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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减缓葵花籽油进口对我国油葵产业的冲击!保障我国葵花籽油供给稳定!更好地满足我国

居民对特色油脂不断增长的消费需求!在分析我国葵花籽油进口贸易特征的基础上!探究背后的成

因并提出应对策略% 结果表明&近年来!我国葵花籽油进口呈增长快$依存度高$来源地集中等特

征'其原因主要有进口价格优势!国内产量增长慢!全球葵花籽生产分布相对集中% 据此建议!扩大

我国油葵种植面积!实现规模化种植!保障产量稳定增长'提高我国油葵生产效率!实现降本增效!

提升国际竞争力'大力发展我国油葵压榨及相关产业!同时用好国外资源!有效满足我国葵花籽油

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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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随着我国居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消费者更加 追求食品健康营养$对食用油的消费需求也呈现健

康化趋势$其中对-健康食用油.葵花籽油的消费需

求增长迅速& 国内葵花籽油产量增长缓慢$需要靠

进口来弥补我国葵花籽油产需缺口& 而不断增长的

进口量也冲击了我国油葵及相关产业的发展$引发

了进口依存度上升和进口来源地集中的问题& 根据

中国粮油商务网数据$!"!" 年我国进口葵花籽油达

到 $+26@& 万U$占全球进口总量的 !"^左右$并且

其中 +A6A@^来自乌克兰和俄罗斯& 若遇到主产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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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势不稳等因素引起的减产或限制出口等情况$将

会影响我国葵花籽油的稳定供给& 因此$有必要探

讨当前我国葵花籽油进口贸易发展情况$探究原因

并提出应对策略$以保障我国葵花籽油供给稳定$促

进我国油葵产业高质量发展&

<=我国葵花籽油进口贸易的特征

$6$B进口增长快!贸易逆差不断扩大

表 $ 为 !"$$*!"!" 年我国葵花籽油进出口情

况& 由表 $ 可知$!"$$*!"!" 年$我国葵花籽油进

口整体呈快速增长趋势$进口量由 A63% 万 U增长到

$+26@& 万U$增长了 !+6!" 倍$年均增幅达 3A6"@^&

特别是 !"$+ 年和 !"!" 年$我国葵花籽油进口量比

上年增幅分别达到 %36&A^和 2&6++^$!"!" 年葵花

籽油进口量占我国食用植物油进口量"$ $A+62" 万U$

来源于农业农村部网站#的比例提升到 $A6%$^&

然而$相比快速增长的进口量$我国葵花籽油出口量

一直处于低位$出口量最大的 !"$+ 年也仅有 "6@$

万U& 小规模的出口和不断扩大的进口使得我国葵

花籽油贸易逆差不断扩大& 按照中国粮油商务网

!"!" 年平均 &"$ 美元9U的进口单价估算$!"$$ 年我

国葵花籽油贸易逆差约为 "62$ 亿美元$而到 !"!"

年贸易逆差扩大到约 $26A" 亿美元$占我国食用植

物油贸易逆差"&26!" 亿元$数据来源于农业农村部

网站#的 $&6@$^&

= 表 <=>C<<(>C>C 年我国葵花籽油进出口情况 万,

年份 进口量 出口量

!"$$ ""A63% "6$"

!"$! "$"63A "6$"

!"$@ "3@6+ "6$!

!"$3 "3262 "6"&

!"$2 "A26$ "6"!

!"$A "+26% "6"+

!"$% "%36% "6$!

!"$& "%"6!& "6$"

!"$+ $!!6&+ "6@$

!"!" $+26@& "6@"

B注'!"$$*!"$& 年数据根据中国海关数据整理得到$

!"$+*!"!" 年数据根据中国粮油商务网数据整理得到

$6!B进口依存度大幅上升

进口依存度可以用净进口量9"净进口量 k国

内产量#表示& 快速增长的进口和小规模的出口

使我国葵花籽油净进口快速增长& !"$$*!"!"

