216 216 216 153 200 120 120 122 

中海

油 
184 184 244 239 236 234 236 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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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2017 年中国尿素企业集团产能对比 

 

  图 3 2017 年中国尿素企业集团产量对比	

二、生产情况 

（一）尿素生产原料 

尿素的生产原料主要为煤或天然气，“富煤贫油少气”的

能源状况决定了中国的尿素生产以煤炭为主，天然气为辅。 

2017年，全国尿素总产能为8200万吨，煤头尿素占比

71.83%，气头尿素占比24.12%，  “十三五”期间关停尿素

产能1300万吨，严格淘汰开工率低、连年亏损、半停产及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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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为56.92%，其中煤头尿素企业开工率为58.28 %，气头尿素

企业开工率为27.6 %。由于环保限气等原因，气头开工创新

低。 

尿素的生产成本主要包括原料价格、电费和加工费等。

煤头尿素的生产成本主要由“两煤一电”组成，“两煤”是原

料煤和燃料煤，其中，当前的原料煤有无烟煤，部分新装置

开始使用烟煤；燃料煤主要是动力煤（通常使用4500-5000大

卡的动力煤，其中5000大卡的动力煤为主流）；两煤一电的成

本占尿素总成本的70%左右。气头尿素的生产成本主要由天

然气价格、电费和加工费组成。生产一吨尿素需消耗600-800

立方米天然气。 

（二）尿素产能与产量 

目前，我国已成为世界上第一大尿素生产国。2015年尿

素产能突破9000万吨，达9132万吨，产量增长至7492万吨，

整个行业产能过剩。2016年尿素产能为8500万吨，产量为

6658.68万吨，同比下降27.62%。2017年尿素产能为8200万吨，

产量为5540万吨，同比下降1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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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4 2010-2017 年中国尿素产能产量图 

近年中国尿素产能产量维持高速增长态势，但煤头、气

头产能产量却出现分化。2015年前，得益于煤炭价格持续走

低，煤头尿素产能产量双重增长趋势明显。之后随着环保因

素的影响，煤炭价格的提升，产能产量下降。同期，受制于

气荒和天然气价格上涨等因素的影响，气头尿素产能产量增

长缓慢。2016年起受国家去产能、环保、煤改气等政策影响，

气头尿素产能产量进一步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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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2011-2017 年中国煤头/气头尿素产能/产量对比 

（三）尿素产能区域分布 

我国尿素产能主要集中在华北、西北地区，2017年华北

地区产能约为2240万吨，占全国总产能的29%,山东总产能

1005万吨，占华北地区的44%，占全国总产能的13%。西北地

区（青海、甘肃、宁夏、陕西）凭借丰富的原料资源优势，

新增尿素产能不断释放，2017年产能达588万吨，占全国总产

能的7%。其中新疆、内蒙古产能分别为725、780万吨，占全

国总产能的19.3%。此外，西南、华中、华东、东北和华南地

区尿素产能分别占全国总产能的10%、14%、和23.4%、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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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2017 中国各区域尿素产能分布图 

表 3 2013-2017 年中国各省尿素产能对比 

单位：万吨 

区域 省份  2016 年  2017 年 

华北 

山西 960 940 

河北 672 520 

天津 0 0 

内蒙古 767 780 

    2399 2240 

西北 

新疆 725 725 

宁夏 204 204 

陕西 228 214 

青海 100 100 

甘肃 70 70 

西藏 0 0 

    1327 1313 

西南 

四川 414 376 

贵州 60 60 

重庆 203 221 

云南 125 125 

西南

10% 

华北
29%

华中
14%

华东
23% 东北

5%

华南
2%

西北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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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2 782 

华中 

湖北 305 245 

湖南 55 0 

河南 820 787 

江西 20 20 

    1200 1052 

华东 

山东 1125 1005 

江苏 295 415 

安徽 365 365 

浙江 18 0 

福建 75 36 

    1878 1821 

  黑龙江 185 160 

       东北 吉林 64 96 

  辽宁 64 129 

    313 385 

华南 

广西 80 55 

广东 0 0 

海南 140 132 

  220 187 

我国尿素产量和产能分布大体一致，主要集中在山东、

河南、山西、内蒙古、新疆、河北等华北、西北地区，2017

年上述区域产量合计4757万吨，占全国总产量的61.14%。 

表 4 2013-2017 年中国各省尿素产量统计表 

单位：万吨 

省市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省市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山东 1,079 982 992 840.9 760 云南 185 146 187 150.6 148.5 

