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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油料安全事关国计民生，保障油料有效供给是我国必须坚守的国家粮食安全底线。站在全球

视角，对２０１１／２０１２—２０２０／２０２１年度我国油料供需形势、生产形势及市场形势进行分析，明确我国
油料产业在生产、加工、贸易等方面面临的挑战，并针对性地提出了统一科学谋划与增强政策扶持

精准度相结合，强化科技支撑与耕地资源保护相结合，提高农户油料种植收益与增强自然灾害抵御

能力相结合，坚持大宗油料品牌建设与特色油料资源开发相结合，稳定当前农业合作伙伴关系与扩

宽油料进口来源相结合，实施差异化市场监管与引导居民科学消费相结合等发展对策，以期为促进

油料生产、保障植物油有效供给、降低植物油对外依存度，维护国家粮油安全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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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油料作为油脂和蛋白质的重要来源，既是我国
居民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农贸产品，又是重要的工

业原料，还与畜牧养殖业发展高度关联，油料产业的

发展在拉动农民就业、保障国家粮油安全方面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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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作用。２０２２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指出，我国必
须坚守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底线，大力实施大豆和油

料产能提升工程［１］。本文站在全球视角对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２０２０／２０２１年度我国油料产需情况和贸易形
势进行量化分析，明确油料产业在生产、加工、贸易

等方面面临的挑战，并根据当前国内国际环境提出

相应的发展对策，以期为促进我国油料生产、保障植

物油有效供给、降低植物油对外依存度，维护国家粮

油安全提供参考。

１　油料供需形势
１．１　全球油料供需形势

２０１１／２０１２—２０２０／２０２１年度全球油料和植物
油供需情况见表 １。由表 １可看出，总体而言，
２０１１／２０１２—２０２０／２０２１年度，全球油料产量、压榨
量、全球植物油产量和消费量都得到了较大幅度的

增长。其中：全球油料产量由 ４４６７９万 ｔ增加到
６０３７５万ｔ，总体增长３５．１３％，年均增速３．４０％，压
榨量由 ３９４８２万 ｔ增加到 ５０８５５万 ｔ，总体增长
２８．８１％，年均增速２．８５％，全球油料产量增速略高
于压榨量增速；全球植物油产量由１５６９５万 ｔ增加
到 ２０６３４万 ｔ，总体增长 ３１．４７％，年均增速
３．０９％，消费量由１５１４４万ｔ增加到２０５３６万ｔ，总
体增长３５．６０％，年均增速３．４４％，全球植物油消费
量增速高于产量增速，油料供需总体呈现紧平衡趋

势。从国别（或地区）看，美国农业部２０２０／２０２１年
度数据［２］显示：油料产量最高的３个国家分别为巴
西（１４２４２万ｔ）、美国（１２４４９万ｔ）、中国（６５５８万ｔ），
油料压榨量最高的３个国家分别为中国（１２９８４万ｔ）、

美国（６２７０万ｔ）、巴西（５０７７万 ｔ）；植物油产量最
高的３个国家分别为印度尼西亚（４９５０万 ｔ）、中国
（２７９６万ｔ）、马来西亚（１９９６万 ｔ），植物油消费量
最高的３个国家（或地区）分别为中国（４０７４万ｔ）、
欧盟（２５９４万ｔ）、印度（２２２３万ｔ）。
２０１１／２０１２—２０２０／２０２１年度全球油料和植物

油贸易情况见表 １。由表 １可看出，总体而言，
２０１１／２０１２—２０２０／２０２１年度，全球油料和植物油进
出口量都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其中：全球油料进

口量由 １１１８５万 ｔ增加到 １９０１９万 ｔ，总体增长
７０．０４％，年均增速６．０８％，出口量由１１１０３万ｔ增
加到 １９０９６万 ｔ，总体增长 ７１．９９％，年均增速
６．２１％；全球植物油进口量由 ６１８４万 ｔ增加到
８１７４万ｔ，总体增长３２．１８％，年均增速３．１５％，出
口量由 ６４９２万 ｔ增加到 ８４９７万 ｔ，总体增长
３０．８８％，年均增速３．０４％。由上述数据可以看出，
相较于植物油的进出口，全球油料进出口规模更大。

从国别（或地区）来看，美国农业部２０２０／２０２１年度
数据［２］显示：全球油料进口量最多的３个国家（或
地区）分别为中国（１０４１４万 ｔ）、欧盟（２２０９万 ｔ）、
墨西哥（７６９万ｔ），全球油料出口量最多的３个国家
分别为巴西（８２００万 ｔ）、美国（６２７７万 ｔ）、加拿大
（１５１１万ｔ）；全球植物油进口量最多的３个国家（或
地区）分别为印度（１３８１万ｔ）、中国（１３２６万ｔ）、欧
盟（１０１５万ｔ），全球植物油出口量最多的３个国家分
别为印度尼西亚（２８９８万ｔ）、马来西亚（１７３５万ｔ）、
乌克兰（５６１万ｔ）。

表１　２０１１／２０１２—２０２０／２０２１年度全球油料及植物油供需、贸易情况

项目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９

２０１９／
２０２０

２０２０／
２０２１

总体

增长／％
年均

增速／％
油料／万ｔ
　产量 ４４６７９ ４７４９０ ５０５５９ ５３８２０ ５２４１０ ５７２８４ ５８３３４ ６００２５ ５８１００ ６０３７５ ３５．１３ ３．４０
　压榨量 ３９４８２ ３９６８５ ４１５８９ ４３９７９ ４４４７８ ４６７４５ ４８３６０ ４８９３７ ５０８２７ ５０８５５ ２８．８１ ２．８５
　进口量 １１１８５ １１３３１ １３０３９ １４３６０ １５３５３ １６６３３ １７６０８ １６７８３ １８９４５ １９０１９ ７０．０４ ６．０８
　出口量 １１１０３ １１８１５ １３３７８ １４７１９ １５３３５ １７０６２ １７７２５ １７１６１ １９０７９ １９０９６ ７１．９９ ６．２１
植物油／万ｔ
　产量 １５６９５ １６０５９ １６９５６ １７７０３ １７６３０ １８８４１ １９８４９ ２０３７９ ２０７２４ ２０６３４ ３１．４７ ３．０９
　消费量 １５１４４ １５７００ １６５３５ １７０３８ １７７４９ １８３３５ １９１５４ １９８１８ ２０１９９ ２０５３６ ３５．６０ ３．４４
　进口量 ６１８４ ６４６０ ６４８８ ７０７３ ７０５８ ７４８５ ７６６１ ８２３３ ８２７２ ８１７４ ３２．１８ ３．１５
　出口量 ６４９２ ６８５０ ６８７８ ７６５５ ７３６２ ８１２９ ８１１３ ８７２６ ８７１４ ８４９７ ３０．８８ ３．０４

