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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是一个油脂油料资源严重短缺的国家!一直以来 L"M以上食用油依赖进口!且食用油缺

口是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需要面对的问题% 受贸易摩擦和新冠肺炎疫情叠加影响!中国急需寻找新

的油脂油料合作伙伴!拓宽进口渠道% 哈萨克斯坦是&一带一路'经济带上油脂油料生产大国!与

中国贸易基础深厚% 通过对哈萨克斯坦 !"#-(!"#: 年油料作物种植面积和油脂油料产量)进出口

情况的分析!认为哈萨克斯坦油脂油料产业发展迅速!油料种植面积和生产能力持续增加!油脂加

工潜力巨大% 这为中国与哈萨克斯坦油脂油料贸易合作奠定了良好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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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中国是一个食用油资源严重短缺的国家%油脂

自给率一直维持在 &"M左右%L"M以上的食用油依

赖进口+#,

& 随着经济的持续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

的不断提高%食用油的缺口将是未来长时间内中国

需要面对的问题+! $&,

& 受贸易摩擦和新冠肺炎疫情

叠加的影响%世界油料市场不确定因素增加%中国油

脂油料进口风险增大+-,

& 因此%必须充分挖掘中国

国内油脂油料增长潜力%在努力提高油脂油料自给

率的基础上%统筹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和两种资

源%扩大油脂油料进口来源渠道%降低部分油脂油料

品种对单一国家依存度过高问题%与更多新兴粮油

出口国开展稳定的贸易合作%实现进口来源渠道的

多元化日趋重要&

哈萨克斯坦"以下简称哈国#是世界上新兴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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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出口国%其土地资源十分丰富%拥有耕地面积

! !'" 万 02

!

%人均耕地面积是中国的 #L 倍+%,

& 据

联合国粮农组织 !"!" 年评估%哈国是农业生产潜力

最大的国家%粮食出口潜力巨大%有望成为全球粮食

贸易枢纽+L,

& 中国与哈国山水相连%文化相同%农

业贸易往来基础深厚+' $:,

& )一带一路*倡议的持

续推进%为两国在农业领域%尤其是开展粮食贸易合

作提供了重要契机+'% 9,

& 哈国油料主要以葵花籽为

主"约占 %:@"M#%还生产亚麻籽-大豆-芥菜籽-油

菜籽-红花籽和棉籽等油料& 植物油产业是哈国目

前最有前景的产业之一%扩大及发展油脂油料生产

也是当前哈国农业与经济发展的新动力+#",

&

为此%本文以 !"#-$!"#: 年哈国油料作物种植

面积-油料产量和种类等为例全面分析其发展现状%

以期为中国与哈国的油脂油料贸易合作以及中国相

关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提供参考&

;<哈国油脂油料生产现状分析

#@#C油料种植情况分析

近年来%随着油脂油料需求的持续增长%哈国政

府提倡减少主粮小麦的种植面积%扩大油料作物的

种植面积& !"#- 年以来%小麦种植面积在哈国农业

生产中所占的比例开始下降%而油料作物种植面积

持续增加& !"#-$!"#: 年哈国油料作物与主粮小

麦种植面积见图 #&

注(数据来源于哈萨克斯坦农业部 !"#: 年统计数据&

图 ;<=>;?&=>;@ 年哈国油料作物与主粮小麦种植面积

CC由图 #可知%!"#-$!"#:年哈国油料作物种植面

积呈先下降后持续增加的趋势%由 !"#% 年的 !""@9'

万 02

!增长至 !"#: 年的 !:&@:! 万 02

!

%增加 :!@:%

万 02

!

%增幅达 -#@!&M& 而小麦种植面积截至 !"#:

年为 # #-"@"" 万 02

!

%较 !"#% 年减少了 &'@## 万

02

!

