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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按照不同地区油料油脂的产销特点!将我国七大地理分区划分为余油区%缺油区和基本自给

区!在定性分析各区油料油脂产销结构变化的基础上!运用几乎理想需求系统模型对不同区域内大

豆油%菜籽油和花生油的消费支出弹性和价格弹性进行测度!以此明确不同区域消费品种之间的替

代互补关系& 结果表明'余油区整体油料油脂供需结构和量上较为匹配!D 种油脂之间存在消费替

代关系!且菜籽油和大豆油之间的替代程度较强#缺油区内油料油脂产销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结构

匹配!但量上存在较大差距!其中菜籽油和花生油之间存在消费替代关系!大豆油与菜籽油%花生油

是消费互补关系!但无论替代还是互补程度都较弱#基本自给区有向缺油区发展的态势!区内花生

油和菜籽油之间是互补关系!大豆油与这两种食用植物油之间是替代关系& 基于以上分析!分别从

各区域油料生产发展%区域间调运合作以及消费需求端 D 方面提出了优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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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E!"!" 年初开始&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一些重

要粮食出口国陆续出台限制甚至禁止粮食出口的外

贸政策&导致国际市场供给端整体呈现出紧缩状

态*$+

' 在这种形势下&无论是新粮食安全观中的

"立足国内)适度进口#&还是中央最近提出的"以国

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

展格局#理念&都在着重强调提高国产农产品的生

产能力)挖掘增产潜力&是当下我国农业发展的现实

和理性选择*! #D+

' 而油料作为我国进口依存度较高

的农产品&当进口不再限于品种调剂和余缺调节&而

是与国产油料共同成为国内油料供给的重要来源

时&有必要重新审视国产油料生产和消费需求状况&

以此明确"适度进口#的合理规模&从而实现从供给

端相对减少对国际市场过高的依赖程度&使我国油

料产业在未来不稳定的国际形势下&可以朝产需平

衡的良性内循环方向发展'

在油料产销区域的划分研究中&大致有两种研

究思路&一种是以油料作物本身为出发点&寻找与该

种油料相匹配的生产布局特征&侧重点在油料' 例

如(肖运来*++对全国 $,,D,$,,- 年油菜)花生和大

豆的生产比较优势区和比较劣势区进行了测定!章

胜勇*&+分别对 !""D 年之前的大豆)花生)油菜等油

料作物在各省的种植规模进行了定性分析!黄柳

婷*'+分别对 $,,D,!"$% 年大豆)花生)油菜生产的

时空演变特征进行了研究' 而另一种研究思路是先

将各种油料视为整体&根据整体特征划分为不同类

型的区域&进而再寻找不同区域内各种油料作物的

生产和销售状况&侧重点在区域' 例如(曹永生

等*%+将全国油料作物种质资源分布划分为 ' 个区

域&即东北#内蒙古区)华北地区)长江中下游区)华

南区)长江上游区)西部区!刘冬梅*-+ 认为&在

$,-",$,,% 年&华北)华中)华东是我国油料作物最

重要的生产基地&西南)华南和东北区的油料生产份

额在这段时期有所下降&而西北区在全国油料生产

中所占份额基本保持在 &J以下!米健等*,+利用

$,,",!""& 年全国和各省)市)自治区油料产量和

消费量&运用聚类分析方法将全国分为油料主产区

和非主产区&进而对各个区域内过去十几年间有关

油料产量和消费量的变化趋势进行了描述分析&但

是仅仅局限于总量上的分析&未涉及各个区域内油

料品种产销结构之间的研究'

在油料油脂产销关系的研究中&随着城镇化水平

不断推进)农村居民收入明显提高&以及部分地区传

统消费习惯的延续&我国食用植物油脂类产品消费总

量保持增长态势&消费结构)消费速度以及各类食用

植物油脂类产品之间替代关系的动态演进对我国油

料生产端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通过梳理近 '" 年来我

国食用植物油的消费走势&马云倩等*$"+认为当前我

国居民食用植物油生产与消费之间的不匹配&使得植

物油的有效利用率严重不足&现需精准探析生产供应

与消费需求之间的问题&推进植物油产业的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 王永刚等*$$+依据全国食用植物油供需水

平与结构特征&定性分析了人口数量)城市化水平)收

入水平和价格水平等影响食用植物油消费的重要因

素' 在此研究基础上&沈琼*$!+利用几乎理想需求系

统模型对全国范围内菜籽油)花生油)大豆油和其他

植物油的消费支出弹性)自价格需求弹性和品种间的

交叉价格弹性进行了测度&以期明确全国居民植物油

需求特征及各品种间的消费替代关系&对国家整体油

料生产结构的调整提供参考借鉴'

