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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芝麻产业发展现状及对策

任昊奎，唐小付，徐满意，陈　倩，聂圣贤，陈宏昊

（广西大学 农学院，南宁 ５３０００４）

摘要：据统计，２０２０年我国芝麻进口量达到历史高位，为１０１．６１万 ｔ，全国芝麻消费量保持增长态
势，但在市场对芝麻的需求量扩大、市场前景广阔的背景下，广西芝麻的种植面积不增反降。为发

挥广西芝麻种植优势，实现广西芝麻产业的高质量发展，详细论述了广西芝麻产业发展现状，分析

了广西芝麻产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发展对策。目前广西芝麻产业种植规模趋于稳定、种

植品种类型多样、种植效益稳中有升、龙头企业引领市场，但仍然存在高产稳产品种不足，机械化生

产能力薄弱，加工技术发展缓慢，产品销售渠道狭窄等问题。可通过加强良种技术攻关，提升器械

应用水平，提高加工技术投入，拓宽产业市场渠道等对策，推动广西芝麻产业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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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芝麻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油料作物之一，在我国
有着悠久的种植历史［１］。芝麻含有大量的不饱和

脂肪酸和丰富的维生素Ｅ，在补血、排毒、养发、降血
脂、降血压以及延缓衰老等方面具有独特的功效，用

途广泛，市场前景广阔［２］。近年来，我国芝麻的总

需求量呈上升趋势，进口量持续增长，２０２０年进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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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已超过１００万 ｔ（据海关数据显示，２０２０年进口芝
麻１０１．６１万ｔ）。

广西因得天独厚的区域优势和气候条件，孕育

了广西芝麻独特品质，特别是黑芝麻产品深受国内

外消费者青睐，远销海外市场。但因多种因素影响，

如种植芝麻的收益不高，应用于芝麻生产的技术和

装备落后、机械化生产能力薄弱，芝麻加工企业研发

能力和深加工能力不足、产品附加值低等［３］，广西

芝麻的种植面积不增反降。为更好地了解当前广西

芝麻生产现状，进一步促进其芝麻产业健康发展，对

２０１１—２０２０年广西芝麻产业发展现状进行了分析，
总结了产业发展过程中面临的突出问题，并提出了

相关建议。

１　广西芝麻产业发展现状
１．１　种植规模趋于稳定

２０１１—２０２０年我国芝麻产量分布情况见表１。
表１　２０１１—２０２０年我国芝麻产量分布 万 ｔ

年份 总产 河南 湖北 江西 安徽 湖南 江苏 广西
其他

地区

２０２０４５．６９１８．４４１３．０６３．８９１．９９１．６３１．１４１．１４４．４０

２０１９４６．７０１９．９２１２．９２３．６１１．７２１．５７１．０９１．１７４．７０

２０１８４３．１５１８．８１１１．４２３．６６１．１３１．５００．９８１．１８４．４７

２０１７３６．６５１４．０７１０．５５３．２９０．７１１．４３０．７７１．６７４．１６

２０１６３５．２０１３．５５０９．５１３．２２０．７７１．５００．８１１．６４４．２０

２０１５４５．０３１４．５９１０．７８３．６０７．０８１．４１０．９１１．４７５．１９

２０１４４３．６６１４．８１１１．１５３．７０６．６６１．４１０．９７１．３３３．６３

２０１３４３．９０１６．４８１０．７９３．６５６．５０１．２５１．１０１．１５２．９８

２０１２４６．５８１７．６１１１．７８３．４５６．４７１．４４１．１８１．０１３．６４

２０１１４５．７６１７．０３１２．３７３．１７６．２４１．３２１．２６０．９０３．４７

　注：表中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

由表１可知，２０１１—２０２０年间广西芝麻产量具
有一定波动性，２０１１—２０１７年芝麻产量持续升高，
２０１８年大幅下滑至１．１８万ｔ，２０１８—２０２０年持续降
低，截至２０２０年，广西芝麻产量降至１．１４万ｔ，虽然
较产量最高的２０１７年下降了３１．７％，但与２０１８年
和２０１９年相比趋于稳定。２０１８—２０２０年广西芝麻
产量稳定在１．１４万 ～１．１８万 ｔ，与河南、湖北以及
江西等芝麻生产大省还存在较大差距。