　注：数据来源于美国农业部世界油料市场和贸易数据库

１．２　我国油料供需形势
２０１１／２０１２—２０２０／２０２１年度我国油料供需情

况见表 ２。由表 ２可看出：２０１１／２０１２—２０２０／２０２１
年度，我国油料产量由５９５９．６万 ｔ增加到６５５７．９

万ｔ，总体增长１０．０４％，年均增速１．０７％；国产植物
油压榨量基本维持在１０５０万 ～１２５０万 ｔ之间，总
体增长 １２．９５％，年均增速 １．３７％。２０１１／２０１２—
２０２０／２０２１年度，我国植物油消费量从２９２３．８万 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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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增长到４０７４．０万ｔ，总体增长３９．３４％，年均增
速３．７５％，食用植物油消费量从２６６１．２万 ｔ增长
到 ３７７０．２万 ｔ，总体增长 ４１．６７％，年均增速
３．９５％，人均植物油消费量从２１．６７ｋｇ持续增长到
２８．８５ｋｇ，总体增长３３．１３％，年均增速３．２３％，人
均食用植物油消费量从１９．７２ｋｇ增加到２６．７０ｋｇ，
总体增长３５．４０％，年均增速３．４２％。总体而言，近
年来我国油料产量和国产植物油压榨量始终保持低

速平稳增长，植物油、食用植物油消费量和人均消费

量均有较大幅度增长，但不论是总量还是增速，国产

植物油的供给都远落后于国内植物油的消费。

随着国内植物油需求的快速增长，我国油料进口

量和植物油进口量都呈现出快速增长态势。由表２可
看出，２０１１／２０１２—２０２０／２０２１年度，我国油料进口量由
６２２９．０万 ｔ持续增加到 １０４１４．０万 ｔ，总体增长
６７．１９％，年均增速５．８８％。其中：进口油料以大豆为

主，常年占进口油料的９０％以上，２０２０／２０２１年度我国
进口大豆 ９９７６．２万 ｔ，占该年度油料进口总量的
９５．８％。植物油进口量虽然先由９２３．２万 ｔ下降到
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年度的７７７．１万ｔ，但之后又持续快速增加到
２０２０／２０２１年度的１３２６．２万ｔ，总体增长４３．６５％，年均
增速４．１１％；进口植物油以棕榈油为主，自２０１６／２０１７
年度开始棕榈油进口量始终在４８０万ｔ以上，自２０１８／
２０１９年度开始更是接近７００万ｔ，２０２０／２０２１年度占植
物油进口总量的５１．４％。值得注意的是，随着生活水
平的提高和健康意识的增强，我国居民植物油消费偏

好也有了明显变化，葵花籽油的进口量逐年增加，

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年度就已经超过大豆油的进口量，２０１６／２０１７
年度开始位列植物油进口量的第３位。

通过计算发现，我国植物油自给率在不断下降，

已由２０１１／２０１２年度的３７．３４％跌至２０２０／２０２１年
度的３０．２７％，国家食用油安全存在隐患。

表２　２０１１／２０１２—２０２０／２０２１年度我国油料供需情况

项目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９

２０１９／
２０２０

２０２０／
２０２１

总体

增长／％
年均

增速／％
油料产量／万ｔ ５９５９．６ ５９７９．２ ５８９１．５ ５６７５．４ ５３４７．８ ５４９２．３ ５９５９．８ ５９９５．０ ６２４４．０ ６５５７．９ １０．０４ １．０７
国产植物油

压榨量／万ｔ １０９１．８ － － １１６４．７ － １１０５．５ － １１９２．８ １２０２．８ １２３３．２ １２．９５ １．３７

进口油料／万ｔ
　大豆 ５９２３．１ ５９８６．５ ７０３６．０ ７８３５．０ ８３２３．０ ９３４９．５ ９４０９．５ ８２５４．０ ９８５３．３ ９９７６．２ ６８．４３ ５．９６
　其他 ３０５．９ ３６５．５ ５２８．０ ４８０．０ ４７０．０ ４９２．５ ５１８．５ ４２０．０ ４１８．７ ４３７．８ ４３．１２ ４．０６
　合计 ６２２９．０ ６３５２．０ ７５６４．０ ８３１５．０ ８７９３．０ ９８４２．０ ９９２８．０ ８６７４．０１０２７２．０１０４１４．０ ６７．１９ ５．８８
进口植物油／万ｔ
　棕榈油 ５８４．１ ６５８．９ ５５７．３ ５６９．６ ４６８．９ ４８８．１ ５３２．０ ６７９．５ ６７１．９ ６８１．８ １６．７３ １．７３
　花生油 ６．２ ６．５ ７．４ １４．１ １１．３ １１．１ １１．２ １７．２ ２２．６ ３４．６ ４５８．０６ ２１．０５
　菜籽油 １０３．６ １５９．８ ９０．２ ７３．２ ７６．８ ８０．２ １０６．７ １５０．７ １９４．０ ２３６．５ １２８．２８ ９．６０
　大豆油 １５０．２ １４０．９ １３５．３ ７７．３ ５８．６ ７１．１ ４８．１ ７８．３ １００．０ １２３．１ －１８．０４－２．１９
　葵花籽油 １２．２ ３６．２ ５３．１ ５３．４ ８７．８ ７２．５ ７８．５ １０３．２ １７４．９ １６４．０１２４４．２６ ３３．４７
　其他 ６６．９ ７７．０ ６３．５ ７５．１ ７３．７ ７７．３ ８８．３ １１１．７ ９８．６ ８６．２ ２８．８５ ２．８６
　合计 ９２３．２ １０７９．３ ９０６．８ ８６２．７ ７７７．１ ８００．３ ８６４．８ １１４０．６ １２６２．０ １３２６．２ ４３．６５ ４．１１
植物油

消费量／万ｔ ２９２３．８ ３１１６．８ ３２３７．２ ３３５９．６ ３４７１．６ ３５７３．０ ３６８６．５ ３８３６．４ ３９５７．０ ４０７４．０ ３９．３４ ３．７５

食用植物油

消费量／万ｔ ２６６１．２ ２８３４．８ ２９７２．７ ３１０６．８ ３２０５．６ ３３０３．５ ３３９６．４ ３４９７．４ ３６４３．７ ３７７０．２ ４１．６７ ３．９５