%降幅达 &@#%M& 哈国仍以小麦为主要粮食作

物%同时也大力发展油料产业%且呈井喷式增长&

哈国的粮食作物主要分布在阿克莫拉州-科斯

塔奈州和北哈州%其中占比最大的是阿克莫拉州和

科斯塔奈州%约占粮食作物总种植面积的 !%M以

上& 以 !"#' 年为例%哈国各州油料作物种植面积及

油料种类见表 #&

表 ;<=>;A 年哈国各州油料作物种植面积 万.B

=

地区 向日葵 大豆 红花 油菜 亚麻 芥末 其他 合计

阿克莫拉州 %@"! "@"% "@"% !@-# #L@%- "@9" "@'- !%@'#

阿克托别州 &@-L $C "@%: $C "@"L $C $C -@#"

阿拉木图州 !@&: #"@!' &@'' $C $C $C "@"- #L@-L

东哈州 &L@9: "@:" "@'# "@'9 "@!# $C $C &9@-9

江布尔州 "@&% "@"L :@%& $C $C $C $C :@9-

西哈州 -@"' !@!# $C $C $C $C $C L@!:

卡拉干达州 "@&# $C "@"% $C "@'! "@#! $C #@!"

科斯塔奈州 '@9' "@#! #@9& #@L: #9@:- "@L% "@#: &!@&'

克孜勒奥尔达州 $C $C "@L' $C $C $C $C "@L'

巴甫洛达尔州 #9@&' "@!& "@"! "@&" #@!L "@"# "@"' !#@!L

北哈州 L@L# $C $C #9@L! --@%& $C "@-L '#@!!

南哈州 "@%: $C 9@"" $C $C $C $C 9@%:

全国 :'@#" #&@'- !%@&# !-@:" :&@#L #@L: #@-9 !&'@!:

C注(数据来源于哈萨克斯坦农业部 !"#' 年统计数据!) $*表示种植面积为零&

CC由表 # 可知%哈国油料作物种植主要分布在 #!

个州%其中北哈州-东哈州及科斯塔奈州是油料的主

产区%占油料作物总种植面积的 L"@&"M%其中北哈

州为 '#@!! 万 02

!

%东哈州为 &9@-9 万 02

!

%科斯塔

奈州为 &!@&' 万 02

!

&

哈国 !"#' 年的主要油料作物种类为向日葵-亚

麻-红花以及油菜%其种植面积分别为 :'d#"-

:&@#L-!%@&# 万 02

!和 !-@:" 万 02

!

%共占油料作物

总种植面积的 9!@:'M& 此外%还有大豆-芥末等油

料作物& !"#' 年哈国向日葵种植面积占油料作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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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种植面积的 &L@'#M%主要种植于东哈州和巴甫

洛达尔州%分别为 &L@9: 万 02

! 和 #9@&' 万 02

!

&

亚麻种植面积占油料作物总种植面积的 &%@"%M%

主要种植于北哈州-科斯塔奈州和阿克莫拉州%其中

北哈州为 --@%& 万 02

!

%占亚麻总种植面积的

%&d%%M& 红花籽主产区为江布尔州":@%& 万 02

!

#

及南哈州"9d"" 万 02

!

#& 油菜籽主产区为北哈州

"#9@L! 万 02

!

#& 大豆主产区为阿拉木图州"#"@!'

万 02

!

#%其种植面积占哈国大豆总种植面积的

'-@'%M&

综上%!"#' 年哈国油料作物种类多元%分布区

域广%主产区优势明显%各州多元油料作物种植发展

潜力巨大&

#@!C油料生产情况分析

根据哈国农业部的统计数据可知%在过去的 ##

年间"!"":$!"#: 年#%哈国的油料作物种植面积增

加了 &倍%油料产量增加了 L 倍%单产增加了 #@: 倍&

其中%!"#-$!"#:年哈国油料产量及单产见图 !&

图 =<=>;?&=>;@ 年哈国油料产量及单产

CC由图 ! 可知%!"#-$!"#: 年哈国油料产量呈稳

步增长趋势%由 !"#- 年的 #%-@:" 万 4增长至 !"#:

年的 !%:@9" 万 4%增幅为 L'@!%M& 油料单产呈先

快速增加后缓慢下降的趋势%其中 !"#%$!"#L 年增

幅最大%为 #%" /EI02

!

