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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食物观下油料油脂产业链韧性

提升的现实挑战与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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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旨在保障油料油脂供应链安全和促进油料油脂产业健康发展，基于生产、贸易、跨境物流、加

工等环节视角，重点分析了大食物观下油料油脂产业链韧性提升面临的挑战，并提出建议。结果发

现：生产方面，我国油料油脂产业链韧性提升面临大宗植物油料种植面积波动较大、单产提升缓慢，

小品种植物油料缺乏良种、价格高，动物油脂的原料成本高、品质参差不齐；贸易方面，我国油料油

脂的进口依存度高，进口来源国家高度集中；物流方面，我国油料油脂跨境物流供应链存在一定脆

弱性；加工方面，我国油脂加工领域存在外资占比过高、产能长期过剩、自主创新后劲不足等问题。

据此，提出高质量发展多元化本土油料资源供给体系、夯实抵御国内外冲击的基础，实施进口多元

化战略、缓释跨境物流供应链脆弱性，发挥龙头企业引领作用、增强产业链更新能力等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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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树立大食物观”，这对推
动油料油脂等重要产业链向更有韧性转型，确保多

元化食物供应链安全提出了新要求［１］。一方面，我

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油料油脂消费国和进口国，油料

油脂产业链和供应链稳定安全是实现食物安全、保

证国民营养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据

国家粮油信息中心数据，２０２１年，我国油料产量为
５２５３万ｔ（含大豆，不含棉籽），进口量达１０２０５万ｔ，
食用植物油产量为３１００万 ｔ，进口量达１０３８万 ｔ，
在全球油料油脂生产、贸易中占有重要地位。另一