人均植物油

消费量／ｋｇ ２１．６７ ２２．９３ ２３．６８ ２４．４１ ２５．１０ ２５．６６ ２６．３３ ２７．３０ ２８．０６ ２８．８５ ３３．１３ ３．２３

人均食用植物油

消费量／ｋｇ １９．７２ ２０．８６ ２１．７４ ２２．５７ ２３．１７ ２３．７３ ２４．２６ ２４．８９ ２５．８４ ２６．７０ ３５．４０ ３．４２

植物油

自给率／％ ３７．３４ － － ３４．６７ － ３０．９４ － ３１．０９ ３０．４０ ３０．２７ －１８．９３

　注：国产植物油压榨量数据来自文献［３－７］，其余数据来自美国农业部世界油料市场和贸易数据库，－表示缺失

２　油料生产形势
２．１　全球油料生产形势

２０１１／２０１２—２０２０／２０２１年度全球油料（含大
豆、油菜籽、花生、葵花籽、棉籽）生产情况见表３。

由表 ３可看出，总体而言，２０１１／２０１２—２０２０／２０２１
年度，随着全球油料单产水平的提高和种植面积的

扩大，全球油料总产也在增加。其中：全球油料种植

面积由２２０．３６×１０６ｈｍ２增加到２５０．５５×１０６ｈｍ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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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增长１３．７０％，年均增速１．４４％；全球油料单产
由１９４０ｋｇ／ｈｍ２增加到 ２３１０ｋｇ／ｈｍ２，总体增长
１９．０７％，年均增速１．９６％；全球油料总产由４４６．７９×
１０６ｔ增加到６０３．７５×１０６ｔ，总体增长３５．１３％，年均
增速３．４０％。其中，以大豆、油菜籽、花生为代表的
大宗油料发展迅猛，以葵花籽为代表的特色植物油

料发展也有了较大水平的提升。２０２０／２０２１年度大
豆种植面积、总产和单产分别为１２７．８８×１０６ｈｍ２、
３６６．２３×１０６ｔ和２８６０ｋｇ／ｈｍ２，相较于２０１１／２０１２
年度分别增长２４．２４％、５３．１４％和２３．２８％，年均增
速分别为２．４４％、４．８５％和２．３５％。２０２０／２０２１年
度，花生种植面积和总产分别为３０．１９×１０６ｈｍ２和
４９．５５×１０６ ｔ，相较于 ２０１１／２０１２年度分别增长
３０．９２％和３０．８４％，年均增速分别为３．０４％和３．０３％；

２０２０／２０２１年度油菜籽种植面积、总产和单产分别为
３４．７１×１０６ｈｍ２、７３．２２×１０６ｔ和２１１０ｋｇ／ｈｍ２，相较于
２０１１／２０１２年 度 分 别 增 长 １．６７％、１９．１０％ 和
１７．２２％，年均 增 速 分 别 为 ０．１８％、１．９６％ 和
１．７８％。２０２０／２０２１年度葵花籽种植面积、总产和单
产分别为 ２６．９４×１０６ｈｍ２、４９．３０×１０６ｔ和 １８３０
ｋｇ／ｈｍ２，相较于 ２０１１／２０１２年度分别增长 ５．４０％、
２１．３１％ 和 １５．０９％，年均增速分别为０．５９％、
２．１７％和１．５７％。２０２０／２０２１年度棉籽种植面积、总
产和单产分别为３０．８２×１０６ｈｍ２、４０．８６×１０６ｔ和
１３３０ｋｇ／ｈｍ２，相较于 ２０１１／２０１２年度分别下降
１１．１３％、１４．４８％和３．６２％，年均降速分别为１．３０％、
１．７２％和０．４１％。

表３　２０１１／２０１２—２０２０／２０２１年度全球油料生产情况

项目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９

２０１９／
２０２０

２０２０／
２０２１

总体

增长／％
年均

增速／％

全球

　种植面积／（１０６ｈｍ２） ２２０．３６ ２２６．８８ ２３０．７６ ２３４．２２ ２３２．０９ ２３４．５７ ２４７．１９ ２４７．７１ ２４５．９３ ２５０．５５ １３．７０ １．４４

　总产／（１０６ｔ） ４４６．７９ ４７４．９０ ５０５．５９ ５３８．２０ ５２４．１０ ５７２．８４ ５８３．３４ ６００．２５ ５８１．００ ６０３．７５ ３５．１３ ３．４０

　单产／（ｋｇ／ｈｍ２） １９４０ ２０００ ２１００ ２１５０ ２２００ ２３４０ ２２５０ ２３２０ ２２６０ ２３１０ １９．０７ １．９６

大豆

　种植面积／（１０６ｈｍ２） １０２．９３ １０９．４２ １１３．０８ １１８．３１ １２０．４３ １１９．７６ １２４．４８ １２４．９６ １２２．９３ １２７．８８ ２４．２４ ２．４４

　总产／（１０６ｔ） ２３９．１５ ２６８．０６ ２８３．１２ ３１９．７８ ３１３．７７ ３４９．３０ ３４１．９９ ３６１．０４ ３３９．８８ ３６６．２３ ５３．１４ ４．８５

　单产／（ｋｇ／ｈｍ２） ２３２０ ２４５０ ２５００ ２７００ ２６１０ ２９２０ ２７５０ ２８９０ ２７６０ ２８６０ ２３．２８ ２．３５

油菜籽

　种植面积／（１０６ｈｍ２） ３４．１４ ３６．３０ ３６．２４ ３５．５２ ３３．６３ ３３．３８ ３６．５５ ３６．８１ ３４．６８ ３４．７１ １．６７ ０．１８

　总产／（１０６ｔ） ６１．４８ ６３．６４ ７１．９６ ７１．４５ ６９．３３ ６９．４４ ７４．９９ ７２．９９ ６９．６０ ７３．２２ １９．１０ １．９６

　单产／（ｋｇ／ｈｍ２） １８００ １７５０ １９９０ ２０１０ ２０６０ ２０８０ ２０５０ １９８０ ２０１０ ２１１０ １７．２２ １．７８

花生

　种植面积／（１０６ｈｍ２） ２３．０６ ２３．９４ ２５．４１ ２４．０３ ２４．７６ ２６．４３ ２７．１４ ２７．４９ ２８．１８ ３０．１９ ３０．９２ ３．０４

　总产／（１０６ｔ） ３７．８７ ４０．１２ ４１．１２ ３９．８２ ４０．４２ ４４．１５ ４６．７８ ４６．８１ ４８．４３ ４９．５５ ３０．８４ ３．０３

　单产／（ｋｇ／ｈｍ２） １６４０ １６８０ １６２０ １６６０ １６３０ １６７０ １７２０ １７００ １７２０ １６４０ ０．００ ０．００

葵花籽

　种植面积／（１０６ｈｍ２） ２５．５６ ２３．７７ ２４．１３ ２３．２８ ２３．２９ ２５．８２ ２５．９２ ２５．７８ ２６．０３ ２６．９４ ５．４０ ０．５９

