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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前"我国食用植物油供给严重不足和消费过度并存"导致进口依存度高"!"!" 年食用植物

油自给率下降到 1$&8:"供给侧和市场风险加大% 利用 $'%8&!"!" 年我国食用植物油消费等相

关数据"对我国食用植物油消费需求侧和供给侧的变化'存在的风险进行了分析% 根据健康中国战

略要求和我国油料生产优势及发展潜力"提出了优化我国食用植物油消费需求侧和供给侧改革的

对策"对进一步优化我国食用植物油消费格局'推动我国人民健康消费'改善我国油料供给能力和

结构'保障我国食用植物油供给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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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E7!%&9!$34!!8&$55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 #2'%'%!"!!&"1 #"""8 #"%

./0123435/65/3789:45/6;0/<=30/>?=@5?8657/:=?8=037?=35@

=>4A1=B=<=:0A1=5414/C;4/0

V>A@I[-+/0_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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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食用植物油

安全是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

%油料作物

是食用植物油的重要来源"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

通过自主发展!进口贸易!全球配给等多种途径%彻

底改变了食用植物油严重匮乏的局面%逐步满足了

食用植物油消费市场的需求%充分满足了广大居民

对食用油数量和质量的需求" 然而%我国食用植物

油供给能力严重不足%供需缺口不断增大%对外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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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越来越高" 据美国农业部( 4̀DA)!"!$ 年 7 月统

计数据显示%!"!"(!"!$ 年度我国食用植物油消费

量 1 2'7&$ 万;%国内油料作物仅能提供 1":左右%

2":左右需进口-!.

%而我国食用油自给率必须稳定

在 7":以上%才能确保我国居民的基本生活

供应-1.

"

在贸易摩擦和新冠肺炎疫情的双重影响下%我

国食用植物油进口不确定性增大%供给安全形势日

趋严峻" 同时%由于食用植物油过度消费%居民油脂

摄取量偏大%肥胖人群和心血管疾病等发生率大幅

度增加%严重影响国民健康" 在此背景下%本文利用

$'%8/!"!" 年我国食用植物油消费量变化数据!

$'%8/!"!" 年我国主要食用植物油消费结构变化!

$'%8/!"!" 年世界主要油料作物主产国总产数据

以及 $''8/!"!" 年国内外食用油期货价格变化数

据等%分析了我国食用植物油消费需求侧和供给侧

的变化!存在的风险*根据健康中国战略要求和我国

油料生产优势及发展潜力%分析了我国食用植物油

消费变化及其带来的影响%并据此提出了需求侧和

供给侧的改革对策%对进一步优化我国食用植物油

消费格局!推动我国人民健康消费!改善我国油料供

给能力和结构!保障我国食用植物油供给安全具有

重要意义"

$%我国食用植物油消费需求侧变化分析

$&$5我国食用植物油消费总量大幅增加

$'%8/!"!" 年我国食用植物油消费量变化如

图 $ 所示"

注+数据来源于美国农业部( 4̀DA)(不包括油茶籽油!玉米油的消费量)"

图 $%$-*))&F&F 年我国食用植物油消费量变化

55由图 $ 可以看出%$'%8/!"!" 年%我国食用植

物油消费需求侧先后经历了消费短缺!消费增长和

消费过量三个变化阶段%现在为世界第一消费大国"

第一阶段为消费短缺阶段($'%8/$'2' 年)+我国食

用植物油总消费量为 71&1 万 =$72 万 ;%主要以国

产的菜籽油!大豆油!棉籽油和花生油为主*$'22/

$'2' 年年均食用植物油总消费量平均为 $72 万 ;%

人均消费量仅 $&% =1&2 /(d%远低于食用油健康推

荐量(!8 /(d)%不能满足人体对热量和必需脂肪酸

的需求" 第二阶段为消费增长阶段 ($'2'/!"""