%即增长 #:@%!M& !"#L-

!"#'-!"#: 年单产分别为 9L"-9'"-9!" /EI02

!

%基

本趋于稳定& !"#: 年有所下降可能是由于当年干

旱等自然条件的影响&

!"#-$!"#: 年%随着哈国油料作物种植面积-

油料产量和单产的变化%各类大宗油料作物的种植

面积及油料产量也有所不同%具体见表 ! 和表 &&

表 =<=>;?&=>;@ 年哈国各类大宗油料作物

种植面积 万.B

=

年份 油菜 亚麻 向日葵 大豆 其他

!"#- &"@& '"@9 :-@L ##@9 &#@&

!"#% !!@# '!@# '-@# #"@' !!@#

!"#L #L@! L%@# :&@' #"@- !:@-

!"#' !-@: :&@! :'@# #&@' !:@%

!"#: &%@L :!@& #"'@9 #:@9 &#@&

<<表 C<=>;?&=>;@ 年哈国各类大宗油料产量 万-

年份 油菜籽 亚麻籽 葵花籽 其他

!"#- !-@# -!@" %#@& &'@&

!"#% #&@: -9@# %&@- &:@-

!"#L #'@" %L@! '%@% -#@L

!"#' !'@9 L:@& 9"@& -9@-

!"#: !'@% ::@# :L@: %L@%

CC由表 ! 和表 & 可知%在哈国的大宗油料作物中

向日葵种植面积及其籽实产量"!"#: 年除外#始终

最大& !"#-$!"#: 年%向日葵的种植面积分别为

:-@L-'-@#-:&@'-:'@# 万 02

! 和 #"'@9 万 02

!

%葵花

籽产量分别为 %#@&-%&@--'%@%-9"@&万4和 :L@:万4&

这 % 年间%向日葵种植面积增幅为 !'@%-M%葵花籽

产量增幅为 L9@!"M& 亚麻为哈国第二大油料作

物%其种植面积也呈增长趋势%但增速稍缓& !"#-

年亚麻种植面积为 '"@9 万 02

!

%亚麻籽产量为 -!@"

万4%!"#: 年种植面积为 :!@& 万 02

!

%产量为 ::@#

万4& 这 % 年间%亚麻种植面积增加了 ##@- 万 02

!

%

增幅为 #Ld":M!亚麻籽产量增加了 -L@# 万 4%增幅

为 #"9@'LM& 除向日葵和亚麻外%哈国油菜-大豆

等其他油料作物种植面积及其籽实产量总体也呈

增长趋势& 由此可知%哈国有望成为新兴油料生

产大国%为中国构筑新的油料贸易体系提供了方

向和可能&

#@&C主要油料葵花籽生产贸易现状分析

!"#-$!"#: 年%哈国主要油料葵花籽的国内余

量-出口量-消费量及出口占比如表 - 所示&

表 ?<=>;?&=>;@ 年哈国葵花籽消费"出口和余量情况

年份 消费量I万4出口量I万4国内余量I万4 出口占比IM

!"#- &9@L ##@' %@L !!@:

!"#% &L@9 #L@% '@# &"@9

!"#L -:@" !'@% &@& &L@-

!"#' %-@9 &%@- &@" &9@!

!"#: %%@: &#@" #@L &%@'

