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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年来!伴随着我国食用植物油自给率的持续走低!提高我国本土食用植物油料的供给%保障

国家食用油安全上升为国家战略& 通过梳理前人研究和官方信息!整理出 !"""'!"#% 年我国传统

八大食用植物油料的产量数据!并结合相关研究计算得出对应历年食用植物油本土供应量!同时建

立,?5F双参数线性指数平滑模型对我国本土食用植物油料和油脂的总供给进行预测!结合国家食

用植物油发展规划!进一步分析当前制约我国食用植物油发展的因素!并提出针对性建议!以期为

国家制定食用植物油料油脂发展规划!提高我国食用油自给率提供数据参考和技术支持&

关键词!食用植物油料#食用植物油#发展战略#,?5F双参数线性指数平滑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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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用植物油安全作为国家战略安全的重要组成

部分&一直备受关注( 国家粮油信息中心数据显示&

我国 !"!" 年进口大豆达 #=""" ) 亿 F&已突破 # 亿 F

大关&进口植物油 # #'" 万 F&创历史新高( 虽然自

!""" 年以来&我国食用植物油料油脂的国内供给始

终保持总体平稳增长态势&但我国食用植物油自给

率常年在 J"\以下+#,

&对外依存度仍过高+!,

( 在国

#

!"!! 年第 J' 卷第 J 期/////////////中/国/油/脂



际贸易环境日趋严峻和新冠疫情持续恶化的当下&

油料油脂供给不确定性居高不下+),

&提高我国本土

食用植物油料油脂的供给&保障国家粮油安全成为

事关国计民生的大战略和大工程+J,

(

因此&本文首先对收集的 !"""-!"#% 年我国传

统八大食用植物油料产量进行统计描述&并通过查

阅相关文献和官方数据&计算得出我国传统八大食

用植物油料榨油量&并通过建立 ,?5F双参数线性指

数平滑模型对我国本土食用植物油料油脂的供给进

行预测&结合国家食用植物油发展目标&进一步分析

当前阻碍我国食用植物油自给率提升的重要因素&

并提出针对性的意见和建议&以期为国家制定食用

植物油料油脂发展规划&提高我国食用油自给率提

供数据参考和技术支持(

=>我国食用植物油料油脂的产量情况

#=#/我国食用植物油料的生产情况

我国 !"""-!"#% 年食用植物油料产量见表 #(

由表 # 可知&!# 世纪以来&我国本土食用植物油料

供给量整体不断增加( !"#% 年&我国本土食用植物

油料供给量为 & (.J=# 万F&同比增长 !).=( 万F&增

长率为 )='&\&与 !""" 年相比&增长了 # !')=(

万F&年均增长率为 #=#J\( 其中) 棉籽产量

# "&"=! 万F&同比下降 ).=) 万 F&降幅 )=J%\&与

!""" 年相比&增长了 !&(=# 万 F&年均增长率为

#]()\!大豆产量 # ."%=! 万F&同比增长 !#!=( 万F&

增长率为 #)=)#\&与 !"""年相比&增长了 !&.=' 万F&

年均增长率为 "].(\!油菜籽产量 # )J.=( 万 F&同

比增长 !"=J 万F&增长率为 #=(J\&与 !""" 年相比&

增长了 !#"=J 万F&年均增长率为 "=%"\!花生产量

# '(!=" 万F&同比增长 #.=' 万F&增长率为 #]".\&

与 !""" 年相比&增长了 )".=) 万 F&年均增长率为

#]"#\!葵花籽产量 !&&=J 万F&同比增长 #'=" 万F&

增长率为 &=.!\&与 !""" 年相比&增长了 '#=" 万F&

年均增长率为 #=&)\!芝麻产量 J&=' 万F&同比增

长 )=& 万F&增长率为 .])(\&与 !""" 年相比&下降

了 )J=J 万 F&年均增长率为 $!=.&\!亚麻籽产量

))=! 万F&同比下降 "=) 万F&降幅为 "]%"\&与 !"""