综上&虽然不少学者已经围绕国内油料油脂产

销状况进行了较多研究&但仍存在以下不足(大多文

献的研究范围是全国或某一省份&区域之间的差异

性对比分析较少&即使进行了区域划分&但由于不同

文献拥有不同的划分标准&导致在根据时间脉络进

行文献梳理时&不能较为明确地判断某一区域内油

料油脂产销的时间变化趋势' 因此&本文的研究思

路从科学划分我国不同类型油料油脂的产销区域出

发&先定性分析各个区域内不同类型油料油脂的产

销现状&再从消费需求端测度不同区域内主要食用

植物油消费的支出弹性和价格弹性&明确油料需求

端的消费结构变化趋势&最后分别从各区域油料生

产发展)区域间调运合作以及消费需求端 D 方面提

出国内油料产业发展的优化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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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类型油料产销区中的供求结构分析

$;$E油料产销区域划分

本文主要借鉴 $,,$ 年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自

然资源和农业区划研究所对我国食用植物油料

$脂%产需平衡和布局的研究&以我国七大地理分区

为单位&利用"余油区)缺油区)基本自给区#来划分

我国油料生产和食用植物油消费的不同类型区

域*$D+

' 但考虑到该资料时间较早&当前国内油料产

区和食用植物油消费区的情况可能有所调整&因此

结合近 & 年最新的产销数据&对其进行检验和适当

调整&为了排除偶然因素对最终分区的影响&选取各

省 !"$+,!"$- 年的平均数据&见表 $'

表 :;<L:@*<L:J 年平均油料产销情况

区域 地区
油料产量@

万_

各区域油料

产量占比@J

人均油料

产量@B>

食用植物油

消费量@万_

各区域食用植物油

消费占比@J

人均食用植物油

消费量@B>

全国 D &$';&$ !D;$" ! '"-;,%- $-;--

华东地区

山东 D!D;!"

江苏 $$-;'$

安徽 $,';-+

浙江 !,;+,

福建 !';+'

上海 ";,%

$,;%-

D!;!+ $,,;$-"

$$;&% $-$;+%+

D";$% $"!;%'-

+;,& $$&;D$+

&;!D %D;&--

";++ '!;,'%

!-;$-

!";"'

!!;'%

$';&%

!";&'

$-;,,

!';"$

华南地区

广东 $"%;DD

广西 '&;D"

海南 $";!,

&;!"

,;$D !&&;-!"

$!;-% &,;'&$

$";D, $';,!+

$!;%+

!D;!$

$!;D!

$-;+D

华中地区

湖北 D!+;!&

湖南 !D';"$

河南 '"+;!D

江西 $!$;-D

D';&-

&D;"" $"+;"-%

DD;"" $"!;%&&

&,;%$ $&";""+

!';+$ %D;"&!

$';+-

$%;%!

$&;"'

$&;%&

$&;,"

华北地区

北京 ";&&

天津 ";-,

河北 $+$;-$

山西 $&;%$

内蒙古 !"&;!!

$";D'

";!' &D;'!&

";&! +';!-,

$';-, $!,;"+'

+;", &$;D%&

-+;"- ++;,''

$!;+%

!+;%-

!,;-,

$%;!%

$D;,&

$%;-+

西北地区

陕西 '$;-,

甘肃 %D;&&

青海 D";$'

宁夏 $!;$D

新疆 '';!!

';,+

$&;D" -D;'+"

!,;+D D+;"++

&!;D$ $+;$%&

$$;,+ $&;+-,

!-;D% +$;'&$

%;!+

!$;,$

$D;"D

!D;,"

!!;,+

$%;D%

西南地区

重庆 '$;$D

四川 D!-;"$

贵州 $"';$,

云南 'D;!%

西藏 ';$'

$';"'

$,;-$ '&;'&'

+!;!& $'";-!$

D!;!! +&;&,%

$!;D& +%;,!!

$-;-D ,;-+-

$!;'+

!$;&+

$,;+,

$!;-!

$";"+

!,;%'

东北地区

辽宁 %";$&

吉林 ,!;$D

黑龙江 $';&+

&;",

$';!+ $$-;%'+

D%;," &-;+""

+;!, ,";"-'

$";!+

!%;$+

!$;D-

!D;%"

E注(资料来源于 !"$&,!"$, 年-中国粮食年鉴.!区域划分依据-中国行政区域简表.'