河南 769 866 945 879.3 790 贵州 233 204 167 165 43 

山西 879 893 879 848 542 海南 75 60 139 111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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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 194 244 562 474 441.5 辽宁 136 117 103 93 69 

新疆 569 471 486 494 462 黑龙江 125 91 100 129.5 120 

河北 383 385 406 409 368 广西 75 60 66 36 60 

四川 458 381 401 320 306 甘肃 89 59 60 27.4 25 

湖北 408 420 400 315 208 宁夏 111 55 44 52 109 

安徽 321 329 359 304 297 湖南 94 37 40 16 0 

陕西 119 302 304 224.5 225 福建 66 47 39 27.7 0 

江苏 308 251 270 273 265 吉林 44 31 37 11 66 

江西 178 227 240 225.7 0 浙江 22 19 21 13 0 

重庆 210 192 191 139.5 105 天津 0 1 0 0 0 

（三）小颗粒尿素产能情况 

从不同粒度尿素产能情况分析，小颗粒尿素产能占总产

能的80%左右。近年来，小颗粒尿素产能持续增加，但占比略

有下降。2011年我国小颗粒尿素产能5955万吨，占总产能的

85.9%；大颗粒尿素产能971万吨，约占14.1%。 2017年小颗

粒尿素产能为5455万吨占总产能的76.3%，比2011年下降

9.6%；大颗粒尿素的产能1688万吨，约占23.7%。 

 

图 7  2011-2017 年我国大小颗粒尿素产能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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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质量标准来看，生产出来的小颗粒尿素基本都符合农

用国标合格品以上的标准。 

三、尿素需求情况 

（一）尿素需求总量 

中国尿素主要下游需求分为农业需求和工业需求。其中

农业需求为作物直接施用和制作复合肥，直接施用主要以玉

米、水稻等大田作物为主。工业需求主要分为人造板、三聚

氰胺、烟气脱硝以及另外的小工业需求等。 

2017年，尿素总消费量约5527万吨，同比下滑3.03%；其

中农业领域消费3965万吨，同比减少8.2%；工业领域消费约

1562万吨，同比增长13.2%。 

 

图 8 2017 年中国尿素下游需求分布对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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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尿素需求的地域性分布 

2017年，中国工农业总需求量5527万吨 

表 5 中国各省尿素理论调出量对比 

省份 调出量 省份 调出量 省份 调出量 省份 调出量 

山西 758.4 贵州 62.8 湖北 -2.78 浙江 -114.7 

山东 570.5 海南 67.1 辽宁 -11.58 广西 -125.4 

新疆 308.5 安徽 46.5 重庆 -10.26 江西 -137.2 

河南 148.5 陕西 42.5 四川 -23.69 天津 -128 

河北 120.9 云南 29.4 福建 -35.14 湖南 -138.1 

宁夏 55.2 青海 18.2 黑龙江 -58.7 吉林 -170.2 

内蒙古 85.42 甘肃 11.2 江苏 -92.1 广东 -159.8 

 

从各省情况看，农业直接施用尿素消费量排名前五的是：

山东、河南、江苏、四川、安徽，合计消费量占全国农业直

接施用尿素消费量的33.59%；复合肥用尿素消费量排名前五

的是：山东、河南、湖北、安徽、河北，合计消费量占全国

复合肥用尿素消费量的45.12%；农业用尿素消费量排名前五

的是：山东、河南、江苏、湖北、安徽，合计消费量占全国

农业用尿素消费量的32.14%；尿素消费总量排名前五的是：

山东、河南、江苏、安徽、湖北，合计消费量占全国尿素消

费量的35.46%。由此可知，产粮大省如山东、河南、江苏、

湖北、安徽等地用肥量较为可观，同时也是重要的复合肥产

区，因此尿素消耗量总体位居全国各地区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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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2017 年中国各省主要工农业尿素需求量对比 

省份 农业施用 复合肥 人造板 
三聚氰

胺 

需求总

量 

山东 245 140 135 65.22 585.22 

河南 223 105 67 74.4 469.4 

江苏 220 46 97 11.4 374.4 

湖北 145 96 32 13.8 286.8 

四川 183 32 26 78.65 317.35 

安徽 177 58 35 26.4 296.4 

河北 152 56 31 23.6 258.05 

湖南 145 23 32 0 200 

新疆 145 13 2 23.4 183.4 

广西 111 8 70 0 189 

吉林 115 45 22 0 182 

广东 110 25 38 0 173 

黑龙江 129 31 13 0 173 

江西 116 29 23 0 168 

内蒙古 138 22 8 0 168 

云南 120 30 9 0 159 

辽宁 112 28 12 0 152 

重庆 99 26 2 7.8 134.8 

浙江 110 15 12 0 137 

贵州 105 19 9 0 133 

天津 87 20 17 0 124 

福建 42 27 33 0 102 

陕西 84 12 3 0 99 

山西 65 7 2 11.1 85.1 

甘肃 67 6 0 0 73 

海南 53 16 2 0 71 

宁夏 27 5 1 0 33 

青海 8 2 0 0 10 

西藏 7 0 0 0 7 

总计 3340 942 733 335.77   

 

