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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油料油脂进口依赖性风险分析

及进口多元化策略

王柄淇，王永强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陕西 杨凌 ７１２１００）

摘要：在中美贸易摩擦不断以及俄乌冲突激化的背景下，保障油料油脂进口稳定对中国食用油供给

安全有着重要意义。运用进口依赖性风险指标、进口安全度评价模型以及出口产出弹性对中国油

料油脂进口进行综合评价，从而对中国油料油脂的进口进行全面分析，为进口多元化寻找可行路

径。结果表明：中国油料油脂存在进口依赖风险，棕榈油、大豆、葵花籽油进口安全度最低，风险主

要来自印度尼西亚、巴西、乌克兰等国；结合出口产出弹性，提出中国油料油脂进口多元化的可行策

略为增加乌克兰、加拿大、巴拉圭的大豆，乌克兰、澳大利亚的油菜籽，印度、阿根廷的花生，俄罗斯

的大豆油，哥伦比亚、洪都拉斯、泰国的棕榈油，土耳其的葵花籽油等油料油脂的进口。通过实施油

料油脂进口多元化策略，提高国内产量、构建双循环格局及积极引导居民油脂消费结构转型等策略

提高中国油料油脂的进口安全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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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和乌克兰分别是世界上最主要的大豆、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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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籽生产国，也是中国主要的大豆、葵花籽油进口来

源国。２０１６—２０２０年，中国从美国进口大豆占中国
大豆总进口量的２７％，从乌克兰进口葵花籽油占中
国葵花籽油总进口量的６７％，大量的进口在满足国
内需求的同时也加剧了中国对两国油料油脂的进口

依赖性［１］。油料作物对外依存度高、进口来源集中

不仅会使出口国处于垄断地位，给中国带来进口价

格上升的不利影响［２－３］，同时还会使中国面临着供

应链脆弱、断供的危险局面。另外，因中美贸易摩擦

不断以及俄乌冲突激化，中国油料油脂的进口结构

受到了强烈的冲击，严重危害中国油料油脂的产业

安全［４］，如何防范并化解进口过度集中带来的进口

依赖风险问题，对于保障中国食用油的供给安全有

着重要意义。

考虑到其他粮食作物的供给安全，中国短时间

内无法大幅提高油料作物的产量，因此调整油料油

脂进口结构，推进油料油脂进口来源多元化是今后

较长时间内中国解决油料油脂进口安全问题的普遍

共识［１，５－７］。虽然关于中国油料油脂进口依赖风险

的研究一直都有，但由于对外依赖指数是一个相对

值，且现有研究只对大豆和油菜籽的进口依赖风险

进行了单独测算［１，３，８］，未能从全部油料油脂的视角

进行分析，这对于分析油料油脂的进口多元化研究

不利。基于此，本文尝试从进口来源、进口种类两个

方面通过构建进口依赖性风险指标对中国油料油脂

的进口依赖性风险进行计算，同时运用因子分析对

不同油料油脂的进口安全度进行分析，最后对各国

油料油脂的可依赖性水平进行计算，结合三种方法

并基于全球视角对中国油料油脂进口多元化策略进

行了全局分析，找出具体可行的实施方案，为中国油

料油脂进口应对外部冲击与挑战提供合理的政策

建议。

１　研究方法
１．１　进口依赖性风险指标构建

国际贸易是供需双方根据自身情况所进行的各

取所需的贸易过程，中国依赖对方产品的同时对方

也会对中国的市场产生依赖，因此在进行评价时要

充分考虑双方的依赖水平。借鉴刘林奇［２］、傅龙

波［９］等的研究成果，构建２０１６—２０２０年中国各油料
油脂进口依赖性风险指标中国油料油脂对外依赖指

数，见式（１）～式（３）。若依赖指数大于１，则表明
中国对该国的依赖度大于对方国家对中国市场的依

赖度，中国在该油料油脂领域话语权不强，进口存在

风险；若依赖指数小于１，则表明对方国家对中国
市场的依赖度高于中国对其的依赖度，中国在该

油料油脂国际贸易中处于优势地位，不存在依赖

性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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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ａ为中国某油料油脂进口量；ｂ为中国某
油料油脂产量；ｃ为中国从某国进口某油料油脂量；
ｄ为某国某油料油脂出口量；ｅ为世界某油料油脂出
口量；ｆ为某国某油料油脂产量；ｇ为某国向中国出
口某油料油脂量；ｈ为世界某油料油脂进口量；Ｍｉ为
中国油料油脂的对外依赖性水平指标；Ｎｉ为某国对
中国油料油脂市场的依赖性水平指标；Ｒｉ为中国油
料油脂对外依赖指数。

