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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生物柴油产业发展现状及其对我国植物油

安全的影响

王辽卫，孙　恒，丁艳明，张立伟

（国家粮油信息中心，北京 １００８３４）

摘要：近年来，全球生物柴油产业快速发展，用于生产生物柴油的植物油消费量持续增加，对我国植

物油供给稳定造成影响。对全球生物柴油整体发展情况、生物柴油产业发展影响因素、主要生产国

生物柴油政策、生物柴油产业发展前景等进行研究，分析了全球生物柴油产业发展对我国植物油安

全的影响，并提出相关建议。生物柴油产业发展改变了全球植物油消费结构、贸易流向，对我国油

脂油料进口构成威胁，影响我国植物油供给安全。建议发展中国特色的生物柴油产业，提高我国油

脂油料自给率，推动植物油多元化进口，确保我国植物油供给安全，同时呼吁生物柴油生产国优先

保障食用消费，合理发展生物柴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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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物柴油是指植物油（如大豆油、菜籽油、花生
油、玉米油、棉籽油）、动物油（如鱼油、猪油、牛油、

羊油等）、餐饮废弃油脂、微生物油脂等与甲醇或乙

醇反应而生成的脂肪酸甲酯或乙酯［１］。为应对全

球能源危机、消化过剩油脂油料以及保护环境，近年

来，全球生物柴油产业快速发展，导致植物油工业消

费量逐年增加，极大地改变了全球植物油消费、贸易

格局。据统计，２０２２年全球近两成植物油用于生物
柴油生产，美国、印度尼西亚等国油脂油料消费量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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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导致全球可供出口的大豆油、棕榈油数量下降，

植物油价格波动加剧。

我国植物油对外依存度高、进口量大，全球植物

油贸易格局改变对我国植物油进口稳定造成影响，

甚至可能威胁我国植物油供给安全。由于生物柴油

是粮食与能源的交叉行业，以往涉及该方面的研究

较少，而对我国植物油安全影响的研究少之又少。

因此，本文梳理分析了全球生物柴油产业发展现状，

特别是对生物柴油主要生产国的政策及产能、产量

等进行了详细分析，并在此基础上重点研究了全球

生物柴油产业发展对我国植物油供给安全的影响。

１　全球生物柴油产业发展现状
１．１　全球生物柴油整体发展情况
１．１．１　全球生物柴油产量持续增加

为应对全球气候变暖、极端天气频发等的影响，

近年来各国纷纷出台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相关政策，

鼓励清洁能源的生产与消费，生物柴油产业得到快

速发展［２］。《油世界》数据显示，２０２２年全球生物柴
油产量达到５２１８万 ｔ，同比增长６．３％，比２０１５年
的２９６４万 ｔ增长７６．０％，成为增长最快的可再生
能源之一，其增速也远超植物油食用消费，生物柴油

对植物油的需求已经成为植物油消费的最大增长

点。欧盟、印度尼西亚、美国和巴西是世界上最主要

的生物柴油生产国（地区），２０２２年生物柴油产量分
别占全球总产量的 ２９．４％、１９．２％、１９．６％和
１０．５％。这些国家（地区）发展生物柴油产业的原
因，一方面是为了保护环境，实现减排目标，另一方

面是为本国过剩的植物油寻求新的消费出路。从消

费角度来看，各国生物柴油发展战略及保护政策限

制了国际贸易规模，主要以地产地销为主。生物柴

油消费地区主要集中在欧洲、北美、南美、东南亚等

地区。欧洲地区生物柴油消费量占全球总消费量的

三成以上；东南亚地区（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

占比两成多；南、北美地区各占两成左右。

１．１．２　植物油是生产生物柴油的主要原料
从原料角度来看，可分为分别以植物油、废弃油

脂和微生物油脂制成的生物柴油。目前以植物油制

成的生物柴油产量最大，占全球生物柴油总产量的

８０％。按原料分类，生物柴油可以分为棕榈油甲酯、
菜籽油甲酯、大豆油甲酯、废弃油脂甲酯和微生物油

脂甲酯或相应的乙酯。《油世界》数据显示：２０２２年
全球棕榈油甲酯产量１８７０万ｔ，占全球生物柴油总
产量的３５．８％，主要生产国（地区）为印度尼西亚、
马来西亚和欧盟；大豆油是第二大生物柴油原料，大

豆油甲酯产量１２２０万ｔ，占全球生物柴油总产量的

２３．４％，主要生产国是美国、巴西和阿根廷；排名第
三的是菜籽油甲酯，占全球生物柴油总产量的

１５％，主要生产地区是欧盟。经测算，２０２２年全球
生产生物柴油共消耗棕榈油 １８７８万 ｔ、大豆油
１２２０万ｔ（折合大豆约６４２１万 ｔ）、菜籽油７８３万 ｔ
（折合油菜籽约１８２１万ｔ），大量油脂油料被用于生
产生物柴油。

