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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便于大家了解２０２２年我国粮油的产销情况，
尤其是食用植物油行业的产销情况，根据国家粮油

信息中心提供的有关２０２２年国内粮油产量、进口
量、新年度油脂供需平衡表以及中华粮网提供的国

际粮油市场分析报告，分析了２０２２年我国粮油产销
和进出口情况。同时，将有关全球主要油料油脂产

销情况也做了一些简要介绍，供大家参考。

１　２０２２年我国粮食生产与进出口简况
１．１　我国粮食生产情况

２０２２年，面对百年变局交织世纪疫情，面对风
高浪急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

任务，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高度重视

和英明领导下，我国农业生产战胜各种严重洪涝灾

害，粮食生产再创历史新高，产量达到６８６５３万 ｔ，

较２０２１年的６８２８５万ｔ增加３６８万ｔ，增长０．５４％
（见表１），连续８年站稳６５０００万ｔ台阶，收获了来
之不易的“十九连丰”，保证了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

在了自己手里，为国家粮食安全、促进生产、促进经

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奠定了坚实基础。

２０２２年，我国粮食总产量达６８６５３万 ｔ，其中：
小麦产量为１３７７２万ｔ，较２０２１年的１３６９５万ｔ增
长０．５６％；稻谷产量为 ２０８４９万 ｔ，较 ２０２１年的
２１２８４万ｔ下降２．０％；玉米产量为２７７２０万 ｔ，比
２０２１年的２７２５５万ｔ增长１．７％。另外，２０２２年的
杂粮产量为９８３万 ｔ，较２０２１年的１０４２万 ｔ下降
５．７％；豆类产量为２３５１万ｔ，较２０２１年的１９６６万ｔ
增长１９．６％；薯类产量（折干粮）为 ２９７８万 ｔ，较
２０２１年的３０４３万ｔ下降２．１％（见表１）。

表１　我国分品种粮食产量 万ｔ

年份 粮食产量
谷物产量

豆类产量
薯类产量

总产量 稻谷 小麦 玉米 杂粮 （折干粮）

２０１５ ６６０６０ ６１８１８ ２１２１４ １３２６４ ２６４９９ ８４１ １５１３ ２７２９

２０１６ ６６０４４ ６１６６７ ２１１０９ １３３２７ ２６３６１ ８６９ １６５１ ２７２６

２０１７ ６６１６１ ６１５２１ ２１２６８ １３４３３ ２５９０７ ９１２ １８４２ ２７９９

２０１８ ６５７８９ ６１０１９ ２１２１３ １３１４３ ２５７１７ ９４６ １９１４ ２８５６

２０１９ ６６３８４ ６１３６８ ２０９６１ １３３５９ ２６０７７ ９７１ ２１３２ ２８８３

２０２０ ６６９４９ ６１６７４ ２１１８６ １３４２５ ２６０６７ ９９６ ２２８８ ２９８７

２０２１ ６８２８５ ６３２７６ ２１２８４ １３６９５ ２７２５５ １０４２ １９６６ ３０４３

２０２２ ６８６５３ ６３３２４ ２０８４９ １３７７２ ２７７２０ ９８３ ２３５１ ２９７８

　注：①资料来源国家粮油信息中心；②根据第三次农业普查数据，国家统计局对２００７—２０１７年粮油产量数据进行了调整

１．２　我国粮食的进出口情况
为满足品种调节和市场供应需要，我国每年都

要利用国际市场，从国外进口一部分粮食。据海关

统计，２０２２年我国进口大米６１９万ｔ、小麦９９６万ｔ、
玉米２０６２万ｔ、高粱１０１４万ｔ、大麦５７６万ｔ，合计
进口谷物量为 ５２６７万 ｔ，较 ２０２１年进口谷物量
６０４８万ｔ减少了 ７８１万 ｔ，下降 １２．９％。与此同
时，２０２２年我国出口大米２１９万 ｔ、小麦１５万 ｔ，合
计出口谷物量为 ２３４万 ｔ，与 ２０２１年出口谷物量
２５１万ｔ相比下降６．８％（见表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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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我国分品种粮食进出口量 万ｔ