１．２　进口安全度评价指标构建
考虑到进口依赖性风险指标是对某种油料油脂

的对外依赖风险进行测度，但其只是针对一种产品

的相对指数，因此不同油料油脂之间无法进行直接

对比［８］。本文参考贾兴梅［１０］、祝孔超［１１］等的安全

评价指标体系对中国的油料油脂进口安全度进行综

合测算，以对不同油料油脂之间的进口风险进行

对比。

本文从国际竞争力、对外依存度两个层面选取

国际市场占有率、国际竞争力、自给率、进口对外依

存度、出口对外依存度等５个指标构建中国油料油
脂进口安全度评价指标体系［１０，１２］。以大豆为例，各

指标计算公式为：国际市场占有率 ＝中国大豆出口
额／世界大豆出口额；国际竞争力 ＝（中国大豆出口
量－中国大豆进口量）／（中国大豆出口量 ＋中国大
豆进口量）；自给率 ＝中国大豆产量／中国大豆消耗
量；进口对外依存度＝中国大豆进口量／中国大豆消
耗量；出口对外依存度＝中国大豆出口量／中国大豆
消耗量（由于中国不生产棕榈油，使得进口、出口对

外依存度分母为零无法计算，故本文将进口、出口对

外依存度中的油料油脂产量改为油料油脂消耗

量）。通过 ＳＰＳＳ２０．０对 ５个指标进行 ＫＭＯ和
Ｂａｒｔｌｅｔｔ检验，结果显示２０１６—２０２０年的 ＫＭＯ值分
别为０．６８６、０．６４１、０．６６６、０．６７４、０．６５４，ｐ值分别为
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３２、０．００６，说明指标之间存
在相关性，在此基础上采用因子分析法进行进口安

全度测算。进口安全度小于０表明不安全，大于０
表明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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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　可依赖性指标构建
通过进口依赖性风险指标与进口安全度指数可

以找出适合中国实施进口多元化策略的国家，但该

国家的油料油脂是否具备良好的进口可依赖性尚未

可知。因此，本文借鉴龚谨等［１３］的出口产出弹性

（Ｅｘ）对各国的油料油脂进口可依赖性进行分析，具
体公式见式（４）。若 Ｅｘ大于１，则表示该国该油料
油脂产量增加的部分中有更大一部分用于了出口，

因此其可依赖性水平较高；若Ｅｘ小于１，则表明其油
料油脂产量增加的部分更多地被留在了国内，故其

可依赖性水平较低。

Ｅｘ＝
Ｘｉ／Ｘ
Ｐｉ／Ｐ

（４）

式中：Ｘｉ表示某国某油料油脂第 ｉ年的出口额；
Ｘ表示某国某油料基期出口额；Ｐｉ表示某国某油料
油脂第ｉ年的产量；Ｐ表示某国某油料基期的产量。
２　油料油脂多元化途径分析

本文主要针对全球食用油市场中占比较高的大

豆油、菜籽油、棕榈油、花生油、葵花籽油、棉籽油等

６种食用油脂，分别从全球主要生产国、全球主要出
口国、中国主要进口国三个视角对中国油料油脂的

进口多元化展开分析。

２．１　中国油料油脂进口格局分析
表１为２０１６、２０２０年中国油料油脂进口格局。

由表１可看出，从整体来看，２０２０年中国油料油脂
供给量相较于２０１６年显著提升，但产量上升并未带
来进口减少，对外依存度同样有所增加。国内产量、

国外进口量同时上升，一方面显示出我国对油料油

脂需求的不断上升，另一方面凸显了中国国内、国际

双循环的发展战略，国内国际同时发力来保障我国

食用油的供给安全。从个体来看，大豆油是我国最

主要的食用油脂，但我国大豆的产量却远远无法满

足国内需求，大量依赖进口。在中央一号文件反复

提及大豆、油料安全后，２０２０年大豆的产量相较于
２０１６年有了长足的进步，由１３６０万ｔ提升至了１９６０
万ｔ，增长幅度达到４４．１２％，但仍无法缓解供不应
求的局面，２０２０年进口对外依存度高达０．９０，对外
依赖风险严重。

与此同时，近几年中国主要消费的植物油大豆

油、菜籽油的市场份额（消耗量占比）也在不断降

低，大豆油的市场份额从 ２０１６年的 ４６．７８％降至
２０２０年的４４．７１％，菜籽油的市场份额从 ２４．６１％
降至２０．５７％。棕榈油、花生油及葵花籽油的消耗
量增大，市场份额有所提高，食用油的消费出现了多

