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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分析我国油菜籽和菜籽油的生产%进出口及供需情况"以期为我国菜籽油产业发展提供参考& 近

年"我国油菜籽收获面积相对稳定%产量小幅增长"但在全球占比呈下降趋势$我国油菜籽压榨出油率低

于其他菜籽油主要生产国"油菜籽压榨量和菜籽油产量在全球占比也呈下降趋势& !""$年及以后"我国

每年油菜籽进口量均在 %""万;以上"出口量均不到 "&7万;& !"%$'!"!"年我国菜籽油进口量均在 %""

万;以上"出口量 1年累计不足 1万;& 我国油菜籽%菜籽油进口的最主要来源国是加拿大"!"%3'!"!"

年间我国进口的油菜籽和菜籽油来自加拿大的分别占 '"<和 2"<& 将我国油菜籽净进口折油与菜籽油

净进口量合计考虑"!"!"(!"!%年度该数值达 17'万;& 我国对油菜籽及菜籽油的需求将持续增长"国内

油菜籽和菜籽油产量难以满足国内需求"需要大量进口& 相对紧张的耕地资源对油菜生产的限制与乡村

小榨坊菜籽油特殊市场的存在也是我国油菜产业的重要特点& 对外"我国应对具有油菜生产潜力的国家

进行长远投资"以丰富油菜籽和菜籽油的进口来源$对内"应重视国内乡村地区对小榨坊菜籽油的需求"

并对其工艺和产品质量进行改进和提升&

关键词!油菜籽$菜籽油$生产$进出口$供需$小榨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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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随着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我国居民对食用

油的消费需求不断增长" 根据美国农业部$Y5C@%

数据计算#我国植物油消费量从 %'3:(%'37 年度的

:$ 万;增加到 !"!"(!"!% 年度的 : "2: 万 ;#食用植

物油消费量增长了约 $: 倍" 我国食用油自给率远

不能满足消费需求#食用油及油料的进口依存度一

直处于较高水平/%0

"

油菜作为我国第一大油料作物#菜籽油在我国

食用油供给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0

#Y5C@数据

显示#!"!"(!"!% 年度我国菜籽油的消费量占全部

植物油消费量的 !"<" 目前#油菜籽和菜籽油的生

产!进出口是我国油脂油料的重要部分#关系到我国

油脂油料市场的供需平衡/10

#进而影响到我国农产

品的供需格局及粮食安全"

关于我国油菜籽和菜籽油的生产!进出口及供

需分析的研究一直都有#但在我国经济快速发展与

世界政治格局演变的大背景下#我国农产品贸易也

在持续发生变化#因此有关油菜籽和菜籽油的生产!

进出口及供需情况也在发生变化" 本文根据目前能

够收集到的最新数据#介绍了当前我国油菜籽和菜

籽油的生产!进出口及供需情况#指出了这些指标在

全球市场中的地位#同时详细地展现了我国油菜籽!

菜籽油进口来源国及其份额#尤其是加拿大的占比

情况#还分析了我国油菜生产的耕地资源限制与乡

村小榨坊菜籽油对我国菜籽油供需的影响#并针对

我国油菜籽和菜籽油的供需现状提出发展建议#以

供参考"

&'中国油菜籽&菜籽油生产情况

%&%8油菜籽生产情况

Y5C@数据显示&%'2'(%'$" 年度到 !"""(!""%

年度#我国油菜籽的收获面积整体呈增加趋势#在

!"""(!""% 年度达到峰值$2:' 万 MK

!

%'!"""(!""%

年度到 !"%'(!"!" 年度#我国油菜籽收获面积除个

别年度外总体相对稳定#较峰值有所下降#!"%'(

!"!" 年度我国油菜籽收获面积为 37$ 万 MK

!