EE由表 $可见&华中地区作为传统油料调出省区&

所包含省份的人均油料产量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而

人均食用植物油消费量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产销占

比之间呈现出较大差距&因此将其划分为余油区' 其

次是西南地区&其中四川省是长江流域较为重要的油

菜生产地区&由于有较多冬闲耕地资源尚未利用&因

此以冬油菜为主的油料作物种植开发意味着该地区

还有较大的油料生产潜力&近 &年的产销平均数据也

显示&西南地区是除华中地区以外&油料产量占比大

于食用植物油消费占比的地区&因此也将西南地区划

分为余油区' 沿海经济发达的华东地区虽然在 !" 世

纪 -"年代作为我国重要的油料作物生产基地之一&

且近 &年油料平均产量也占比全国第二&但由于人多

地少的地区特点&使得该地区食用植物油消费占比远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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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于油料产量占比&因此将其划分为缺油区' 同样作

为沿海经济发展迅速的华南地区&人民生活水平较

高&油料产需形势长期处于产不足需状态&该地区生

产全国 &;!"J的油料&却消费全国 $!;%+J的食用植

物油&因此将该区划分为缺油区' 同样&东北地区生

产全国 &;",J的油料&却消费全国 $";!+J的食用植

物油&因此也将其划分为缺油区' 华北地区和西北地

区相比其他地区来说&近 & 年产销占比之间差值不

大&且以往文献资料中涉及该区省份时&大多评价处

于中间水平&因此将其划分为基本自给区'

综上&本文将全国划分为 ! 个余油区)D 个缺油

区和 ! 个基本自给区&即华中和西南地区是余油区&

华东)华南和东北地区为缺油区&华北和西北地区为

基本自给区'

$;!E供求结构分析

$;!;$E余油区

图 $ 为余油区不同种类油料产量和食用植物油

消费量情况'

E注(各省原始数据来源于 !""$,!"$, 年-中国粮食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和布瑞克农产品数据库&根据上文分区

标准&将华中地区和西南地区所包含省份的 D 种油料产量和 D 种食用植物油消费量加总后绘制而成'

图 :;余油区不同种类油料产量和食用植物油消费量

EE从图 $ 可以看出&余油区的油菜籽产量在 !"$D

年之前总体处于稳步增长态势&近年来&其产量基本

在 ,,- 万_上下小幅度波动' 其中华中地区是长江

流域传统的冬油菜区&且西南地区拥有冬油菜这种

喜凉作物较为适宜生存的气候环境&因此预计未来

油菜在余油区的油料作物中依旧处于稳定的主导地

位' 余油区的花生产量虽然低于油菜籽产量&但其

年平均增长率却高于油菜籽&尤其在 !""- 年之后&

花生产量呈现出较为稳定的增长势头' 余油区的大

豆产量是 D 种油料中产量最低的&自 !""" 年以来其

产量几乎在 !&" 万MD"" 万_区间内波动&预计未来

较长一段时间内不会出现较大幅度的变化'

从食用植物油消费需求结构来看&菜籽油和大

豆油的消费总份额常年占据该区所有食用植物油消

费总额的 -&J以上' !"$! 年之前&余油区以菜籽油

为主要食用植物油消费对象!!"$D 年之后&大豆油

消费量逐渐超越菜籽油消费量&且 !"$D,!"$- 年的

年增长率达到 !%;,DJ&有继续增长的消费趋势!而

花生油相对于菜籽油和大豆油消费在余油区一直处

于从属地位&增减幅度较为稳定'

$;!;!E缺油区

图 ! 为缺油区不同种类油料产量和食用植物油

消费量情况'

E注(各省原始数据来源于 !""$,!"$, 年-中国粮食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和布瑞克农产品数据库&根据上文分区

标准&将华东地区)华南地区及东北地区所包含省份的 D 种油料产量和 D 种食用植物油消费量加总后绘制而成'

图 <;缺油区不同种类油料产量和食用植物油消费量

EE由图 ! 可以看出(!""" 年缺油区 D 种油料总产

量为 ! $$%;'$ 万_&其中油菜籽占 $-;"DJ&花生占

D&g!'J&大豆占 +';%$J!!"$- 年该区 D 种油料总

产量跌至 $ ,$%;!% 万_&其中油菜籽占 -;D,J&花生

占 +";'-J&大豆占 &";,+J' 缺油区 D 种油料总产

量呈现逐年小幅度下跌趋势&其中油菜籽产量在 D

种油料中最低&且近些年下降幅度较大!!""",!"$-

年该区的花生平均产量为 %+D;-! 万 _&未出现较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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幅度的波动!而缺油区中的东北地区作为大豆主产

区&!""",!"$- 年东北地区大豆产量平均占缺油区

大豆产量的 %$;!&J&缺油区的大豆产量平均占全

国大豆产量的 '+;%DJ&大豆是缺油区的优势油料

作物'

相比该区 D 种油料总产量的小幅度下跌&该区

D 种食用植物油消费总量却连年大幅度增加' 从食

用植物油消费的需求结构来看&!""" 年缺油区 D 种

食用植物油消费总量为 +D&;' 万 _&其中菜籽油占

D+;,DJ&花生油占 $%;',J&大豆油占 +%;D%J!