元化的趋势，这一现象有利于减少我国对大豆的过

度依赖，但多元化的油脂消费并未使我国的食用油

供给变得更加安全，对外依存度反而越来越高，我国

的油料油脂进口供给仍存在严重的对外依赖风险。

表１　２０１６、２０２０年中国油料油脂进口格局

油料

油脂

２０１６年

产量／
万ｔ

消耗量／
万ｔ

进口量／
万ｔ

缺口／
万ｔ

对外

依存度
自给率

２０２０年

产量／
万ｔ

消耗量／
万ｔ

进口量／
万ｔ

缺口／
万ｔ

对外

依存度
自给率

大豆 １３６０ １０３５０ ７４０９ ８９９０ ０．７２ ０．１３ １９６０ １１１６０ １００３３ ９２００ ０．９０ ０．１８
油菜籽 １３１３ １７３０ ３２４ ４１７ ０．１９ ０．７６ １４０５ １６５０ ３１１ ２４５ ０．１９ ０．８５
花生 １６３６ １６０１ ２２ －３５ ０．０１ １．０２ １７９９ １８９１ １０９ ９１ ０．０６ ０．９５
葵花籽 ３２０ ２８７ ３ －３３ ０．０１ １．１１ ２５７ ２２７ １８ －２９ ０．０８ １．１３
棉籽 ８８０ ９０６ ９ ２６ ０．０１ ０．９７ １１３６ １１４４ １ ７ ０．００ ０．９９
总计 ５５０９ １４８７５ ７７３３ ９３６７ ０．５２ ０．３７ ６５５８ １６０７２ １０３４４ ９５１４ ０．６４ ０．４１
大豆油 １５７７ １６３５ ５８ ５８ ０．０４ ０．９６ １６６７ １７８０ ９６ １１４ ０．０５ ０．９４
菜籽油 ６５５ ８６０ ６３ ２０５ ０．０７ ０．７６ ６２４ ８１９ １９３ １９５ ０．２４ ０．７６
棕榈油 ０ ４７５ ３３４ ４７５ ０．７０ ０．００ ０ ６８０ ６４６ ６８０ ０．９５ ０．００
花生油 ２７０ ２８１ １０ １０ ０．０４ ０．９６ ３２３ ３５７ ２７ ３３ ０．０８ ０．９１
葵花籽油 ６１ １３３ ８３ ７２ ０．６２ ０．４６ ４３ ２０７ １９５ １６４ ０．９５ ０．２１
棉籽油 １１１ １１１ ０ ０ ０．００ １．００ １３９ １３８ ０ ０ ０．００ １．００
总计 ２６７５ ３４９５ ５４８ ８２０ ０．１６ ０．７７ ２７９６ ３９８２ １１５８ １１８６ ０．２９ ０．７０

　注：数据来源于美国农业部和ＵＮＣｏｍｔｒａｄｅ；如遇数据缺失，则采用可用年份数据的平均值进行计算。下同

２．２　大豆、大豆油进口多元化
表 ２为我国油料油脂的进口安全度，表 ３为

２０１６—２０２０年世界各国（地区）大豆和大豆油剩余空
间、中国进口依赖指数及出口产出弹性。

从进口来看，我国的大豆进口处于严重危机状

态，并且在大豆大规模进口的背景下，大豆油的进口

安全度也仅为０２９，表明我国大豆的整体产业安全水
平不容乐观（见表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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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２０１６—２０２０年我国油料油脂的进口安全度

油料油脂 进口安全度

大豆 －１．６０
油菜籽 －０．３５
花生 ０．９０
葵花籽 ２．３８
棉籽 ０．０６
大豆油 ０．２９
菜籽油 －０．２８
棕榈油 －１．８３
花生油 ０．３７
葵花籽油 －０．９０
棉籽油 ０．９６