年)+改革开放以来%在国内油菜籽!花生等生产能

力提高和国际贸易进口增加双重支撑下%我国食用

植物油消费量呈现快速增长态势%从消费短缺转变

为充足供应%基本满足了广大人民群众对食用油的

健康需求*$''9/!""" 年年均食用植物油总消费量

增长到 $ !8$&1 万 ;%人均消费量达到 !%&% /(d%达

到了健康膳食的食用油推荐量" 第三阶段为消费过

量阶段(!"""/!"!" 年)+我国食用植物油进口量和

国内生产不断增加% !"$9/!"!" 年年均国内食用植

物油总消费量达到 1 %8$&7 万 ;(包括油茶籽油!玉

米油等)%折合人均消费量达 %2&1 /(d%远超食用油

健康推荐量"

$&!5我国居民食用油消费能力和消费结构变化

显著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我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迅速增长%食用植物油消费能力显著增强%表现为小

包装食用油逐步替代散装食用油%餐饮用途的用油

量显著增加%工业用食用油也快速增长" 取上述三

个消费阶段中食用植物油总消费量较大的年份区

间%分析我国不同阶段食用油消费能力和消费结构

变化%结果见表 $" 由表 $ 可知%$'22/$'2' 年期

间%我国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仅 !98&! 元%如果按

照人均每天 !8 /的食用油推荐消费量%年人均食用

油消费支出需要 1%&8 元%占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

$!&9:%主要以家庭散装油消费和食堂等团体消费

为主" $''9/!""" 年期间%我国居民年人均可支配

收入增长到 7 "1"&2 元%按照人均每天 !8 /的食用

油推荐消费量%年人均食用油消费支出需要 89&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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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占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例下降到 $&7:%食

用油购买能力开始释放" !"$9/!"!" 年%我国居民

年人均可支配收入提高到 !9 9%9&9 元%按推荐值的

食用油消费支出占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例进一

步下降到 "<1:%食用油购买能力进一步提升" 我

国食用植物油消费结构也发生了显著变化%散装油

不断被小包装产品( g8 C)和中包装产品替代" 据

国家统计局数据%!"$' 年食用油零售市场规模约

1 """ 亿元-7.

%按平均零售价格 !" 元(,/折算食用

油 $ 8"" 万;%占食用油总消费量的 7!&':" 随着餐

饮服务业发展%快餐!外卖!食堂等餐饮团体渠道用

油显著增长%形成了覆盖#堂食 h外卖 h零售$消费

模式%以中包装用油($" =!! C)为主%约 $ %97 万;%

占 7$:左右*散装油消费显著下降%主要分布在农

村地区%以小榨菜籽油!花生油等为主%约 2"" 万 ;%

约占 $2&$:

-7.

"

表 $%我国不同阶段食用油消费能力和消费结构变化

项目 $'22/$'2' 年平均 $''9/!""" 年平均 !"$9/!"!" 年平均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年) !98&! 7 "1"&2 !9 9%9&9

食用油价格((元(,/) 7&" %&7 $"&$

推荐人均食用油消费量支出((元(年) 1%&8 89&7 '!&!

推荐人均消费量支出占可支配收入(: $!&9 $&7 "&1

5注+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郑州和上海期货市场数据(大豆油!菜籽油价格)%美国农业部( 4̀DA)"

$&15我国食用植物油消费的品种结构呈现多样化

趋势

随着消费需求增长和消费能力提高%我国食用植

物油消费的品种结构不断发生变化%食用油脂肪酸组

成不断优化%饱和脂肪酸油源占比下降%多不饱和脂

肪酸油源占比提升%逐渐形成以大豆油!菜籽油和棕

榈油为主%多油并举的格局%见表 !" 由表 ! 可知%改

革开放前%我国食用植物油主要以菜籽油和大豆油为

主%$'%8/$'%2年菜籽油消费量 !'&" 万;%大豆油消

费量 $7&1万;%分别占总消费量的 %2&":和 11&":%

之后棉籽油!花生油!油茶籽油!棕榈油!玉米油等消

费量增大%到 !"$9/!"!" 年大豆油年均消费量达

$ 2$%&1万;%占总消费量的 77&%:%其次是菜籽油

9$$&$万;%棕榈油 712&!万;%花生油 1!7&$万;%棉籽

油 $1%&9万;%玉米油 $1"&"万;%葵花籽油 !"1&$万;%

橄榄油 %&"万;%油茶籽油的消费量也达到 %2&"万;"