方面，近年来贸易争端、地区冲突等突发事件时有发

生，国际供给的不稳定性增加，进一步放大了提升我

国油料油脂供应链稳定性和产业链韧性的复杂性。

因此，加强大食物观下油料油脂产业链韧性的研究

是一项重要且紧迫的工作。

关于我国油料油脂产业发展的研究起步较早，

但现有文献多聚焦于大豆、油菜籽、花生等大宗油料

的生产、贸易和消费领域［２－３］，鲜见基于“生产—贸

易—物流—加工”全产业链视角的研究成果。此

外，虽然产业韧性问题已经成为政府和学界关注的

重大问题，但是迄今尚未见到关于油料油脂产业韧

性的研究成果，仅有少数学者涉及了粮食体系韧性

界定、测度和影响因素等方面［４－５］的研究内容。因

此，本文拟基于产业链环节视角，在总结分析我国油

料油脂产业增长变动特征的基础上，重点探讨大食

物观下油料油脂产业链韧性提升的理论意蕴、现实

挑战与路径，以期丰富产业韧性相关理论成果，助力

油料油脂产业的健康发展。

１　大食物观下油料油脂产业链韧性提升的理论
意蕴

１．１　油料油脂产业链韧性内涵阐释
“韧性”的基本含义是系统遭受冲击后的恢复

能力，随后被拓展至产业经济学领域［６］，关于粮食、

油料油脂体系的韧性尚未有权威的内涵界定。联合

国粮食及农业组织（ＦＡＯ）《２０２１年粮食及农业状
况：提高农业粮食体系韧性，应对冲击和压力》认为

韧性是粮食体系抵御破坏性因素，长期可持续地确

保人们获得充足、安全和营养的食物，并维系粮食体

系参与者生计的一种能力。借鉴相关研究成果，本

文将油料油脂产业链韧性定义为产业链适应外部冲

击过程中表现出的维持链条稳定运行、修复创伤及

转型升级的能力，涵盖抵御能力、恢复能力和更新能

力３个维度。其中：抵御能力反映油料油脂产业链
在不确定性因素扰动下，抵御冲击、保持某种性能不

变的能力；恢复能力反映油料油脂产业链遭受创伤

后恢复至原有能力的速度和恢复程度；更新能力反

映油料油脂产业链在受到冲击后调整结构、发现新

路径，实现动态演进和持续增长的能力。

１．２　大食物观赋予油料油脂产业链韧性提升的新
特征

“树立大食物观，面向整个国土资源，全方位、

多途径开发食物资源，满足日益多元化的食物消费

需求”被写入中央一号文件，为油料油脂产业链韧

性提升赋予了新内涵。一是突出全链条协同。大食

物观下油料油脂产业链韧性的提升，不仅关注油料

生产环节，同时以产业链为载体向前拓展到种子研

发，向后延伸到储藏、运输和加工环节，尤其侧重对

油料油脂国内生产和国际进口渠道的控制力。二是

强调供给来源多元化。大食物观强调构建多元化食

物供给体系，油料生产资源应从耕地拓展到森林、水

域和生物资源，通过构建涵盖大宗油料、小品种油

料、动物油脂的多元化本土生产体系及多元化进口

格局来提升产业链韧性。三是关注持续增长能力。

大食物观要求“藏粮于技”，通过调整生产结构、提

升科技创新等方式来降低资源禀赋的约束，增强油

料油脂产业链的更新能力。

２　我国油料油脂产业链韧性提升面临的挑战
２．１　我国油料油脂生产韧性提升面临的挑战
２．１．１　大宗植物油料

２０１２—２０２１年我国大宗植物油料生产状况如
表１所示。２０２１年中国和世界主要油料生产、出口
国的大宗油料单产见表２。

由表１可知，２０１２—２０２１年，我国花生、大豆、
油菜籽平均年产量分别为１６８４、１４９９、１３６７万ｔ，这
３种主要油料的平均年产量之和约占我国油料平均
总年产量（４９３８万 ｔ，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
的９２％，在国内榨油原料供给中居主导地位。目前，
我国大宗植物油料生产韧性提升主要面临以下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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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种植面积波动较大，增长空间有限。一方

面，我国主要油料种植面积不稳定，导致油料产量波

动明显。三大主要油料中，大豆的种植面积和产量

波动幅度最大。２０１２—２０２１年，我国大豆种植面积
从７４１万ｈｍ２增加到８４２万ｈｍ２，大部分年份大豆产
量在１３００万 ～１６００万 ｔ之间。另一方面，受制于
耕地资源紧张的硬约束，油料作物与粮食作物种植

面积一般是此消彼长，在确保“口粮绝对安全”的国

家战略下，粮食种植面积不可能大幅压缩，因此油料

种植面积增长空间非常有限。

第二，单产提升缓慢，价格竞争力不足。２０１２—

２０２１年，我国大豆单产从１８１４ｋｇ／ｈｍ２增加到１９４８
ｋｇ／ｈｍ２，增幅约为７％；油菜籽单产从１８６５ｋｇ／ｈｍ２

增加到２１０４ｋｇ／ｈｍ２，增幅约为１３％；花生单产从
３５８８ｋｇ／ｈｍ２增加到３８１０ｋｇ／ｈｍ２，增幅约为６％。
我国主要油料单产虽有不同程度增长，但与世界先

进水平仍有较大差距。从表２可看出，２０２１年我国
大豆单产与美国相差约４３％，与巴西相差约４４％，
与阿根廷相差约３１％，与巴拉圭相差约３３％。大豆
单产水平较低，直接导致我国大豆生产成本高、收益

低，在国际市场上不具备价格竞争力，不仅影响种植

者的收益，也对大豆产业安全产生负面影响。

表１　２０１２—２０２１年我国大宗植物油料生产状况
Ｔａｂｌｅ１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ｓｔａｔｕｓｏｆｂｕｌｋｖｅｇｅｔａｂｌｅｏｉｌｓｅｅｄｓｉｎＣｈｉｎａｆｒｏｍ２０１２ｔｏ２０２１