　　从产量来看，全球（除中国）主要的大豆生产国
为巴西、美国、阿根廷和印度，四国的大豆产量占世

界总产量的８５．２９％，主要的大豆油生产国（地区）
为美国、巴西、阿根廷和欧盟，其大豆油总产量占世

界总产量的８７．７４％。而具备大量出口能力的仅有
巴西、美国、阿根廷，其中巴西和美国主要出口大豆，

阿根廷则主要出口大豆油（见表３）。

从依赖指数来看，中国对巴西、美国大豆的进口

依赖指数分别达到了５．２５和４．１８，对阿根廷大豆
油的进口依赖指数达到了２．９１，都已存在进口依赖
风险（见表３）。

为了降低对美国、巴西的大豆依赖风险，提高中

国大豆进口安全度，结合各国剩余空间与中国进口

依赖指数发现，现阶段可供中国选择的大豆进口多

元化国家有阿根廷、巴拉圭、加拿大以及乌克兰，大

豆油的进口多元化选择有美国、巴西等。但由于美

国是中国最大的大豆进口来源国，且中国对美国的

大豆进口已存在依赖性风险，因此为降低油料油脂

的进口集中度，故大豆油可选择的进口多元化渠道

为俄罗斯、巴拉圭以及玻利维亚。通过实施大豆、大

豆油的进口来源多样化策略，有利于降低中国大豆

的进口集中度，分散进口风险。但由于产量、国内消

耗等条件的制约，除巴西、美国、阿根廷外的各国出

口剩余空间有限，无法全面替代中国对美国的大豆

进口，因此还需寻找替代油料进行辅助解决。

表３　２０１６—２０２０年世界各国（地区）大豆和大豆油剩余空间、中国进口依赖指数及出口产出弹性

国家
产量／
万ｔ

库存／
万ｔ

国内消耗／
万ｔ

可出

口量／万ｔ
出口量／
万ｔ

中国

进口量／万ｔ
剩余

空间１／万ｔ
剩余

空间２／万ｔ
依赖

指数
Ｅｘ

大豆

　巴西 １２５３６ ２８６５ ４７０８ １０６９３ ７２０１ ５４５８ ３４９２ １７４３ ５．２５ １．３４
　美国 １１３７９ １２９０ ５９５７ ６７１２ ５５３２ ２４４８ １１７９ ３０８４ ４．１８ ０．９９
　阿根廷 ４８６２ ２６６９ ４６８４ ２８４６ ７２６ ６２７ ２１２０ ９９ ０．２１ ０．９３
　印度 １０００ ４９ １０１４ ３６ １７ ０ １９ １７ ０．００ １．３３
　巴拉圭 ９８５ ４８ ３８６ ６４８ ５８１ ０ ６６ ５８１ ０．００ １．１７
　加拿大 ６８５ ５４ ２８０ ４５８ ４６１ １５３ －２ ３０８ ０．１２ １．０１
　乌克兰 ４１２ １３ １６７ ２５８ ２６５ ２ －７ ２６３ ０．０１ １．０１
　俄罗斯 ３８９ １５ ５１０ －１０５ ８０ ６１ －１８５ １９ ０．００ １．６
　玻利维亚 ２８９ ７０ ２９１ ６７ ３ ０ ６４ ３ ０．００ ０．１３
　欧盟 ２６３ １３０ １６５６ －１２６３ ２４ － －１２８７ ２４ －
　乌拉圭 ２２１ ２ ８ ２１５ ２４０ １８０ －２５ ６０ ０．０１ ２．０１
大豆油

　美国 １０８９ ８２ ９９６ １７５ １０７ ４ ６８ １０３ ０．９３ ０．９８
　巴西 ８４８ ３５ ７２８ １５６ １２４ ２５ ３２ ９８ ０．５０ ０．４４
　阿根廷 ７８６ ３４ ２５８ ５６２ ５０１ １４ ６１ ４８７ ２．９１ ０．９１
　欧盟 ２８５ ３２ ２１９ ９８ １００ ０－ －２ １００ －
　印度 １５９ ２８ ４９３ －３０５ １ ０ －３０６ １ ０．００ ５．７１
　俄罗斯 ８２ ３ ２８ ５７ ５５ １７ ２ ３９ ０．０３ １．１７
　巴拉圭 ７０ ５ ５ ７０ ６７ ０ ２ ６７ ０．００ ０．９８
　玻利维亚 ４８ ７ １０ ４６ ３９ ０ ７ ３９ ０．００ ０．７３
　加拿大 ３４ １ ２２ １４ １５ ０ －２ １５ ０．００ ０．９４
　乌克兰 ２６ ２ ０ ２７ ２４ ８ ３ １６ ０．０１ ０．９１
　乌拉圭 １ ０ ２ －１ ０ ０ －１ ０ ０．００

　注：表中所用数据为２０１６—２０２０年均值，数据来源于美国农业部；可出口量＝产量＋库存量－国内消耗量；剩余空间１＝可
出口量－出口量；剩余空间２＝出口量－中国进口量。表中数据为修约后的值，欧盟为欧盟各国合并统计数据，因此没进行Ｅｘ
测算。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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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油菜籽、菜籽油进口多元化
表４为２０１６—２０２０年世界各国（地区）油菜籽和