!"$-年该区D种食用植物油消费总量增至,D+;%D万_&

其中菜籽油占 $';$&J&花生油占 -;&,J&大豆油占

%&;!'J' 按目前这种形势&缺油区内大豆油消费量

将持续增加&虽然菜籽油和花生油消费量没有出现

较大幅度波动&但由于该区食用植物油消费总量的

增加&使其各自占比在缺油区内大幅下跌&且预计这

种状态在短时间内不会出现较大变动'

$;!;DE基本自给区

图 D 为基本自给区不同种类油料产量和食用植

物油消费量情况'

E注(各省原始数据来源于 !""$,!"$, 年-中国粮食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和布瑞克农产品数据库&根据上文分区

标准&将华北地区和西北地区所包含省份的 D 种油料产量和 D 种食用植物油消费量加总后绘制而成'

图 ?;基本自给区不同种类油料总产量和食用植物油消费量

EE由图 D 可以看出&相比余油区和缺油区&基本自

给区的油料产量是最低的&且该区在 !""",!"$- 年

D 种油料总产量年均增长率仅为 ";+DJ&整体油料

生产发展情况较为稳定' 从油料作物生产的品种结

构来看&!""" 年基本自给区 D 种油料总产量为

&$!g%,万_&其中油菜籽占 !$;-,J&花生占 !,g+,J&

大豆占 +-;'$J!!"$- 年该区 D 种油料总产量增至

&&+;"+万_&其中油菜籽占 !,;',J&花生占 !!;D%J&

大豆占 +%;,+J' 大豆是 D 种油料中产量最高的&

!"", 年之前&该区花生产量位居第二&!"$" 年之后&

油菜籽产量逐渐超过花生产量&且基本稳定在 $&"

万M!"" 万_之间'

从食用植物油消费的需求结构来看&!""" 年基

本自给区 D 种食用植物油消费总量为 $+";D$! 万_&

其中菜籽油占 D";,&J&花生油占 !";&&J&大豆油

占 +-;+,J!!"$- 年该区 D 种食用植物油消费总量

增至 D-!;"!, 万 _&其中菜籽油占 $&;'&J&花生油

占-;&&J&大豆油占 %&;-"J' 从基本形态上与缺

油区的 D 种食用植物油消费情况基本一致&大豆油

消费量目前正处于大幅增长态势&但其消费量却远

低于缺油区&菜籽油和花生油作为基本自给区的非

主要食用植物油&增减幅度较为平缓'

对比余油区)缺油区和基本自给区&余油区的花

生油消费水平处于中间位置&基本自给区的最低&缺

油区的最高'

<;不同区域食用植物油消费价格弹性分析

从上述各个区域油料生产与食用植物油消费的

发展现状可知&各个区域的油料生产与食用植物油

消费情况存在一定的差异&那么&引起这种差异的原

因是什么1 如果从消费需求端品种内部的替代关系

角度出发&不同区域食用植物油之间的消费替代关

系是否可以回答这个问题1 未来各区域食用植物油

的品种消费结构又将呈现出何种变动趋势1 这些问

题的明确不仅有助于研判现状本身的发展趋势&对

不同区域食用植物油产业结构调整和相关政策的制

定也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E数据来源

根据 !""+,!"$+ 年-中国农产品价格调查年

鉴.获取 !""D,!"$D 年各省年度的菜籽油)花生油

和大豆油价格&!"$+,!"$- 年各省食用植物油价格

数据根据X2=`数据库和-中国食品工业年鉴.整理

得到!各省每年的菜籽油)花生油和大豆油消费量来

自布瑞克农产品数据库&时间跨度为 !""D,!"$-

年!各省人口数量来自 !""+,!"$, 年-中国统计年

鉴.中年末总人口统计数据'

!;!E变量选取与模型构建

!;!;$E变量选取

利用各省年度菜籽油)花生油和大豆油的价格

和消费量&根据上文划分的余油区)缺油区和基本自

给区对其数据进行整理&分别算出年度各区这 D 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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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用植物油的消费支出&再分别求出各自在这 D 种

消费总支出中的占比情况&菜籽油消费支出占比为

V

$

&花生油消费支出占比为 V

!

&大豆油消费支出占

比为V

D

&D

$

)D

!

)D

D

分别为菜籽油)花生油和大豆油的

价格&"

,

为 D 种食用植物油人均消费总支出&D

,

#为

O_9=6价格指数' 变量定义见表 !'

表 <;变量定义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被解释变量

菜籽油消费支出占比$V

$

%

花生油消费支出占比$V

!

%

大豆油消费支出占比$V

D

%

解释变量

菜籽油价格$D

$

%

花生油价格$D

!