（三）尿素需求的季节性分布 

2017年，中国尿素主要工农业季节性需求对比显示，1-

4月为传统的春耕季节，需求总量1780万吨左右，占全国总消

费量的32.20%； 5-7月为传统的用肥旺季，南北方大田作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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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肥开始，同时工业需求较为旺盛，需求总量约2400万吨，

约占全国总消费量的43.42%；8-12月需求减少至1347万吨，

占全国总消费量的24.37%左右。 

表 7 2017 年各季节消费量前十位的省市 

                 单位：万吨 

省份 

1-4 月份 

省份 

5-7 月份 
省

份 

8-12 月份 

合计 
占各省

比 
合计 

占各省

比 
合计 

占各省

比 

山东 
145.

9 
14.55% 山东 

215.

7 
16.42% 

山

东 

174.

5 
20.50% 

河南 
138.

9 
13.85% 河南 

197.

6 
15.04% 

安

徽 
98.7 11.59% 

江苏 
105.

7 
10.54% 江苏 174 13.25% 

河

南 

102.

4 
12.03% 

内蒙

古 

104.

7 
10.44% 四川 

147.

8 
11.25% 

江

苏 

114.

5 
13.45% 

湖北 97.6 9.73% 湖北 
122.

1 
9.30% 

湖

北 
83.4 9.80% 

四川 92.8 9.25% 河北 
112.

5 
8.56% 

四

川 
69.1 8.12% 

安徽 88.3 8.81% 湖南 93.8 7.14% 
河

北 
64.4 7.56% 

河北 84.4 8.42% 安徽 86.5 6.59% 
吉

林 
49.8 5.85% 

新疆 78 7.78% 
黑龙

江 
85.2 6.49% 

广

东 
49.7 5.84% 

江西 66.5 6.63% 重庆 78.3 5.96% 
广

西 
44.8 5.26% 

   

四、储存流通情况 

（一）尿素储存情况 

尿素为白色或微黄色结晶或颗粒，化学性质稳定，具有

一定的吸湿性，与温湿度的变化有密切的关系：常温下，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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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湿度小于70%时，吸湿性不大，但当温度超过20℃，相对湿

度大于80%时，1个月内就会溶化成液体。在保质期，可长时

间储存，但实际中，尿素易受潮板结，影响使用。因此尿素

需要贮存在干燥、通风良好、温度在20度以下的地方。 

经郑商所储存实验发现，符合交割品品级的尿素在干燥、

通风良好、温度在20度以下的仓库内储存4个月，不影响二次

销售和下游使用。因此，合理地储存尿素对于保持尿素的商

品性以及流通性具有重要意义。 

（二）尿素流通情况 

1.主要运输方式 

据调查，中国130家左右尿素企业中，汽车运输（简称“汽

运”）为主要的运输方式，其所占比例超54%；铁路运输（简

称“火运”）比例次之，约39%；水路运输（简称“火运”）

方式仅在南方部分企业采用，约占7%。以华北地区为例，区

域内，汽运和火运都比较发达，汽运占全国汽车运输总量的

37.03%，火运占全国铁路运输总量的51.59%。详细情况见下

表所示。 

表 8 中国尿素各区域运输方式占全国比例情况 

区域 汽运比例 火运比例 水运比例 

东北 3.28% 8.32% 0.00% 

西北 18.58% 20.10% 0.00% 

华北 37.03% 51.59%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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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 4.98% 2.43% 24.70% 

华中 14.36% 8.73% 13.92% 

华南 1.77% 0.61% 25.60% 

西南 20.01% 8.22% 35.78% 

合计 100% 100% 100% 

2.贸易流通方向 

华北地区、东北地区和西北地区是尿素贸易较多的三大

区域。 

华北地区作为全国尿素生产、消费双强市场，目前除满

足区域内自用外，依靠发达的铁路、公路运输网络，外运尿

素主要输送至东北、华中、华东和华南等尿素稀缺市场；但

随着近年竞争压力持续增加，外运范围不断被压缩，流向西

南、华南等地货源减少。 

东北地区则是主要的尿素流入地区，当地企业较少，需

求量较多，货源主要来自华北、西北地区，近年华北地区企

业在东北的市场占有率遭受西北货源的冲击，西北货源凭借

低成本优势在东北市场的占有率逐步提高。 

西北地区近年产能持续增加，但需求量有限，被迫向港

口或国内其余地区输送货源，目前主要目的地为东北、华北、

华中地区，部分企业凭借其低成本优势，部分货源流向华南、

西南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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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我国重点省市尿素贸易情况表 