表 &%$-*))&F&F 年我国主要食用植物油消费结构变化

食用

植物油

$'%8/$'%2 年平均

消费量(万; 占比(:

$'22/$'2' 年平均

消费量(万; 占比(:

$''9/!""" 年平均

消费量(万; 占比(:

!"$9/!"!" 年平均

消费量(万; 占比(:

大豆油 $7&1 11&" 1"&$ $'&1 1!8&2 !8&% $ 2$%&1 77&%

菜籽油 !'&" %2&" 81&$ 17&" 78!&8 18&% 9$$&$ !$&$

棕榈油 "&" "&" "&" "&" $78&2 $$&8 712&! $$&7

花生油 "&" "&" !2&7 $2&% !"!&$ $8&' 1!7&$ 9&7

葵花籽油 "&" "&" 7&! !&2 !1&' $&' !"1&$ 8&1

棉籽油 "&" "&" 1!&! !"&% '"&7 2&$ $1%&9 1&%

玉米油 "&" "&" "&" "&" "&" "&" $1"&" 1&7

油茶籽油 "&" "&" $1&2 9&9 $'&8 $&8 %2&" $&2

椰子油 "&" "&" "&" "&" $$&" "&' $%&9 "&7

橄榄油 "&" "&" "&" "&" "&" "&" %&" "&!

5注+数据来源于美国农业部( 4̀DA)和国家统计局*表中油茶籽油!玉米油等数据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按出油率测算得到"

&%我国食用植物油的供给侧变化

!&$5世界食用植物油区域产能呈现高度集中态势

随着世界经济迅速发展%在食用植物油市场的

强劲需求下%美国!巴西!阿根廷!加拿大!印度尼西

亚等世界油料生产国发挥耕地资源丰富!机械化程

度高!生产技术先进等优势%生产能力和产品国际竞

争力优势不断强化" 美国!中国等传统油料生产大

国被巴西!阿根廷!马来西亚!加拿大等新兴油料生

产大国超越%形成了美洲大豆!南亚油棕!北美油菜

占绝对优势的生产和出口大国格局%见表 1"

由表 1 可知+!"$9/!"!" 年期间%巴西!美国和

阿根廷的大豆年均总产量分别达到 $! 9"%&2!

$" ''$&" 万;和 8 "1%&2 万;%合计占世界大豆总产

量的 9!<9:*加拿大油菜籽年均总产量达 $ '22&2

万;%占世界油菜籽总产量的 !2<7:*印度尼西亚和

马来西亚棕榈油年均总产量分别达到 7 !8"&" 万 ;

和 $ '%9&8 万 ;%合计占全球棕榈油总产量的

98&9:"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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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世界主要油料作物主产国年均总产量变化%$-*))&F&F 年&

项目 国家

$'%8/$'%2 年平均

总产量(

(万;(年)

占比(:

$'22/$'2' 年平均

总产量(

(万;(年)

占比(:

$''9/!""" 年平均

总产量(

(万;(年)

占比(:

!"$9/!"!" 年平均

总产量(

(万;(年)

占比(:

大豆

美国 ! !78&1 2"&8 7 7%2&8 %9&2 2 111&1 7%&" $" ''$&" 1$&%

巴西 "&" "&" %8'&7 $"&$ 1 !91&1 !"&% $! 9"%&2 1%&9

阿根廷 "&" "&" !$1&1 1&1 ! "!1&1 $!&2 8 "1%&2 $7&8

中国 27!&2 !1&1 2$8&8 $$&" $ 72$&" '&! $ 299&' 8&$

全球 1 $91&2 % 8""&% $8 '18&" 17 9!'&1

油菜籽

加拿大 7%&% '&9 !$"&! !7&% 2%$&$ !"&8 $ '22&2 !2&7

中国 '2&9 !"&% $7%&8 $2&! '11&2 !8&$ $ 179&' $9&2

全球 727&$ 981&1 1 2$1&7 2 !!$&"

棕榈油

印度尼西亚 $%&9 $1&2 88&2 $8&" %""&" 1$&! 7 !8"&" 89&2

马来西亚 $9&' $8&7 $9%&! 8"&1 '89&% 7'&9 $ '%9&8 !2&!