%

大豆油价格$D

D

%

D 种食用植物油人均消费总支出$"

,

%

O_9=6价格指数$M

,

#

%

!;!;!E模型构建

借鉴沈琼*$!+研究全国居民对不同品种食用植

物油之间消费替代关系时的研究方法(

几乎理想需求系统模型$HP*O%' 与之不同的

是&本文将全国分为余油区)缺油区和基本自给区&

分别对各区运用 HP*O 对不同品种食用植物油消费

特征及替代关系进行分析&这样不仅能了解到不同

类型区域之间消费特征的共性和差异性&还能明确

同一区域内不同品种食用植物油之间消费的替代互

补关系' 该模型基于既定效用水平下的支出最小化

原则&利用模型的参数估计能够方便地计算各种食

用植物油的支出弹性和价格弹性&从而更加直观准

确地表现各变量对食用植物油消费品种结构的影

响' HP*O模型为(

V

)

h

!

)

x

)

2

K

#

)K

39>D

K,

x

"

)

39>$"

,

%D

,

#

% $$%

式中(V

)

为各种食用植物油的支出占比!

!

)

为常

数项!(

)K

和
"

)

均为模型的估计参数!D

K,

为各种食用植

物油的市场价格'

39>D

,

#

h

)

2

)

N

)K

39>D

K,

$!%

用 O_9=6价格指数进行处理的 HP*O 模型又称

为线性近似HP*O$GH@HP*O%模型&为了与需求理论

保持一致&HP*O模型需要满足以下约束条件(

$$%可加性(

)

2

)h$

!

)

h$!

)

2

)h$

#

)K

h"!

)

2

)h$

"

)

h"

$!%齐次性(

)

K

#

)K

h"

$D%对称性(

#

)K

h

#

K)

根据式$$%和式$!%&用 O_9=6价格指数进行线

性化近似处理后可得到支出弹性(

)

)

h$ x

"

)

V

)

$D%

价格弹性公式有两种(

非补偿性价格弹性(/

)K

h#

$

)K

x

#

)K

%V

)

#

"

)

V

K

%V

)

$+%

补偿性价格弹性(

&

)K

h/

)K

xV

K

$$ x

"

)

%V

)

% $&%

式中(

$

)K

是克罗内克符号&当)hK时&

$

)K

h$&/

)K

和

&

)K

分别为非补偿性和补偿性的自价格弹性!当 )

*

K

时&

$

)K

h"&/

)K

和
&

)K

分别为非补偿性和补偿性交叉价

格弹性'

非补偿性价格弹性和补偿性价格弹性相比&后

者更能体现价格对消费品需求产生的影响&因此本

文选取补偿性价格弹性对食用植物油消费品种的需

求价格弹性进行分析'

结合HP*O模型&构建食用植物油消费系统模

型的具体形式如下(

模型 $(V

$

h

!

$

x

#

$$

39>D

$

x

#

$!

39>D

!

x

#

$D

39>D

D

x

"

$

39>$"

,

%D

,

#

%

模型 !(V

!

h

!

!

x

#

$!

39>D

$

x

#

!!

39>D

!

x

#

!D

39>D

D

x

"

!

39>$"

,

%D

,

#

%

模型 D(V

D

h

!

D

x

#

$D

39>D

$

x

#

!D

39>D

!

x

#

DD

39>D

D

x

"

D

39>$"

,

%D

,

#

%

!;DE结果分析

由于因变量是支出份额&误差协方差矩阵是奇

异的&系统估计时必须去掉一个方程以避免共线性

问题&而被删除方程的相应参数值可根据 HP*O 模

型的可加性)齐次性等约束条件推导得出&本文在采

用HP*O模型时均删除各区 V

D

$大豆油%的方程&模

型采取联立方程组形式&估计方法利用近似不相关

的系统迭代回归分析法&最后将模型各参数的估计

结果代入式$D%)式$+%)式$&%求得各区这 D 种食用

植物油消费的支出弹性)自价格弹性和需求交叉价

格弹性&结果分别见表 D M表 &'

表 ?;余油区食用植物油消费的补偿性需求交叉价格弹性及支出弹性结果

品种
补偿性需求交叉价格弹性

菜籽油 花生油 大豆油 总和
支出弹性

菜籽油 #";D"" $$' ",& #";$$' &+% %+$ #$;D,% '+, %," $;&$+ $,% &D$ ";+%" &,D D-'

花生油 ";$&, D-' $%D #";!'+ --+ ,,+ #";!,- "!" ,+% ";+&% +"% $!" ";$+$ D,% +",

大豆油 $;+D" ,"& "'+ #";D-' ,$! &$" #";%%- +!! ,"- $;-$% -$% &%+ !;$'% ,+D ",!