#近年

来我国油菜籽收获面积占全球收获面积的比例呈下

降趋势#!"%'(!"!" 年度仅为 %'<#较 %'$!(%'$1 年

度的峰值 11<下降了 %: 百分点'!"%'(!"!" 年度我

国油菜籽产量占全球总产量的 !"<#较 %'$!(%'$1

年度的峰值 1$<下降了 %$ 百分点$见图 %%" 我国

油菜籽单产整体保持增长趋势#与全球平均水平接

近#但近年来低于主要的油菜籽出口国如加拿大!乌

克兰等的油菜籽单产#此外#欧盟油菜籽单产长期明

显高于其他国家$见图 !%"

图 &'中国油菜籽收获面积&产量占全球比例及单产占全球均值比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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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注&数据来源于Y5C@'油菜籽市场年度 %'$7 年$菜籽油是 %'$: 年%及之前为当年 3 月至次年 7 月#%'$3 年$菜籽油是 %'$7

年%及之后为当年 %" 月至次年 ' 月" 下同

图 $'各国及全球平均油菜籽单产

%&!8菜籽油生产情况

我国的菜籽油由国产油菜籽和进口油菜籽压

榨而来" 图 1 为我国油菜籽压榨量!菜籽油产量

及占全球比例" 由图 1 可看出#%'2'(%'$" 年度到

!"%:(!"%7 年度我国菜籽油产量呈增长趋势#而后

整体呈现下降趋势" 菜籽油产量峰值出现在

!"%1(!"%: 年度和 !"%:(!"%7 年度#约为 2"! 万 ;"

菜籽油的产量主要受压榨量和出油率的影响" 压

榨量主要由国内产量和进口量决定" 我国油菜籽

压榨量在 !"%1(!"%: 年度和 !"%:(!"%7 年度达到

峰值#约为 % $"" 万;$包含国产油菜籽和进口油菜

籽%#随后几年出现一定的下降趋势" 从油菜籽压

榨量占全球比例看#两个峰值数据分别为 %'$!(

%'$1 年度的 12<和 !"""(!""% 年度的 17<#

!"""(!""% 年度以后呈下降趋势#到 !"%'(!"!" 年

度我国油菜籽压榨量占全球比例为 !1<"

由图 1 还可看出#我国菜籽油产量和油菜籽压

榨量占全球比例的变化趋势一致#但菜籽油产量占

全球比例一直低于油菜籽压榨量占全球比例#这说

明我国油菜籽压榨出油率较低" 出油率体现的是油

菜籽的含油率和压榨企业的生产效率" 根据 Y5C@

数据#!"%3(!"%2 年度至 !"!"(!"!% 年度加拿大和

日本的油菜籽压榨出油率$::<%较高且明显高于

世界平均水平$:%<%#而我国的油菜籽压榨出油率

$1'<%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图 )'中国油菜籽压榨量&菜籽油产量及占全球比例

$'中国油菜籽&菜籽油进出口情况

!&%8油菜籽进出口情况

我国在 %''1 年正式取消了 )粮票*制度#粮油

实现敞开供应#我国对食用油的消费需求得到释

放#对油料和食用油的进口开始逐渐增加" 根据

Y?9EK;NLHR数据#%''!(!"!" 年间#我国仅有 1

年$%''!!%''1!%''3 年%油菜籽是净出口状态#其

余年份均为净进口状态#!""$ 年及以后我国油菜

籽进口量均在 %"" 万 ;以上#出口量不足 "&7 万 ;

$见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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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中国油菜籽&菜籽油进出口情况 万(

年份
油菜籽

进口 出口 净进口

菜籽油

进口 出口 净进口

%''! " : #: %' 7 %:

%''1 " $ #$ %7 3 '

%'': %: % %1 7: %3 1$

%''7 ' " ' 31 %2 :3

%''3 " % #% 1! %2 %:

%''2 3 " 3 17 %: !%

%''$ %1' " %1' !$ 2 !%

%''' !3" " !3" 2 1 :

!""" !'2 " !'2 2 7 !

!""% %2! " %2! 7 7 "

!""! 3! " 3! $ ! 3

!""1 %2 " %3 %7 % %7

!"": :! " :! 17 % 17

!""7 1" " 1" %$ 1 %7

!""3 2: " 2: : %: #%"

!""2 $1 " $1 12 ! 17

!""$ %1" " %1" !2 % !3

!""' 1!' " 1!' :2 % :3

!"%" %3" " %3" '' " '$

!"%% %!3 " %!3 77 " 77

!"%! !'1 " !'1 %%$ % %%2

!"%1 133 " 133 %71 % %7!