菜籽油剩余空间、中国进口依赖指数及出口产出弹性。

从进口安全度来看，中国油菜籽、菜籽油的进口

安全度皆小于０（见表２），表明无论是菜籽油还是
其原料油菜籽，中国皆需要大量从国外进口，产业安

全度很低，亟须进行改变。

从产量来看，世界上主要的油菜籽、菜籽油生产

国（地区）有加拿大、欧盟以及印度，其中加拿大是

世界上最主要的油菜籽出口国，也是我国油菜籽最

主要的进口来源国。我国对加拿大的油菜籽、菜籽

油均已产生进口依赖风险（见表４）。
从各国的剩余空间来看，澳大利亚、乌克兰有着

较好的油菜籽进口拓展空间，并且不存在进口依赖

风险，因此可以作为中国油菜籽进口的拓展来源，以

此减少我国对加拿大油菜籽的进口依赖。菜籽油的

出口中加拿大在世界占据显著优势，中国菜籽油进

口拓展空间有限。

表４　２０１６—２０２０年世界各国（地区）油菜籽和菜籽油剩余空间、中国进口依赖指数及出口产出弹性

国家
产量／
万ｔ

库存／
万ｔ

国内

消耗／万ｔ
可出

口量／万ｔ
出口量／
万ｔ

中国

进口量／万ｔ
剩余

空间１／万ｔ
剩余

空间２／万ｔ
依赖

指数
Ｅｘ

油菜籽

　加拿大 ２０２４ ２７９ １００９ １２９４ １０５２ ３３５ ２４２ ７１７ ２．６７ ０．９５
　欧盟 １７７６ １２５ ２２５１ －３５０ ３１ ０ －３８１ ３１ ０．００
　印度 ７４２ ４０ ７４４ ３８ ０ ０ ３８ ０ ０．００ ０．２７
　澳大利亚 ３４７ ７７ ９９ ３２５ ２１４ １４ １１１ ２００ ０．０９ １．３７
　乌克兰 ２５１ ２ ２９ ２２３ ２２２ ０ １ ２２２ ０．００ １．１３
　俄罗斯 １８２ ７ １４６ ４３ ３７ １６ ６ ２１ ０．０２ ３．７４
　美国 １５１ １４ １９３ －２７ １８ ０ －４５ １８ ０．００ １．１１
菜籽油

　欧盟 ９１７ ２８ ９１３ ３２ ４１ － －９ ４１ －
　加拿大 ４２３ ４８ ９９ ３７２ ３１８ ８６ ５４ ２３２ １．７９ １．０３
　印度 ２５３ ２７ ２６８ １３ ０ ０ １２ ０ ０．００ １．４５
　日本 １０２ ３ １０４ １ ０ ０ １ ０ ０．００ １．４４
　俄罗斯 ５４ ３ １２ ４５ ４７ １０ －２ ３７ ０．０３ １．３８
　阿联酋 ３７ ３ １ ３８ １７ １２ ２２ ５ ０．０１ ４．７５
　白俄罗斯 ２６ ７ ６ ２７ １８ １ ９ １７ ０．０１ １．８０
　比利时 ０ ０ ０ ０ ３６ １ －３６ ３５ ０．００
　捷克 ０ ０ ０ ０ ３３ ０ －３３ ３３ ０．００
　法国 ０ ０ ０ ０ ２７ ２ －２７ ２５ ０．００
　德国 ０ ０ ０ ０ １０３ １ －１０３ １０２ ０．００
　荷兰 ０ ０ ０ ０ ２７ ０ －２７ ２７ ０．００

２．４　棕榈油进口多元化
表５为２０１６—２０２０年世界各国（地区）棕榈油

剩余空间、中国进口依赖指数及出口产出弹性。

由于我国并不种植棕榈树使得国内消耗全部依

赖进口，棕榈油是我国进口安全度最低的油脂（见

表２）。由表５可看出，世界上主要生产棕榈油的国

家有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这两国也是中国棕榈

油的主要进口来源国；相较于其产量，我国从这两国

进口棕榈油数量不多，因此从这两国进口棕榈油仍

存在拓展空间，但由于目前我国对这两国棕榈油的

进口依赖风险已经很高，故可选择适当增加从泰国、

哥伦比亚、危地马拉以及洪都拉斯进口棕榈油。

表５　２０１６—２０２０年世界各国（地区）棕榈油剩余空间、中国进口依赖指数及出口产出弹性

国家
产量／
万ｔ

库存／
万ｔ

国内

消耗／万ｔ
可出

口量／万ｔ
出口量／
万ｔ

中国

进口量／万ｔ
剩余

空间１／万ｔ
剩余

空间２／万ｔ
依赖

指数
Ｅｘ

印度尼西亚 ４０６０ ３１２ １２８０ ３０９２ ２６４４ ３５４ ４４８ ２２９０ ２７．５４ １．０４
马来西亚 １９２９ ２０６ ３２７ １８０８ １４３４ ２００ ３７４ １２３４ １１．２１ １．０２
泰国 ２７９ ２９ ２４０ ６８ ２３ ０ ４４ ２３ ０．０１ ６．３３
哥伦比亚 １５０ ３４ １０４ ８０ ５８ ０ ２２ ５８ ０．００ １．２２
尼日利亚 １１１ ７ １４７ －２９ ０ ０ －２９ ０ ０．００ １２．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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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５

国家
产量／
万ｔ

库存／
万ｔ

国内

消耗／万ｔ
可出

口量／万ｔ
出口量／
万ｔ

中国

进口量／万ｔ
剩余

空间１／万ｔ
剩余

空间２／万ｔ
依赖

指数
Ｅｘ

危地马拉 ８４ ３ ６ ８１ ７５ ０ ６ ７５ ０．００ ０．９６

巴布亚新

几内亚
６３ １４ １ ７６ ０ ０ ７６ ０ ０．００

洪都拉斯 ５６ １２ ２０ ４８ ３８ ０ １０ ３８ ０．００ １．１５
德国 ０ ０ ０ ０ ３７ ０ －３７ ３７ ０．００
荷兰 ０ ０ ０ ０ １２６ ０ －１２６ １２６ ０．００
欧盟 ０ ６８ ６５４ －５８６ ２１ － －６０７ ２１ －