年份
种植面积／万ｈｍ２ 单产／（ｋｇ／ｈｍ２） 产量／万ｔ

大豆 油菜籽 花生 大豆 油菜籽 花生 大豆 油菜籽 花生

２０１２ ７４１ ７１９ ４４０ １８１４ １８６５ ３５８８ １３４４ １３４０ １５７９
２０１３ ７０５ ７１９ ４４０ １７６０ １８９６ ３６６４ １２４１ １３６４ １６１１
２０１４ ７１０ ７１６ ４３７ １７８７ １９４４ ３６３９ １２６９ １３９１ １５９０
２０１５ ６８３ ７０３ ４３９ １８１１ １９７２ ３６４０ １２３７ １３８６ １５９６
２０１６ ７６０ ６６２ ４４５ １７８９ １９８２ ３６７８ １３６０ １３１３ １６３６
２０１７ ８２５ ６６５ ４６１ １８５３ １９９５ ３７０９ １５２８ １３２７ １７０９
２０１８ ８４１ ６５５ ４６２ １８９８ ２０２７ ３７５２ １５９７ １３２８ １７３３
２０１９ ９３３ ６５８ ４６３ １９３９ ２０４８ ３７８１ １８０９ １３４９ １７５２
２０２０ ９８８ ６７７ ４７３ １９８４ ２０７７ ３８０３ １９６０ １４０５ １７９９
２０２１ ８４２ ６９９ ４８１ １９４８ ２１０４ ３８１０ １６４０ １４７１ １８３１
平均值 ８０３ ６８７ ４５４ １８５８ １９９１ ３７０６ １４９９ １３６７ １６８４

　注：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
　Ｎｏｔｅ：ＤａｔａａｒｅｆｒｏｍＣｈｉｎａ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Ｙｅａｒｂｏｏｋ

表２　２０２１年中国和世界主要油料生产、

出口国的大宗油料单产

Ｔａｂｌｅ２　Ｕｎｉｔｙｉｅｌｄｏｆｂｕｌｋｏｉｌｓｅｅｄｓｉｎ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ｓ

ｍａｊｏｒｏｉｌｓｅｅｄｓ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ｅｘｐｏｒｔｉｎｇ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ａｎｄＣｈｉｎａｉｎ２０２１ ｋｇ／ｈｍ２

国家 大豆 国家 油菜籽 国家 花生

中国 １９４８ 中国 ２１０４ 中国 ３８１０

巴西 ３４４５ 加拿大 １５３７ 印度 １７１６

美国 ３４５５ 俄罗斯 １７０７ 阿根廷 ３１５４

阿根廷 ２８０７ 乌克兰 ２９２６ 美国 ４６３５

巴拉圭 ２８９５ 澳大利亚 １８２０ 巴西 ３８９６

　注：中国的油料单产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其他国
家的油料单产数据来源于 ＦＡＯＳＴＡＴ（ｗｗｗ．ｆａｏ．ｏｒｇ）。国内
外不同数据库关于同一指标的数据略有差别，但并不影响本

文分析的趋势性判断结论

　Ｎｏｔｅ：Ｃｈｉｎａ′ｓｏｉｌｓｅｅｄｓｕｎｉｔｙｉｅｌｄｄａｔａａｒｅｆｒｏｍ Ｃｈｉｎａ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Ｙｅａｒｂｏｏｋ．Ｏｉｌｓｅｅｄｓｕｎｉｔｙｉｅｌｄｄａｔａｆｏｒｏｔｈｅｒ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ｃｏｍｅｆｒｏｍｔｈｅＦＡＯＳＴＡＴ（ｗｗｗ．ｆａｏ．ｏｒｇ）．Ｔｈｅｄａｔａｏｆｔｈｅｓａｍｅ
ｉｎｄｅｘ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ｓｉｎ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ａｂｒｏａｄａｒｅｓｌｉｇｈｔｌｙ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ｂｕｔｉｔｄｏｅｓｎｏｔａｆｆｅｃｔｔｈｅｔｒｅｎｄｊｕｄｇｅｍｅｎｔ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ｏｆ
ｔｈ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ｉｎ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

２．１．２　小品种植物油料
在大食物观下，油茶籽、葵花籽等小品种植物油

料在保障食物安全中的地位日趋重要，其对我国油

料油脂产业链韧性的影响逐渐显现。核桃、油茶籽、

葵花籽、油橄榄果等油料中富含不饱和脂肪酸，作为

健康型食用植物油源被重点推广。２０１２—２０２１年
我国小品种植物油料产量如表３所示。

由表３可知，２０２１年我国核桃产量为５４０．４万ｔ、
油茶籽产量为３９４．２万 ｔ，相较２０１２年分别增长了
１６４％和１２８％。２０２０年国家林业局发布了《油茶产
业发展指南》，规划到 ２０２５年油茶种植面积达到
６００万ｈｍ２以上，油茶籽油产量达到２００万 ｔ。但以
木本油料作物为主的小品种植物油料生产韧性提升