年$我国葵花籽油净进口量由 A6@% 万 U增长到

$+26"& 万 U$增长了 !+6A! 倍& 随着消费量的增长$

国内葵花籽油产量也不断上升& 产业信息网数据显

示$按照国产葵花籽全部用来榨油估算$我国葵花籽

油的产量由 !"$$ 年的 @36&" 万 U上升到 !"!" 年的

&+6!" 万U$增长了 $62A 倍$但远低于葵花籽油净进

口量的增长"!+6A! 倍#& 因此$相对快速增长的

净进口使我国葵花籽油的进口依存度也大幅提

高$由 !"$$ 年 $263%^提高到 !"!" 年 A&6A!^$上

升了 2@6$2 百分点& 如果考虑葵花籽油的原料来

源$我国葵花籽油的进口依存度会进一步上升& 中

国粮油商务网数据显示$!"!" 年我国进口葵花籽

$&6"2 万 U$按照 @"^ h@2^的出油率计算($)

$进口

的葵花籽可压榨 263! hA6@! 万U葵花籽油$进口依

存度会上升到 A+6!$^hA+6@"^& 实际上国产葵花

籽大部分用于食用和出口$用于榨油的不足 !"^$

依此测算$我国葵花籽油进口依存度超过 +"^&

$6@B进口来源地稳定集中但占比此消彼长

近年来$乌克兰和俄罗斯一直是我国葵花籽油

进口的主要来源国$两国总进口量占我国进口总量

的比例一直稳定在 +"^以上& 根据中国粮油商务

网数据$!"!"年我国分别从乌克兰和俄罗斯进口葵花

籽油 $$26$&万U和 %@6A$万U$分别占我国进口总量的

2&6+2^和 @%6A&^$两国占比之和达到了 +A6A@^&

从两国进口的葵花籽油占比呈此消彼长的特征& 虽

然自 !"$$ 年以来乌克兰一直是我国葵花籽油第一

大进口来源国$且从该国的进口量不断增长$但总体

上我国从乌克兰进口葵花籽油占比呈减少趋势&

!"$@ 年和 !"$3 年我国从乌克兰进口葵花籽油占比

均达 +"^以上(!)

$到 !"!" 年占比却不足 A"^& 同

时$我国从俄罗斯进口的葵花籽油占比不断增长$在

!"$2 年占比不到 2^

(@)

$到 !"!" 年占比超过 @2^&

根据俄罗斯农业部预计$我国从俄罗斯进口会进一

步增长$到 !"!3 年我国市场进口葵花籽油的一半将

来自俄罗斯&

>=我国葵花籽油进口贸易特征的成因

虽然当前通过进口弥补了国内葵花籽油产需缺

口$但过高的进口依存度和过于集中的进口来源地$

特别是国际环境不确定因素的增多$未来我国葵花

籽油的稳定供给将面临较大的风险和挑战& 因此$

有必要探究我国葵花籽油进口贸易特征背后的成

因$以便提出降低风险和应对挑战的对策&

!6$B进口价格优势助推我国葵花籽油进口快速

增长

!"$$*!"$+ 年$随着主产国乌克兰和俄罗斯的

持续增产$全球葵花籽油的产量平均每年增长 %^$

超过其他主要食用植物油品种产量的增速(3)

!随着

全球产量增长$葵花籽油的国际价格相对下降$到

!"$A 年一直作为高价油的葵花籽油出现逆转$在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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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市场上其年均价格开始低于大豆油和菜籽油(3)

&

由于食用植物油之间有较强的替代性$在品质

和价格双重优势下$我国食用植物油进口中葵花籽

油也逐渐显现出对其他食用植物油的替代作用$进

而加速了其进口增长& 随着国内产需缺口不断扩

大$以及进口价格优势助推下$!"$+*!"!" 年我国

葵花籽油进口量呈暴增态势&

!6!B国内产量增长缓慢促使我国葵花籽油进口依

存度大幅上升

!"$$*!"!" 年$我国葵花籽油净进口量增长了

!+6A! 倍$年均增幅达 3A6!A^$而国内产量仅增长

了 $62A 倍$年均增幅仅为 $$6"@^& 对比分析$

!"$$*!"!" 年$国内葵花籽油产量年均增幅仅为

净进口量年均增幅的 !@6&3^$总增长幅度仅为

26!%^$巨大的增长差距导致我国葵花籽油进口依

存度大幅上升&

葵花籽油国内产量增长缓慢主要在于油料供给

不能满足压榨需要& 我国葵花籽生产不能满足压榨

需要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油用葵花籽种

植面积较少& 我国特色油料产业技术体系全国 +A

个示范县向日葵生产的监测数据显示$!"$% 年监

测县油葵种植面积仅占全国向日葵总种植面积的

$$63"^$而在 !" 世纪 &" 年代我国油葵种植面积占

比最高可达 3"^

(2)