全球 $!1&" 12"&" $ '!1&9 2 !78&9

5注+数据来源于美国农业部( 4̀DA)"

!&!5我国油料生产供给能力严重不足

由于我国耕地有限%根据国家粮食安全的要求%

大面积扩种油料作物会挤占粮食作物面积%如大豆!

花生与玉米!水稻为同季作物%其种植面积难以大规

模扩大" 另外%我国油菜!大豆等主要油料作物机械

化生产技术相对落后%生产成本高居不下%直接生产

成本均达到 7&8元(,/以上%远高于国外机械化!转基

因大豆和油菜等油料作物的生产成本(! 元(,/)

-8.

"

大量廉价油料及制品进入我国后%对我国国内市场

和生产发展造成严重冲击%油料作物收购价格多年

低于成本价%农民生产积极性下降%种植面积出现徘

徊态势" !"""/!"!" 年期间%我国大豆和油菜籽产

量增长率分别仅为 !$&%:和 77&8:%远落后于国际

主要油料生产国增长速度%无法满足国内的消费需

求%造成对进口的依赖日益严重%食用植物油自给率

不断下滑%!""! 年以前我国食用植物油自给率可达

%":以上%到 !"!" 年自给率下滑到 1$&8:%为历史

新低"

!&15我国食用植物油供给呈现多元化格局

为满足国内市场对食用植物油强劲的消费需

求%我国食用油供给经历了国内自给!自给为主进口

补充两个阶段后%逐渐形成了以美洲进口!南亚进

口!中亚进口与国内自产并存的供给格局" 为扩大

食用油供给%近年来我国不断拓展新的油源%增加了

俄罗斯!乌克兰等油菜籽!葵花籽等的进口" 根据美

国农业部 !"!" 年数据%我国进口植物油 $ !%8&8 万

;%进口大豆等油料 $" 7!8 万;%在世界贸易中的占比

分别为 $2&!:和 81&!:" 其中从美国!巴西!阿根

廷等国家进口的油料及制品占比最大%大豆折油达

到 $ '$" 万;%来自加拿大的油菜籽折油 !'7 万;%来

自南亚的棕榈油 2"9 万;" 随着#一带一路$建设推

进%!"!" 年来自欧洲和中亚的葵花籽油!亚麻籽油

等进口达到 $%1&! 万;"

'%我国食用植物油消费存在的风险

1&$5过度依赖进口可能导致市场风险

我国食用植物油消费巨大%对外依存度较大"

受气候!生物柴油!贸易环境等影响%国际油料及制

品期货市场会剧烈波动%对正常的进口贸易%国内油

料生产!加工和市场秩序造成不可低估的严重影响"

!""2/!"$!年期间%受国际石油价格!国际粮价和国

外供应商垄断的影响%食用油价格剧烈波动并出现历

史新高%大豆油国标期货价格达到 $ $21美元(;%菜籽

油国际期货价格达到 $ 7$" 美元(;" 截至 !"!" 年%

大豆油国际期货价格为 99$ 美元(;%菜籽油国际期

货价格为 $ "1% 美元(;%与 $''8 年大豆油国际期货

价格 7%' 美元(;!菜籽油 8%% 美元(;相比%大豆油和

菜籽油国际期货价格分别增长 92&9:和 91&":"

受国际市场垄断和价格大幅波动的影响%国内期货

价格也会呈现大幅波动%导致我国市场价格波动较

大%并对我国油料生产和加工产业造成不良市场冲

击" !""9 年 1 月%受国际市场炒作影响%郑州菜籽

油期货价格从 !""2 年 % 月的 9 17! 元(;暴涨到

!""9 年 1 月的 $8 ''9 元(;%随后 !""9 年 $! 月又下

跌到 8 879 元(;%造成市场价格大幅波动%也让国内

部分加工企业因收购高价原料导致严重亏损-8 #%.