年份
谷物

进出口 合计 大米 小麦 玉米 高粱 大麦
木薯

２０１６
进口 ２１６０ ３５６ ３４１ ３１７ ６４５ ５０１ ７７０
出口 ６４ ４０ １１ ０ １ ０

２０１７
进口 ２５２０ ４０３ ４４２ ２８３ ５０６ ８８６ ８１３
出口 １６１ １２０ １８ ８ ４ １ ０

２０１８
进口 ２０１６ ３０８ ３０９ ３５２ ３６５ ６８２ ４８０
出口 ２５４ ２０９ ２９ １ ５ １ ０

２０１９
进口 １７５９ ２５５ ３４９ ４７９ ８３ ５９３ ２８４
出口 ３１８ ２７５ ３１ ３ ４ １ ０

２０２０
进口 ３５５１ ２９４ ８３８ １１３０ ４８１ ８０８ ３３２
出口 ２５１ ２３０ １８ ０ ２ １ ０

２０２１
进口 ６０４８ ４９６ ９７７ ２３８５ ９４２ １２４８ ２８
出口 ２５１ ２４２ ８ １ ０ ０ ０

２０２２
进口 ５２６７ ６１９ ９９６ ２０６２ １０１４ ５７６ ７７１
出口 ２３４ ２１９ １５ ０ ０ ０ ０

　注：①资料来源国家粮油信息中心；②自２０２０年开始海关不发布谷物进出口数据，只发布分品种数据；③因为与油料油脂进
出口情况表中有重复，原表中的大豆一项已删去；④在粮食进出口谷物类中，有些数字相加有错误，作者进行了修正，责任由
作者承担

２　２０２２年我国油料油脂的产销与进出口情况
２．１　我国油料油脂生产情况

２０２２年是我国油料生产创历史的一年。据预
测，２０２２年我国八大油料的总产量为７１３２．５万 ｔ，
较２０２１年的 ６６３４．９万 ｔ增加 ４９７．６万 ｔ，增长
７．５％。其中：大豆产量为２０２８．５万 ｔ，较２０２１年的
１６３９．５万ｔ增加３８９．０万ｔ，增长２３．７％；花生果产
量为１７９０．０万 ｔ，较２０２１年的１８３０．８万 ｔ减少

４０．８万ｔ，下降２．２％；油菜籽产量为１５５３．０万 ｔ，
较２０２１年的 １４７１．４万 ｔ增加 ８１．６万 ｔ，增长
５．５％；棉籽产量为 １０７５．８万 ｔ，与 ２０２１年的
１０３１．５万ｔ相比增加４４．３万ｔ，增长４．３％；另外，
葵花籽产量为２０１．０万ｔ，油茶籽产量为４１０．０万ｔ，
芝麻产量为４６．９万ｔ，亚麻籽产量为２７．３万ｔ，这４
种油料的产量较 ２０２１年都有不同程度的增长
（见表３）。

表３　我国油料产量 万ｔ

年份 总产量 棉籽 大豆 其他油料 油菜籽 花生果 葵花籽 芝麻 亚麻籽 油茶籽

２０１２ ５８２０．０ １１８９．４ １３４５．０ ３２８５．６ １３４０．１ １５７９．２ ２２６．７ ４６．６ ３３．１ １７２．８
２０１３ ５６５８．２ １１３０．８ １２４０．０ ３２８７．４ １３５２．３ １６０８．２ ２０２．９ ４３．８ ３１．６ １７７．７
２０１４ ５７７５．７ １１３３．８ １２７０．０ ３３７１．９ １３９１．４ １５９０．１ ２５８．２ ４３．７ ３２．３ ２０２．３
２０１５ ５６８８．８ １０６３．３ １２３５．０ ３３９０．５ １３８５．９ １５９６．１ ２８７．２ ４５．０ ３１．２ ２１６．３
２０１６ ５７２１．７ ００９６１．７ １３６０．０ ３４００．０ １３１２．８ １６３６．１ ３２０．１ ３５．２ ３２．５ ２１６．４
２０１７ ６０２０．９ １０１７．５ １５２８．２ ３４７５．２ １３２７．４ １７０９．２ ３１４．９ ３６．７ ３０．１ ２４３．２
２０１８ ６４３１．２ １０９８．５ １５９６．７ ３７３６．０ １３２８．１ １７３３．２ ３２４．２ ４３．２ ４４．３ ２６３．０
２０１９ ６５７０．４ １０６０．２ １８０９．１ ３４３３．２ １３４８．５ １７５２．０ ２５６．０ ４５．０ ３１．７ ２６７．９
２０２０ ６８５７．０ １０６３．８ １９６０．０ ３８３３．２ １４０４．９ １７９９．３ ２３９．５ ４４．７ ３０．６ ３１４．２
２０２１ ６６３４．９ １０３１．５ １６３９．５ ３９６３．９ １４７１．４ １８３０．８ １９５．５ ４５．５ ２６．５ ３９４．２
２０２２（估计） ７１３２．５ １０７５．８ ２０２８．５ ４０２８．２ １５５３．０ １７９０．０ ２０１．０ ４６．９ ２７．３ ４１０．０