& 二是国产油用葵花籽收购价

格低$导致种植面积减少& 随着乌克兰和俄罗斯等

生产大国产量增加$国际油用葵花籽产量不断增长$

国际市场价格不断下降$并出现葵花籽油和油用葵

花籽国内外价格倒挂的现象& 葵花籽油脂油料国内

外价格倒挂引发我国葵花籽油进口快速增长$冲击

国内葵花籽油脂油料产业$使得我国油用葵花籽收

购价格大幅下降$到 !"$% 年国产油用葵花籽收购价

格甚至低于 3 """ 元9U

(A)

$农户收益降低$种植意愿

下降$导致油葵种植面积萎缩$最终造成我国油用葵

花籽供给不足和葵花籽油产量增长缓慢&

!6@B全球葵花籽生产分布相对集中是导致我国葵

花籽油进口来源地集中的根本原因

首先$全球葵花籽生产分布相对集中& 乌克兰

和俄罗斯不仅稳居葵花籽生产大国的前两位$而且

两国产量占全球总产量比例也越来越大& 根据

d(a数据库数据$!"$" 年乌克兰和俄罗斯葵花籽产

量之和占全球总产量的比例为 @&63&^$到 !"$A 年

上升到 2!6"3^

(%)

& 随着两国种植面积增加和技术

进步$这一比例在不断上升& 根据美国农业部 !"!$

年 $! 月油料作物展望报告预计$!"!$9!"!! 年度乌

克兰和俄罗斯葵花籽产量高达 @ @"" 万 U$占全球总

产量的 2A6%!^& 其次$全球葵花籽油生产和出口

地分布也越发集中& 乌克兰和俄罗斯生产的葵花籽

主要在乌克兰进行压榨$出口葵花籽油和葵花籽粕&

随着两国葵花籽产量的增加$葵花籽油产量也不断

增加$两国的葵花籽油出口量也不断上升且占全球

出口量的比例越来越大& 美国农业部数据显示$

!"!$ 年乌克兰和俄罗斯的葵花籽油出口量之和约

占全球总出口量的 %&^& 因此$我国葵花籽油进口

也主要来自乌克兰和俄罗斯&

?=应对策略

面对国内油葵种植面积萎缩$油料供给不足$葵

花籽油生产成本高$而国外葵花籽生产集中$葵花籽

油价格低等情况$在用好国外资源的基础上$更应关

注国内油葵的生产$通过国内油葵及相关产业高质

量发展保障油料油脂供给数量和质量$为实现+-十

四五.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中提出的油料稳

定发展目标贡献力量$同时达到葵花籽油稳定供给

的目的& 具体的应对策略有以下 @ 个方面&

@6$B扩大油葵种植面积!实现规模化种植!保障我

国油用葵花籽产量稳定增长

第一$加大对油葵种植政策的支持力度$扩大种

植面积& 油葵抗旱耐盐碱$对土壤要求不高$在干

旱%盐碱化和沙化的土地种植油葵$既不占用耕地$

又能增产油料$提高农民收入(&)

& 这就要求各级政

府加大对油葵种植的政策支持力度$通过政策宣传%

种植补贴%完善配套设施等方式$让农民感受到实实

在在的好处$引导农民调整种植结构$积极开发适合

油葵种植的荒地%坡地或丘陵地$以扩大种植面积&

第二$发展油葵种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实现规

模化种植& 充分发挥市场资源配置作用$使种植油

葵的农民获得实质的收益$才能实现我国油葵种植

面积的持续稳定扩大$这就要求发展油葵种植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实现规模化种植(+)