!"%: 7"$ " 7"$ $% % $"

!"%7 ::2 " ::2 $! " $%

!"%3 172 " 173 2" " 3'

!"%2 :27 " :27 23 ! 2:

!"%$ :23 " :23 %1" ! %!$

!"%' !2: " !2: %3! % %3"

!"!" 1%% " 1%% %'1 " %'1

8注&数据来源于Y?9EK;NLHR'数字 " 表示该数值小于 "&7

万;" !""% 年中国菜籽油净进口为#"&:' 万;

我国在 %''!(!"!" 年间累计从 !! 个国家(地

区进口了 7 :73 万;油菜籽#其中从加拿大进口的油

菜籽占比为 $:<$!"%3(!"!" 年间为 '"<%#从澳

大利亚进口的油菜籽占比为 '<#从其他贸易伙伴

进口的油菜籽占比均不足 !<$根据 Y?9EK;NLHR

数据计算%" %''!(!"!" 年间的大多数年份加拿大

油菜籽都占据我国进口量的绝大份额#在部分年份

甚至达到 %""<#!"%$(!"!" 年受政治因素影响#加

拿大油菜籽占中国进口份额有所减少$见图 :%" 根

据我国海关总署动植物检疫司+准予进口粮食和植

物源性饲料种类及输出国家(地区名录,#我国目前

允许从加拿大!澳大利亚!蒙古!俄罗斯这 : 个国家

进口油菜籽"

注&数据来源于Y?9EK;NLHR

图 *'中国油菜籽&菜籽油进口来源加拿大占比情况

88根据6@A数据分析#我国油菜籽进口量占全球比

例在不同年份间波动较大#峰值出现在 !""" 年$见图

7%#为 !$<" !""!(!""$年我国油菜籽进口量占全球

比例较小#在 %"<以下" !"%!年以后我国油菜籽进口

量占全球比例大多在 %7<以上#受政治因素影响#!"%'

年我国油菜籽进口量有所减少#占全球比例降至 %1<"

考虑到国际贸易市场中普遍存在产业内贸易和转口贸

易现象#全球油菜籽的总进出口量实际大于全球油菜

籽的供应能力#本文根据6@A的数据计算各个国家和

地区的油菜籽净进口$净出口%数据并进行分析" 根据

净进口量计算#我国油菜籽净进口量占全球比例的变

化趋势整体与前述进口量占全球比例一致#但在大多

数年份净进口量占比大于进口量占比" 我国油菜籽净

进口量占全球比例的峰值出现在 %''' 年#达 11<#而

后快速下降至 !""1 年的 1<#后又在波动中提升至

!""'年的 !%<#!"%!年以后大多数年份的占比在 %2<

以上#受中加贸易关系影响#!"%'年占比下降至 %3<"

考虑到欧盟内具有)欧洲单一市场*的特性#将欧盟 !$

国$暂不考虑英国脱欧的影响%作为一个整体进行油菜

籽净贸易情况计算#我国油菜籽净进口量占全球比例

更高#峰值出现在%'''年和!"""年#达到:%<#!"%:年

也较高#达到 11<"

注&净进口量占比为负值表示该年为净出口" 下同

图 +'中国油菜籽进口量占全球比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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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菜籽油进出口情况

与油菜籽类似#%''!(!"!" 年间我国仅 !""%!

!""3 年菜籽油是净出口状态#其余年份均为净进口

状态#!"%$(!"!"年我国菜籽油进口量均在 %"" 万;

以上#1 年累计出口量不足 1 万;$见表 %%"

我国在 %''!(!"!"年间累计从 7' 个国家(地区

进口了 % 32:万;菜籽油#其中进口加拿大菜籽油占

33<$!"%3(!"!" 年间为 2"<%!德国占 '<!阿联酋

占 2<#进口占比在 %<以上的还有荷兰!俄罗斯!澳

大利亚!乌克兰$根据Y?9EK;NLHR数据计算%" 与油

菜籽准予进口国家(地区较少不同#我国对菜籽油的

进口在来源地方面没有太多限制#因而进口来源相对

分散$!"!" 年我国从 !' 个国家(地区进口了菜籽

油%" 但与油菜籽类似的是#!""" 年以后的大多数年

份加拿大菜籽油都占据我国进口量的绝大份额'

!"%$(!"!"年受政治因素影响#加拿大菜籽油占我国

进口份额有所减少$见图 :%"值得注意的是#!"%$(

!"!"年我国从阿联酋进口的菜籽油分别为 "&1!!"!