　注：①资料来源国家粮油信息中心；②原表中油茶籽作为林产品，没有加到油料总产量中，为与以前的口径一致，作者将油
茶籽的产量加进了油料总产量中，作为八大油料作物之一；③有些数字相加，错的地方作者做了更正，如有不妥之处，责任由
作者承担；④２０２１年的八大油料产量已作了调整，比２０２１年的估计数增加了３０多万ｔ，相差不大

２．２　利用国产油料榨油量
在利用国产油料榨油方面，根据国家粮油信息

中心预测，２０２２年我国利用国产油料（扣除大豆、花

生、芝麻、葵花籽等４种油料部分直接食用外）榨油
的油料量为４１５５．０万 ｔ，较２０２１年利用国产油料
榨油的油料量３９６０．０万ｔ增加了１９５．０万 ｔ，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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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９％，榨得的食用植物油（含玉米油、米糠油及其
他小宗油脂）预测为 １３５０．３万 ｔ，较 ２０２１年的
１３０３．３万ｔ增加了４７．０万ｔ，增长３．６％（见表４）。

以上数据充分表明，２０２２年我国八大油料总产量、
利用国产油料榨油量以及利用国产油料榨得的食用

油数量均创历史之最。

表４　２０２１—２０２２年国产油料榨油量

品种
２０２１年 ２０２２年

产量估计／万ｔ压榨量／万ｔ 出油量／万ｔ 出油率／％ 产量估计／万ｔ压榨量／万ｔ 出油量／万ｔ出油率／％
油菜籽 １４７１．４ １４００．０ ４７６．０ ３４．０ １５５３．０ １４５０．０ ４９３．０ ３４．０

花生 １８３０．８ ９００．０ ３１５．０ ３５．０ １７９０．０ ９２０．０ ３２２．０ ３５．０

棉籽 １０３１．５ ８５０．０ １１０．５ １３．０ １０７５．８ ８５０．０ １１０．５ １３．０

大豆 １６３９．５ ３５０．０ ５７．８ １６．５ ２０２８．５ ４５０．０ ７４．３ １６．５

葵花籽 １９５．５ ４０．０ １０．０ ２５．０ ２０１．０ ５０．０ １２．５ ２５．０

油茶籽 ３９４．２ ３８０．０ ９５．０ ２５．０ ４１０．０ ３９０．０ ９７．５ ２５．０

芝麻 ４５．５ ２０．０ ８．０ ４０．０ ４６．９ ２０．０ ８．０ ４０．０

亚麻籽 ２６．５ ２０．０ ６．０ ３０．０ ２７．３ ２５．０ ７．５ ３０．０

玉米油 １５０．０ １５０．０

米糠油 ６０．０ ６０．０

其他 １５．０ １５．０

合计 ６６３４．９ ３９６０．０ １３０３．３ ７１３２．５ ４１５５．０ １３５０．３

　注：①资料来源国家粮油信息中心；②根据调查对２０２１年数据作了较大调整

２．３　２０２２年我国油料油脂的进出口情况
据海关统计，２０２２年我国进口各类油料合计为

９６１０．９万ｔ，较２０２１年的１０２０５．１万ｔ少进口５９４．２
万ｔ，下降５．８％。其中：进口大豆９１０８．１万 ｔ，较
２０２１年的９６５１．８万ｔ少进口５４３．７万ｔ，下降５．６％；

进口油菜籽１９６．１万ｔ，较２０２１年的２６３．８万ｔ少进
口６７．７万 ｔ，下降 ２５．７％；其他油料合计进口
３０６．７万ｔ，较２０２１年的２８９．５万ｔ多进口１７．２万ｔ，
增长５．９％（见表５）。