　总产／（１０６ｔ） ４０．６４ ３５．９８ ４２．３３ ３９．４２ ４０．３ ４８．０１ ４７．８５ ５０．５６ ５４．１８ ４９．３０ ２１．３１ ２．１７

　单产／（ｋｇ／ｈｍ２） １５９０ １５１０ １７５０ １６９０ １７３０ １８６０ １８５０ １９６０ ２０８０ １８３０ １５．０９ １．５７

棉籽

　种植面积／（１０６ｈｍ２） ３４．６８ ３３．４６ ３１．９０ ３３．０８ ２９．９８ ２９．１８ ３３．１０ ３２．６８ ３４．１２ ３０．８２ －１１．１３－１．３０

　总产／（１０６ｔ） ４７．７８ ４６．５１ ４５．６８ ４４．３７ ３５．７８ ３９．０８ ４５．１５ ４３．１１ ４３．９５ ４０．８６ －１４．４８－１．７２

　单产／（ｋｇ／ｈｍ２） １３８０ １３９０ １４３０ １３４０ １１９０ １３４０ １３６０ １３２０ １２９０ １３３０ －３．６２－０．４１

　注：数据来源于美国农业部世界油料市场和贸易数据库

　　２０２０／２０２１年度全球油料主产国（地区）生产情况
见表４。由表４可看出：全球大豆种植面积和总产最高
的国家均是巴西，分别为３８．９×１０６ｈｍ２和１３８．００×

１０６ｔ，单产最高的国家是土耳其，为３７９０ｋｇ／ｈｍ２；全
球油菜籽种植面积和总产最高的国家均是加拿大，

分别为８．３３×１０６ｈｍ２和１９．４９×１０６ｔ，单产最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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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是智利，为３８１０ｋｇ／ｈｍ２；全球花生种植面积最
大的国家是印度，为６．００×１０６ｈｍ２，总产最高的国
家是中国，为 １７．９９×１０６ｔ，单产最高的国家是美
国，为４２７０ｋｇ／ｈｍ２；全球葵花籽种植面积最大的国
家是俄罗斯，为８．３５×１０６ｈｍ２，总产最高的国家是

乌克兰，为 １４．１０×１０６ｔ，单产最高的国家是以色
列，为９０００ｋｇ／ｈｍ２；全球棉籽种植面积和总产最高
的国家均是印度，分别为１３．００×１０６ｈｍ２和１１．７２×
１０６ｔ，单产最高的国家是中国，为３５００ｋｇ／ｈｍ２。

表４　２０２０／２０２１年度全球油料主产国（地区）生产情况

油料 位次
国家

（地区）

种植面积／
（１０６ｈｍ２）

国家

（地区）
总产／（１０６ｔ）

国家

（地区）

单产／
（ｋｇ／ｈｍ２）

大豆

１ 巴西 ３８．９０ 巴西 １３８．００ 土耳其 ３７９０
２ 美国 ３３．４３ 美国 １１４．７５ 巴西 ３５５０
３ 阿根廷 １６．４７ 阿根廷 ４６．２０ 美国 ３４３０

油菜籽

１ 加拿大 ８．３３ 加拿大 １９．４９ 智利 ３８１０
２ 中国 ６．７７ 欧盟 １６．２９ 欧盟 ３１５０
３ 印度 ６．７０ 中国 １４．０５ 瑞士 ３１４０

花生

１ 印度 ６．００ 中国 １７．９９ 美国 ４２７０
２ 中国 ４．７３ 印度 ６．７０ 巴西 ３８８０
３ 苏丹 ３．４８ 尼日利亚 ４．４５ 中国 ３８００

葵花籽

１ 俄罗斯 ８．３５ 乌克兰 １４．１０ 以色列 ９０００
２ 乌克兰 ７．００ 俄罗斯 １３．２７ 中国 ２９４０
３ 欧盟 ４．３５ 欧盟 ８．８５ 埃及 ２３８０

棉籽

１ 印度 １３．００ 印度 １１．７２ 中国 ３５００
２ 美国 ３．３５ 中国 １１．３７ 澳大利亚 ３０６０
３ 中国 ３．２５ 美国 ４．０２ 土耳其 ２７１０

　注：数据来源于美国农业部世界油料市场和贸易数据库

２．２　我国油料生产形势
以大豆、油菜籽、花生为代表的草本油料及其压

榨所得的油脂是我国油料油脂的主体［８］。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２０２０／２０２１年度我国主要油料生产情况见表
５。由表５可看出，我国主要油料的种植面积、总产
以及单产变化不同。２０２０／２０２１年度，我国油料总
种植面积为２５．５０×１０６ｈｍ２，总产为 ６５．５８×１０６ｔ，
单产为２５７０ｋｇ／ｈｍ２，相较于２０１１／２０１２年度，分别
增长了－２．８９％、１０．０３％和１３．２２％，年均增速分别
为－０．３３％、１．０７％和１．３９％。２０２０／２０２１年度，我
国大豆种植面积为９．８８×１０６ｈｍ２，总产为 １９．６０×
１０６ｔ，单产为１９８０ｋｇ／ｈｍ２，相较于２０１１／２０１２年度

分别增长了２５．２２％、３５．３６％和７．６１％，年均增速
分别为２．５３％、３．４２％和０．８２％。２０２０／２０２１年度，
我国油菜籽种植面积为 ６．７７×１０６ｈｍ２，总产为
１４．０５×１０６ｔ，单产为 ２０８０ｋｇ／ｈｍ２，相较于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年度分别增长了－７．８９％、４．６２％和１３．６６％，
年均增速分别为 －０．９１％、０．５０％和１．４３％。我国
花生生产始终保持平稳增长，２０２０／２０２１年度，我国
花生种植面积为 ４．７３×１０６ｈｍ２，总产为 １７．９９×
１０６ｔ，单产为３８００ｋｇ／ｈｍ２，相较于２０１１／２０１２年度
分别增长了３．２８％、１２．０９％和８．５７％，年均增速分
别为０．３６％、１．２８％和０．９２％。

表５　２０１１／２０１２—２０２０／２０２１年度我国主要油料生产情况

项目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９

２０１９／
２０２０

２０２０／
２０２１

总体

增长／％
年均

增速／％

大豆

　种植面积／（１０６ｈｍ２） ７．８９ ７．１７ ６．８５ ６．８０ ６．５１ ７．６０ ８．２５ ９．３０ ９．３３ ９．８８ ２５．２２ ２．５３
　总产／（１０６ｔ） １４．４８ １３．０５ １２．２０ １２．１５ １１．７９ １３．６４ １５．２８ １５．９７ １８．０９ １９．６０ ３５．３６ ３．４２
　单产／（ｋｇ／ｈｍ２） １８４０ １８２０ １７８０ １７９０ １８１０ １８００ １８５０ １９００ １９４０ １９８０ ７．６１ ０．８２
油菜籽