年相比&下降了 #=! 万F&年均增长率为$"=#%\!油

茶籽产量 !&'=% 万 F&同比增长 J]% 万 F&增长率为

#].&\&与 !""" 年相比&增长了 #.(]& 万 F&年均增

长率为 &=J#\(

表 =>我国 ?@@@%?@=A 年食用植物油料产量 万)

年份 棉籽 大豆 油菜籽 花生 葵花籽 芝麻 亚麻籽 油茶籽 总量

!""" '%(=# # (J"=( # #).=# # JJ)=' #%(=J .#=# )J=J .!=) ( )#"=&

!""# '("=" # (J#=" # #))=" # JJ!=" #J'=. ."=" !(=) .!=( ( !"#=&

!""! .)&=" # &(#=" # "((=" # J.!=" #%J=& %"=" J"=% .(=( ( J)(="

!"") .!"=" # ()%=" # #J!=" # )J!=" #'J=) (%=" J(=" ''=% ( #%%=!

!""J .J"=" # 'J"=" # )#.=" # J)J=" #((=! '"=" J!=& .'=( ( &.'=)

!""( # "!.=& # &)(=" # )"(=! # J)J=! #%!=. &!=( )&=! .'=( ( '.!="

!""& # #(!=J # (".=" # "%&=& # !..=' #."=) &&=! )'=J %!=" ( J!#=&

!""' # )"#=. # !'%=" # #).=! # ).#=( ##.=' (!=" !&=. %)=% ( )%#=%

!"". # !'%=& # ('#=" # !J"=) # J&)=( #'%=! (#=( )(=" %%=" ( %#%=#

!""% # "%)=) # (!!=" # )()=& # J&"=J #%(=& ()=( )#=. ##&=% ( .!'=#

!"#" # "')=" # (J#=" # )".=! # (&J=J !!%=. (.=' )(=) #"%=! ( %#%=&

!"## # #.&=" # J..=( # )#)=' # ()"=! !)#=) J(=. )(=% #J.=" ( %'%=J

!"#! # !)"=( # )JJ=" # J""=' # &&%=! !)!=) &)=% )%=# #'!=. & #(!=(

!"#) # #))=. # #%(=# # )&)=& # &#"=% !J!=J J)=% )%=. #''=' ( ."'=!

!"#J # ##!=" # !&%=" # )%#=J # (%"=# !J%=! J)=' ).=' !"!=) ( .%&=J

!"#( # "&)=) # !)'=" # ).(=% # (%&=# !&%=. J(=" J"=" !#&=) ( .()=J

!"#& %&#=' # )(%=( # )#!=. # &)&=# !%%=" )(=! )!=( !#&=J ( .()=!

!"#' # "#'=( # (!.=! # )!'=J # '"%=! )#J=% )&=& )"=# !J)=! & !"'=#

!"#. # "%.=( # (%&=' # )!.=# # '))=) !J%=J J)=# ))=( !&)=" & )J(=&

!"#% # "&"=! # ."%=! # )J.=( # '(!=" !&&=J J&=' ))=! !&'=% & (.J=#

/注)表中数据根据.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中国食品工业年鉴/官方数据整合而来(

#=!/我国食用植物油料的榨油情况

由于八大植物油料用于榨油的压榨量和油料出油

率不同&我国八大食用植物油产量也不尽相同( 棉籽

基本都用于榨油&压榨量占比为 .!\ .̂'\

+#& ( $',

&出

油率为 #)\

+#&& $',

!大豆的压榨量占比为 !)\ ^

)"\

+#&( $.,

&出油率为 #&](\

+#&& $',

!油菜籽的压榨

量占比为 .'\ %̂J\

+#& ( $',

&出油率为 )J\

+#&& $',

!