13万;#而阿联酋本身并无油菜种植#其油菜籽依赖

进口且主要来源国为加拿大#!"%'(!"!"年阿联酋共

进口油菜籽%'%万;#其中来自加拿大的油菜籽为 %$7

万;#占比 '2<$Y?9EK;NLHR数据%"

根据6@A数据分析#我国菜籽油进口量占全球

菜籽油进口量的比例在不同年份间波动较大#峰值出

现在 %''7年$见图 3%#达到 !7<" !"%1年和 !"%' 年

我国菜籽油进口量占全球菜籽油进口量比例也较大#

分别为 !:<和 !%<" 考虑到国际贸易市场中普遍存

在产业内贸易和转口贸易现象#全球菜籽油的总进出

口量实际大于全球菜籽油的供应能力#本文根据6@A

的数据计算各个国家和地区的菜籽油净进口$净出

口%数据并进行分析发现#我国菜籽油净进口量占全

球各国净进口总量比例的变化趋势整体与前述进口

量占全球比例变化趋势相似" 我国菜籽油净进口量

占全球比例的峰值出现在 !"%1 年#达 12<#!"%:(

!"%2年占比有所降低!均在 !"<以下#!"%' 年回升至

!$<$结合我国 !"%' 年油菜籽进口量明显减少分析

得出#我国的需求仍在#只是通过菜籽油的进口量表

现出来%" 将欧盟 !$ 国$暂不考虑英国脱欧的影响%

作为一个整体计算时#我国菜籽油净进口量占全球比

例更高#其中 !"%"年和 !"%1年占比分别达到 ::<和

:7<#且与我国油菜籽净进口量占全球比例 !"%' 年

显著下降不同#我国菜籽油净进口量在 !"%$ 年和

!"%'年表现出较大的增幅#!"%' 年我国菜籽油净进

口量占全球比例为 17<"

图 ,'中国菜籽油进口量占全球比例

88我国在国际市场上同时进口油菜籽和菜籽油#

根据我国油菜籽压榨出油率将净进口的油菜籽折算

成菜籽油与菜籽油净进口量相加#得到我国油菜籽

折油的合计净进口量#见图 2" 由图 2 可看出#我国

油菜籽折油合计净进口量整体呈上升的趋势#尤其

是 !""!(!""1 年度以后" 即使在 !"%$ 年以后受政

治因素影响#我国减少了从加拿大的油菜籽进口量#

但增加了菜籽油的进口量#我国油菜籽折油净进口

量仍维持高位并没有明显减少"

8注&图中数据根据Y5C@数据计算得到#以中国总体油菜籽压榨出油率计算进口油菜籽的折油量与实际情况可能有所差异

图 -'中国油菜籽折油的合计净进口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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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油菜籽&菜籽油供需情况

1&%8油菜籽供需情况

表 ! 为 %''%(%''! 年度至 !"!"(!"!% 年度我国

油菜籽供需情况" 由表 ! 可看出#近年我国油菜籽

产量相对稳定#在 % 1"" 万c% :"" 万;范围内#进口

量在不同年份间相对波动较大" 油菜籽需求主要表

现为压榨消费" 目前预计 !"!"(!"!% 年度我国油菜

籽总供给为 % $%7 万;#国内消费量为 % 377 万 ;#期

末库存为 %3" 万;"

表 $'&//&F&//$ 年度至 $%$%F$%$& 年度中国油菜籽供需情况

项目
%''%(

%''!

%''3(

%''2

!""%(

!""!

!""3(

!""2

!"%%(

!"%!

!"%3(

!"%2

!"%2(

!"%$

!"%$(

!"%'

!"%'(

!"!"

!"!"(

!"!%$预测%

期初库存(万; " " " " %'7 %"$ %%3 %17 %!" %!7

收获面积(万 MK

!