１．２　芝麻品种类型多样
广西栽培芝麻历史悠久，在长期的播种过程中

形成了丰富的种质资源并产生了不同的区域类型，

具有一定的分布趋向：从芝麻颜色上看，黑芝麻种植

面积最大，白芝麻分布虽广，但种植面积不大，其他

杂色芝麻也都少有种植；从芝麻品种上看，分枝型品

种较多，分枝型品种具有适应性广，抗逆性强等特

性，多分布于山区、丘陵坡地，而土壤疏松、肥力高、

保水性好的河谷盆地地带，以单杆型品种为主；从区

域分布上看，广西中、北部一年单熟地区，以单杆型

品种为主（单杆型品种生育期长、较晚熟），而广西

南部一年多熟地区，种植生育期短、较早熟的分枝型

品种。

１．３　种植效益稳中有升
芝麻的生产成本主要包括种子、化肥、农药及人

工等费用，伴随广西芝麻传统种植方式的转型，机械

化程度稳步提高，以及芝麻种植技术的广泛推广，使

主要生产成本得到有效控制。芝麻是需肥较多的作

物［４］，每生产１００ｋｇ芝麻大致需肥量为氮肥６．２４～
８．１３ｋｇ、磷肥２．１９～３．２８ｋｇ、钾肥６．２４～１０．１９ｋｇ，
生产者根据绿色种植技术指导在芝麻生产过程中进

行精准施肥不仅大幅降低了化肥和农药的使用，减

少了生产成本，而且提升了芝麻品质（数据来源于

广西农业农村厅）。另外，通过政策引导、扶植，部

分农资价格压缩，提升了芝麻种植效益。

１．４　龙头企业引领市场
为进一步发挥主产区优势，广西各地紧紧围绕

地方特色，积极开展无公害芝麻食品、绿色芝麻食品

和有机芝麻食品申报认证，以及区域品牌和地理标

志申报工作。同时，依托互联网营销，通过电商平台

线上运营与实体专营店线下运营相结合，扩大产品

外销和农业生产资料供给的渠道，目前不少企业已

经具备了一定的影响力，如南方黑芝麻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其生产基地分布在广西、江西、安徽、河南等

多省区，具备年生产１０万 ｔ黑芝麻糊、１５万 ｔ黑芝
麻饮品的能力，拥有大型商超中的 １０００家形象店，
销售网络遍布全国［５］。广西芝麻产业基本形成了

以龙头企业为引领，有效带动区域经济发展的局面，

强势助力乡村振兴。

２　广西芝麻产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２．１　高产稳产品种不足，整体经济效益偏低

广西芝麻品种来自全国各地，质量良莠不齐，能

够满足具有更高生产潜力、更广泛适应能力的品种

相对缺乏。芝麻对于生长环境的要求比较苛刻，一

般在五六月气温高且水分蒸发量大的季节适宜播

种，但芝麻生育期是广西一年之中雨水最为丰沛的

季节，土壤水分难以维持稳定，产量易受气候影响。

同时，土壤连作障碍严重，导致芝麻产量降低、品质

下降、病害加重。因此，对于培育抗病防灾的优质芝

麻品种的需求更加迫切。虽然芝麻的价格在农作物

之中较为高昂，但是芝麻的产量与其他同季的农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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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产量相比并不高，种植效益没有优势［６］。