也面临一定挑战。

一是良种缺乏，增产空间有限。以油茶为例，一

些传统品种由于种植时间较长，出现衰老退化及抗

性降低的情况。根据《中国统计年鉴》２０２１年数据，
以湖南等３省区为代表的核心发展区油茶籽平均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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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为９３５ｋｇ／ｈｍ２，以浙江等８省为代表的积极发展
区为７８６ｋｇ／ｈｍ２，以四川等５省（市）为代表的一般
发展区仅为４３８ｋｇ／ｈｍ２，不同地区的油茶籽单产差
别巨大，各地区亟待开发适应本地生长的稳产、高产

油茶品种。

二是费工费时导致价格高，消费市场增长缓慢。

与大宗油料相比，木本油料作物普遍存在生长周期

长、采摘机械化程度低、生产成本高等问题，造成木

本油料生产的油脂价格较高，影响其进入更多的消

费家庭。总之，目前我国小品种植物油料生产尚停

留在丰富油脂品种层面，其补充国内供给、增强产业

链韧性的功能仍有待提升。

表３　２０１２—２０２１年我国小品种植物油料产量

Ｔａｂｌｅ３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ｓｍａｌｌｖａｒｉｅｔｙｖｅｇｅｔａｂｌｅｏｉｌｓｅｅｄｓｉｎ

Ｃｈｉｎａｆｒｏｍ２０１２ｔｏ２０２１ 万ｔ

年份 核桃 油茶籽 葵花籽油橄榄果 芝麻 亚麻籽 合计

２０１２ ２０４．７ １７２．８ ２２６．７ １．０ ４６．６ ３３．１ ６８４．９

２０１３ ２３２．５ １７７．７ ２０２．９ １．５ ４３．８ ３１．６ ６９０．０

２０１４ ２７１．４ ２０２．３ ２５８．２ ２．１ ４３．７ ３２．３ ８１０．０

２０１５ ３３３．２ ２１６．３ ２８７．２ ２．８ ４５．０ ３１．２ ９１５．７

２０１６ ３６４．５ ２１６．４ ３２０．１ ３．９ ３５．２ ３２．５ ９７２．６

２０１７ ４１７．１ ２４３．２ ３１４．９ ６．２ ３６．７ ３０．１ １０４８．２

２０１８ ３８２．１ ２６３．０ ３２４．２ － ４３．２ ４４．３ －

２０１９ ４６８．９ ２６７．９ ２５６．０ － ４５．０ ３１．７ －

２０２０ ４７９．６ ３１４．２ ２３９．５ － ４４．７ ３０．６ －

２０２１ ５４０．４ ３９４．２ ２１５．４ － ４５．５ ２６．５ －

　注：数据来源于国家粮油信息中心、《中国林业统计年鉴》以及参
考文献［２］和参考文献［７］，－表示该年份无相关数据
　Ｎｏｔｅ：Ｔｈｅｄａｔａａｒｅｆｒｏｍ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ＧｒａｉｎａｎｄＯｉ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Ｃｅｎｔｅｒ，
ＣｈｉｎａＦｏｒｅｓｔｒｙ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Ｙｅａｒｂｏｏｋａｎｄ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２］ａｎｄ［７］；－．Ｎｏ
ｒｅｌｅｖａｎｔｄａｔａｆｏｒｔｈｅｙｅａｒ

２．１．３　动物油脂
猪油、牛油等陆地动物油脂具有植物油脂不能

替代的特有香味，普遍使用于方便面、火锅底料等加

工食品中，但因其胆固醇含量较高，大量食用不利于

人体健康，其市场消费量难以有较大增长。鱼油、鱼

肝油等水产动物油脂富含不饱和脂肪酸、维生素，具

有降脂、改善视力等保健功能，随着人们健康意识的

增强，我国水产油脂食用比例逐年上升［８］，在大食

物观战略背景下，其成为“蓝色粮仓”的潜力巨大。

然而，动物油脂生产韧性提升面临原料拓展、品

控升级的问题：目前我国优质鱼肝油生产原料主要

依赖价格昂贵的进口鳕鱼，不利于终端产品的成本

控制；品控体系不能有效区分天然鱼肝油和调配鱼

肝油，在一定程度上导致鱼肝油相关产品质量参差

不齐。

２．２　我国油料油脂贸易韧性提升面临的挑战
在较为宽松的进口政策及旺盛的国内需求等因

素影响下，近十年来我国主要油料、植物油进口量总

体呈大幅增长态势。根据国家粮油信息中心数据，

２０１２—２０２１年，我国油料进口量增长６４％，其中大
豆进口量增长６５％，植物油进口量增长２６％，其中
菜籽油进口量增长８２％。与此相伴，我国油料油脂
进口贸易韧性提升面临两大挑战。