省

份 
输出地 输入地 港口 集散地 

山

东 

河北、河南、江苏、安

徽、湖北、湖南、江西、

浙江、广东、广西、黑龙

江、吉林、辽宁、内蒙古 

河北、河南、

山西、内蒙

古、陕西、甘

肃、江苏 

烟台港、黄岛

港、青岛港、

日照港、龙口

港、连云港、

镇江港、鲅鱼

圈 

临沂、

菏泽 

山

西 

山东、河北、河南、陕

西、甘肃、宁夏、内蒙

古、黑龙江、吉林、辽

宁、安徽、江苏、江西、

浙江、湖北、湖南、广

东、广西、贵州、云南 

河北、河南、

山东 

烟台港、黄岛

港、青岛港、

连云港、鲅鱼

圈 

太原、

晋城、

阳泉 

河

南 

河北、山东、山西、江

苏、安徽、湖北、湖南、

江西、浙江、广东、广

西、黑龙江、吉林、辽

宁、内蒙古 

山东、河北、

山西、内蒙

古、安徽、陕

西、湖北 

烟台、连云

港、鲅鱼圈 

驻马

店、新

乡、周

口、南

阳 

新

疆 

甘肃、宁夏、陕西、内蒙

古、山东、河北、河南、

江苏、安徽、广东、广

西、湖北、湖南 

- 
烟台、连云

港、鲅鱼圈 

乌鲁木

齐、阿

克苏 

河

北 

山东、河南、安徽、江

苏、湖北、湖南、黑龙

江、吉林、辽宁、内蒙古 

山东、河南、

山西、内蒙

古、陕西、宁

夏、新疆、 

烟台、连云

港、鲅鱼圈 

廊坊、

唐山 

安

徽 

江苏、河南、湖北、湖

南、浙江、江西、广东、

广西、福建 

山东、河北、

河南、山西、

江苏、内蒙

古、陕西、甘

肃、宁夏、新

疆、四川、重

庆、湖北 

烟台港、连云

港、镇江港、

南通 

蚌埠、

阜阳、

合肥 

江

苏 

山东、安徽、湖南、湖

北、江西、浙江、广东、

福建 

山东、河南、

山西、江苏、

内蒙古、陕

西、甘肃、宁

夏、新疆、四

川、重庆、湖

北 

连云港、张家

港、镇江港 

徐州、

连云

港、南

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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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

北 

湖南、安徽、江苏、四

川、重庆、广东、广西、

浙江、江西、福建、河南 

山东、河北、

河南、山西、

江苏、内蒙

古、陕西、甘

肃、宁夏、新

疆、四川、重

庆、湖北 

连云港、镇江

港 

武汉、

宜昌、

当阳 

四

川 

重庆、湖北、湖南、安

徽、江苏、江西、福建、

广东、广西 

山西、重庆、

湖北 
防城、连云港 

成都、

绵阳、

德阳 

贵

州 
云南、四川、广东、广西 

四川、重庆、

云南 

湛江、南宁、

防城 

贵阳、

毕节 

从各省理论调出量分析，2017年，山西、内蒙古、新疆

等主产区为主要调地,其中山西省因为供应充足而需求量极

其有限，调出量约为758万吨居国内之 ；山东省产销量较大，

调出量少于山西，调出量为570万吨位居第二；新疆供需情况

与山西类似，需求较少，其调出量308万吨，位居第三。 

表 10 2017 年中国各省尿素理论调入量对比 

省份 调入量 省份 调入量 省份 调入量 省份 调入量 

广东 187.92 江苏 84.12 甘肃 42.1 内蒙古 -80.4 

吉林 167.2 黑龙江 71.26 青海 40.8 宁夏 -60.7 

湖南 150.7 福建 70.21 云南 40.25 河北 -87.8 

天津 132.1 四川 64.2 陕西 35.14 河南 -113.9 

江西 125.8 重庆 61.7 安徽 30.7 新疆 -114.7 

广西 104.7 辽宁 60.52 海南 -67.1 山东 -125.7 

浙江 98.5 湖北 55.89 贵州 -32.6 山西 -149.86 

从调入地来看，调入量较大的区域主要集中在东北、华

中、华东以及华南部分地区，其中广东因为工业需求旺盛，

当地无尿素生产企业，位居第一；东北地区也为纯调入地区，

吉林因为旺盛的工农业需求，调入量近167万吨居全国第二，

东北第一；近年湖南省受企业长期停检或者检修影响，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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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入量高居国内第三位。 