花生的压榨量占比为 JJ\ (̂#\

+#&( $.,

&出油率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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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葵花籽 !"#( 年之前的压榨量占比为

("\ (̂(\

+%,

&!"#&年及以后的压榨量占比为 !J\ ^

)!\

+#&& $'&#",

&出油率为 !(\

+#&& $',

!芝麻的压榨量占

比为 JJ\ (̂(\

+#&& $'&##,

&出油率为 J"\

+#&& $',

!亚

麻籽的压榨量占比为 '.\ .̂%\

+#&&,

&出油率为

)"\

+#&& $',

! 油 茶 籽 的 压 榨 量 占 比 为 %#\ ^

%&\

+#&& $',

&出油率为 !(\

+#&& $',

( 综上所述&本文

采用 .(\的占比计算用于榨油的棉籽量&采用 !'\

的占比计算用于榨油的大豆量&采用 %"\的占比计

算用于榨油的油菜籽量&采用 J'\的占比计算用于

榨油的花生量&!"""-!"#( 年取平均值 (!=(\的占

比计算用于榨油的葵花籽量&!"#&-!"#% 年采用

!'\的占比计算用于榨油的葵花籽量&采用 J%\的

占比计算用于榨油的芝麻量&采用 .!\的占比计算

用于榨油的亚麻籽量&采用 %)\的占比计算用于榨

油的油茶籽量( 具体计算公式为)棉籽油产量 c棉

籽产量 d.(\ d#)\!大豆油产量 c大豆产量

d!'\ d#&=(\!菜籽油产量 c油菜籽产量 d%"\

d)J\!花生油产量c花生产量dJ'\ d)(\!葵花

籽油产量 c葵花籽产量 d(!=(\ d!(\"!"""-

!"#( 年#&葵花籽油产量 c葵花籽产量 d!'\

d!(\"!"#&-!"#% 年#!芝麻油产量 c芝麻产量

dJ%\ dJ"\!亚麻籽油产量 c亚麻籽产量 d.!\

d)"\!油茶籽油产量c油茶籽产量d%)\ d!(\(

我国 !"""-!"#% 年食用植物油料榨油量见表 !(

表 ?>我国 ?@@@%?@=A 年食用植物油料榨油量 万)

年份 棉籽油 大豆油 菜籽油 花生油 葵花籽油 芝麻油 亚麻籽油 油茶籽油 总量

!""" .'=.& &.=&) )J.=!& !)'=J% !(=&( #(=%" .=J& #%=#) .##=).

!""# .!=.. &.=&( )J&='" !)'=!# #%=J" #(=&. &=!! #%=#. '%(=%!

!""! %!=). ')=(( )!!=.) !J)='% !(=(J #'=&J #"="& #%=.. ."(=&'

!"") %"=&# &.=(& )J%=J( !!"='& !!=.. ##=(& ##="' #.=## '%)=""

!""J %!=.! ''=(! J")=)# !)(=.% !"=)' #)='! #"=J. !"=)J .'J=J(

!""( ##)=&& '!=.J )%%=)% !)(=%) !(=)# #!=!( .=%# !"=)J ...=&)

!""& #!'=)J &'=#. ))(=(& !##=%% !)=&& #!=%. %=!" !#=)% ."%=)"

!""' #J)=.( (&=%. )J.=!% !!'=!& #(=(. #"=#% &=(% !#=.) .)"=('

!"". #J#=J" &%=%% )'%=() !J"='( !)=(! #"="% .=&# !)="! .%&=%#

!""% #!"=.# &'=.# J#J=!" !J"=!J !(=&' #"=J% '=.! !'=#. %#J=!!

!"#" ##.=(' &.=&( J""=)# !('=)J )"=#& ##=(# .=&. !(=)% %!"=&#

!"## #)#="( &&=)# J"#=%% !(#='! )"=)& .=%. .=.) )J=J# %))=&(

!"#! #)(=%' (%=.. J!.=&# !'J=(. )"=J% #!=(! %=&! J"=#. %%#=.(

!"#) #!(=!. ()=!J J#'=!& !&J=%% )#=.! .=&" %='% J#=)! %(!=)"

!"#J #!!=.. (&=() J!(='' !&#=(' )!='# .=(' %=(! J'=") %&J=(.

!"#( ##'=J% ((=## J!J="% !&!=(& )(=J# .=.! %=.J ("=!% %&)=&#

!"#& #"&=!' &"=(' J"#='! !&%=#J !"=#. &=%" .="" ("=)# %!)="%

!"#' ##!=J) &.=". J"&=#. !.#=#& !#=!& '=#' '=J" (&=(J %&"=!!