第一，进口依存度长期维持较高水平，榨油原料

严重依赖进口。根据国家粮油信息中心数据，以

２０１７—２０２１年平均值计算，我国大豆、油菜籽进口
依存度分别约为８５％、２９％，棕榈油、菜籽油、大豆
油进口依存度分别约为９４％、２０％、５％。榨油原料
严重依赖进口，导致我国油脂加工业受国际市场变

动、贸易争端等极端事件的影响较大。

第二，面临油料油脂生产和出口大国垄断贸易

格局，进口来源国家非常集中。根据 ＦＡＯ数据，以
２０１７—２０２１年平均值计算，我国从巴西、美国、阿根
廷、乌拉圭等前４国进口大豆量占我国大豆总进口量
的９６．２％，从加拿大、俄罗斯、澳大利亚、蒙古国等前
４国进口油菜籽量占我国油菜籽总进口量的９９．９％
（见表４），从巴西、俄罗斯、阿根廷、乌克兰等前４国
进口大豆油量占我国大豆油总进口量的８９８％，从
加拿大、阿联酋、俄罗斯、乌克兰等前４国进口菜籽
油量占我国菜籽油总进口量的８６．９％，从印度尼西
亚、马来西亚、巴布亚新几内亚、泰国等前４国进口
棕榈油量占我国棕榈油总进口量的 ９９．８％（见表
４）。面对类似寡头垄断的世界油料油脂出口市场
格局，我国短期内难以改变大豆、油菜籽、棕榈油等

产品供应分别对巴西、加拿大、印度尼西亚等少数出

口国的进口依赖性，在贸易争端或政治争议时，可能

面临因国家之间博弈而导致的出口禁运，给跨境供

应链安全带来不利影响。

表４　我国主要油料、植物油进口量
Ｔａｂｌｅ４　Ｃｈｉｎａ′ｓｍａｉｎｏｉｌｓｅｅｄｓａｎｄｖｅｇｅｔａｂｌｅｏｉｌｓｉｍｐｏｒｔｓ

油料／植物油 进口途径 进口量／万ｔ 占比／％

大豆

总计 ９１２８ １００．０

　第１大国 ５５４３ ６０．７

　第２大国 ２５３１ ２７．７

　前４国 ８７７７ ９６．２

油菜籽

总计 ３６０ １００．０

　第１大国 ３２１ ８９．２

　第２大国 １８ ５．０

　前４国 ３５９ ９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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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４
油料／植物油 进口途径 进口量／万ｔ 占比／％

大豆油

总计 ７１ １００．０

　第１大国 ２５ ３５．４

　第２大国 １７ ２３．２

　前４国 ６４ ８９．８

菜籽油

总计 １５５ １００．０

　第１大国 ９４ ６０．７

　第２大国 １９ １２．１

　前４国 １３５ ８６．９

棕榈油

总计 ５７８ １００．０

　第１大国 ３６８ ６３．７

　第２大国 ２０９ ３６．１

　前４国 ５７７ ９９．８

　注：表中数据来源于 ＦＡＯＳＴＡＴ（ｗｗｗ．ｆａｏ．ｏｒｇ），以２０１７—
２０２１年平均值计；“第１大国”指的是中国从该国进口某种
油料油脂的数量在中国该种油料油脂总进口量中占比最大；