　种植面积／（１０６ｈｍ２） ７．３５ ７．４３ ７．５３ ７．５９ ７．３０ ６．６２ ６．６５ ６．５５ ６．５８ ６．７７ －７．８９ －０．９１
　总产／（１０６ｔ） １３．４３ １４．０１ １４．４６ １４．７７ １４．３０ １３．１３ １３．２７ １３．２８ １３．４９ １４．０５ ４．６２ ０．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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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５

项目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９

２０１９／
２０２０

２０２０／
２０２１

总体

增长／％
年均

增速／％

　单产／（ｋｇ／ｈｍ２） １８３０ １８８０ １９９０ １９２０ １９６０ １９８０ ２０００ ２０３０ ２０５０ ２０８０ １３．６６ １．４３

花生

　种植面积／（１０６ｈｍ２） ４．５８ ４．６４ ４．６３ ４．６０ ４．６２ ４．４５ ４．６１ ４．６２ ４．６３ ４．７３ ３．２８ ０．３６

　总产／（１０６ｔ） １６．０５ １６．６９ １６．９７ １６．４８ １６．４４ １６．３６ １７．０９ １７．３３ １７．５２ １７．９９ １２．０９ １．２８

　单产／（ｋｇ／ｈｍ２） ３５００ ３６００ ３６６０ ３５８０ ３５６０ ３６８０ ３７１０ ３７５０ ３７８０ ３８００ ８．５７ ０．９２

其他

　种植面积／（１０６ｈｍ２） ６．４４ ６．１９ ５．７３ ５．３５ ４．０８ ４．０５ ４．５７ ３．５４ ４．３７ ４．１２ －３６．０２ －４．８４

　总产／（１０６ｔ） １５．６４ １６．０４ １５．２９ １３．３５ １０．９５ １１．７９ １３．９６ １３．３７ １３．３４ １３．９４ －１０．８７ －１．２７

　单产／（ｋｇ／ｈｍ２） ２４２９ ２５９１ ２６６８ ２４９５ ２６８４ ２９１１ ３０５５ ３７７７ ３０５３ ３３８３ ３９．２８ ３．７５

合计

　种植面积／（１０６ｈｍ２） ２６．２６ ２５．４３ ２４．７４ ２４．３４ ２２．５１ ２２．７２ ２４．０８ ２４．０１ ２４．９１ ２５．５０ －２．８９ －０．３３

　总产／（１０６ｔ） ５９．６０ ５９．７９ ５８．９２ ５６．７５ ５３．４８ ５４．９２ ５９．６ ５９．９５ ６２．４４ ６５．５８ １０．０３ １．０７

　单产／（ｋｇ／ｈｍ２） ２２７０ ２３５０ ２３８０ ２３７０ ２３９０ ２４２０ ２４８０ ２５００ ２５１０ ２５７０ １３．２２ １．３９

　注：数据来源于美国农业部世界农业生产数据库

　　根据２０２１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数据，大豆
被统计为粮食作物，棉花也不在油料作物统计范围

内，国产油料作物主要由油菜、花生、芝麻、胡麻、向

日葵和其他油料作物组成。２０１６—２０２０年我国主
要油料作物种植面积和产量占比变化情况见表６。
由表６可看出：油菜籽种植面积占比逐年提高，产量
占比波动增长，分别从２０１６年的５０．２１％、３８．６１％
增加到 ２０２０年的 ５１．３１％、３９．１７％；花生种植面
积、产量占比波动增长，分别从２０１６年的３３．７２％、

４８．１２％增加到２０２０年的３６．０３％、５０．１７％；芝麻种
植面积、产量占比波动增长，分别从 ２０１６年的
１．７４％、１．０４％增加到２０２０年的２．２２％、１．２７％；胡
麻籽种植面积、产量占比呈波动下降趋势，分别从

２０１６年的１．８４％、０．９６％下降至２０２０年的１．４５％、
０．７９％；葵花籽种植面积、产量占比总体呈现较大幅
度的下降，分别从２０１６年的９．７０％、９．４１％下降至
２０２０年的６．６５％、７．１７％。

表６　２０１６—２０２０年我国主要油料作物种植面积和产量占比变化情况 ％

油料
２０１６年 ２０１７年 ２０１８年 ２０１９年 ２０２０年

面积 产量 面积 产量 面积 产量 面积 产量 面积 产量

油菜籽 ５０．２１ ３８．６１ ５０．３１ ３８．２０ ５０．８９ ３８．６８ ５０．９３ ３８．６１ ５１．５３ ３９．１７

花生 ３３．７２ ４８．１２ ３４．８５ ４９．１８ ３５．８９ ５０．４８ ３５．８５ ５０．１６ ３６．０３ ５０．１７

芝麻 １．７４ １．０４ １．７２ １．０５ ２．０４ １．２６ ２．１９ １．３４ ２．２２ １．２７

胡麻籽 １．８４ ０．９６ １．７８ ０．８７ １．８０ ０．９８ １．７４ ０．９５ １．４５ ０．７９

葵花籽 ９．７０ ９．４１ ８．８６ ９．０６ ７．１６ ７．２６ ７．０８ ７．６３ ６．６５ ７．１７

其他 ２．７９ １．８６ ２．４８ １．６４ ２．２２ １．３４ ２．２１ １．３２ ２．１１ １．４２

　注：数据来源于２０２１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

３　油料市场形势
３．１　全球油料市场形势

２０１０／２０１１—２０１９／２０２０年度全球油料与植物
油价格（名义价格）变动情况见表 ７。由表 ７可看
出，２０１０／２０１１—２０１９／２０２０年度，无论是全球油料
价格还是植物油价格，都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下降。

其中：大豆由５４９美元／ｔ下降到３８０美元／ｔ，下降了
３０．７８％；花生由１７９２美元／ｔ下降到１４４４美元／ｔ，

下降了 １９．４２％；葵花籽由 ６６１美元／ｔ下降到
４２０美元／ｔ，下降了 ３６．４６％；油菜籽由 ６４７美元／ｔ
下降到 ４３３美元／ｔ，下降了３３．０８％；大豆油由
１３０６美元／ｔ下降到７８５美元／ｔ，下降了３９．８９％；
花生油由１７５１美元／ｔ下降到１５７１美元／ｔ，下降了
１０．２８％；葵花籽油由１４０４美元／ｔ下降到７９５美元／ｔ，
下降了４３．３８％；菜籽油由１３６７美元／ｔ下降到８７９美
元／ｔ，下降了３５．７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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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７　２０１０／２０１１—２０１９／２０２０年度全球油料与植物油价格变动情况 美元／ｔ