"

1&!5食用植物油人均消费超过推荐值

在具备较强的居民购买能力后%我国食用植物

油消费总量增长迅速%人均食用植物油消费量在膳

食构成中增长最快%远远超过中国营养学会推荐的

!8 /(d 标准-2.

%过量摄入和浪费情况十分严重"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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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我国人均食用植物油消费量 $8&1 /(d%!"$%

年我国人均食用植物油消费量达到 %$&' /(d%超过

世界平均水平%超过日本!印度%低于美国%见表 7"

!"!" 年我国人均食用植物油消费量达到 %'&9 /(d%

折合热量较 $''" 年增长 712&9:%超过推荐值约 !

倍" 而餐饮行业如火锅店!餐馆!外卖%菜品普遍油

量大%麻辣烫底料!火锅汤油等餐厨剩油被大量废

弃!浪费%造成环境污染"

表 (%部分国家居民人均食用植物油消费量 <G>

国家 $''" 年 !"$% 年 !"!" 年 健康推荐值

中国 $8&1 %$&' %'&9 !8 =1"

印度 $7&' 7$&% 71&9

!" =1"

-'.

美国 2!&9 $!1&% $1!&8

!2

-$".

日本 12&7 8"&% 88&8

!8

-$$.

全球 !2&! 87&' 8'&1 !8 =1"

5注+表中数据根据美国农业部( 4̀DA)数据和各国人口数

据(联合国人口数据)计算得到"

在健康膳食结构中%成年人每天每人摄取热量

约为 $" 7%7&% ,[(! 8"" ,*XH)%其中来自油脂的热量

占总热量的比例推荐值为 $": =$8:

-9.

" 根据国

家统计局数据和食物热量折算%对 $''" 年以来的膳

食结构分析%我国人均每天主要粮食!油!糖!肉等食

物供应热量不断提高%到 !"!" 年达到 $1 $28&9 ,[

(1 $72&2 ,*XH)%比 $''" 年增加 19&%:" $''" 年我

国食用植物油的每天人均热量供应 89$&9 ,[($1'

,*XH)(热量供应占比仅 %&$:)%!"!" 年达到 ! '!"&'

,[(%'2&9 ,*XH)(占比 !!&!:%大幅超过推荐值)%在

热量供应上显著超过肉食 ($ 91!&% ,[(712&9

,*XH))"

1&15食用植物油消费趋势不利于国民健康

我们对 $''"/!"!" 年我国主要膳食(食用植物

油!淀粉类主食!肉食!食糖)消费的热量来源分析

发现%食用植物油的供能变化最大%而其他膳食的供

能变化较小" 以食用植物油!淀粉类主食!肉食!食

糖作为自变量%将成人超重率作为因变量%采用

4i44À 进行线性回归分析-'.

%获得的模型结果为

成人超重率 j$1&1!' h"&"91 k植物油热量

#"<$1$ k食糖热量 h"&""% k主食热量 #"&"12

k肉食热量(模型!

! 为 "&'82%可解释 '8&2:的超

重原因)%其中植物油热量的回归系数最大%为

"<"91("j9&%$2%#j"&""" g"&"$)%显示食用植物

油热量的消费变化会对成人超重率产生显著的正向

影响%表明食用植物油摄取热量与居民超重和肥胖

关系最为密切%其他因子均未达到正向显著水平"

研究发现%肥胖是造成多种慢性病发生的独立

而重要的危险因素-$".

%会导致心血管疾病!癌症!糖

尿病等疾病风险增加-$$.