& 与其他农产品

一样$油葵种植也存在着规模经济效应$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的发展$有利于优化油葵种植要素组合%提升

规模化种植水平$也是提高油葵生产效率的前提&

第三$建立完善的油葵种植风险防范机制$保障

油用葵花籽产量稳定增长& 与其他农产品一样$油

葵种植也易受到自然灾害%病虫害的侵蚀$因此需建

立完善的油葵种植风险防范机制$保障油用葵花籽

产量稳定增长& 比如$通过设立专门的油葵种植保

险$防范自然灾害%病虫害等风险$减少因病虫害和

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提高农民种植积极性$实现油

葵种植规模不断扩大$进而保障油用葵花籽产量稳

定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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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B提高油葵生产效率!实现降本增效!提升我国

油葵产业国际竞争力

第一$加大优良品种培育& 种子作为农业的

-芯片.$是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油葵产业也不

例外& 但是因为我国油葵种植面积小$种子需求少$

国内对油葵的育种创新还不够重视& 因此$需要不

断加强对油葵良种研发$培育丰产性好%含油率高%

抗病性强的品种$提高单产水平的同时也要提升抗

风险能力&

第二$加大种植模式和技术推广& 提高油葵生

产效率$还需因地制宜地推广油葵种植模式& 油葵

可以与小麦等多作物套种$与大豆等间作& 通过因

地制宜地推广多元化种植模式$可以改良土壤$提高

种植效益& 同时加大种植技术的推广$结合油葵品

种$组织人员对农民进行关键技术培训$实现品种与

技术的组合应用和推广$切实有效地提高油葵种植

技术($")

$提升油葵生产效率$实现降本增效&

第三$建立油葵生产标准化基地& 在新疆%宁夏

等国内油葵的优势产区建立一批油葵生产标准化基

地$通过统一规划%统一种植%统一测土施肥%统一病

虫害防治%统一田间管理等$实现标准化%规范化%高

效化种植$逐渐成为具有地理标识的油葵产品$促进

农民增收的同时提升国际竞争力&

@6@B大力发展我国油葵压榨及相关产业!同时用好

国外资源!有效满足我国葵花籽油的需求

第一$大力发展我国油葵压榨及相关产业$实现

油葵加工产业提质增效& 一是加大油葵压榨技术研

发& 比如企业发展葵花籽油-精准适度加工.工艺$

为消费者提供品质高%营养好的葵花籽油产品$形成

品牌效应$提升企业市场竞争力& 二是大力发展油

葵压榨相关产业& 通过对压榨后的副产品进行加工

利用$比如对葵花籽饼粕进行精饲料加工$对葵花籽

壳进行活性炭加工等$延长产业链的同时促进产业

增效&

第二$利用国外资源有效满足我国葵花籽油的

需求& 一是继续布局海外已有的生产基地& 比如继

续在乌克兰和俄罗斯建立新的生产基地和工厂& 布

局优质原产地$不仅可以在源头控制进口葵花籽油

的品质$还可以稳定进口来源& 二是深挖与其他国

家的油脂油料贸易潜力$促进葵花籽油进口来源国

的多元化& 比如阿根廷%哈萨克斯坦都是葵花籽油

和葵花籽出口的主要国家之一$我国油脂生产企业

可以提前在这些国家进行布局$逐渐实现我国葵花

籽油进口来源国的多元化&

@=结=语

虽然葵花籽油快速增长的进口弥补了我国产需

缺口$但进口价格优势也冲击了我国油葵产业发展$

致使本不充裕的油料生产更加减少$油料供给更不

能满足压榨需求$我国葵花籽油进口依存度也大幅

上升& 另外$全球葵花籽生产分布相对集中$导致我

国葵花籽油进口来源地集中$若遇到政局不稳定等

因素引起的减产或限制出口$会影响我国葵花籽油

的稳定供给& 因此$在扩大油葵种植面积的同时更

要提高生产效率$实现降本增效$通过高质量发展提

升自身竞争力& 另外$大力发展国内油葵压榨及相

关产业$并利用好国外资源$有效满足我国葵花籽油

的需求$在保障我国葵花籽油供给稳定的同时提升

在贸易形势中的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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