表５　我国油料进口量 万ｔ

年份 总进口 大豆 　油菜籽 其他油料 芝麻 亚麻籽 花生 棉籽 葵花籽

２０１２ ６２２８．０ ５８３８．４ ２９３．０ ９６．６ ３９．６ １４．８ ３９．４

２０１３ ６７８３．５ ６３３７．５ ３６６．２ ７９．８ ４４．１ １８．１ １４．３

２０１４ ７７５１．８ ７１３９．９ ５０８．１ １０３．８ ５６．９ ２８．１ ７．４

２０１５ ８７５７．１ ８１６９．４ ４４７．１ １４０．６ ８０．６ ３６．０ １３．２ ０．８

２０１６ ８９５２．９ ８３９１．３ ３５６．６ ２０５．０ ９３．２ ４７．５ ４５．５ ７．６

２０１７ １０２００．０ ９５５２．６ ４７４．８ １７２．６ ７１．２ ３３．９ ２５．１ ２６．４ １３．１

２０１８ ９４４８．９ ８８０３．１ ４７５．６ １７０．２ ８３．６ ３９．８ １２．４ １１．７ １３．８

２０１９ ９３３０．８ ８８５１．１ ２７３．７ ２０６．０ ８１．５ ４２．７ ４０．５ ０．６ ３０．２

２０２０ １０６１４．１ １００３２．７ ３１１．４ ２７０．０ １０１．５ ３７．３ １０８．５ ０．６ １８．１

２０２１ １０２０５．１ ９６５１．８ ２６３．８ ２８９．５ １１７．４ ３９．１ １００．３ １３．７ １１．０

２０２２ ９６１０．９ ９１０８．１ １９６．１ ３０６．７ １０７．１ ６４．４ ６６．４ ４５．４ １９．６

　注：资料来源国家粮油信息中心

　　２０２２年，我国进口各类食用植物油合计为８０１．７
万 ｔ，较２０２１年的１２１３．７万ｔ少进口４１２．０万ｔ，下
降３３．９％。其中：进口大豆油３４．４万 ｔ，较２０２１年
的１１２．０万ｔ少进口了７７．６万ｔ，下降６９．３％；进口
菜籽油１０６．１万ｔ，较２０２１年２１５．４万 ｔ少进口了
１０９．３万ｔ，下降５０．７％；进口棕榈油４９４．１万 ｔ，较

２０２１年的６３７．７万ｔ减少１４３．６万ｔ，下降 ２２．５％；
进口葵花籽油６０．５万ｔ，较２０２１年的１２８．３万ｔ少
进口了６７．８万ｔ，下降５２．８％（见表６）。在油料油
脂的进口中，一些消费者喜爱的高端油料油脂的进

口，诸如芝麻、亚麻籽（见表５）和椰子油（见表７）等
进口量不断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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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６　我国油脂进口量 万ｔ

年份 总进口 大豆油 棕榈油 菜籽油 其他植物油 葵花籽油 花生油 橄榄油 亚麻籽油 棕榈仁油

２０１２ ９６０．０ １８２．６ ６３４．１ １１７．６ ２５．７ １０．７ ６．３ ４．６ ３．８
２０１３ ９２２．１ １１５．８ ５９７．９ １５２．７ ５５．７ ４３．９ ６．１ ４．０ １．８
２０１４ ７８７．３ １０３．８ ５３２．４ ８１．０ ７０．１ ４５．５ ９．４ ３．６ １．７
２０１５ ８３９．１ ８１．８ ５９０．９ ８１．５ ８４．９ ６５．１ １２．８ ３．９ ２．９
２０１６ ６８８．４ ５６．０ ４４７．８ ７０．０ １１４．６ ９５．７ １０．７ ４．５ ３．４
２０１７ ７４２．８ ６５．３ ５０７．９ ７５．７ ９３．９ ７４．５ １０．８ ４．３ ４．０
２０１８ ８０８．７ ５４．９ ５３２．７ １２９．６ ９１．５ ７０．３ １２．８ ４．０ ４．２
２０１９ １１５２．７ ８２．６ ７５５．２ １６１．５ １５３．４ １２２．９ １９．４ ５．４ ５．１
２０２０ １１６９．５ ９６．３ ６４７．０ １９３．０ ２３１．４ １９１．６ ２６．９ ５．５ ５．３
２０２１ １２１３．７ １１２．０ ６３７．７ ２１５．４ ２４８．６ １２８．３ ２８．１ ５．２ ４．７ ６２．８
２０２２ ８０１．７ ３４．４ ４９４．１ １０６．１ １６７．１ ６０．５ ２３．１ １．３ ２．６ ５２．５