　年度 大豆 花生 葵花籽 油菜籽 大豆油 花生油 葵花籽油 菜籽油

２０１０／２０１１ ５４９ １７９２ ６６１ ６４７ １３０６ １７５１ １４０４ １３６７
２０１１／２０１２ ５６２ ２４８０ ５９３ ６１６ １２４１ ２４５５ １２５４ １２５８
２０１２／２０１３ ５９２ １３９１ ５８０ ５７９ １０９８ １９６３ １１８９ １１２７
２０１３／２０１４ ５４２ １３００ ４６６ ５０５ ９５０ １３５５ ９２９ ９５４
２０１４／２０１５ ４０７ １２９４ ４３２ ４１７ ７７８ １３５４ ８５０ ７８２
２０１５／２０１６ ３９６ １２６０ ４４０ ４０９ ７７４ １４４３ ８４９ ７９８
２０１６／２０１７ ４０４ １５５４ ４０８ ４３２ ８４８ １５２４ ８０７ ８７１
２０１７／２０１８ ４０３ １３１７ ４０３ ４２５ ８２２ １３２６ ７７６ ８４４
２０１８／２０１９ ３７０ １３０２ ３８０ ４２０ ７４５ １２６９ ７１９ ８４０
２０１９／２０２０ ３８０ １４４４ ４２０ ４３３ ７８５ １５７１ ７９５ ８７９

　注：数据来源于美国农业部世界油料市场与贸易数据库；除油茶籽为ＨａｍｂｕｒｇＣＩＦ外，其他均为ＲｏｔｔｅｒｄａｍＣＩＦ

　　２０２０／２０２１年度，由于美国中西部和南美油料
主产区的持续干旱天气，国际油料市场供应偏紧，导

致油料和植物油价格上涨。根据美国农业部数据，

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０２１年９月，大豆由４５４美元／ｔ增
加到５５６美元／ｔ，上涨了 ２２．４７％，花生由１４００美
元／ｔ增加到１５００美元／ｔ，上涨了７．１４％，葵花籽由
５３０美元／ｔ增加到６５４美元／ｔ，上涨了２３．４０％，油
菜籽由 ４６９美元／ｔ增加到 ７０９美元／ｔ，上涨了
５１．１７％，大豆油由８９５美元／ｔ增加到１４０５美元／ｔ，
上涨了 ５６．９８％，花生油由 １５７１美元／ｔ增加到
２０１０美元／ｔ，上涨了２７．９４％，葵花籽油由９９９美元／ｔ
增加到１３３３美元／ｔ，上涨了３３．４３％，菜籽油由９２４
美元／ｔ增加到１６０６美元／ｔ，上涨了７３．８１％。
３．２　我国油料市场形势

２０１５—２０２０年我国主要油料价格（名义价格）
变动情况见表８。由表８可看出，２０１５—２０２０年，我
国主要油料的价格总体上处于增长的态势。其中：

大豆由 ３．９６元／ｋｇ增加到 ４．８６元／ｋｇ，增长了
２２．７３％；花生由６．１８元／ｋｇ增加到７．６３元／ｋｇ，增
长了 ２３．４６％；油菜籽由 ４．５９元／ｋｇ增加到 ５．３４
元／ｋｇ，增长了１６．３４％。

表８　２０１５—２０２０年我国主要油料
价格变动情况 元／ｋｇ

油料　 ２０１５年 ２０１６年 ２０１７年 ２０１８年 ２０１９年 ２０２０年

大豆　 ３．９６ ３．８０ ３．７７ ３．６６ ３．７５ ４．８６

花生　 ６．１８ ６．４３ ５．７４ ５．５６ ７．２１ ７．６３

油菜籽 ４．５９ ４．５３ ５．１０ ５．１８ ５．１３ ５．３４

　注：数据来源于《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

我国主要食用油价格（名义价格）变动情况见

表９。由表９可看出，２０１５年６月３０日至２０２１年
１２月３０日，我国主要的食用油价格总体上处于增

长的态势。其中：一级大豆油现货平均价由５８５８
元／ｔ增加到９８４７元／ｔ，增长了６８．０８％；四级花生
油现货平均价由１０７５０元／ｔ增加到１６５５０元／ｔ，
增长了５３．９５％；桶装菜籽油３６个城市平均零售
价由 １２５３４元／ｔ增加到 １４３０４元／ｔ，增长了
１４．１２％；三级棉籽油河南中部出厂价由５０００元／ｔ
增加到 ９４５０元／ｔ，增长了 ８９．００％。４种主要食
用油的价格都在不同时期出现回落现象，其中一

级大豆油和三级棉籽油价格都在 ２０１６年底到
２０１７年中出现大幅度回落，分别下降了 １９．２８％
和２０．００％，随后一直处于下降态势，直到 ２０１９
年底才迅速回升，半年内分别增长了 ３３．６７％和
３２．２９％，２０２０年都再次出现了价格大幅度回落
又大幅度增长的现象。四级花生油和桶装菜籽油

价格变化相对平稳。四级花生油价格在 ２０１９年
底到２０２０年中增长巨大，增长了２６．６７％，此后价
格稳步增长；桶装菜籽油价格在２０２０年中到２０２０
年底出现较大幅度增加，增长了５．３５％，此后也一
直处于增长趋势。

表９　我国主要食用油价格变动情况 元／ｔ

日期　　　　 一级大豆油 四级花生油 桶装菜籽油 三级棉籽油

２０１５－０６－３０ ５８５８ １０７５０ １２５３４ ５０００

２０１５－１２－２９ ６０００ １０７５０ １２４３０ ５４５０

２０１６－０６－３０ ６１６５ １０７５０ １２３６０ ６１５０

２０１６－１２－３０ ７３３２ １０７５０ １２３９６ ７０００

２０１７－０６－３０ ５９１８ １０７５０ １２４３６ ５６００

２０１７－１２－２０ ５７２５ １１１５０ １２４７２ ５２５０

２０１８－０６－２０ ５４７３ １１１５０ １２４３４ ５１００

２０１８－１２－２０ ５１６０ １０３５０ １２４６４ ４５５０

２０１９－０６－２０ ５２６５ １０３５０ １２６４０ ４８００

２０１９－１２－３０ ７０３８ １１２５０ １２６９２ ６３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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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９ 元／ｔ