五、进出口情况 

（一）出口贸易状况 

我国尿素的出口主要受制于国家政策的影响。在过去很

长时间，由于中国尿素产量不能满足国内需要，尿素基本不

出口，只是在1994年以后才达到万吨级水平。自1997年国家

停止尿素进口以后，国产尿素产量不断增加，不但完全满足

了国内的需要，而且从2000年下半年起，中国尿素开始走出

国门，大规模出口。 

2001-2004年，中国尿素出口保持强劲增长的势头。虽然

2004年为了保证国内市场的供应和价格的稳定，国家对尿素

出口采取了限制政策，取消了尿素的出口退税，但这一政策

并没有对2004年的尿素出口造成实质性的影响。2004年由于

国际市场尿素价格高，国内限价等原因，中国尿素出口量大

幅增加，全年共出口尿素394万吨，同比增加44.4%。 

2005年起，中国为了保障国内供应、平抑市场价格，对

化肥产品出口实施了比较严厉的控制措施，从而使尿素出口

量大幅减少至157万吨。 

随着国内尿素装置的不断投产，新增产能的不断释放，

内贸竞争压力较大，出口成为缓解供货压力的重要方式，从

而近年中国尿素出口量整体也呈现增加趋势，2015年中国尿



	
	

- 22 - 

素出口总量1375万吨，创历史新高。 

2016年起，国内尿素出口量呈下降趋势。究其原因：一

是国际新产能的增加，国际尿素供过于求格局愈加凸显，

中国竞争更加激烈。二是出口价格不理想：我国尿素生产

成本一直高于国际水平，出口价格在国际上并不占优势，

加之伊朗、中东等低价尿素冲击。三是印度招标量缩水同

比2015年减少了近500万吨，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出口印度的

量减少加之国内环保限气频频发生，开工低位。中国出口

量愈加减少，进口尿素肆意流入市场。	

图 9 1995-2017 年尿素出口量 

数据来源：海关总署 

尿素出口量与关税政策息息相关，由 初的出口退增值

税、取消出口退税、加征出口关税、加征特别出口关税的路

程，以及关税全国统一到后来的尿素出口零关税，体现了政

府限制化肥出口、保障国内市场供应。与此同时，也使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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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规范化程度越来越高，出口结构也趋于稳定。 

表11 近年来中国尿素出口关税及执行时间 

年份 出口关税 执行时间 

2008 

30% 1 季度 

35% 4 月 1 日-4 月 19 日 

135% 4 月 20 日-8 月 31 日 

185% 9 月 1 日-9 月 30 日 

175% 10 月 1 日-11 月 30 日 

10% 12 月 1 日-12 月 31 日 

2009 
110% 2-6 月，9月 1日-11 月 15 日 

10% 1 月，7-8 月，11 月 16 日-12 月 31 日 

2010 

110% 2-6 月，9月 16 日-10 月 15 日，12 月 1 日-12 月 31

日 

7%基准价 

2.3 元/公斤 

1 月，7-9 月 15 日，10 月 16 日-11 月 30 日 

2011 

110% 1-6 月，11-12 月 

7% 基准价

2.1 元/公斤 

7-10 月     

2012 

110% 1-6 月，11-12 月 

7% 基准价 

2.1 元/公斤 

7-10 月 

2013 

75% 1-6 月，11-12 月 

2%基准价 

2.26 元/公斤 

7-10 月 

2014 
15%+40 元/吨 1-6 月，11-12 月 

40 元/吨 7-10 月 

2015 
80 元/吨 取消淡旺季分别关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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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80 元／吨 全年 

2017 0 元／吨 全年 

资料来源：商务部，海关总署 

（二）进口贸易状况 

1997年以前，中国尿素产量满足不了国内农业生产的需

要，每年都有相当数量的进口，而且为了鼓励进口，国家还

出台了一些对进口尿素的优惠政策。 

1997年以后，由于国家政策明确不再进口尿素，1998－

2001年进口量很少，进口尿素对国内尿素市场不构成影响。 

2001年12月，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根据有关承诺和《化

肥进口关税配额管理暂行办法》，国家经贸委规定2002年尿

素进口配额是130万吨，以后每年增加50万吨，五年后 终达

到330万吨。配额内以4%征收关税，配额外则征收50%的高额

关税。该办法颁布之后的2002年，尿素进口79万吨达历年来

的进口峰值。此后，尿素进口量呈现逐年下降态势，2015年，

尿素进口量仅为7600吨，2016年，尿素进口量增长至6.58万

吨。2017年，尿素进口量增长为11.48万吨。 

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是因为近几年中国的尿素工业

有了飞速发展，尿素生产能力大幅度提高。目前中国为世界

上第一大尿素生产国，国内尿素产量完全能够满足需求，因

此尿素进口量连年减少也在情理之中。 

2016年，尿素进口量增长至6.58万吨。2017年，尿素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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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量增长为11.48万吨。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源于化肥去