!"#. #!#=). '#=#) J"&=J" !.(=#) #&=.) .=J( .=!J &#=#( %'.='#

!"#% ##'=#( ."=&" J#!=&J !..=!" #'=%. %=#( .=#' &!=!% %%&=#.

//由表 ! 可知)我国棉籽油产量从 !""" 年 .'=.&

万F波荡增加到 !""' 年的 #J)=.( 万 F&又波荡回落

到 !"#% 年的 ##'=#( 万F&总体增加了 !%=!% 万F&其

中 !""# 年产量最低&只有 .!=.. 万F!大豆油产量从

!"""年 &.=&)万F波荡下降到 !"#) 年的 ()=!J 万F&

减少了 #(=)% 万 F&又增加到 !"#% 年的 ."=&" 万 F&

总体增加了 ##=%' 万 F!菜籽油产量从 !""" 年

)J.]!& 万F波荡增加到 !"#% 年的 J#!=&J 万 F&增加

了 &J=).万F&其中 !""! 年产量最低&只有 )!!].) 万

F&!"#! 年产量最高&为 J!.=&# 万 F!花生油产量从

!""" 年 !)'=J% 万 F波荡增加到 !"#% 年的 !..]!"

万F&增加了 ("='# 万F&其中 !""& 年产量最低&只有

!##=%% 万F!葵花籽油产量从 !""" 年 !(=&( 万 F大

幅波荡增加到!"#(年的)(=J#万F&增加了%='&万F&

后又快速回落到 !"#% 年的 #'=%. 万 F!芝麻油产量

从 !""" 年 #(=%" 万F减少到 !"#% 年的 %]#( 万F&减

少了&='(万F&其中!"#&年产量最低&只有&=%"万F&

!""! 年产量最高&为 #'=&J 万 F!亚麻籽油产量从

!""" 年 .=J& 万F增加到 !"") 年的 ##="' 万F&增加

了 !=&# 万 F&后又下降到 !"#% 年的 .=#' 万 F&总体

产量变动不大!油茶籽油产量从 !""" 年 #%=#) 万 F

增加到 !"#% 年的 &!=!% 万F&增加了 !=!& 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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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食用植物油料油脂供给预测

!=#/,?5F双参数线性指数平滑模型的选取

一般而言&利用时间序列数据进行产量或者价

格预测&比较成熟适用的方法是构建 ,?5F双参数线

性指数平滑模型'KeTOK模型或者灰色 +O"#&##

模型( 通过油料和油脂数据的时序图&初步判断两

组数据都具有趋势性&但并无季节性( 因此&本文初

步选定,?5F双参数线性指数平滑模型和 KeTOK模

型这两种能够拟合含有线性趋势的时间序列数据的

模型&再通过对不同模型$平稳!

!

%值的大小以及预

测模型残差的白噪声检验结果比较发现&,?5F双参

数线性指数平滑模型的$平稳 !

!

%值更大且预测模

型残差的白噪声检验结果更好&再加上众多学者对

其在农产品产量预测方面适用性的认可和肯

定+#! $#J,

&本文最终选择 ,?5F双参数线性指数平滑

模型进行食用植物油料油脂总量的预测(

!=!/模型检验及预测

!=!=#/我国八大食用植物油料总量的预测

我国八大食用植物油料总量预测值检验见

表 )(

表 B>我国八大食用植物油料总量预测值检验

模型适合度统计数据

平稳!

!

!

! 标准化WTR

B̀<89$W?[f"#.#

统计资料 "# $

"='J" "='!. #"=%#) #!=.'( #& "=&.!

//由表 ) 可以看出&平稳 !