%进而造成家庭经济风险增

加%如 !""1 年我国超重和肥胖所造成的高血压!糖

尿病!冠心病!脑卒中的直接经济负担高达 !$$&$ 亿

元%7 种病合计占直接疾病负担的 !8<8:%分别占

!""1 年我国卫生总费用和医疗总费用的 1<!:和

1&2:

-$!.

"

(%优化我国食用植物油消费需求侧和供给侧改革

的对策

7&$5落实健康中国战略"合理规划食用植物油消费

规模

!"$' 年%国务院发布了&国务院关于实施健康

中国行动的意见'(国发-!"$'.$1 号)%要求加强对

人群和场所的营养和膳食指导%鼓励全社会参与减

盐!减油!减糖%减缓成人肥胖增长率" 为具体落实

健康中国战略%急需从国家层面重新确定我国食用

植物油合理的消费量%落实减油举措" 建议在中国

营养学会膳食营养推荐值的基础上%适当考虑饮食

文化特点%商务!卫生健康!发展改革!农业!海关等

有关部门综合协调%对居家和餐饮的食用油消费加

以合理干预%宏观上按人均每天 7" /食用植物油消

费量测算全国消费总量%制定相应宏观政策和进口

政策%适当减少我国食用植物油消费总量"

7&!5进一步优化消费结构

油脂的脂肪酸组成包括饱和脂肪酸和不饱和脂

肪酸" 国内外大量研究表明%饱和脂肪酸不利于人

体健康%长期大量摄入饱和脂肪酸与癌症!心血管疾

病等紧密相关%在发达国家有摄入量限制要求" 而

油酸!亚油酸!亚麻酸等不饱和脂肪酸在人体代谢中

具有十分重要的功能%有利于降低心血管疾病的发

生" 因此%在倡导食用油健康消费量的同时%进一步

优化消费结构%宣传和鼓励居民消费富含油酸!亚油

酸和亚麻酸等的食用油%增加富含不饱和脂肪酸的

植物油的消费比重%保障我国居民身体健康"

7&15充分挖掘国内资源潜力"提高国内食用植物油

供给能力

我国油料作物生产的资源潜力还有较大的发展

空间%如长江流域的冬闲田可以用来发展油菜-$1.

%

西北农牧交错区的干旱沙荒地可以发展油莎豆-$7.

%

南方丘陵山区山坡地可发展核桃!油茶-$8.

%通过发

展油料与粮食轮作和间套作在东北和黄淮产区实现

粮油双丰" 加快我国高油酸油菜!高油酸花生新品

种的推广应用%进一步改善我国油料的脂肪酸组成%

优化国产植物油营养健康结构" 通过加强油料作物

机械化生产技术研究与推广%提高油料作物单产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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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降低生产成本%加快我国冬闲耕地和干旱沙地的

面积潜力利用%将大幅度增加我国油料作物的供给

保障能力%进一步提高食用油自给率"

7&75加快(一带一路)建设"优化油料及制品进口

来源

继续深入推进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以

下简称沿线国家)的农业贸易合作%加大油脂油料

贸易合作" 俄罗斯!乌克兰!哈萨克斯坦!印度!蒙古

国等沿线国家耕地资源丰富%油料作物种类较多%但

单产水平普遍偏低" 我国油料生产技术处于世界先

进水平%通过#一带一路$建设%加快实现国际生产

资源和我国技术资源的有机整合%提升#一带一路$

油料作物生产能力%优化油料及制品的进口来源%缓

解我国食用植物油消费市场对南美和北美过度依赖

的局面-$%.