CC由表 - 可知% !"#-$!"#: 年%哈国国内葵花籽

的消费量和出口量总体均呈增加趋势%而国内余量

总体越来越少& 其中 !"#' 年的出口量最大%为 &%@

- 万 4%占当年葵花籽产量的 &9@!M& !"#: 年较

!"#L 年出口量增加 &@% 万 4%!"#: 年出口量占当年

葵花籽产量的 &%@'M&

表 % 为 !"#L$!"#: 年哈国葵花籽主要出口国-

出口量及占比"占当年出口量的比例#情况&

由表 % 可知%乌兹别克斯坦和中国为哈国葵花

籽的主要出口国%每年出口量占比合计在 %"M以

上%其中 !"#: 年对这两国出口量为 !'@: 万 4%占比

&

!"!# 年第 -L 卷第 #! 期CCCCCCCCCCCCC中C国C油C脂



为 :9dL:M& 对中国的出口量呈快速增加趋势%

!"#L 年仅为 L@: 万4%到 !"#: 年达到 #-@% 万4%葵花

籽出口量首次超过乌兹别克斯坦& 由此可见%中国

与哈国的油料贸易日趋深入&

表 D<=>;E&=>;@ 年哈国葵花籽主要出口国"出口量情况

年份
乌兹别克斯坦

出口量I万 4 占比IM

中国

出口量I万 4 占比IM

伊朗

出口量I万 4 占比IM

塔吉克斯坦

出口量I万 4 占比IM

!"#L "9@!" &&@-% "L@: !-@'& "@!! "@:" "@%! #@:9

!"#' #"@"9 !:@%" ":@& !&@-% "@&' #@"% "@L- #@:#

!"#: #&@&" -!@9" #-@% -L@'' #@!& &@9' "@L& !@"&

#@-C油脂油料贸易现状分析

据哈国农业部统计委员会的数据%!"#-$!"#:

年哈国植物油和油料产量-消费量-进出口量情况见

图 &&

C注(数据来源于哈萨克斯坦农业部 !"#: 年统计数据&

图 C<=>;?&=>;@ 年哈国植物油及油料产量"

消费量及进出口量

CC由图 & 可知%!"#-$!"#: 年这 % 年来%哈国植

物油的产量基本趋于稳定%!"#- 年植物油产量为

&%@&" 万 4%!"#: 年产量为 &L@"% 万 4%增幅仅为

!d#!M& 这 % 年间植物油消费量及进口量变化趋势

较小%平均每年消费量为 -#@:: 万 4%平均每年进口

量为 #&@:% 万4& 植物油出口量自 !"#% 年起总体呈

增加趋势%其中 !"#% 年出口量为 -@%' 万 4%!"#: 年

出口量为 #"@9" 万 4%增量为 L@&& 万 4%增幅为

#&:d%#M& !"#-$!"#: 年%哈国油料产量和消费量

呈稳步增加趋势%进口量持续降低%出口量总体稳步

增加& 与 !"#- 年相比%!"#: 年油料进口量下降了

#@%" 万 4"降幅 %"@""M#%出口量增长了 %@! 万 4

"增幅 9d#%M#& 总的来说%哈国植物油和油料出口

量随着总产量的增加呈增加趋势%且发展前景巨大&

!"#: 年哈国植物油出口国家情况如图 - 所示&

注(数据来源于哈萨克斯坦农业部 !"#: 年统计数据&

图 ?<=>;@ 年哈国植物油出口国家情况分析

CC由图 - 可知(!"#: 年哈国植物油的第一大出口

国为中国%占总出口量的 -"M!第二大出口国为乌

兹别克斯坦%占总出口量的 !:M!第三大出口国为

塔吉克斯坦%占总出口量的 #%M& 由此可知%中国

是哈国重要的油脂出口国之一&

=<中国与哈国油脂油料贸易分析

!@#C哈国油脂油料加工能力不足

!"#-$!"#: 年以来%哈国油料作物种植面积-

油料产量-出口量和植物油出口量均呈稳步增长趋

势%但植物油产量增幅较少& 表 L 为 !"#-$!"#: 年

哈国植物油加工情况&

表 E<=>;?&=>;@ 年哈国植物油加工情况

年份
精炼油

产量I万4占比IM

毛油

产量I万4占比IM

其他

产量I万4占比IM

!"#- ##@& &:@L! #"@& &%@"# '@' !L@&'

!"#% #!@! -"@-- #"@% &-@:' '@% !-@L9

!"#L #&@" &'@&% #!@! &-@9: 9@' !'@L'

!"#' #!@: &&@%9 #-@- &'@'9 #"@9 !:@L!