! 为 "='J"&说明本模

型对原变量的解释程度较好&模型拟合程度很好(

对模型残差序列进行白噪声检验& B̀<89$W?[f统

计量的检验$值为 "=&.!&显著大于 "="(&说明不能

拒绝原假设&残差序列可以认定为随机序列&,?5F双

参数线性指数平滑模型的预测值合理有效(

我国八大食用植物油料总量预测的自相关

"KRI#和偏自相关"gKRI#残差图如图 # 所示( 图

# 横坐标表示油料总量预测模型的残差自相关系数

和偏自相关系数&取值范围为+ $#&#,&其条格在正

向一侧表示正相关&在负向一侧表示负相关&分别位

于两个残差图内的两条纵线代表 ! 倍标准差&其中

%为残差序列的平均值&&为残差序列的标准差( 纵

坐标表示延迟阶数&由于观测数据共 !" 期&最大延

迟阶数最多为 #% 期( 从图 # 可以看出&自相关系数

和偏自相关系数均随着延迟阶数增加而逐渐衰减向

"&且两个系数值始终处于 ! 倍标准差以内&说明残

差序列只具有极弱的短期自相关性&残差序列的

KRI和gKRI图也都是平稳的&也可以佐证预测模

型合理有效(

图 =>我国八大食用植物油料总量模型预测的自相关

#96C$和偏自相关#$96C$残差图

//根据 ,?5F双参数线性指数平滑模型得到

!"""-!"!( 年我国八大食用植物油料总量的拟合

图&如图 ! 所示( 图中 UR̀ 代表模型预测区间上

限& R̀̀ 代表模型预测区间下限(

图 ?>我国八大食用植物油料总量的拟合图

//由图 ! 可知&模型走势整体都控制在预测区间

之内&呈增长趋势(

根据图 ! 拟合出 !"!"-!"!( 年我国八大食用

植物油料总量的预测值&见表 J(

表 D>我国八大食用植物油料总量的预测值 万)

项目 !"!" 年 !"!# 年 !"!! 年 !"!) 年 !"!J 年 !"!( 年

预测值 & )'J=! & J!%=J & J.J=( & ()%=' & (%J=. & &("="

预测区间上限 & '%'=% & .((=" & %#!=# & %&%=# ' "!&=! ' ".)=!

预测区间下限 ( %("=( & "")=' & "('=" & ##"=) & #&)=( & !#&=.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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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J 可以看出&我国八大食用植物油料总量

处于不断上升的状态&并且短期增加值比较稳定(

!"!"-!"!( 年我国八大食用植物油料总量预测值

分别为 & )'J=!'& J!%=J'& J.J=('& ()%=''& (%J=.'

& &("=" 万F(

!=!=!/我国八大食用植物油总量的预测

我国八大食用植物油总量预测值检验见表 ((

表 E>我国八大食用植物油总量预测值检验

模型适合度统计数据

平稳!

!

!

! 标准化WTR

B̀<89$W?[f"#.#

统计资料 "# $

"=&.% "='%& '=!&. .=%.! #& "=%#J

//由表 ( 可以看出&平稳 !

! 为 "]&.%&说明本模

型对原变量的解释程度较好&模型拟合程度较好(

对模型残差序列进行白噪声检验&可以看出 B̀<89$

W?[f统计量的检验$值为 "=%#J&显著大于 "="(&

说明不能拒绝原假设&残差序列可以认定为随机序

列&并且提取信息比较完全&,?5F双参数线性指数平

滑模型的预测值也合理有效(

我国八大食用植物油总量预测的自相关"KRI#

和偏自相关"gKRI#残差图如图 ) 所示(

图 B>我国八大食用植物油总量模型预测的自相关

#96C$和偏自相关#$96C$残差图

//从图 ) 可以看出&自相关系数和偏自相关系数

随着延迟阶数增加而逐渐衰减向 "&且两个系数值

始终处于 ! 倍标准差以内&说明残差序列只具有极

弱的短期自相关性&残差序列的 KRI和 gKRI图也

都是平稳的&同样也可以佐证预测模型合理有效(

根据 ,?5F双参数线性指数平滑模型得到

!"""-!"!( 年我国八大食用植物油总量的拟合图&

如图 J 所示(

图 D>我国八大食用植物油总量的拟合图

//由图 J 可以看出&模型走势整体也都控制在预

测区间之内&呈增长趋势(

根据图 J 拟合出 !"!"-!"!( 年我国八大食用

植物油总量的预测值&见表 &(

从表 & 可以看出&我国八大食用植物油总量处

于不断上升的状态&并且短期增加值比较稳定(

!"!"-!"!( 年我国八大食用植物油总量预测值分

别为 # "#"=%(' # "!#=&J' # ")!=))' # "J)="#'