　注：①资料来源国家粮油信息中心；②自２０２１年起，海关将棕榈仁油、椰子油和亚麻籽油列入食用植物油，但未将棕榈油硬
脂列入，本表中植物油进口量中包含棕榈油硬脂（包含在棕榈油中）

表７　我国其他油料油脂进口量 万ｔ

年份　 红花籽 椰子油 蓖麻籽油　　　

２０１２ ０－ ２０．７８ ２２．７６

２０１３ ０．９４ ０３．０７ ２３．１９

２０１４ １．７１ １３．９３ １７．３

２０１５ ２．８３ １４．４６ ２２．７

２０１６ ３．０９ １３．３ ２５．７

２０１７ ４ １３ ２７

２０１８ ３．２ １１．４ ２８

２０１９ ２．９６ １７．２３ ２５．２４

２０２０ ３．６ １６．２ ２９．９

２０２１ ３．６５ １７．４ ３３．８６

２０２２ ６．０７ ２１．９ ２７．４７

　注：数据来自国家粮油信息中心和中粮集团并加以整理

　　在油料油脂进口的同时，我国每年也有一定数
量的出口，２０２２年我国出口油料合计为１０２万 ｔ，出
口食用油脂合计为１８万ｔ（见表８）。另外，２０２２年

我国还进口大豆粕５万ｔ，出口大豆粕４３万 ｔ，进口
菜籽粕２２１万ｔ（见表８）。

表８　我国油料油脂出口量与大豆粕、菜籽粕进出口量 万ｔ

年份
油料 油脂 大豆粕 菜籽粕

出口 出口 出口 进口 出口 进口

２０１２ １０１ １２３ ５ ７ ５０
２０１３ ８７ １０７ ２ ７ １３
２０１４ ８７ ２０９ ２ ４ ２６
２０１５ ８４ １４ １７０ ６ １ １２
２０１６ ８７ １２ １８８ ２ １１ ５０
２０１７ １１０ ２０ ９７ ６ １ ９７
２０１８ １２０ ３０ １１４ ２ １ １３０
２０１９ １１６ ２７ ９７ １ １ １５８
２０２０ １０４ １７ ８３ ６ １ １８９
２０２１ ９３ １２ ８９ ８ １ ２０３
２０２２ １０２ １８ ４３ ５ １ ２２１

　注：资料来源国家粮油信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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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　我国食用油市场产销情况
根据国家粮油信息中心提供的我国食用油市

场综合平衡分析表（见表９）可以看出：２０２１／２０２２
年度，我国食用油市场的总供给量为３７１４．０万ｔ，
其中包括国产油料和进口油料合计生产的食用油

产量３０３４．８万 ｔ及直接进口的各类食用油合计
６７９．２万 ｔ；２０２１／２０２２年度，我国国内食用油的食
用消费量为 ３４２５．０万 ｔ，工业及其他消费量为
３３３．０万ｔ，出口量为１４．７万ｔ，合计年度需求总量
为３７７２．７万 ｔ；２０２１／２０２２年度，我国食用油的消

费总量为３７５８．０万 ｔ（即食用消费量和工业及其
他消费量之和，不含出口量）；年度挖库存５８．７万ｔ。
由此可以计算出，２０２１／２０２２年度我国食用油的自给
率为３５．９％（即２０２２年国产油料榨油量１３５０．３万ｔ，
与年度食用油消费总量３７５８．０万ｔ之比），与上年
的自给率２９．０％相比，提高了６．９百分点。

另外，２０２１／２０２２年度我国食用油年度消费总
量为３７５８．０万 ｔ，按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２０２２
年末我国人口数量为１４．１１７５亿计算，２０２２年我国
人均食用油的消费量为２６．６ｋｇ（见表１０）。