3%1 321 2%" 7'$ 2%' 33! 337 377 37$ 337

单产($;(MK

!

%

%&!% %&12 %&3" %&$1 %&$1 %&'$ !&"" !&"1 !&"7 !&"3

产量(万; 2:: '!" % %11 % "'2 % 1%: % 1%1 % 1!2 % 1!$ % 1:' % 12"

进口量(万; " " 2$ '3 !3! :!3 :2! 1:' !73 1!"

总供给(万; 2:: '!" % !%% % %'1 % 22% % $:3 % '%7 % $%! % 2!: % $%7

压榨量(万; 33$ $12 % %:% % %:3 % 7$" % 3$" % 21" % 3:$ % 7:' % 3""

残余量(万; 2: $1 2" :2 77 7" 7" :7 7" 77

国内消费量(万; 2:! '!" % !%% % %'1 % 317 % 21" % 2$" % 3'1 % 7'' % 377

出口量(万; ! " " " " " " " " "

期末库存(万; " " " " %13 %%3 %17 %!" %!7 %3"

8注&表中数据来源于Y5C@'残余量包括未报告的消费量!加工损耗和误差'可能受历史数据较难获得等原因#!""2(!""$ 年

度以前我国油菜籽的期末库存均为 "$上一年度的期末库存即为下一年度的期初库存%'表中进出口数字为 " 时表示该数值小

于 "&7 万;

1&!8菜籽油供需情况

我国菜籽油的供给主要分为国内压榨产量$压

榨油菜籽包括国产和进口%和进口两部分" 表 1 为

%''%(%''! 年度至 !"!"(!"!% 年度我国菜籽油供需

情况" 由表 1 可看出#在 !"%2(!"%$ 年度前我国菜

籽油总供给整体呈增加趋势#之后有所降低#主要与

油菜籽压榨量的降低有关" 菜籽油国内消费量整体

呈增长的趋势" 目前预测 !"!"(!"!% 年度我国菜籽

油产量为 3!: 万;#进口量为 !17 万;#国内消费量为

$!7 万;#出口量为 % 万;#期末库存为 %:: 万;"

表 )'&//&F&//$ 年度至 $%$%F$%$& 年度中国菜籽油供需情况 万(

项目
%''%(

%''!

%''3(

%''2

!""%(

!""!

!""3(

!""2

!"%%(

!"%!

!"%3(

!"%2

!"%2(

!"%$

!"%$(

!"%'

!"%'(

!"!"

!"!"(

!"!%$预测%

期初库存 " " %% !1 %!$ 1$% !7: %2: %!2 %%"

油菜籽压榨量 33$ $12 % %:% % %:3 % 7$" % 3$" % 21" % 3:$ % 7:' % 3""

产量 !12 1"! :!$ ::% 3%3 377 327 3:1 3": 3!:

进口量 !' !' 3 11 %": $" %"2 %7% %': !17

总供给量 !33 11% ::7 :'$ $:2 % %%3 % "13 '32 '!7 '3'

国内消费量 !3! 1%1 :1" :27 3:" $3" $3" $1' $%7 $!7

出口量 7 %$ 1 7 % ! ! ! " %

期末库存 " " %! %2 !"2 !7: %2: %!2 %%" %::

8注&表中数据来源于Y5C@'可能受历史数据较难获得等原因#%'''(!""" 年度以前我国菜籽油的期末库存均为 "'表中进出

口数字为 " 时表示该数值小于 "&7 万;

*'中国菜籽油供需的其他问题

:&%8对菜籽油的需求与油菜生产的耕地资源限制

的矛盾

一方面#我国食用油的消费仍在持续增长$见图

$%" 在这样的大趋势下#菜籽油作为我国重要的食用

油之一#其消费需求大概率也会继续增长#但我国的食

用油自给率较低$!"%2(!"%$ 年度为 1"G'<#!"%$(!"%'

年度为 1"&%<

/:0

%#无法满足国内日益增长的消费需

求#需要进口油料和油脂以满足国内需求" 为降低进

口依赖#扩大油料生产是一个有效方法"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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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图中数据根据Y5C@数据计算得到

图 .'中国食用油消费情况

88另一方面#我国的耕地资源相对有限" 根据世

界银行数据 !"%3 年我国人均耕地仅为 "&"$3 MK

!