１．１．３　生物柴油生产主要集中在植物油生产大国
欧盟生物柴油产业发展最早，市场规模最大。

《油世界》数据显示，２０２２年欧盟生物柴油产量达到
１５３４万ｔ，比２０１５年增长２３．２％，占全球总产量的
２９．４％，欧盟还是全球最大的生物柴油进口地区，年
进口量在２００万ｔ以上。印度尼西亚生物柴油产量
增幅最大。２０１５年印度尼西亚生物柴油产量仅为
１２２万ｔ，且以出口为主，之后随着产业政策的调整，
国内消费需求大幅增加，推动产能快速扩张，２０２２
年印度尼西亚生物柴油产量达到１０００万ｔ，比２０１５
年增长７．２倍，占全球总产量的比例由４．１％增至
１９．２％。２０２０年以来，美国生物柴油生产进入加速
期。２０２２年美国生物柴油产量达到１０２３万 ｔ，比
２０１５年增长１１４．５％，这主要是因为拜登政府上台
以来，积极推动清洁能源政策，生物柴油产能迅速扩

张。据美国农业部统计，２０２２年美国可再生柴油产
能达到２９．４亿加仑（约９７４万ｔ），远高于２０２０年的
６亿加仑（约１９９万 ｔ），预计２０２５年可再生柴油产
能将达到４７亿加仑（约１５５７万 ｔ），产能扩张将带
动生产需求持续增加［３］。未来美国将成为推动全

球生物柴油持续增加的重要动力。巴西、阿根廷生

物柴油产量相对较小，２０２２年两国生物柴油产量分
别为５４７万ｔ和１９１万 ｔ，与２０１５年相比分别增长
５８．１％和５．５％。阿根廷生物柴油以出口为主，
２０１７年产量最高达到２８７万 ｔ，但之后欧盟、美国先
后对阿根廷生物柴油进行反倾销调查，加征高额关

税导致阿根廷生物柴油出口量锐减，抑制了其生物

柴油生产。巴西生物柴油政策推动缓慢，消费需求

保持稳定，卢拉政府的环保政策较为积极，未来继续

扩大生物柴油发展的可能性较大。

１．２　生物柴油产业发展影响因素
１．２．１　政策是促进生物柴油产业发展的最大因素

生物柴油主要以植物油为原料，生产成本高，价

格通常为普通柴油的１．５倍，单纯依靠市场化普及
难以形成规模需求，目前产销国主要是依靠政策支

持来推动生物柴油产业发展。一是规定生物柴油最

低使用量。美国国家环境保护局每年制定生物柴油

最低掺混比例，并要求炼油厂和柴油进口商完成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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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义务。印度尼西亚、巴西等国家通过确定生物柴

油最低掺混比例来强制消费，对未按照规定比例掺

混的企业进行处罚。二是对生物柴油行业补贴。政

府补贴是降低生物柴油成本，刺激生产的重要因素。

美国生物柴油掺混商可获得每加仑（约３．７９Ｌ）１美
元的税收抵免，可持续航空燃料（ＳＡＦ）生产商税收
抵免为每加仑１．２５～１．７５美元。印度尼西亚设立
专项基金，根据生物柴油与柴油价差进行适度补贴