２．５　花生、花生油进口多元化
表６为２０１６—２０２０年世界各国（地区）花生和花

生油剩余空间、中国进口依赖指数及出口产出弹性。

从进口安全度来看，中国花生、花生油的进口安

全度均大于０（见表２），自给率也很高（见表１），不
存在进口依赖风险，可以适当增加进口以替代大豆、

棕榈油等油料油脂，降低对大豆的过度依赖。从表

６可看出，阿根廷、印度等在花生出口方面拥有较高
的剩余空间，中国对其也不存在进口依赖风险，因此

可以作为花生进口多元化的来源国。花生油的主要

生产国也都为主要消费国，因此在出口方面不具备

太大的潜力，进口拓展空间有限。

表６　２０１６—２０２０年世界各国（地区）花生和花生油剩余空间、中国进口依赖指数及出口产出弹性

国家
产量／
万ｔ

库存／
万ｔ

国内

消耗／万ｔ
可出

口量／万ｔ
出口量／
万ｔ

中国

进口量／万ｔ
剩余

空间１／万ｔ
剩余

空间２／万ｔ
依赖

指数
Ｅｘ

花生

　印度 ６２５ ５７ ５３４ １４７ ６０ ２ ８７ ５８ ０．０７ １．０７
　尼日利亚 ４５３ ４７ ４５１ ５０ ０ ０ ５０ ０ ０．００
　美国 ２７１ ９５ ２１３ １５２ ４８ １４ １０５ ３３ ０．０４ ０．７６
　苏丹 ２３２ ４１ １９３ ７９ ５ １７ ７４ －１２ ０．００ ３．４０
　缅甸 １５２ ４ １３９ １７ ０ ０ １７ ０ ０．００
　塞内加尔 １４２ ３０ １０２ ７０ １８ １７ ５２ １ ０．０１ １．７９
　阿根廷 １２３ ３７ ３９ １２１ ３３ １ ８８ ３２ ０．０１ １．１９
　巴西 ５４ ７ ２６ ３４ １８ ０ １６ １８ ０．００ １．６４
　欧盟 ０ ４ ７７ －７３ ６ ０ －７９ ６ ０．００
　荷兰 ０ ０ ０ ０ １４ ０ －１４ １４ ０．００
花生油

　印度 １２０ ２９ １１３ ３６ ５ ３ ３１ １ ０．０８ ４．４３
　尼日利亚 ２７ ０ ２６ ０ ０ ０ ０ ０ ０．００
　苏丹 ２５ ２ ２３ ５ ９ ２ －４ ７ ０．０５ ０．０４
　缅甸 ２４ １ ２４ １ ０ ０ １ ０ ０．００
　美国 １２ １ １３ ０ １ ０ －１ １ ０．００ １．５３
　阿根廷 ８ ２ ０ １０ ７ ６ ３ ２ ０．０２ １．０１
　巴西 ７ １ ０ ７ ５ ３ １ ２ ０．０１ １．０７
　塞内加尔 ４ ２ １ ５ ３ １ ２ ２ ０．００ ２．９９
　尼加拉瓜 ２ ０ ０ ２ ２ ０ ０ １ ０．００ １．３０
　欧盟 １ ０ ７ －６ １ ０ －７ １ ０．００

２．６　葵花籽、葵花籽油进口多元化
从进口安全度来看，葵花籽和葵花籽油的进口

安全度差异巨大，葵花籽是中国最主要进口的５类
油料中进口安全度最高的油料（见表２），２０１６、２０２０
年国内产量均大于消费量，２０１６、２０２０年我国葵花
籽油消耗量远大于产量（见表１），进口安全度小于

０，仅高于棕榈油（见表２）。
表７为２０１６—２０２０年世界各国（地区）葵花籽

和葵花籽油剩余空间、中国进口依赖指数及出口产

出弹性。

由表７可看出，乌克兰和俄罗斯是世界上最主
要的葵花籽生产国，因为两国都对葵花籽的出口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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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严格的限制，出口的基本上都为压榨葵花籽油。