总和E $;&," !,$ !D% #";&"D +'" !&! #$;',& '%" %D%

E注(总和为不包括自价格弹性的各项交叉价格弹性值代数和' 下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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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缺油区食用植物油消费的补偿性需求交叉价格弹性及支出弹性结果

品种
补偿性需求交叉价格弹性

菜籽油 花生油 大豆油 总和
支出弹性

菜籽油 #";%'' '&D ""- ";"'" +,! ,'& #";"+& D%D '$+ ";"$& $$, D&$ ";'%! -$+ &"!

花生油 ";"-+ -,+ ,$, #";D%& &+- %,$ #";"+' D&& +-, ";"D- &D, +D" ";,%! "", +%&

大豆油 #";"+" !+% -++ #";"$- "&$ +'' #";-"% D'+ +&' #";"&- !,, D$" $;-!" -+- ,$+

总和E ";"++ '+% "%& ";"+! ++$ +,, #";",$ %!, $"D

表 A;基本自给区食用植物油消费的补偿性需求交叉价格弹性及支出弹性结果

品种
补偿性需求交叉价格弹性

菜籽油 花生油 大豆油 总和
支出弹性

菜籽油 #";+"& !D% %$D #";"'& $D& $!+ ";"&" ,!, %'& #";"$+ !"& D&, ";&!$ "D+ D$'

花生油 #";"!+ %%- "+' #";!+, ,$$ $$$ ";"D+ -," !+$ ";"$" $$! $,& ";!D, %'+ "D,

大豆油 ";",- --+ $,' ";"," +-D $$! #";+-& -D' ,++ ";$-, D'% D"- $;D%- !&% +%+

总和E ";"%+ $"' $&$ ";"!& D+% ,-- ";"-& -!" ""'

!;D;$E支出弹性分析

食用植物油消费的支出弹性为食用植物油消费

总支出变动 $J&所引起的某种食用植物油消费支

出变动的比例'

对于这 D 种食用植物油的支出弹性&从全国范

围来看&余油区和基本自给区内部是大豆油 p菜籽

油p花生油&缺油区内部为大豆油 p花生油 p菜籽

油' D 区的的共性在于大豆油的消费支出弹性均大

于 $&表示其消费量对收入的变化较为敏感' 而菜

籽油的消费支出弹性均小于 $&说明在我国菜籽油

已具备居民日常消费的生活必需品性质&预计在未

来较长一段时间内其消费量不会发生较大波动' 而

花生油消费支出弹性也小于 $&依据经济学意义&花

生油应当归为生活必需品&但与花生油在现实生活

中属于高端油品似乎有所违背&这主要是因为花生

油价格较高&使得居民对其需求程度较低所导致的'

当区与区之间进行横向比较时&经济发展水平不同

决定了各区的消费差异性' 根据各区食用植物油的

消费支出弹性结果&食用植物油消费总支出增加

$J&菜籽油的消费支出情况为缺油区 p基本自给

区p余油区&花生油的消费支出情况是缺油区 p基

本自给区p余油区&大豆油的消费支出情况是余油

区p缺油区p基本自给区' 经济发达的缺油区花生

油消费支出弹性是 D 区中最大的&而农业省份较多

的余油区大豆油消费支出弹性最大&表明相对而言&

花生油的消费受当地居民收入水平影响更大&而大

豆油通常作为满足基本食用植物油消费的选择'

!;D;!E自价格弹性分析

食用植物油的自价格弹性是指某种食用植物油

的价格变动 $J&所引起的其消费量变动的比例'

从 D 区的共同特征来看&余油区)缺油区和基本

自给区内部的自价格弹性绝对值都是大豆油p菜籽

油p花生油&表明相对于菜籽油和花生油&大豆油消

费量最容易受其自身价格波动的影响&鉴于国际廉

价榨油大豆大量进入我国市场&大豆油在我国食用

植物油市场开始占据相当重要的消费份额&人均消

费量的增加&意味着居民对其价格变动的敏感程度

也相对更高!而花生油自价格弹性绝对值最低&反映

出花生油消费量变化受其自身价格变动的影响相对

最弱!菜籽油的消费量变动对其自身价格影响程度

居中' 从 D 区消费品种的差异性来看&缺油区的大

豆油自价格弹性绝对值最大&表明缺油区的大豆油

消费量对其价格变动更为敏感' 余油区的菜籽油自

价格弹性绝对值是 D 区中最低的&根据上文分析&余

油区的华中地区和西南地区是菜籽油的主销区&也

是油菜籽的主产区&生产和消费具有一定的地域性&

受传统消费习惯的影响&存在相当一部分人群不会

因为其价格上涨&而选择其他食用油来替代菜籽油

消费&所以相对大豆油和花生油&菜籽油消费量变化

对价格变动不太敏感' D 区间的花生油消费自价格

弹性绝对值相差不大&主要由于我国是花生主产国&

国内需求量主要受生产量的影响&整体消费需求较

为稳定'