表中数据计量单位较大，因四舍五入的关系，可能导致使用

部分数据计算而得的总量或占比与原始数据有轻微差异

　Ｎｏｔｅ：ＴｈｅｄａｔａｉｎｔｈｅｔａｂｌｅａｒｅｆｒｏｍＦＡＯＳＴＡＴ（ｗｗｗ．ｆａｏ．
ｏｒｇ），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ｂｙｔｈｅａｖｅｒａｇｅｖａｌｕｅｆｒｏｍ２０１７ｔｏ２０２１；＂Ｎｏ．
１ｃｏｕｎｔｒｙ＂ｍｅａｎｓｔｈａｔＣｈｉｎａ′ｓｉｍｐｏｒｔｓｏｆａｃｅｒｔａｉｎｏｉｌｓｅｅｄｓａｎｄ
ｆａｔｓｆｒｏｍｔｈａｔｃｏｕｎｔｒｙａｃｃｏｕｎｔｆｏｒｔｈｅｌａｒｇｅｓｔ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ｏｆＣｈｉｎａ′ｓ
ｔｏｔａｌｉｍｐｏｒｔｓｏｆｔｈａｔｏｉｌｓｅｅｄｓａｎｄｆａｔｓ．Ｔｈｅ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ｕｎｉｔｓｉｎ
ｔｈｅｔａｂｌｅａｒｅ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ｌｙｌａｒｇｅ，ａｎｄｄｕｅｔｏｒｏｕｎｄｉｎｇ，ｔｈｅｔｏｔａｌ
ａｍｏｕｎｔｏｒ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ｕｓｉｎｇｓｏｍｅｏｆｔｈｅｄａｔａｉｎｔｈｉｓ
ｔａｂｌｅｍａｙｈａｖｅｓｌｉｇｈ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ｆｒｏｍｔｈｅ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ｄａｔａ

２．３　我国油料油脂跨境物流韧性提升面临的挑战
２０世纪末以来，我国先后投资建设了世界银行

贷款三大粮食走廊、国家粮食储备库以及沿海港口

中转库项目，为国内油料油脂流通提供了良好的物

流设施条件。然而，在长期高位进口的背景下，我国

油料油脂跨境物流供应链韧性提升面临一定挑战。

第一，部分出口国物流设施、购销网络发展滞

后，给中资企业在当地采购、储存、转运油料油脂产

品造成困难。一些发展中出口国物流绩效水平较低

（见表５），初级农产品采购网络规模与发达国家存
在较大差距。例如，巴西从农场到港口的大豆运输

大部分需要利用公路，收获季节卡车经常阻塞。出

口国当地物流绩效、购销网络短板已成为我国拓展

新的油料油脂进口来源的障碍之一。

第二，跨境运输方式单一、海外物流设施网点不

足，导致我国油料油脂跨境物流存在一定的脆弱性。

目前我国进口的油料油脂产品主要依靠海运，且海

运通道集中于少数航线，一旦关键航道出现阻塞或

中断，将影响进口产品的可获得性和及时性。２０２１
年３月，巨型集装箱货轮“长赐”号搁浅致使连接地
中海和红海的苏伊士运河发生堵塞，导致运输延误。

此外，我国企业跨境农产品仓储配送体系建设尚处

于起步阶段，海外物流服务网络不健全，难以掌握跨

境供应链与物流的主动权。

表５　中国及其油料油脂主要进口来源国的物流绩效指数（ＬＰＩ）
Ｔａｂｌｅ５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ｓ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ｉｎｄｅｘ（ＬＰＩ）ｏｆＣｈｉｎａａｎｄ
ｉｔｓｍａｊｏｒｉｍｐｏｒｔｉｎｇｓｏｕｒｃｅ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ｏｆｏｉｌｓｅｅｄｓａｎｄｆａｔｓ

国家 ＬＰＩ 国家 ＬＰＩ 国家 ＬＰＩ
中国 ３．６０ 俄罗斯 ２．６９ 印度尼西亚 ３．０８
巴西 ３．０２ 乌克兰 ２．８３ 澳大利亚 ３．７７
阿根廷 ２．９３ 泰国 ３．３６ 加拿大 ３．８１
乌拉圭 ２．７８ 马来西亚 ３．３４ 美国 ３．９２

　注：表中数据为２０１８年世界银行发布的最新版各国 ＬＰＩ，
数据来源于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ＯｐｅｎＤａｔａ（ｄａｔａ．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ｏｒｇ）
　Ｎｏｔｅ：Ｔｈｅｄａｔａｉｎｔｈｅｔａｂｌｅａｒｅｔｈｅｌａｔｅｓｔｖｅｒｓ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ＬＰＩｆｏｒ
ｅａｃｈｃｏｕｎｔｒｙ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ｂｙ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ｉｎ２０１８，ｓｏｕｒｃｅｄ
ｆｒｏｍ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ＯｐｅｎＤａｔａ（ｄａｔａ．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ｏｒｇ）