中国对两国的葵花籽油均已构成进口依赖风险，因

此不便再扩大进口。从多元化策略来看，摩尔多瓦

的葵花籽和土耳其的葵花籽油可作为分散中国对俄

罗斯、乌克兰进口的选择。

表７　２０１６—２０２０年世界各国（地区）葵花籽和葵花籽油剩余空间、中国进口依赖指数及出口产出弹性

国家
产量／
万ｔ

库存／
万ｔ

国内

消耗／万ｔ
可出

口量／万ｔ
出口量／
万ｔ

中国

进口量／万ｔ
剩余

空间１／万ｔ
剩余

空间２／万ｔ
依赖

指数
Ｅｘ

葵花籽

　乌克兰 １４９０ １９ １４８２ ２８ １２ ０ １６ １２ ０．００ ０．５７
　俄罗斯 １２５０ ２４ １２０７ ６７ ５３ ２ １３ ５２ ９．５０ ３．４７
　欧盟 ９３３ ５１ ９５０ ３４ ５９ － －２６ ５９ －
　阿根廷 ３５２ ９８ ３４０ １０９ １６ ０ ９４ １６ ０．００ ０．３９
　土耳其 １６０ １４ ２３９ －６６ １２ ０ －７８ １２ ０．００ ０．９４
　美国 １０７ １７ １１４ １１ ９ ０ ２ ９ ０．０９ ０．９６
　哈萨克斯坦 ８４ ２ ５５ ３１ ３２ １６ －１ １７ ０．５６ １．６７
　摩尔多瓦 ７７ １ ２４ ５４ ４９ ０ ５ ４９ ０．００ ０．９７
　保加利亚 ０ ０ ０ ０ ７６ ２ －７６ ７５ ０．００
　匈牙利 ０ ０ ０ ０ ４０ ０ －４０ ４０ ０．００
　罗马尼亚 ０ ０ ０ ０ １５８ ０ －１５８ １５８ ０．００
　斯洛伐克 ０ ０ ０ ０ ２０ ０ －２０ ２０ ０．００
葵花籽油

　乌克兰 ６３９ ２１ ５５ ６０５ ５８３ ７３ ２２ ５１０ ５６．９１ １．１３
　俄罗斯 ４８２ ２５ ２０２ ３０５ ２１５ ３０ ９１ １８５ １４．７５ １．５１
　欧盟 ３５８ ３４ ４６６ －７４ ７３ － －１４７ ７３ －
　阿根廷 １３３ ２９ ５９ １０３ ５８ ２ ４５ ５７ １．４９ ０．９４
　土耳其 ９７ ８ １０８ －３ ５９ ０ －６２ ５９ ０．８２ １．０１
　南非 ３２ ０ ０ ３２ ５ ０ ２６ ５ ０．００ ６．４３
　哈萨克斯坦 ２０ ７ ２４ ４ ７ ３ －３ ４ ０．０２ １．４３
　美国 ２０ ３ ２５ －３ ０ ０ －３ ０ ０．００
　摩尔多瓦 １０ ２ ２ ９ ０ ０ ９ ０ ０．００
　匈牙利 ０ ０ ０ ０ ５４ ０ －５４ ５４ ０．００
　荷兰 ０ ０ ０ ０ ６３ ０ －６３ ６３ ０．００

　注：土耳其由于存在进口葵花籽油的情况，因此会出现消费量大于产量的现象

２．７　棉籽和棉籽油进口多元化
表８为２０１６—２０２０年世界各国（地区）棉籽和棉

籽油剩余空间、中国进口依赖指数及出口产出弹性。

棉籽油在中国主要消费的６类油脂中市场份额
最低（见表１），不依赖进口也可满足国内需求，不存

在对外依赖风险（见表８）。全球范围内主要生产棉
籽的国家有印度、美国和巴西，但这些国家生产的棉

籽、棉籽油基本上都被用来满足国内市场需求，因此

出口量很少，无法对中国的大豆进口形成有效替代，

总的来看，多元化策略拓展空间有限。

表８　２０１６—２０２０年世界各国（地区）棉籽和棉籽油剩余空间、中国进口依赖指数及出口产出弹性

国家
产量／
万ｔ

库存／
万ｔ

国内

消耗／万ｔ
可出

口量／万ｔ
出口量／
万ｔ

中国

进口量／万ｔ
剩余

空间１／万ｔ
剩余

空间２／万ｔ
依赖

指数
Ｅｘ

棉籽

　印度 １１７３ ３４ １１７３ ３３ ０ ０ ３３ ０ － ９．９１
　美国 ５０４ ３９ ４７３ ７１ ３４ ０ ３７ ３３ － １．６１
　巴西 ３５５ １０ ３５１ １４ ４ ０ ９ ４ － ０．１８
　巴基斯坦 ２９６ １２ ２９５ １４ ０ ０ １４ ０ － ０．５５

　乌兹别克
　斯坦 １３９ ２ １３９ ３ ０ ０ ２ ０ －

　土耳其 １１３ １ １１４ １ ０ ０ １ ０ － ２．０２
　澳大利亚 ８８ １２ ７３ ２７ １４ １５ １３ －１ ０．１１ ０．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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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８