!;D;DE交叉价格弹性分析

食用植物油的交叉价格弹性是指某种食用植物

油的价格变动 $J&所引起与他相关的食用植物油

消费需求的相对变动' 若交叉价格弹性大于 "&表

明这两种食用植物油之间存在相互替代关系&若交

叉价格弹性小于 "&表明这两种食用植物油之间存

在互补关系'

!;D;D;$E余油区的交叉价格弹性分析

余油区内这 D 种食用植物油消费之间都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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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程度的替代关系&区别在于替代程度有所不

同' 从表 D 纵向结果来看(菜籽油价格增加 $J&

花生油消费量增加 ";$&, +J)大豆油消费量增加

$g+D" ,J!大豆油价格增加 $J&菜籽油消费量增

加 $;D,% 'J&花生油消费量增加 ";!,- "J!花生油

价格增加 $J&菜籽油消费量增加 ";$$' &J&大豆

油消费量增加 ";D-' ,J' 从某种食用植物油价格

变动对其他两种食用植物油消费量相对变动幅度来

看&余油区的花生油价格变动对非花生油消费量的

影响最小' 从表 D横向结果来看&当其他两种食用植

物油价格上涨 $J&菜籽油消费量增加 $;&$+ !J&大

豆油消费量增加 $;-$% -J&花生油消费量仅增加

";+&% +J' 当余油区油脂价格上涨时&菜籽油和大

豆油相对花生油收益更大&花生油是该区油脂价格

上涨的最小受益者' 余油区内菜籽油和大豆油之间

的补偿价格弹性位于 $;D,% ' 以上&要远高于这两

种食用植物油与花生油之间的补偿性需求交叉价格

弹性&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上文中大豆油和菜籽油消费

量呈现出时间趋势上较为明显的替代关系' 同时&由

于余油区多属农业大省&自身消费水平较低&如果暂

不考虑消费习惯的影响&相对花生油这种传统高档油

品&菜籽油和大豆油的平均价格水平可能更为适合该

地区大多数居民的日常食用植物油消费'

!;D;D;!E缺油区的交叉价格弹性分析

根据表 + 缺油区内这 D 种食用植物油的补偿

性需求交叉价格弹性可知&缺油区内菜籽油和花

生油之间存在较为明显的替代关系&且大豆油与

这两种食用植物油之间存在一定的互补关系' 从

表 + 纵向结果来看&缺油区的菜籽油价格增加 $J&

花生油消费量增加 ";"-+ ,J&大豆油消费量减少

";"+" !J!花生油价格增加 $J&菜籽油消费量增加

";"'" &J&大豆油消费量减少 ";"$- $J!大豆油价

格增加 $J&菜籽油消费量减少 ";"+& +J&花生油

消费量减少 ";"+' +J' 从表 + 横向结果来看&当其

他两种食用植物油价格上涨 $J&菜籽油消费量增

加 ";"$& $J&花生油消费量增加 ";"D- &J&大豆油

消费量减少 ";"&- DJ&花生油是缺油区整体油脂价

格上涨的最大受益者' 结合上文现状分析&大豆油

是缺油区内食用植物油消费的主要品种&菜籽油和

花生油处于食用植物油消费的从属地位&一主两辅

消费互补共同满足该区的食用植物油需求&且两辅

食用植物油内部存在一定的替代关系&相比之下&花

生油与菜籽油之间的替代关系要大于大豆油和这两

种食用植物油之间的互补关系&但无论替代还是互

补程度都较弱'

!;D;D;DE基本自给区的交叉价格弹性分析

基本自给区内花生油和菜籽油之间是互补关

系&大豆油与这两种食用植物油之间是替代关系'

从表 & 纵向结果来看&基本自给区的菜籽油价格增

加 $J&花生油消费量减少 ";"!+ -J&大豆油消费

量增加 ";",- ,J!花生油价格增加 $J&菜籽油消费

量减少 ";"'& $J&大豆油消费量增加 ";"," &J!大

豆油价格增加 $J&菜籽油消费量增加 ";"&" ,J)花

生油消费量增加 ";"D+ ,J' 从表 & 横向结果来看&

当其他两种食用植物油价格上涨 $J&菜籽油消费

量减少 ";"$+ !J&花生油消费量增加 ";"$" $J&大

豆油消费量增加 ";$-, +J&大豆油是基本自给区整

体油脂价格上涨的最大受益者' 虽然该区与缺油区

的食用植物油消费结构趋势大致相同&花生油和菜

籽油都处于消费的从属位置&但是该区这两种食用

植物油之间是互补关系&处于主导消费地位的大豆

油与其他两种食用植物油之间属于替代关系'