# "()='"'# "&J=)% 万F( 但与我国当前超 ) ("" 万F

的食用植物油消费量+',相比&国产主要食用植物油

供给远远不能满足国内的有效需求&食用植物油安

全问题将是我国未来一段时间内不得不面对的严峻

挑战(

表 F>我国八大食用植物油总量的预测值 万)

项目 !"!" 年 !"!# 年 !"!! 年 !"!) 年 !"!J 年 !"!( 年

预测值 # "#"=%( # "!#=&J # ")!=)) # "J)="# # "()='" # "&J=)%

预测区间上限 # "'%=J) # "%"=J( # #"#=J' # ##!=J. # #!)=(" # #)J=(#

预测区间下限 " %J!=J' " %(!=.) " %&)=#. " %')=(( " %.)=%# " %%J=!'

B>我国食用植物油发展的制约因素

)=#/行业科研经费不足!企业市场竞争力偏低

食用植物油加工业一直以来都是保障国家粮油

安全的中坚力量&作为连接生产和消费的重要纽带

和桥梁&其作用不容忽视( !"#% 年&我国规模以上

食用植物油加工企业 # &"J 家&共实现工业总产值

( &&#=& 亿元&产品销售总收入 & !J.=. 亿元&利润

总额 #!)=! 亿元+#(,

&整个产业有了进一步发展( 但

行业科研投入资金不足&!"#% 年食用植物油加工企

业研发费用为 %=. 亿元&仅占产品销售总收入的

"]#&\

+#&,

&远落后于.粮油加工业$十三五%规划/

中$到 !"!" 年规模以上粮油加工企业研发费用投入

占主营业务收入比例达到 "]&\%的目标( 研发费

用的不足导致食用植物油加工企业的自主创新缺乏

后劲&市场竞争能力与港澳台商及外资企业相比明

显不足( !"#% 年&我国规模以上食用植物油加工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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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中港澳台商及外资企业虽然只有 '. 家&占比仅