２．４　我国油脂加工韧性提升面临的挑战
近年来，我国油脂加工业总体上呈快速增长态

势。根据中国粮食行业协会及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

局“粮食行业统计资料”整理的数据，２０１２—２０２１
年，我国油脂加工业的年生产能力、销售收入和利润

总额分别增长了１５％、３０％和１９％，远超同期世界
平均增长速度。目前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植物油

生产国，植物油产量约占世界植物油总产量的

１５％。然而，在迅猛发展的同时，我国油脂加工韧性
提升也面临以下三大挑战。

第一，外商直接投资（ＦＤＩ）进入先快后慢，对油
料油脂产业链韧性的影响有待进一步检验。２０世
纪９０年代末以来，以益海嘉里、嘉吉等为首的跨国
公司大举进入我国大豆加工业，外资企业产能和市

场份额快速攀升，一度引起相关部门对产业安全的

担忧。２００７年，国家发改委出台《外商投资产业指
导目录》，不再允许外资控股国内大豆压榨企业。

２００８年以后，外资企业大豆压榨产能扩张步伐放
慢，国有企业的大豆压榨产能快速提高。２０１７年版
《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取消了大豆油、菜籽油、

花生油等食用油加工领域外资准入限制，外资企业

在大豆压榨领域再次快速发展。从油脂企业投资构

成看，目前外资企业和国有企业主要集中在大豆压

榨领域，民营企业主要集中在其他品种油料加工和

油脂精炼灌装领域。近年来，国有、外资、民营油脂

企业的销售收入、利润总额虽有波动，但是基本保持

较为稳定的“三分天下，民企较强”格局。尽管 ＦＤＩ
占比较之前的高峰期略有下降，但外资企业依然在

国内植物油市场发挥着重要作用，其对我国油料油

脂产业链韧性与安全的影响有待进一步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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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产能长期过剩，利润水平不高。长期以

来，由于产能扩张过快，我国油脂加工业产能利用率

一直存在结构性过剩。２００８年国家发改委出台《促
进大豆加工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要求严格控

制大豆油脂加工项目低水平重复建设。此后，油脂

加工业产能利用率连续数年上升，根据中国粮食行

业协会及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行业统计资

料”整理的数据，２００８年、２０１０年产能利用率分别
达到７２％、７８％。然而，２０１１年以后油脂加工业产
能利用率开始逐渐下降，２０１３年、２０１５年分别下降
至５２％、５０％，近年的产能利用率一直徘徊在５０％
左右。在产能长期过剩的背景下，油脂加工行业平

均利润率经常在低位２％ ～３％之间徘徊，部分年份
甚至出现亏损，对产业链韧性造成不利影响。

第三，研发投入增长缓慢，自主创新后劲不足。

近年来，我国油脂加工业研发经费投入、获得专利数

总体呈波动增长态势，但其占销售总收入的比例多

年处于较低水平。根据中国粮食行业协会及国家粮

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行业统计资料”数据，以

２０１７—２０２１年平均值计算，油脂加工业研发费用仅
占销售总收入的０．２４％，每亿元销售收入对应的获
得专利数仅为０．０６个，远落后于《粮油加工业“十
三五”规划》中“２０２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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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６％”的目标。
研发投入增长缓慢，势必导致油脂企业的自主创新