?;结论与启示

D;$E结论

$$%余油区对全国油料油脂产需平衡起着关键

作用&其生产和销售状况直接影响国家油源的稳定&

该区整体油料供需结构和量上较为匹配&但油料加

工产业链的发展还有待继续延伸' 缺油区的油料生

产发展速度赶不上食用油消费需求的增长&油料生

产与食用植物油消费存在一定程度上的结构匹配&

但是各种植物油消费量远高于相应油料生产量&对

区外调入和外贸进口存在较大依赖' 基本自给区的

油料产量增加缓慢&而食用植物油消费增长迅速&按

目前发展形势来看&基本自给区有逐渐向缺油区发

展的态势'

$!%余油区)缺油区和基本自给区的大豆油消

费支出弹性都大于 $&而花生油和菜籽油的消费支

出弹性都小于 $&表明大豆油仍存在较大的市场购

买潜力&菜籽油当前具有明显的生活必需品属性&而

花生油的消费支出弹性小于 $&主要是因为价格原

因导致其需求程度尚低' 从 D 区食用植物油消费品

种支出弹性的差异性来看&缺油区的花生油消费支

出弹性为 D 区中最大的&余油区的大豆油消费支出

弹性为 D 区中最大的&结合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

差异&表明花生油消费量变化主要受当地居民收入

水平影响&而大豆油通常作为满足基本食用植物油

消费的油脂选择'

$D%D 区内部的自价格弹性绝对值都是大豆

油p菜籽油p花生油&由于大豆油在我国植物油市

场中占据相当重要的消费份额&因此居民对其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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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动的敏感程度也相对更高!而花生油的消费量变

化受其自身价格变动的影响相对最弱!菜籽油的消

费量变动对其自身价格影响程度居中' 从 D 区消费

品种的差异性来看&缺油区的大豆油消费量变动对

其价格敏感程度最高&表明经济发达的缺油区为达

到区域产销平衡&一般将大豆油作为满足该区数量

产销平衡的主要品种选择!而余油区由于是菜籽油

的主销区&也是油菜籽的主产区&受其传统消费习惯

的影响&菜籽油消费量变化对价格变动不太敏感!D

区间的花生油自价格弹性绝对值相差不大&主要原

因是我国是花生主产国&整体消费需求较为稳定'

$+%余油区内这 D 种食用植物油彼此之间都存

在一定程度的替代关系&但区别在于品种间的替代

程度有所不同&其中大豆油和菜籽油呈现出较为明

显的替代关系&相比之下&这两种食用植物油与花生

油的替代程度较弱' 缺油区内大豆油消费处于主导

地位&其他两种处于从属地位&其中菜籽油和花生油

之间存在替代关系&且这两种食用植物油与大豆油

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消费互补关系&前者的替代关

系要大于后者的互补关系&但无论替代还是互补程

度都较弱' 基本自给区虽然和缺油区呈现类似的消

费局面&都是大豆油属于主导消费地位&菜籽油和花

生油属于从属地位&但是基本自给区的花生油和菜

籽油之间是互补关系&且这两种食用植物油与大豆

油之间是替代关系'

D;!E启示

$$%明确 D 区发展侧重点' 大豆油作为满足我

国油料油脂数量平衡的基础性油脂&重视对大豆主

产区的缺油区在资金)技术上的政策倾斜&是确保全

国油料油脂产需平衡的关键' 其次&余油区作为花

生主产地&但区内花生油的消费支出弹性和自价格

弹性较低&表明余油区内部对花生油的消费需求不

高&大多调出区外或外贸出口&因此提高现有花生原

料有效转化为对花生油需求的实际供给能力&是余

油区花生产业优化的重点' 最后&为防止基本自给

区未来演变为缺油区&应放大基本自给区现有的油

料生产优势&继续发挥多种油料齐增共同满足该区

油料油脂的需求'

$!%重视区域间调运合作' 在我国耕地面积刚

性短缺)粮油争地的严酷现实背景下&油料油脂在各

区之间的流动和调运&是维持我国油料油脂产销平

衡的重要途径&参考各区内不同种类食用植物油的

交叉价格弹性&尽可能使得我国区域间油料油脂的

品种调运流量更为合理化' 除此之外&在现有调运

基础上&在供需关系比较稳定的区域之间&提倡消费

区为基地产区建设提供一定的投资&产区对消费区

保证一定数量的油料油脂供给&供双方受益&这是经

济发达的缺油区对油料油脂集中的余油区共建油料

生产基地的有效形式'

$D%引导消费需求端转型升级' 通过引导居民

科学膳食&推进我国油料油脂产业的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从平衡膳食)均衡营养的角度出发&提倡食用

植物油消费需求端的多元化)品质化和健康化&那么

油料生产端为了适应消费需求端的转型升级&逐渐

会从增产导向转为提质导向&从而优化国产油料油

脂的供给质量&提高国家整体油料产业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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