产能效果已现，加上环保安全监查压力等因素，都促成了采

购模式的变化。而2017年出现了新情况，随着国内气荒加剧、

煤炭价格大幅上涨等，国内尿素价格不断上涨，为低价进口

尿素内销创造了机会。 

图 10 1999-2017 年尿素进口量          

六、价格分析 

（一）价格走势及特点 

化肥是一种特殊商品，化肥价格历来得到党和政府的高

度重视。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化肥市场以计划供应为主，

市场调节为辅，化肥价格部分市场化。近年来，随着国家深

化“放管服”改革,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

用等一系列政策措施的实施，尿素价格市场化机制进一步完

善，但价格也产生了大幅波动，自2009年以来的行情可以大

致分为四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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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2009至2010年底，尿素价格相对比较平稳，总体来

说是在比较低的范围内运行，价格波动范围较小。 

二是	2011年至2012年间，受到原材料价格上涨国内尿素

价格波动较大，总体保持在高位运行。 

三是2013年至2016年中旬，受行业产能过剩和国家政策

的影响，尿素行业一路下行，市场低迷。从2013年初 高的

2180元每吨下跌至2016年8月 低的1123元每吨。 

四是2016年8月至今，伴随着煤炭价格和运输价格的上

涨及天然气紧缺，导致尿素价格大幅上扬。2016年12月23日

尿素出口关税的取消也对尿素价格上涨带来积极的影响。 

 

图 11  2009-2017 年我国尿素出厂价走势图 

（二）尿素定价机制分析 

中国尿素定价机制的形成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

政府指导价阶段，第二阶段是市场自主定价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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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指导价的定价机制主要源于尿素的产品属性。由于

化肥是支农产品，为了稳定粮食生产，并考虑农民对化肥的

承受能力，当化肥销售价格出现不太正常的波动时，国家一

般会采取措施来稳定化肥市场的供应与价格。；2009年1月国

家取消了限价政策，意味着尿素行业逐步进入市场化定价阶

段。 

在市场定价机制下，中国尿素企业根据现货贸易需求又

衍生出了更具体的定价方法，主要有折扣定价、成本定价、

差别定价、地区定价等。 

折扣定价：多数尿素生产企业进行尿素销售定价后，均

会有浮动价差，而实际成交往往低于报价。例如某企业小颗

粒尿素报价1500元/吨，贸易商实际采购价可能在1480-1490

元/吨。在目前中国尿素市场价格下滑阶段中，绝大多数企业

成交价格与报价存在差异。 

成本定价：成本因素是中国尿素市场的重要参考因素之

一， 具参考价值的是制造成本而非完全成本（综合成本），

因为多数企业在计算完全成本期间，附加成本较高，参考价

值不大。在尿素市场中，销售价格低于完全成本企业往往能

够正常运营，而一旦（或长期）低于制造成本，减产或停检

可能性较大。 

差别定价：尿素企业根据客户采购量多少、是否长期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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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客户分类等因素对不同客户进行差别定价。大型贸易商

往往比中小贸易商采购价低或享有优惠（如保底、联储等），

同时多数企业针对工业客户采取低价策略。例如山东部分企

业供应工业的价格比农业价格低10-20元/吨。此外多数企业

执行地销价和外运价，地销价格往往高于外运价格。 

地区定价：尿素企业根据区域不同，往往执行不同价格。

企业核算运费后，针对不同地区，报价不一，一般来说，省

内价格高于省外价格。另外近年部分新增尿素企业为抢夺市

场，针对特定客户或特定地区执行渗透定价，以低价铺货获

得市场占有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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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尿素期货基础知识 