表９　我国食用油市场综合平衡分析 万ｔ

项目 ２０１５／２０１６ ２０１６／２０１７ ２０１７／２０１８ ２０１８／２０１９ ２０１９／２０２０ ２０２０／２０２１ ２０２１／２０２２

生产量总计 ２７５７．７ ２８７９．９ ２９６６．３ ２８９１．０ ２９４２．４ ３１０２．３ ３０３４．８

进口量总计 ７２３．１ ７２９．１ ７５１．９ １０２２．８ １１５９．７ １２６９．４ ６７９．２

年度供给量总计 ３４８０．８ ３６０９．０ ３７１８．２ ３９１３．８ ４１０２．１ ４３６７．２ ３７１４．０

国内食用消费量总计 ３１６５．０ ３３７７．０ ３４５０．０ ３５１１．０ ３５４６．０ ３７０８．０ ３４２５．０

工业及其他消费量总计 ３５３．０ ３７０．０ ３８３．０ ４６７．０ ５３６．０ ５４６．５ ３３３．０

出口量总计 １３．０ １６．４ ２６．５ ２４．１ ２０．０ ７．３ １４．７

年度需求总量总计 ３５３１．０ ３７６３．４ ３８５９．５ ４００２．１ ４１０２．０ ４２６１．８ ３７７２．７

节余量总计 －５０．３ －１５４．４ －１４１．３ －８８．３ １．０ １０５．４ －５８．７

　注：为便于读者查阅，本表做了简化，删除了原“中国食用油市场综合平衡分析”表中生产量、进口量、年度供给量、国内食用
消费量、工业及其他消费量、出口量、年度需求总量和节余量中的大豆油、菜籽油、棉籽油、花生油、棕榈油及其他油脂的数据，

只保留了总计一项数据

表１０　２０１２—２０２２年我国人均年食用油消费情况

年份 食用油消费量／万ｔ 人均年消费量／ｋｇ

２０１２ ２８９４．６ ２１．４

２０１３ ３０４０．８ ２２．５

２０１４ ３１６７．４ ２３．２

２０１５ ３２９４．６ ２４．１

２０１６ ３４２６．５ ２４．８

２０１７ ３７５１．５ ２６．６

２０１８ ３８４９．６ ２７．３

２０１９ ３９７８．０ ２８．４

２０２０ ４０７１．０ ２９．１

２０２１ ４２５４．５ ３０．１

２０２２ ３７５８．０ ２６．６

　注：①２０１２—２０１３年我国人口数量按１３．５亿计算，２０１４年按１３．６７８２亿计算，２０１５年按１３．６８亿计算，２０１６年按１３．８２７１
亿计算，２０１７—２０１８年按联合国网络发布的中国人口数量为１４．１亿计算；②２０２０年我国人口数量按１４０００５万计算，并从
２０２０年起在食用油消费量中不含出口量，２０２１年我国人口数量按１４．１１７８亿计算，２０２２年我国人口数量按１４．１１７５亿计算

２．５　几点感受
从统计数据和计算分析看，２０２２年我国油料生

产、油料油脂进出口状况和国内食用油消费发生了

许多历史性的变化，创造了多个历史之最，实属来之

不易，值得我们倍加珍惜。

（１）八大油料产量创历史之最
在国家大力实施油料产能提升工程的推动下，

２０２２年我国油料生产形势喜人，八大油料的产量首
次超过７０００万ｔ，达到７１３２．５万ｔ，创造了历史之
最。在八大油料生产中，与２０２１年相比，除花生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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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有减少外，其余七大油料的产量均有较大或不同程

度的增长，其中大豆产量达２０２８．５万ｔ，较２０２１年增
加３８９．０万ｔ，增长２３．７％，创造了我国大豆生产史
上之最。与此同时，在利用国产油料榨油方面，２０２２
年我国利用国产油料榨油的油料量首次超过４０００
万ｔ，达４１５５．０万ｔ，利用国产油料榨得的食用植物
油首次超过１３５０万 ｔ，较２０２１年多榨得４７．０万 ｔ
食用油，充分表明只要领导重视、政策得力、措施有

方，我国油料生产的发展潜力是巨大的，我们是有能

力让老百姓的“油瓶子”里尽可能多装中国油的。

（２）油料油脂进口量双双下降，自给率明显提升
２０２２年，随着国产油料产量的增长、消费量的

下降和受俄乌战争的影响，我国所有不同品种的油

料油脂进口量都有较大或不同程度的下降。在油料

进口中，２０２２年各类油料合计进口量较２０２１年下
降了５．８％，其中油菜籽下降２５．７％，在食用油进口
中，２０２２年我国各类食用油的合计进口量较 ２０２１
年下降３３．９％，其中大豆油下降６９．３％，菜籽油下
降５０．７％，棕榈油下降 ２２．５％，葵花籽油下降
５２．８％。