J=%\&但其工业总产值和利润总额分别占整个食用

植物油加工产业的 )J]J\和 J(=J\

+#(,

&市场竞争

力和盈利能力远高于国内国营企业和民营企业(

)=!/产业结构不合理!低端产能过剩

我国食用植物油产业投资结构不合理&低端产

能过剩&行业投资回报率偏低&风险增加( !"#% 年

我国内资非国有食用植物油企业共 # J"( 家&占

.']&\&在整个行业实现的工业总产值中占据半壁

江山&盈利水平更是接近行业的六成&但由于我国食

用植物油加工业固定资产投资不平衡&导致少数中

东部的大型企业通过优势地位获取更多资源&中小

企业尤其是西部的中小企业的发展步履维艰&严重

影响了粮油市场上产品种类的丰富和油脂质量的提

高+#',

&更有甚者&我国食用油加工业产能利用率曾

连续七年低于 &"\&低端产能过剩严重+#.,

( 随着

食用油领域去产能的深入推进&行业内部的重组和

兼并不可避免&整个行业将在一段时间内不得不面

对利润相对偏低的现实&一些内资非国有食用植物

油企业的经营将难以为继&进一步加剧了粮油产业

链被外商掌握的风险+#%,

(

)=)/耕地资源有限!粮油主产区撂荒严重

我国素有$七山一水二分田%之说&山地面积占

比高达 &.=!\

+!",

&虽然$红线论%的提出为国家耕

地面积提供了约束性指标参考+!#,

&但要做好粮食生

产保证$中国人碗里装着中国粮%&又要提高食用油

自给率保障食用油安全&有限的耕地供给就显得捉

襟见肘( 尤其是在一些农业大省中&粮油同期现象

时有发生&比如长江中下游的湖北'安徽'江苏等省

存在油菜和冬小麦种植同期的问题&华北平原的河

南'河北'山东等省也有玉米和花生$争地%的矛盾&

东北地区的春大豆和春小麦也存在播种面积相互掣

肘的现象&在国家保障粮食安全为首要前提的要求

下&能够为占食用植物油比例超过 %(\的草本油

料+!!,提供更多耕地空间的可能性实在有限( 另外&

我国粮油主产区的耕地撂荒情况比较普遍&早期只

是出现在山区+!),

&如今东北三省'河北'河南'山东

几个粮油大省的耕地撂荒现象最为严重+!J,

&这就使

得实有耕地面积减少'原有生态系统遭到破坏'土地

肥力下降+!(,

&进而导致油料主产区的抗灾减灾压力

倍增&最终增加我国食用植物油本土供给下降的

风险(

)=J/机会成本增加!油料种植收益低

花生'芝麻等食用油料种植业属于劳动密集型

产业&生产过程中需要大量劳动力资源的投

入+!& $!',

( 伴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城镇化率的提

高&我国农户的非农就业机会不断增加&这就使得农

户从事食用油料种植的机会成本不断增加&一些原

先具有油料生产优势的地区油料种植面积和产量增

长有限&原有的油料种植农户选择从事经济收益更

高的非农产业工作+!.,

&尤其是农村地区青壮年劳动

力的外出&使得真正在农村从事农业的以老人'妇女

居多&其劳动能力等相对有限&这又进一步导致油料

种植产量不稳定&市场论价能力低&油料种植收益下

降&并最终导致我国油料种植格局发生显著变化&呈

现$北上%$西进%趋势+!% $)",

( 而我国西部和北部广

大农村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相对薄弱&进一步制约了

食用植物油料的供给(

)=(/优良品种选育较慢!机械化生产有待提高

优良品种'机械化水平是推动我国食用植物油

料发展的重要动力+)#,

( 当前&我国油料作物仍面临

着品种及栽培'病虫害防治等技术制约+)!,

&尤其是

占国产油料供给半壁江山的油菜&其分子标记辅助

育种技术'适合机械化的品种选育技术以及非生物

逆境的抗性品种选育技术都不够成熟&有些还只是

在探索阶段+)),

&这都严重制约了我国油料单产和质

量的提升( 另外&受制于地形和种植规模&我国农业

生产机械化水平还有待提高&除了个别省份外&其余

地区的机械化程度普遍偏低+#',

&而对于主要种植于

山地的油茶'种植于丘陵砂壤土的花生而言&实现机

械化生产和收获的难度更大&农业机械使用推广有

待进一步加强(

D>我国食用植物油料油脂未来发展建议

J=#/国家做好食用油发展顶层设计!加大资金%政

策扶持力度

化解国家面临的食用油危机&需要党和政府做

好食用油发展的顶层设计&加大对食用油产业发展

的资金'政策扶持力度&全面部署&精准施策&提高我

国食用油自给率( 主要包括两点)

一是要系统谋划&科学布局( 山水林田湖草沙

是一个相互依存'相辅相成的生态系统&牵一发而动

全身&相关负责部门要组织农业'林业'草业'水利'

野生动物保护等各方面的专家进行科学论证&在保

证国家粮食安全和生态环境安全的基础上&合理利

用土地空间资源&调整农业种植结构&给各个地区的

食用油发展提供科学依据&可以对东北地区的玉米

和大豆'长江中下游的油菜和春小麦'华北平原的玉

米和花生进行轮作&保证食用油的供给!可以综合利

用长江流域油菜优势种植区域的冬闲田&种植适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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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存且含油量高的油菜!充分利用南方广袤的山地

资源&大力发展木本油料&尤其是要统筹发展好湖

南'江西两地的油茶产业&河北'新疆的核桃产业&四

川'甘肃南部的油橄榄产业(

二是要加大对油料种植农户'油料加工企业的

补贴&降低种植'收获'运输'仓储'加工'销售等各个

环节的成本( 首先&加快我国粮油主产区土地流转

速度&鼓励油料种植大户对抛荒土地进行承包经营&

改变部分地区破碎化'小面积种植局面&进行机械

化'规模化种植经营!同时&对油料种植大户在种植'