２．２　芝麻种植区域零散，机械化生产能力薄弱
受机械化程度低、种植结构调整等因素影响，广

西芝麻种植分布极不均匀，集中度不高。部分芝麻

生产区依然主要维系着一家一户的小规模分散经

营，种植零散且品种一致性差，影响芝麻机械化生

产。同时，在我国农业机械化的发展进程中，玉米、

水稻、小麦、大豆等主要农作物基本实现了全程机械

化生产模式，而芝麻并没有实现高效的机械化生产

模式［７］。

２．３　加工技术发展缓慢，产业链未能有效衔接
虽然芝麻加工企业不断加大研发力度，但仍

以个体小作坊为主。产品多以芝麻香油、黑芝麻

糊、芝麻酱为主，而具有康养、保健、美妆的深层次

和高附加值的产品较少［８］。生产者从品种选育到

副产物利用的各个环节对芝麻的功能性特色关注

度不高，对于企业迫切需求的具有高油、高蛋白、

高芝麻素等特色品种不能明确区分。此外，种植

者与加工企业之间没有建立协同发展的产业机

制，生产者无法预知市场需求，加工企业也缺少符

合商业目的的原材料，导致芝麻产业的生产与加

工无法有效衔接。

２．４　产品销售渠道狭窄，品牌影响力有待加强
截至２０２０年底，广西获得农业农村部登记的

农产品地理标志总数 １５４个，数量上排名全国第
六，但其中并没有芝麻相关品牌。在全国范围内，

仅河南省平舆白芝麻等产品为地理标志认证产

品。由于品牌建设相对落后，产品缺乏标识，质量

无法跟踪，产品主要通过传统的线下模式进行销

售，尽管广西芝麻产量位居全国第七，但市场竞争

优势并不明显。

３　广西芝麻产业发展对策
３．１　加强良种技术攻关，生产衔接加工需要

培育优良品种是推动芝麻产业化发展中的重要

环节，特别是注重培育符合加工、适应机收、优质高

产的芝麻品种是广西芝麻产业发展的关键核心。首

先，引导企业和种植者联合选育高产、高油、高芝麻

素的品种，为企业集中供应对口的加工原材料，消除

生产与加工之间的供需错位。其次，加快引进和培

育适合机耕、机种、机收等全程机械化的优良品种和

机械装备，特别是具有株高适中、结蒴集中、耐密植、

抗裂蒴、抗倒伏、抗病耐渍等优良性状的品种来发展

规模化种植。最后，鼓励扶持农业单位和农业企业

在品种资源收集和种质创新上加强研究，实现机械

化、规模化、产业化生产的育种目标。

３．２　提升器械应用水平，促进产业转型升级
广西芝麻产业高质量发展需要推进实现机械化

生产，减少对劳动力的依赖，降低生产成本，增加种

植效益。首先，大力发展种植优势地区，扶持建设一

批规模化、标准化、专业化芝麻生产基地［９］，引进和

研发高契合度的机械设备，完成配套生产体系，构建

机械化种植模式。其次，从品种育苗、保苗、移栽、水

肥、收获、采后处理等环节进行技术研究，突破各个

阶段的关键技术壁垒，在规模化生产中推广应用，建

立生产技术标准，辐射周边地区同步发展。最后，加

快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积极鼓励农民参与生产

技能培训，将新的生产要素投入到芝麻生产中，推动

芝麻产业集聚发展，促进产业升级。

３．３　提高加工技术投入，注重产业协同发展
随着消费结构升级，对高质量产品的需求逐渐

增加，消费者越来越注重健康、绿色、高端的产品。

为适应市场需求，提升产品附加值，需要企业不断加

强芝麻产业深加工技术研发，加大芝麻深层次产品

的开发，特别是开发具有医疗、美容、保健等作用的

特色产品。龙头企业在芝麻产业发展中发挥着不可

或缺的作用，引导芝麻龙头企业与合作社和农户建

立稳定的合作关系，开展多元化的合作，加快形成完

整的产业链及规模优势，形成多方参与的推进机制，

促进产业协同发展。

３．４　重视地方品牌培育，拓宽产业市场渠道
品牌是一个产业存在与发展的关键，品牌代表

着企业的竞争力［１０］。应注重芝麻品牌培育，结合地

区特点积极鼓励合作社或龙头企业进行品牌认证，

依托地方特色塑造具有地方特色的品牌和产品，提

升产业影响力和市场竞争优势。采取政府扶持、企

业引领、农民协作等方式，强化广西芝麻产业发展动

能。如全国驰名商标品牌南方黑芝麻集团，正在大

力发展健康食品产业和电商业务，通过展销会、联合

评选会、短视频销售、主播直播带货等多种形式开展

营销活动，积极打造交易平台，进行生产、加工及销

售一站式服务，形成完整的产业链。

４　结　语
广西栽培芝麻历史悠久，对于栽培芝麻有一定

的优势，芝麻有条件成为广西增加种植面积的特色

作物，在目前农业专业化、规模化、产业化的发展形

势下，抓住芝麻产业发展的机遇期，攻关解决芝麻生

产的关键技术，推动生产方式转型，预计未来一段时

期广西芝麻种植面积仍存在较大的增长潜力，广西

芝麻产业将会得到长足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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