日期　　　　 一级大豆油 四级花生油 桶装菜籽油 三级棉籽油

２０２０－０６－３０ ５７９８ １４２５０ １２５９６ ５６５０

２０２０－１２－３０ ８７４５ １５７００ １３２７０ ７８５０

２０２１－０６－３０ ８８９５ １６４００ １３８４６ ９２００

２０２１－１２－３０ ９８４７ １６５５０ １４３０４ ９４５０

　注：数据来源于ｗｉｎｄ数据库，经四舍五入后只保留了整数部分

４　我国油料产业面临的挑战
４．１　油料油脂自给率下滑，进口品种与来源单一

我国既是油料油脂的生产大国，也是油料油脂

的消费大国，由于生活水平的提高和人口数量的增

长，我国油料油脂产业供不应求的局面愈演愈烈，

２０２０／２０２１年度的植物油自给率已经跌至 ３０％左
右。在进口结构上，以常规大宗油料油脂为主，特色

油料油脂进口占比小［９］，进口品种较为单一。其

中，大豆作为我国主要的进口油料，其进口量在油料

进口总量中的占比常年在９０％以上，棕榈油、菜籽
油和大豆油作为我国主要的进口油脂，三者的进口

量在油脂进口总量中的占比常年在７５％以上。在
进口来源上，我国油料油脂进口来源单一，我国大豆

和大豆油的主要进口国是巴西和美国，虽然受中美

贸易摩擦的影响，我国从巴西进口的大豆量在增加

（５０％左右），但是从美国进口的大豆仍占比３０％左
右［１０－１１］，油菜籽和菜籽油的进口主要来自加拿

大［１２］，棕榈油基本全部依靠进口，且基本来自印度

尼西亚和马来西亚［１３］，特色油料中，芝麻的进口主

要来自非洲的苏丹和埃塞俄比亚，胡麻籽的进口主

要来自加拿大和俄罗斯，葵花籽的进口主要来自哈

萨克斯坦［９］。对外依存度的提高和进口品种与来

源的单一会导致国内油料油脂市场受到国际市场的

更大冲击，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深入和对外

开放格局不断深化，我国食用油安全将会受到国际

市场更多不确定因素的影响。

４．２　耕地资源质量降低，弃耕撂荒现象严重
耕地作为粮油生产最基本的要素，其数量和质

量对保障国家粮油安全至关重要。虽然我国已经进

入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阶段［１４］，确保１．２×１０８ｈｍ２

（１８亿亩）耕地红线和“藏粮于地”的倡议方兴未
艾，但是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不断推进，我国耕地

的数量和质量都长期处于下降状态。２０２０年，我国
耕地面积为１．２８×１０８ｈｍ２（１９．１８亿亩），相较于十
年前减少了７．５３×１０６ｈｍ２（１．１３亿亩），一等至三
等优质耕地占比仅为３１．２４％［１５］，其中，土壤有机质

下降、水土流失和土壤污染更是成为影响我国粮食

主产区耕地质量的重要因素［１６］，而粮食生产效率又

与耕地质量呈典型正相关关系，耕地质量越好，粮食

生产效率越高［１７］，耕地质量的下降，尤其是东北平

原和华北平原粮油主产区耕地质量的下降，限制了

我国油料单产的提高。另外，随着农村人口逐渐向

城镇转移，我国农业从业者老龄化问题和农业劳动

力流失问题日渐凸显［１８］，农业长期面临适龄劳动力

紧张局面［１９］，导致我国耕地撂荒现象愈发严重，而

且这种现象早期多出现在丘陵山区［２０］，现已扩散到

东北三省、河北、河南、山东等粮油主产区［２１］，进而

导致实际投入使用的油料耕地面积持续下降，总体

油料增产实效受到负面影响。

４．３　机械化水平不足，油料生产效益低下
截至２０１９年，我国主要油料的综合机械化水平

得到大幅度提升，大豆、花生、油菜等大宗油料作物

全程机械化生产水平基本建立，但受制于种植模式、

种植规模和农机质量，我国油料作物生产机械化的

瓶颈问题依然存在，大豆的综合机械化水平为

８４．１％，花生综合机械化水平只有６３％，油菜综合
机械化水平仅有 ５６％［２２］，落后于同时期的欧美发

达国家，而在南方低山丘陵地区和特色油料作物种

植区域，综合机械化水平、智能机械化程度更低。近

年来，我国油料的生产成本不断增加，除花生的净利

润常年为正值，大豆和油菜籽的净利润常年为负值，

根据《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数据，２０１５年
我国大豆生产总成本为１０１２０．６５元／ｈｍ２（６７４．７１
元／亩），净 利 润 为 － １ ７２６．３５ 元／ｈｍ２

（－１１５．０９元／亩），２０２０年我国大豆生产总成本增
加到１０８０７．８０元／ｈｍ２（７２０．５２元／亩），净利润仍
为负值，为－９０４．９５元／ｈｍ２（－６０．３３元／亩），２０１５
年我国油菜籽生产总成本为 １３６１３．１０元／ｈｍ２

（９０７．５４元／亩），净利润为 －３８９４．７５元／ｈｍ２

（－２５９．６５元／亩），２０２０年我国油菜籽生产总成本
增加到１３９３７．４０元／ｈｍ２（９２９．１６元／亩），净利润
仍为负值，为－２０８４．１０元／ｈｍ２（－１３８．９４元／亩）。
油料生产经济效益低下，直接导致农户减少对油料

作物的种植，转而从事更具利润的同季节农作物

生产。

４．４　种业发展受限，低端产能过剩
良种作为农业发展的“芯片”，对油料单产的提

高意义重大，但我国粮油种业发展并不充分，在基础

性创新方面与国际先进水平仍有差距，大豆、玉米种

业竞争力不强［２３］，而且我国种业企业整体呈现“小

而散”的发展格局，盈利能力弱［２４－２５］，与跨国种子

企业相比，在种质资源、育种新技术运用和商业化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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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体系上缺乏竞争力［２６］。另外，我国粮油加工企业

整体长期处于低端产能过剩状态，这不仅严重阻碍

了我国粮油产业的转型升级和可持续健康发展，还

给整个国家的粮油安全带来了潜在威胁［２７－２８］。

４．５　产业政策缺位，自然灾害频发
作为传统农业大国，我国对粮食安全尤其是口

粮安全的重视程度极高，但是对油料的重视程度还

有待加强。２００７年之前，相关政策以大豆良种补贴
为主，２００７年以后，国家对油料产业发展给予了更
多的重视［２９］，出台了包括《国家粮食安全中长期规

划纲要（２００８—２０２０年）》《关于加快木本油料产业
发展的意见》和《全国大宗油料作物生产发展规划

（２０１６—２０２０年）》在内的一系列政策，然而只有油
菜、大豆、花生主产区可以享受良种补贴，其他地区

和其他油料种植补贴扶持政策少［３０］，生产加工、品

牌建设等方面政策缺位比较明显［３１］。另外，我国地

域宽广，自然灾害多发频发，是世界上因自然灾害遭

受损失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据统计，我国近十年农

作物受灾面积达２．５７×１０８ｈｍ２（３８．５亿亩），因灾
损失粮食多达３×１０８ｔ（６０００亿斤），而且干旱、洪
涝、冻害等自然灾害越来越呈现出极端性、异常性、