随着油料油脂进口量的下降以及国产油料产量

的历史性增长，我国食用植物油的自给率明显提升，

２０２２年提高到３５．９％，较２０２１年的２９．０％提高了
６．９百分点，这样高的自给率是近些年未见到的，当
然要保持这样高的自给率可能有一定的难度，但发

展趋势是看好的，我们要充满信心。

（３）我国人均年食用油消费量首次大幅下降
２０２２年我国食用油消费总量为３７５８．０万ｔ，人

均食用油消费量为２６．６ｋｇ，较２０２１年食用油消费
总量４２５４．５万ｔ减少了４９６．５万 ｔ，人均食用油消
费量下降３．５ｋｇ。分析原因：一是受新冠病毒的影
响，国内餐饮业、集体食堂和以油脂为原料的工业生

产等行业都很不景气，用油量减少（多达４９６．５万ｔ）；
二是随着科普教育的加强，消费者对科学用油、健康

用油和节约用油的理念逐步建立，不少消费者开始

认识到，油不是吃得越多越好，但是随着疫情的变化

和人们正常生活生产秩序的恢复，我国食用油的消

费量还会有所反弹，但我们希望这种反弹是有节制

的，不希望看到我国人均年食用油消费量再超过

３０ｋｇ。与此同时，我们可以看到，２０２２年我国人均
年食用油消费量由２０２１年的３０．１ｋｇ减少到２６．６ｋｇ，
并没有对人们的营养与健康产生不良影响，充分表

明将我国人均年食用油的消费量逐步降下来，是有

可能的。

３　全球主要油料油脂生产、消费等简况
３．１　全球油料、油脂统计预测情况

根据中华粮网提供的资料，２０２１／２０２２年度全
球椰子干、棉籽、棕榈仁、花生、油菜籽、大豆和葵花

籽等主要油料的总产量为６０６７９万 ｔ，主要植物油
产量（即椰子油、棉籽油、橄榄油、棕榈油、棕榈仁

油、花生油、菜籽油、大豆油和葵花籽油产量之和）

为２０８４８万ｔ（见表１１）。

表１１　全球油料油脂统计和预测 万ｔ

项目

油料 油粕 植物油

２０２０／
２０２１

２０２１／
２０２２

２０２２／２０２３
（１月预测）

２０２０／
２０２１

２０２１／
２０２２

２０２２／２０２３
（１月预测）

２０２０／
２０２１

２０２１／
２０２２

２０２２／２０２３
（１月预测）

产量 ６０７７６ ６０６７９ ６４１９４ ３４８９１ ３４８５７ ３６４３９ ２０６７０ ２０８４８ ２１７６２

贸易量 １９２０３ １７８６４ １９６９７ ９７３７ ９５９８ ９７６６ ８５４０ ７９０９ ８７３２

消费量 ５０８９１ ５０９３３ ５３２５２ ３４５０２ ３４５５８ ３５８７５ ２０４６３ ２０３９１ ２１３０７

期末库存 １１５３７ １１７５２ １２２１８ １８３３ １７７７ １８２５ ２８５０ ２９３８ ２９６０

　注：①资料来源中华粮网；②油料产量为椰子干、棉籽、棕榈仁、花生、油菜籽、大豆和葵花籽产量之和；③植物油产量为椰子
油、棉籽油、橄榄油、棕榈油、棕榈仁油、花生油、菜籽油、大豆油和葵花籽油之和

３．２　全球及有关国家（地区）食用油消费情况
据中华粮网提供的资料，２０２１／２０２２年度全球

食用油消费量为２０３９１万ｔ，其中中国、欧盟、印度、
印度尼西亚和美国名列前五位，分别消费食用油

３６５２、２４９０、２２７０、２１９６万 ｔ和 １７２８万 ｔ（见表
１２）。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中华联网提供的
２０２２年（２０２１／２０２２年度）我国食用油的消费量为
３６５２万ｔ，与国家粮油信息中心提供的 ２０２２年我