农资产品采购以及油料油脂收购上给予相应的资金

补贴( 其次&给予中西部食用油加工企业一定的政

策和资金倾斜&解决中西部民营食用油加工企业融

资难的问题&帮助其建立完善的运输'仓储'加工系

统&提高当地粮油加工企业的市场竞争力!最后&要

进一步完善偏远山区'农村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尤

其是水'电'路'网的联通(

J=!/加强科技支撑!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一是要加强科技支撑&解决好我国食用植物油

料良种选育'病虫害防治技术等瓶颈问题( 一方面

要成立专门的科研队伍&加强产学研深度融合&对不

同的油料油脂进行持续性深入研究&集中优势科研

力量培育单产更高'含油量更高'抗病虫害能力更强

的食用油料种子!争取在绿色农药和病虫害防治技

术上有所突破&做到绿色生产'循环生产和可持续生

产( 另一方面&提高食用植物油料科研人员的待遇&

尤其是基层科研人员的待遇&对于有重大技术突破

和创新的科研人员和团队要进行特别奖励&制定合

理的考核制度&打通科研人员的上升通道&形成支持

科研'奖励创新的正向激励氛围(

二是粮油加工企业尤其是大中型国有食用油加

工企业要加强创新( 首先&要对现有油料采集和加

工设备'机械进行对标改进&并积极推广新技术'新

工艺'新设备&避免$无机可用&有机无用%的窘境!

其次&采用精细化管理&将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

新的信息技术运用到生产'仓储'加工'销售的各个

环节!最后&要对员工进行再教育和不定期专业技能

培训&更新员工实践技能和丰富员工知识储备的同

时&给员工带去新思想'新理念&推动创新思维和创

新方法的出现&提高我国国有食用油加工企业的油

脂供应能力和市场竞争能力&维护我国粮油市场的

稳定(

J=)/引导居民理性消费!减少食用油每日摄入量

近年来&我国食用油人均消费量逐年上升&到

!"#% 年已经高达 !(=# E9&折合日人均消费量为

&.]'' 9&远超过.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推荐

的我国居民 !( )̂" 9的日人均消费量&而这种过度

的食用油消费&一方面增加肥胖'心血管疾病等的风

险&对居民的身体健康造成危害!另一方面使得我国

食用油供给增速落后于消费增速&自给率不断下降&

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国家食用油安全危机( 不仅如

此&我国消费者食用植物油的消费结构也不合理&居

民食用油消费主要集中在草本油的消费上&对于木

本油的营养价值和功效认知不足&进而导致我国木

本油的有效需求不足&不利于木本油和食用油供给

的长期稳定发展( 因此&政府相关部门和权威新闻

媒介要对过度消费食用油的危害进行宣传&减少居

民对食用植物油的整体消费!另外&通过积极引导增

加居民木本油消费替代草本油消费的方式&提高我

国木本油有效需求&提升我国食用油自给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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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粮工科荣获五项 !"!# 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

近日&中粮工科下属国粮武汉科学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无锡中粮工程科技有限公司'中粮工科

"西安#国际工程有限公司和郑州中粮科研设计院有限公司分别主持和参与完成的$.大米/国家标准

"+WDG#)(J-!"#.#研究与修订%项目'$粮食柔性包装智能化成套装备研制与产业化应用%项目荣

获 !"!# 年度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一等奖&$粮油机械油脂系列标准研究与制定%项目'$高性能植

物绝缘油关键技术研发及产业化应用%项目荣获 !"!# 年度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二等奖&$钢筋混

凝土粮食筒仓结构体系可靠度及减灾技术研究%项目荣获 !"!# 年度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三等奖(

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是经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工作办公室批准设立的全国粮油行业科技成果

奖&以表彰和鼓励在粮食领域科学研究'技术创新'成果推广'高新技术产业化中作出突出贡献&取得

杰出成就的个人和集体( 获奖项目涵盖粮油领域的粮食加工'油脂加工'粮食储藏'粮油质检等专业

领域&对促进科技创新和技术进步发挥了重要作用&极大地推动了粮食行业的快速稳定发展(

中粮工科作为项目主要完成单位&将进一步加强科技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争取为粮油科学技术

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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