一、郑州商品交易所尿素期货合约 

尿素期货合约设计贴近现货市场实际，遵循期货市场规

律，兼顾市场发展与风险控制，得到现货企业及期货投资者

认可。 

郑州商品交易所尿素期货合约 

交易品种 尿素 

交易单位 10 吨/手 

报价单位 元（人民币）/吨 

小变动价位 1 元/吨 

每日价格波动限制 

上一交易日结算价±4%及《郑州商品交易所期货

交易风险控制管理办法》相关规定 

低交易保证金 合约价值的 5％ 

合约交割月份 1-12 月 

交易时间 

每周一至周五（北京时间法定节假日除外）	

上午	 9：00-11：30	 下午	 13：30-15：00	

以及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时间	

最后交易日上午 9：00-11:30 

后交易日 合约交割月份的第 10 个交易日 

后交割日 仓单交割：合约交割月份的第 12 个交易日 

交割品级 见《郑州商品交易所期货交割细则》 

交割地点 交易所指定交割地点 

交割方式 实物交割 

交易代码 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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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交易所 郑州商品交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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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尿素期货交割细则 

（一）交割方式：仓库+厂库 

1.根据尿素现货储存习惯和贸易流通特点，将尿素期货

交割方式设计为“仓库+厂库”。 

2.厂库交割具有以下优点：第一，注册成本低；第二，

减少入库环节，降低交割成本；第三，降低卖方的货物储存

风险；第四，厂库是期货交割的安全阀。 

3．仓库交割可以弥补厂库的数量以及辐射范围有限的

缺点，能为多种经营主体参与期货市场提供方便，满足多元

化的交割需求，尿素期货合约规则设计仍保留传统的仓库交

割方式，为产业企业参与期货交割业务提供便利。 

（二）交割单位：10 吨 

与交易单位一直，便于投资者理解和记忆，同时参考货

车运货容量，符合现货实际，顺应发展趋势。 

（三）交割品级 

基准交割品： 

尿素期货基准交割品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尿素》（GB/T2440－2017）农业用优等品质量指标的中小颗粒

尿素。 

替代品及升贴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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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尿素》（GB/T2440－2017）

农业用合格品质量指标的中小颗粒尿素可作为尿素期货的

替代品进行交割。升贴水标准另行规定。 

在满足上述质量等级的要求情况下，郑商所拟实行免检

品牌制度，即符合条件的企业可申请免检品牌。一方面是直

接降低了客户的交割成本，另一方面期货市场交割的货物质

量有所保证，且可提升具备交割品牌资质的企业知名度，能

够提高产业链企业的参与积极性。 

（四）包装要求 

尿素期货交割包装及标识要符合新版国标GB/T2440-

2017相关要求，用符合GB/T8569规定的材料进行包装，外袋

为塑料编织袋、内袋为聚乙烯薄膜袋组成的双层袋或复合塑

料编织袋。包装规格为50.0kg，每袋净含量允许范围为（50

±0.5kg），每批产品平均每袋净含量不得低于50.0kg。尿素

每袋包装上要标明生产企业名称、地址、产品名称、净含量、

等级、粒径范围等内容。采用散装或集装袋包装的货物不得

参与交割。 

（五）交割基准价 

尿素交割基准价是在基准交割仓库出库时车板交货的

含税价格，尿素基准交割地为山东、河南、江苏、河北和安

徽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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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交割地点 

尿素期货交割区域初期拟设置在主要产销区，采取分步

有序设置仓库的方式。即首先在山东、河南、江苏、河北和

安徽等地区设置仓库，在市场运行平稳的基础上，再逐步扩

展至山西和湖北等尿素产销区。交割区域内，无升贴水。 

（七）交割流程 

沿用“三日交割法”，与郑商所大多数品种保持一致。 

三、尿素期货标准仓单管理办法 

（一）厂库仓单注册 

尿素厂库 迟应在合约交割月 后交易日前三个交易

日下午3时前提交仓单注册申请。厂库申请仓单注册时，必须

提供交易所认可的银行履约保函、现金或交易所认可的其他

支付保证方式。 

（二）仓库仓单注册 

仓库仓单注册主要包括交割预报、入库重量质量检验、

注册等环节，主要流程与现有其他工业品基本相同。具体如

下： 

（1）尿素《入库通知单》有效期40天。 

（2）尿素入库重量、质量、包装及标志须符合期货交割

标准。入库重量验收由仓库负责，采用过地磅同时抽包检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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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单独抽包检斤的方式进行；入库尿素的采样、制样、质检