国家
产量／
万ｔ

库存／
万ｔ

国内

消耗／万ｔ
可出

口量／万ｔ
出口量／
万ｔ

中国

进口量／万ｔ
剩余

空间１／万ｔ
剩余

空间２／万ｔ
依赖

指数
Ｅｘ

　欧盟 ５２ ６ ４８ １０ ５ ０ ５ ５ －
　贝宁 ４１ １ ３３ １０ １１ ０ －１ １１ － １．３９
　希腊 ０ ０ ０ ０ １９ ０ －１９ １９ －
棉籽油

　印度 １３０ ３ １３１ ２ ０ ０ ２ ０ － ０．８８
　巴西 ５４ ３ ５３ ３ １ ０ ２ １ － １．０２
　巴基斯坦 ４２ ２ ４２ ２ ０ ０ ２ ０ －
　美国 ２２ ２ １８ ６ ０ ０ ６ ０ － １．１９
　乌兹别克
　斯坦 ２１ ０ ２２ ０ ２ ０ －２ ２ －

　贝宁 ４ ０ ２ ２ １ ０ １ １ － １．３４
　欧盟 ４ ０ ４ ０ ０ ０ ０ ０ －

　注：中国棉籽、棉籽油的进口量很小，数据不足，无法计算依赖指数

３　可依赖性分析
从中国各油料油脂的主要进口国来看，大豆的

主要进口国美国的可依赖性较低，出口产出弹性小

于１（见表３），证明其产量增长的部分更多地被留
在了国内，而巴西出口产量弹性为１．３４，相比之下
可依赖性更高。油菜籽的主要进口国加拿大的可依

赖性同样较低（见表４）。棕榈油、葵花籽油的主要
进口国的相对可依赖性较高，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

的棕榈油以及乌克兰、俄罗斯的葵花籽油出口产出

弹性均大于１（见表５、表７），表明其油脂产量提高
的部分大部分被用于出口，进口可依赖性较高。

从中国各油料油脂的非主要进口国来看，阿根

廷的大豆、葵花籽，玻利维亚的大豆油等虽具有较高

的进口可拓空间，但其出口产出弹性均小于１（见表
３、表７），表明其可依赖性水平不高。尼日利亚的棕
榈油等虽然出口产出弹性较高（见表５），但其出口
量太低，无法满足中国巨大的需求，因此对中国油料

油脂的多元化策略同样起不到帮助作用。在剩余的

具备良好的出口潜力的国家中，乌克兰、加拿大、巴

拉圭的大豆，乌克兰、澳大利亚的油菜籽，印度、阿根

廷的花生，俄罗斯的大豆油，哥伦比亚、洪都拉斯、泰

国的棕榈油，土耳其的葵花籽油等既具备良好的出

口剩余空间，又具备良好的出口可依赖性，对中国分

散油料油脂进口风险有着积极的作用，是中国今后

进行油料油脂进口多元化策略的有利选择。

４　政策建议
从进口安全度来看，中国的葵花籽、棉籽油以及

花生的进口安全度最高，棕榈油、大豆、葵花籽油的

进口安全度最低。并且大豆、油菜籽作为中国最主

要的消费油料，已经对外产生进口依赖风险，进口风

险主要来自于巴西、加拿大等国。从各国各油料油

脂剩余空间来看，短时间内找不到大量的油脂或油

料对中国进口美国的大豆进行替代，加之部分可拓

展油料油脂的来源仍为美国、巴西等国，因此只依靠

进口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中国食用油的供给安全问

题。据此，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实施油料油脂进口多元化策略，降低进口

市场集中度。具体实施方向为通过增加乌克兰、加

拿大、巴拉圭的大豆，乌克兰、澳大利亚的油菜籽，印

度、阿根廷的花生，俄罗斯的大豆油，哥伦比亚、洪都

拉斯、泰国的棕榈油，土耳其的葵花籽油等油料油脂

的进口，实现油料油脂进口来源、种类多元化，提升

中国油料油脂进口安全性。

第二，提高国内产量、构建双循环发展格局。在

国内优先对大豆、油菜籽等进口安全度较低的油料

作物进行种植补贴，调动大豆、油菜籽种植者的生产

积极性，扩大国内种植面积。鼓励中国企业“走出

去”，前往海外购买、租赁土地种植油料作物，将中

国的资金、人力资源优势与国外的土地资源优势进

行优势互补。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

源，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从而保障国

内油料油脂的供给安全。

第三，引导居民油脂消费结构转型。大豆油和菜

籽油是我国最主要的食用植物油，但过度单一的饮食

结构不利于均衡饮食营养，也不利于进口结构优化配

置。通过政策支持、媒体宣传等渠道引导居民丰富食

用油的种类，实现食用植物油的消费多元化、营养多

元化，为油料油脂的进口多元化提供内部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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