缺乏后劲，进而导致产业链更新能力不足。

３　我国油料油脂产业链韧性提升的路径
３．１　高质量发展多元化本土油料资源供给体系，夯
实抵御国内外冲击的基础

一是全方位、多途径拓展本土油料资源，壮大产

业发展规模。在大食物观指导下，进一步挖掘耕地、

森林、水域中蕴含的油料资源，以多样化本土油料供

给来提升产业链抵御冲击的能力。通过扩大灾害损

失、病虫害损失等涉农保险覆盖范围降低种植者收

益风险，减少油料生产波动。依靠技术创新，挖掘撂

荒地、冬闲田、盐碱地等非传统耕地空间来扩大油料

种植面积。出台提升木本油料种植比较收益的政策

措施，加大对木本油脂营养保健功能的宣传力度，进

一步提升木本油料生产供给和消费需求潜力。扩大

鱼肝油等优质水产油脂的原料来源，完善其制备工

艺和质量控制标准，促进水产油脂的产业化发展。

二是采取非常规手段大幅提升油料单产，增强

产业经济效益。加强油料生产科技支撑及创新发

展，进一步挖掘单产提升空间，以单产水平提升来降

低油料生产成本、增强价格竞争力和比较收益，提升

产业链抵御内外部冲击的能力。采取创新性甚至突

破性的非常规手段，以世界领先水平为目标，形成长

期投入、长期落实、长期保障的油料育种创新发展模

式，加大对优良种子选育推广的补贴，强力推进原始

性的育种创新、协同创新育种攻关，提高品种对单产

提升的支撑能力。

３．２　实施进口来源、进口品种多元化战略，缓释跨
境物流供应链的脆弱性

一是丰富海外油料油脂来源渠道，差异化管理

不同类型油料油脂的进口。实施多渠道、多品种进

口油料油脂策略，降低对固定国别和固定品种的高

度依赖，提升产业链抵御极端事件冲击的能力以及

遭受创伤后的恢复能力。推动国内企业加强与“一

带一路”共建国家及新兴出口国的农业合作，适度

增加乌克兰的油菜籽、印度的花生、泰国的棕榈油等

油料油脂的进口。设置进口依存度红线，借助进口

配额、进口监控预警与动态调节等手段，倒逼大豆压

榨企业把握原料进口的合理水平、降低对进口大豆

的过度依赖。进一步放开油料和蛋白粕进口的国别

限制，适度扩大花生、葵花籽等油料，大豆粕、菜籽

粕、葵花籽粕等蛋白粕以及油脂加工品的进口水平，

提升进口油料油脂替代弹性。

二是在发展中出口大国建立中资企业可控的油

料油脂收购、物流网络，提升跨境物流能力。采取投

资、合资等多种方式，帮助乌克兰、阿根廷、乌拉圭等

物流绩效水平不佳的出口大国规划建设其国内粮食

流通系统和“四散”物流设施，与当地粮油内贸商和

物流商合作，在当地逐步构建中资企业可控的油料

油脂收储、物流网络。此外，积极开辟多元化的海外

油料油脂进口物流通道，加快发展“一带一路”中欧

班列及铁路－水路国际多式联运，降低对海上通道
的过度依赖。在海外进口通道中的重要港口和物

流枢纽建设一批集加工、仓储、转运等功能为一体

的物流基地，掌握足够数量的散粮码头和散粮装

卸设施，为进口油料油脂产品的跨境物流供应链提

供保障。

３．３　发挥龙头企业引领作用，增强产业链更新能力
一是鼓励外资企业与民营、国营企业同台竞技，

发挥科技创新正面效应。在加强对外商投资引导、

调控的同时，给予外资、民营、国营企业同等的国民

待遇，充分释放跨国公司在科研创新、生产技术、经

营管理等方面的外溢效应。鼓励不同所有制企业加

强科研投入，提升创新能力，在相互竞争中促进产业

链动态演进和持续增长能力提升。

（下转第２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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芝麻油中苯并［ａ］芘和塑化剂含量均低于我国国家
标准限量，机榨芝麻油的氯丙醇酯和缩水甘油酯超

标风险较高，冷榨芝麻油满足“０反式脂肪酸”宣
称；在营养素指标上，芝麻油中主要营养素是芝麻

木脂素，以芝麻素和芝麻林素为主，均值分别达到

６６２２７３、２６８４．５５ｍｇ／ｋｇ；在感官指标上，不同品
牌、不同工艺类型的芝麻油感官属性差异较大，消费

者对于机榨芝麻油和小磨芝麻油的喜好度均与熟坚

果味和鲜香味呈显著正相关，与回苦味呈显著负相

关。综上，芝麻油生产企业可以调节炒籽、入榨、磨

浆等过程中的工艺参数，增加扬烟工序，合理控制物

料的温度区间，从而定向调节特征风味属性的强度，

开发更受消费者喜爱的芝麻油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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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依托龙头企业整合油脂供应链，淘汰过剩

产能。支持中粮集团、中储粮集团等龙头企业发挥

供应链核心企业的主导作用，实施收购、仓储、运输、

加工、进口的一体化运作，兼并重组濒临亏损的中小

油脂企业，淘汰过剩产能，提升要素资源使用率和利

润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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