由质检机构负责，按有关国家标准执行，仓库应予协助，检

验费用及相关仓库配合费用由货主承担。自完成采样之日起

3个工作日内，质检机构应当出具检验结果，并通知仓库。免

检交割品牌生产厂家直接申请入库的，货主向交易所和仓库

提交指定生产厂家出具的符合交易所要求的产品质量责任

承诺书及相关材料的，入库尿素质量可以免检。 

（3）入库时尿素生产日期距 近仓单退出日的时间不

得超过150个自然日。 

（4）尿素仓库仓单注册环节与现有品种相同，其中，

迟注册申请时间为交割月 后交易日下午3时。 

（三）标准仓单非通用 

（1）目前，期货市场上各参与主体普遍对非通用仓单比

较支持和认可；（2）有利于卖方对自有货物和货权的控制，

避免出现仓单通用情况下，货物被其他仓单持有人提走，利

于仓单作为有价证券所涉及的“仓单融资、仓单租借、仓单

串换、仓单回购转让”等各项功能的实现；（3）增加了在配

对交割时买方对货物的可选择性和确定性；（4）降低了发生

集中到某一仓库或厂库提货现象的可能。 

（四）标准仓单有效期 

尿素仓库仓单和厂库仓单有效期 长为4个月。具体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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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为：每年2月、6月、10月第12个交易日（不含该日）之前

注册的厂库和仓库标准仓单，应在当月的第15个交易日（含

该日）之前全部注销。 

（五）仓库仓单注销及提货 

仓库仓单注销、提货流程与现有采用仓库交割的品种相

同。 

尿素出库时，出现包装霉变、严重污染，真结块的，交

割仓库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出库数量发生损耗造成短少的，

交割仓库应及时补足。不能及时补足的，交割仓库按《提货

通知单》开具之日前（含当日）尿素期货 近交割月 高交

割结算价核算短少商品价款，赔偿买方货主。 

（六）厂库仓单注销及提货 

厂库仓单注销、交收流程与现有采用厂库交割的品种相

同。 

（1）尿素出库时，重量验收由提货人与厂库共同实施，

以厂库检重为准，足量出库。质量验收以出厂检验报告为准，

不另行验收。 

（2）尿素交货时，厂库向货主提供符合交割标准的《产

品质量证明书》，并在提货人监督下在货物装运到买方运输

工具前进行抽样，经双方确认后共同签封。样品一式三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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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由货主保存，两份由厂库保存，厂库应将样品保留至发

货后30个日历日，作为发生质量争议时的处理依据。 

四、尿素期货风险控制管理办法 

（一）涨跌停板制度 

尿素期货合约每日涨跌停板幅度为前一交易日结算价

的±4%。 

（二）保证金制度 

尿素期货合约的交易保证金标准按照其合约上市交易

的时间分期间依次管理，实行三段制，与现有其他品种合约

保持一致，即自合约挂牌至交割月前一月第 15 个日历日、交

割月前一个月第 16 个日历日至交割月前一个月 后一个日

历日、交割月期间， 低交易保证金分别为合约价值的 5%、

10%和 20%（见表 12）。 

表12  尿素期货合约交易保证金标准 

品种 

自合约挂牌交割月

前一个月第 15 个

日历日 

交割月前一个月第 16 个

日历日至交割月前一个月

后一个日历日 

交割月 

尿素 5% 10% 20% 

（三）限仓制度 

尿素期货合约实施比例限仓，对期货公司会员不限仓，

对非期货公司会员和客户的限仓规定如下：	

1.自合约挂牌至交割月前一个月第 15 个日历日期间的

交易日，当合约的单边持仓量大于或等于一定规模时，非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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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公司会员和客户按单边持仓量的 10%确定限仓数额；当合

约的单边持仓量小于一定规模时，非期货公司会员和客户按

绝对量方式确定限仓数额。具体限仓标准见下表。	

表13 自合约挂牌至交割月前一个月第15个日历日期间限仓标准

(单位：手) 

品种	 期货合约单边持仓量	 非期货公司会员及客户 大单边持仓	

尿素	
单边持仓量＜30万	 30000	

单边持仓量≥30万	 单边持仓量×10%	

	

（1）当合约的单边持仓量大于或等于一定规模时，非期

货公司会员和客户按单边持仓量的 10%确定限仓数额	

（2）当合约的单边持仓量小于一定规模时，非期货公司

会员和客户按绝对量 30000 手（30 万吨）标准限仓	 	

2.自交割月前一个月第 16 个日历日至交割月限仓标准

见下表： 

表14  自交割月前一个月第16个日历日至交割月限仓标准 

(单位：手) 

品种 

非期货公司会员及客户 大单边持仓 

交割月前一个月第 16 个日历日至交割月

前一个月 后一个日历日期间的交易日 

交割月份 

（自然人客户限仓为

0） 

尿素 8000 2000 

（1）交割月前一个月第 16 个日历日至交割月前一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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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一个日历日期间的限仓为 8000 手 

（2）交割月份限仓数额为 2000 手（20000 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