!"#: #&@9 &-@-- #-@9 &L@9& ##@% !:@L&

CC由表 L 可知%!"#-$!"#: 年哈国植物油加工能

力有一定的增加%但总体增幅较小& 总体来说%每年

毛油和精炼油合计占当年植物油总量的 '"M以上%

剩余 &"M为其他用油%且毛油和精炼油的产量接近

#e#%!"#'-!"#: 年毛油的产量高于精炼油的产量&

哈国植物油加工产业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

!@!C哈国农业机械化程度较低

哈国的基础设施总体来说不发达%大部分还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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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苏联时期的加工设备& 农业生产技术落后%农田

水利设施老化%灌溉渠道年久失修%油料仓储自动化

程度较低%油脂加工能力较低%高科技生产技术人员

缺乏& 此外%哈国粮食运输能力有限%专门运输粮油

的车辆短缺%铁路线路少%整体运力不足%物流发展

缓慢%运输时效性无法保障& 而)新亚欧大陆桥*

)中欧货物班列* )中国与中亚五国高铁项目合作*

等为中哈两国粮食贸易往来提供了极大的便利%这

为中哈粮油贸易提供了无限的可能与机会+##,

&

!@&C国际政治环境有利于中哈合作

贸易摩擦升级及新冠疫情叠加影响%粮油市场

不确定性增加& 受政治关系-国际贸易环境及国家

政策等影响%哈国与美国粮食贸易一直处于不稳定

状态%贸易波动较大& 而哈国作为新兴的油脂油料

生产大国%其油料作物种植面积及油料产量均呈稳

定增长态势%需继续开拓新的-稳定的国外出口市

场%以主粮带动其他农产品%促进哈国国内经济多元

化发展+#!,

& 同时中国对粮油进口供应的安全性-稳

定性和来源多元性要求越来越高+#&,

& 这些都有利

于中哈开展合作&

!@-C中哈合作基础扎实!已有成效

近年来%中国与哈国的粮油贸易日趋深入%其中

西安爱菊粮油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简称爱菊集团#

根据自身行业优势及经验%把握)一带一路*倡议和

哈国)光明之路*对接的发展机遇%积极开展与哈国

的农业合作项目%充分利用哈国农业资源优势及

)长安号*的便利交通条件%已探索出一条集原料种

植-加工-贸易物流-销售等一体的产业链合作模式

下的互利共赢新局面+#-,

& 具体表现为%仅 !"#L 年%

爱菊集团从哈国进口油脂 #@! 万4-小麦 % 万4-休闲

食品 %" 4%并建成运营在哈国境内最大的油脂加工

厂%一期年产量为 &" 万 4

+#%,

& 此外%爱菊集团还在

哈国租赁了 #" 万 02

!的小麦-油料种植基地%占地

&&&@&& 02

!的)爱菊农产品加工产业园区*!收购了

#" 02

!

-容量为 % 万 4的粮库%修建了日处理量为

# """ 4的烘干塔 ! 个& 其产业园区包括日处理量

分别为 # """ 4的油脂和面粉加工厂等& 目前%中哈

粮油贸易已拥有 - 条铁路专线%同时正在阿拉山口

建设)物流中转集散枢纽*等+',

& 这些均表明中国

政府鼓励与周边国家合作共赢%且中国国内市场需

求较大%哈国农业资源丰富-投资环境宽松&

因此%哈国是极具潜力的粮油贸易合作伙伴%与

其建立稳定的粮油贸易关系%不仅有利于提高中国

粮油产品进口市场的多元化%降低粮油进口风险%还

可带动哈国粮油产业和中国国内经济的稳步发展&

C<结<语

哈国作为新兴的粮食生产大国%其在世界粮油

贸易市场中的作用日益凸显& 中国与哈国建立稳定

的粮油贸易关系符合两国的共同利益需求& 中国

)一带一路*和)上合组织*等新型国际合作关系%以

及爱菊集团)走出去*的合作共赢模式可为中国其

他企业的经济贸易发展提供一定的参考& 哈国的油

脂油料市场发展潜力巨大%将作为中国多元化油料

油脂进口国之一%可满足中国油脂油料市场需求%促

进中国与哈国油脂油料产业的共同发展%形成互利

共赢的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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