#

不到全球平均水平$"&%'! MK

!

%的一半/70

" 在目前

我国)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

/30的粮食

安全观下#油菜的生产在耕地资源利用的优先顺序

上相对靠后" 在 !" 世纪 '" 年代#就有研究表明我

国传统的油菜产区长江流域有总数较大的冬闲田#

并提出建议利用冬闲田生产油菜以缓解食用油供需

矛盾/2 #$0

" 但结合近年的油菜面积统计数据来看#

油菜收获面积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增长$见表 !%"

这可能是受制于轮作茬口!种植效益!人工投入等方

面的问题" 目前看来很难通过扩大种植面积$竞争

其他作物的面积或利用冬闲田%来提高国内油菜籽

的产量" 基于此#本文认为我国油菜籽产不足需的

情况将长期存在"

:&!8乡村小榨坊菜籽油对我国菜籽油供需分析的

影响

在我国油菜产区的乡村地区存在大量的小型油

菜籽压榨作坊" 一些学者对我国油菜产区乡村小榨

坊菜籽油生产情况进行了调研#如&周雨等/'0对湖

南衡阳!郴州的三个县的油菜籽加工现状进行了调

研#发现油菜籽产地加工以小榨坊榨油为主#占当地

油菜籽产量的 '"<以上" 范连益等/%"0对湖南 %% 个

县$市%进行调研#统计到小油坊 % 7"" 余家#并认为

油菜种植面积较小的县$市%'"<以上的油菜籽用

于当地小榨坊榨油且自产自销#油菜种植面积较大

且有中型油厂的县$市%这一数字在 7"< c3"<#环

洞庭湖油菜主产区仅有 %"<的油菜籽会被大型油

脂加工企业收购#用于生产浓香菜籽油并进入超市

销售" 刘念等/%%0对四川盐亭县油菜产业进行调研#

发现该地油菜籽加工都是在小作坊#全县约有 33 家

榨油小作坊#当地农户种植油菜主要是用于榨油自

己食用" 刘金蓉等/%!0的调研表明甘肃省武威市油

菜籽加工多为小型作坊" 乡村小榨坊菜籽油与规模

化压榨厂生产的小包装菜籽油在价格!消费人群等

方面形成了较大的差异#而这对我国菜籽油供需格

局产生影响"

乡村小榨坊加工得到的菜籽油主要用于自己家

庭食用#这部分油菜籽和菜籽油不会进入正常的商品

流通环节#难以被产业感知#也不体现在产业界的供

应和需求数字中#造成不同统计机构的数据存在明显

差异#如&农业咨询服务商布瑞克公司在+布瑞克中国

菜籽及菜油月度供需展望报告$!"!% 年 $ 月%,中给

出的 !"%3(!"%2年度$!"%3 年 3 月(!"%2 年 7 月%及

以后年度的我国油菜籽压榨量均在 % """ 万;以下#

其中 !"!"(!"!% 年度预估为 $!" 万 ;" Y5C@数据

显示#近年我国油菜籽的产量一直在 % 1"" 万 ;以

上$见表 !%#另外还有每年 !"" 万 c7"" 万 ;的进

口量$见表 !%'而我国油菜籽压榨量均在 % 7"" 万

;以上#其中 !"!"(!"!% 年度预估为 % 3"" 万 ;$见

表 1%" 郑州商品交易所+菜系期货投教材料,指

出&)自 !""' 年之后官方和市场机构之间的$油菜

籽产量数据%差距越来越大* )!"%2(!"%' 年#市

场机构预计全国油菜籽产量在 :"" 万 c3"" 万 ;

区间*" 不同统计机构的数据差异对我国油菜籽

和菜籽油的供需分析造成一定的障碍"

+'结论与发展建议

7&%8结论

生产方面&我国油菜籽收获面积近年无明显增

长#单产增速有所放缓#与全球平均水平接近但明显

小于乌克兰!加拿大!欧盟等国家或地区#我国油菜

籽产量占全球比例逐渐降低" 我国油菜籽压榨量和

菜籽油产量近年没有表现出增长趋势#占全球比例

均有所下降#且我国油菜籽压榨出油率低于欧盟!加

拿大!日本以及全球平均水平"