" 目前我国自沿线国家进口的菜籽油!大

豆油!亚麻籽!油菜籽!大豆和油用葵花籽等均呈现

大幅增长态势"

7&85加强食用油消费宣传"引导消费者理性消费

食用油作为三大营养素之一%长期以来仅强调

其营养价值%加上我国传统的饮食文化对食用油使

用具有偏好性%倾向于重油重盐%是食用油消费过量

的主要原因" 建议科学宣传食用油的消费知识%不

仅宣传食用油的营养价值%还要对过量消费的危害

进行提醒和标识" 教育部门在生理卫生等课程对中

小学生增加科学膳食和用油知识内容%培养新一代

养成健康消费的良好习惯" 工商管理部门要加强对

食用油标签!广告的科学管理%防止过度宣传诱导消

费" 新闻舆论要积极引导消费者养成正确的饮食习

惯%减少食用油过度使用%减少油炸!高温爆炒!烧烤

等过度用油的不健康烹饪方式%减少浪费"

参考文献!

-$.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粮食安全中长期规划纲

要( !""9/!"!" 年)' -LM(BC.&- !"!$ #$" #$' .&

N;;O+((PPP&/GQ&*+()W./(!""9 #$$($1(*G+;S+;T$$797$7&

N;UH&

-!. 4̀DA&eGWHd X/W-*_H;_WXHOWGd_*;-G+-LM(BC.&-!"!$ #

$" #$' .&N;;Oc+((XOOc&bXc&_cdX&/GQ(OcdG+H-+S(XOO(

-+dSR&N;UHl(XOO(XdQm_SW0&

-1. 杨舒&用科技创新助力我国粮油生产-@.&光明日报%

!"$2 #"8 #1$(9)&

-7. 国家统计局&年度数据-LM(BC.&-!"!$ #$" #$'.&

N;;Oc+((dX;X&c;X;c&/GQ&*+&

-8. 陈萌山&创新机制 集群攻关 促进我国油菜产业大发展

-LM(BC.&-!"!$ #$" #$'.&N;;O+((c*-;S*N&OSGOHS&*GU&

*+(+$(!"$%("8!1(*$""2 #!912$8!$&

-%. 刘纯琪%郭永红%杨&新形势下我国油菜籽行业面临

的挑战及应对策略-[.&农业发展与金融% !""' (7)+

8% #82&

-2. 中国营养学会&中国居民膳食指南(!"$%)-J.&北京+人

民卫生出版社%!"$%&

-9. 康健&糖尿病患者常用食物热量表 -[.&药物与人%

!""!%!8(%)+$! #$1&

-'. 4 @̀ D D& 4SHS*;-G+ Gb;NSH-+SXWWS/WScc-G+ UGdSH

X**GWd-+/;G ;NS OXWXUS;SWSc;-UX;-G+ - [.& e_NX+

+̀-QSWc-;0[@X;_WXH4*-% !"""% 8(7)+7"" #7"8&

-$". E?LCDAL% 6BAZCLfL>% J̀ 43A%S;XH&?UOX*;Gb

GQSWPS-/N;G+ ;NSW-c, GbdSQSHGO-+/*GUUG+ *NWG+-*

d-cSXcScd_W-+/X$" #0SXWOSW-Gd-[.&AW*N ?+SW+ JSd%

!""$% $%$($1)+$89$ #$89%&

-$$. 陈春明&防治肥胖刻不容缓-[.&中华预防医学杂志%

!""$% 18(8)+!'$ #!'!&

-$!. 赵文华%翟屹%胡建平%等&中国超重和肥胖造成相关

慢性疾病的经济负担研究-[.&中华流行病学杂志%

!""%%!2(2)+888 #88'&

-$1. 王汉中%殷艳&我国油料产业形势分析与发展对策建议

-[.&中国油料作物学报%!"$7%1%(1)+7$7 #7!$&

-$7. 张学昆&我国油莎豆产业研发进展报告-[.&中国农村

科技%!"$'%!92(7)+%2 #%'&

-$8. 陈永忠%邓绍宏%陈隆升%等&油茶产业发展新论-[.&南

京林业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77($)+$ #$"&

-$%. 张雯丽&#十三五$以来中国油料及食用植物油供需形

势分析与展望-[.&农业展望% !"$9%$7($$)+7 #9&

"$

6>?@AB?C4 A@DEA3455555555555555!"!! FGH<72 @G<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