多发性、不可预见性等特点，在我国集中连片油料主

产区的影响不断上升［３２－３３］；不仅如此，自然灾害也

加速了农村劳动力的流出［３４］，而农村劳动力的流失

又进一步削弱了农户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最终加

剧了自然灾害的不利影响。

５　发展对策
５．１　坚持将统一科学谋划与增强政策扶持精准度
相结合

一是明确发展目标，树立底线思维。按照油料

消费需求区分工业油料、饲料油料、食用油料，分类

施策，明确将坚守３０％的植物油自给率作为底线目
标，将达到４０％的植物油自给率作为２０３５年远景
规划目标。二是科学谋划部署，用好“两个市场，两

种资源”，构建国家油料安全的多重防线。国家相

关部门可协同合作，组织专家学者、行业精英制定科

学高效的国家油料安全供给战略，打破体制机制壁

垒，加快推进国内油料生产、运输、存储、加工、销售

一体化建设，全面振兴我国油料产业，保障油料供给

的安全性、稳定性、可靠性。三是地方各级政府可结

合地方实际，在国家油料发展战略的大政方针指引

下，制定地方油料产业发展规划，坚持“一县一产”，

久久为功，将“土”资源打造成“特”产业。坚持粮油

安全党政同责，坚持“菜篮子”市场负责制，不断细

化责任，认真抓好落实，保证专款专用，精准施策，精

准扶持，确保政策真正惠及农户、惠及产业，提升国

产油料有效供给。

５．２　坚持将强化科技支撑与耕地资源保护相结合
一是强化种业科技支撑，提高油料产量。优质

的种质资源对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占到 ４０％以
上［３５］，要立足国内现有的种质资源开发情况，积极

组建科研团队，加强油料育种基地建设，实施差异化

的油料良种培育工程，在能尽快实现突破的领域加

强投入，争取早日摆脱我国种质资源受制于人的局

面，打好种业翻身仗。二是采用绿色防控技术，保障

油料绿色生产。遵循“节本增效”原则，实施重大病

虫害分区治理与联防联控策略［３６］，着力促进农作物

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集成创新与产业化推广［３７］，减

少农药的使用，实现绿色生态工程控制。三是严守

耕地红线，适当扩大油料种植规模。进一步完善农

户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立”的制度，

加快抛荒现象严重区域的土地流转速度，鼓励具有

更高生产积极性和更高效率的农户获得更多优质的

土地资源，进一步扶持规模经营主体，实现油料生产

规模经济［３８］。四是优化耕地质量，提高油料单产。

加强监测勘察力度，对国内土地质量进行全方位评

估并做好实时更新，对油料主产区的土地施行轮耕

轮作，保持土壤肥力，尤其是保护好黑土地这个耕地

中的“大熊猫”，持续推进真正旱涝保收、高产稳产

的高标准农田建设［３９］。

５．３　坚持将提高农户油料种植收益与增强自然灾
害抵御能力相结合

一是完善油料生产支持政策。将油料种植、环

保型农资购买、测土配方施肥、农作物病虫害防控、

农业防灾减灾稳产增产关键技术纳入农户补贴

中［３０］，降低农户油料种植成本，提高农户油料种植

收益；进一步加强对油料主产区的财政转移支付和

油料生产大户的奖励力度，激发农户油料生产积极

性，保障油料主产区的稳定供应。二是促进农村数

字普惠金融发展，充分发挥政策性保险作用。对油

料主产区规模化经营的农村新型经营主体、种植大

户、家庭农场等不同主体需求进行挖掘，开发专属金

融产品，普及农业保险，将数字普惠金融巧妙地配置

到农业农村，优化资源配置，降低生产风险［４０］，有能

力的省份还可以进一步扩大油料作物完全成本保险

和种植收入保险实施范围，给油料保险安全网再

升级［４１］。

５．４　坚持将大宗油料品牌建设与特色油料资源开
发相结合

一是加快品牌化建设，促进三产融合发展。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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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对龙头企业的扶持力度，鼓励其在油料主产区建

立原料生产基地、与油料种植户建立长久合作关系、

对油料油脂进行深加工，满足市场多元化消费需求，

发挥龙头企业的辐射带动作用，提高其在生产、加

工、流通、销售等全方位的影响力，还可以搭乘乡村

旅游的快车，推动油料三产的融合，促进油料全产业

链开发和各价值点的发掘［４２］，进一步释放油料市场

活力。二是充分挖掘我国油料资源，加强特色油料

资源的开发。除大豆、花生、油菜等大宗草本油料作

物，我国还拥有总产相对稳定的向日葵、芝麻、胡麻

等小宗草本油料作物［４３］以及以油茶、核桃、油橄榄

为代表的木本油料作物［４４］，各省市结合当地实际资

源水平，在不与粮食作物争地的前提下，利用旱作农

业区的丘陵、滩涂、沙地发展小宗草本油料作物［４５］，

在湖南、江西等南方低山丘陵地区发展油茶等木本

油料作物，着力保面积、提品质，丰富油料供给来源。

５．５　坚持将稳定当前农业合作伙伴关系与扩宽油
料进口来源相结合

我国继续扩大对外开放的战略格局始终不会

变，我国油料产业要用好国际市场，发挥比较优势，

增强油料供给韧性。一是稳定与现今主要油料进口

国的战略合作关系，加强彼此农业领域的经贸往来

和投资合作，畅通两国油料进出口的渠道，保持主要

油料出口国对我国油料油脂资源的稳定输入。二是

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合作，推动我国油料

产业“引进来”和“走出去”。利用“一带一路”建

设，谋求与中亚、非洲等油料供给大国构建油料产业

合作项目，优化两国关键物流通道布局，增强国际油

料供应链的稳定性；鼓励大型油料企业“走出去”，

建立一批稳定的海外油料生产和供应基地，利用国

内超大规模油料市场需求，稳定提高对国际油料市

场的掌控力。

５．６　坚持将实施差异化市场监管与引导居民科学
消费相结合

一是用好大数据，实施差异化监管，对不合格产

品和生产企业进行重点排查，及时公布相关数据，建

立一个公开、透明、健康的食用油、油脂及其制品消

费市场。二是通过网络媒体对过量摄入油脂的危害

进行报道，对《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中个人日油脂摄

入量、动植物油的安全性对比分析、植物油适用人群

和摄取比例进行宣传，引导居民科学消费食用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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