进出口方面&在 !"%3(!"!" 年间#我国油菜籽

和菜籽油进口中加拿大分别占 '"<和 2"<" !"%'

年#我国油菜籽和菜籽油的净进口量分别占全球净

进口量$各国净进口量之和%的 %3<和 !$<" 我国

油菜籽和菜籽油都严重依赖进口#尤其是加拿大"

我国对加拿大的进口依赖大于加拿大对中国的出口

依赖"

供需方面&我国对油菜籽及菜籽油的需求将持续

!下转第 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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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势力测度及影响因素研究/W0&中国油脂#!"!%#: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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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L-+ /W0&UFEb XFL+R;9ML+/R# !"%'# %$!& %"!''3 #

%"1"%'&

/!"0 X@>D@#g@V4>?5 6# 6IV?@?CI5 W# VA9=@5# R;LF&

I]]R*;̂E]EF-\RE-F[EF0[MR+EF̂ E+ RN0;MNE*0;RÈ-HL;-\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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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我国油菜籽产量难以满足国内需求" 另一方

面#乡村小榨坊菜籽油和规模化压榨厂生产的小包

装菜籽油之间又形成了两个差别很大的市场"

7&!8发展建议

通过以上分析#对我国油菜籽及菜籽油供需方

面提出以下建议&

!

国内科研单位和种子企业应针

对乡村小榨坊菜籽油和规模化压榨厂小包装菜籽油

两个差异较大的市场开发不同的油菜品种以满足差

异化的需求#积极推进油菜的高产!高效!高抗#并注

重提高国产油菜籽的出油率"

"

重视国内乡村地区

对小榨坊菜籽油的需求#并对乡村地区油菜籽小榨

坊在加工流程!卫生安全!油品质量等方面进行改进

提升"

#

我国应当考虑对有油菜籽生产潜力且与我

国政治经济关系较稳定的国家进行农业领域投资#

使我国在进口油菜籽和菜籽油时有更大的选择空

间#实现来源多元化与可靠化"

参考文献!

/%0 高艳滨&!"!% 年中国食用油产业报告/?0&粮油市场

报#!"!% #%% #%3$4%3%&

/!0 刘成#赵丽佳#唐晶#等&中美贸易冲突背景下中国油菜

产业发展问题探索/W0&中国油脂#!"%'#:: $'%&% #

3#%%&

/10 张兵#林元洁&我国油菜籽的贸易现状及发展趋势分析

/W0&国际贸易问题#!""'$:%&!: #1"&

/:0 王瑞元&!"%' 年我国粮油生产及进出口情况/W0&中国

油脂#!"!"#:7$2%&% #:&

/70 姜鹏&从城乡融合发展看新时代粮食安全格局构建&兼

论我国粮食生产的三大约束和挑战应对/W0&北京规划

建设#!"!%$%%&%3: #%3'&

/30 张正河&习近平关于粮食安全的重要论述解析/W0&人民

论坛#!"%'$1!%&%! #%7&

/20 肖能遑#汤惠雨#郭庆元&我国油菜生产可持续发展研究

/W0&作物杂志#%''$$!%&%% #%1&

/$0 禾军&论长江流域)双低*油菜带产业化开发/W0&农业

技术经济#%'''$1%&:$ #7%&

/'0 周雨#余培玉#单彭义#等&湖南衡阳!郴州油菜籽产地加

工现状调研/W0&湖南农业科学#!"%$$%%%&%"$ #%%%&

/%"0 范连益#惠荣奎#邓力超#等&湖南油菜产业发展的现

状!问题与对策 /W0&湖南农业科学#!"!" $:%&$" #

$1#$2&

/%%0 刘念#汤天泽#范其新#等&盐亭县油菜产业现状调研报

告/W0&四川农业科技#!"!"$!%&3! #3:&

/%!0 刘金蓉#马龙&武威市油菜)一菜多用*技术模式应用

情况调查/W0&农业科技与信息#!"%2$%2%&%' #!"&

!7

9=>?@A>B5 @?C6@4588888888888888!"!! DEFG:2 ?EG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