国食用油消费量３７５８万ｔ相比，少了１０６万ｔ，其主
要原因是前者不包括玉米油、米糠油及其他油脂的

消费，所以前者的消费总量自然要少一些。由于消

费量的不同，所以后面计算出来的人均年食用油消

费量也有差异，这是很自然的。作者认为国家粮油

信息中心提供的２０２２年我国食用油消费量为３７５８
万ｔ是比较合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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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２　全球及有关国家（地区）食用油消费情况 万ｔ

国别 ２０１８／２０１９ ２０１９／２０２０ ２０２０／２０２１ ２０２１／２０２２（１月预测）
中国 ３８１０ ３９２２ ４０３１ ３６５２
欧盟 ２５４６ ２５６０ ２５５７ ２４９０
印度 ２２２３ ２２１７ ２２５１ ２２７０
印度尼西亚 １６８７ １８１２ １９５１ ２１９６
美国 １５８９ １５９９ １６５２ １７２８
巴西 ８９１ ９６７ ９９１ ９３５
巴基斯坦 ４８３ ４８５ ４７３ ４５６
马来西亚 ５１７ ５０３ ４７２ ４６１
俄罗斯 ３５２ ３５４ ３６３ ３７８
泰国 ３１１ ３１６ ３１６ ３１７
孟加拉国 ３０４ ２９９ ２９５ ２８９
墨西哥 ２８９ ２８８ ２９６ ３１０
阿根廷 ３２４ ２７９ ２６６ ３２８
尼日利亚 ２１８ ２３７ ２４６ ２５５
土耳其 ２４１ ２４３ ２４３ ２５１
其他 ４００９ ４０４７ ４０６１ ４０７６
合计 １９７９２ ２０１２７ ２０４６３ ２０３９１

　注：食用油包括椰子油、棉籽油、橄榄油、棕榈油、棕榈仁油、花生油、菜籽油、大豆油和葵花籽油

４　２０２２年全球及有关国家（地区）食用油人均消费
情况

以联合国发展规划署理事会公布的截至２０２２
年２月全球人口数量为７９５４００万和中华粮网提
供的２０２２年全球食用油的消费总量为２０３９１万ｔ
为依据，可以计算出２０２２年全球人均年食用油消
费量为２５．６ｋｇ，其中美国人均年消费量为 ５１．６
ｋｇ，欧盟人均年消费量为３３．３ｋｇ，俄罗斯人均年消
费量２５．９ｋｇ，印度人均年消费量为１６．１ｋｇ（见表
１３）。与２０２１年相比［１］，２０２２年全球人均年食用
油消费量以及包括中国、美国、印度、欧盟等在内

的国家和地区人均年食用油消费量均有不同程度

的下降。

表１３　２０２２年全球及有关国家（地区）食用油人均年消费量

国别
人口数

（万人）

食用油消

费量／万ｔ
人均年消

费量／ｋｇ
全球 ７９５４００ ２０３９１ ２５．６

中国 １４１１７５ ３６５２ ２５．９

印度 １４０６６０ ２２７０ １６．１

美国 ３３４８０ １７２８ ５１．６

续表１３

国别
人口数

（万人）

食用油消

费量／万ｔ
人均年消

费量／ｋｇ
印度尼西亚 ２７９１０ ２１９６ ７８．７
巴西 ２１５４０ ９３５ ４３．４
巴基斯坦 ２２９５０ ４５６ １９．９
尼日利亚 ２１６７０ ２５５ １１．８
孟加拉国 １６７９０ ２８９ １７．２
俄罗斯 １４５８０ ３７８ ２５．９
墨西哥 １３１６０ ３１０ ２３．６
欧盟 ７４８５７ ２４９０ ３３．３

　注：①本表是作者根据中华粮网提供的２０２２年全球及有
关国家（地区）食用油的消费量以及联合国发展规划署理事

会公布的截至２０２２年２月的全球人口数（中国的人口数据
采用的是我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２０２２年末的人口数），通过
计算后得到的全球及有关国家（地区）食用油人均年消费

量；②中国人均年食用消费量在此表中为２５．９ｋｇ，与表１０
中的人均年食用油消费量为２６．６ｋｇ相差０．７ｋｇ，造成差异
的主要原因是此表中食用油消费量３６５２万 ｔ不包括玉米
油、米糠油和其他油脂的消费；③本表是作者绘制的，不当之
处请谅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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