等。政策补贴有效降低了企业生产成本，促进了生

物柴油行业产能扩张和产业快速发展。

１．２．２　市场规模及加工利润是促进生物柴油产业
发展的有益补充

一是柴油的消费需求。生物柴油主要是用于掺

混柴油，当掺混比例固定时，柴油的消费量直接决定

着生物柴油的需求量。２０２０—２０２２年新冠肺炎疫
情期间，全球经济增速放缓，加上各国实施疫情防

控，物流与运输行业受到严重冲击，各国柴油消费量

下降，抑制了生物柴油需求。二是生物柴油与柴油

价差影响利润。由于生物柴油价格长期高于柴油，

通常情况下，生物柴油的需求上限为政策规定的最

低掺混比例，但当全球能源价格高企，柴油价格高于

生物柴油价格时，市场对生物柴油的政策外需求将

明显增加。如２０１４年、２０１８—２０１９年期间，全球原
油价格大幅上涨，美国柴油价格超过生物柴油，拉动

了生物柴油需求增加。

１．２．３　原料来源的稳定性和成本变化是生物柴油
产业发展的制约因素

一是原料来源的稳定性。生物柴油的原料主要

包括动植物油脂、废弃油脂等，充足的原料供给是生

物柴油行业发展的前提，目前生物柴油主产国均为

油脂油料生产大国，如：美国、巴西、阿根廷为全球大

豆主产国，生物柴油生产原料以大豆油为主；欧盟国

家为油菜籽主产国，生物柴油原料以菜籽油为主；印

度尼西亚、马来西亚为棕榈油主产国，生物柴油原料

以棕榈油为主；中国为地沟油等废弃油脂生产大国，

生物柴油原料以废弃油脂为主。二是原料成本变

化。资料显示，原料成本占生物柴油总成本的九成

左右，当原料供给趋紧、价格上涨时，生物柴油生产

将受到明显抑制。如阿根廷受欧盟、美国生物柴油

进口制裁，近年来生物柴油产量下降，而２０２２年该
国大豆产量大幅减产后，大豆油价格上涨，进一步制

约了阿根廷生物柴油的生产。

１．３　主要生产国生物柴油政策
１．３．１　欧美生物柴油政策

欧盟制定了可再生能源指令政策，并多次修订，

旨在提高可再生能源在总能源中的比例，保障政策

目标强制实施。美国２００５年就通过了《国家能源政
策法案》，授权美国国家环境保护局制定实施《可再

生燃料标准》，明确了生物燃料最低掺混比例，并给

予加工企业退税补贴。欧盟国家还通过“碳”交易

改善生物柴油生产成本高的问题，有效刺激了产业

的发展。积极的环保政策是欧美国家生物柴油产业

发展的主要驱动。

１．３．２　东南亚生物柴油政策
东南亚的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是全球主要

的棕榈油生产国，其以棕榈油为原料，成为该地区

生物柴油生产大国。两国最初发展生物柴油主要

是以出口为主，但欧美国家以环保为由限制棕榈

油甲酯使用后，两国将生物柴油出口转向内销，并

强制要求炼油厂提高柴油中生物柴油的掺混比

例，特别是印度尼西亚已经全面实施 Ｂ３５政策（即
柴油中生物柴油掺混比例为３５％），带动国内消费
达到上千万吨。从现有政策执行情况看，印度尼

西亚通过生物柴油产业的发展消化了过剩的棕榈

油，提高了棕榈油价格，在增加种植园收入、提供

更多就业机会的同时，减少了进口原油所需的外

汇，实现了多赢的局面，未来或将继续扩大生物柴

油产业规模。

１．３．３　南美生物柴油政策
南美的巴西和阿根廷是大豆主产国，其主要以

大豆油为原料生产生物柴油，由于两国经济基础较

差，刺激生物柴油消费的政策较为保守，巴西执行

Ｂ１２政策，阿根廷执行 Ｂ５政策，国内生物柴油消费
量增幅缓慢。阿根廷是生物柴油主要出口国，在受

到欧盟和美国的反倾销调查后，近几年生物柴油产

量持续下滑。巴西生物柴油价格不具备竞争力，

出口量也较小，主要以国内消费为主，产业发展缓

慢。综合利用国内资源，延长大豆及其产品产业

链，提高价值链是南美国家发展生物柴油的主因，

在出口受阻的背景下，预计南美生物柴油产业发

展缓慢。

１．４　生物柴油产业发展前景
１．４．１　环保政策趋紧持续支撑生物柴油产业发展

生物柴油是各国应对能源危机、气候变暖等问

题的重要途径［４］。《京都议定书》的达成为具有可

再生性特点的生物能源发展奠定了法律框架；各国

减排承诺的兑现，将成为推动生物柴油产业发展的

巨大外在动力。从长远能源供应来看，唯有可再生

能源才能成为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动力保障。未来我

们可能会看到更多的国家对生物燃料的应用制订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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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的掺混比例，持续推动生物柴油规模的扩大，也将

对原料来源提出新的挑战。随着技术迭代革新、原

料来源多元化、全球减排目标具体化，在各国政策支

持下，生物柴油产业的潜能将不断被激发，市场前景

广阔。

１．４．２　航空业减排为生物能源产业带来更大市场
机会

民航业的碳排放约占全球碳排放的３％，为实
现减排目标，欧美国家开始推广使用一种由动植物

油、乙醇等原料制作的生物质能源———可持续航空

燃料。２０２１年欧盟公布的“Ｆｉｔｆｏｒ５５”方案要求，所
有在欧盟境内机场起飞的飞机必须添加一定的可持

续航空燃料，未来添加进度为 ２０２５年达到 ２％，
２０３０年达到５％，２０５０年达到６３％。２０２３年加拿大
宣布到 ２０３０年可持续航空燃料添加比例达到
１０％。美国能源部计划在２０３０年前将可持续航空
燃料产量提升至３０亿加仑（约９９４万ｔ），２０５０年达
到３５０亿加仑（约１．１６亿 ｔ）。霍尼韦尔 ＵＯＰ公司
预计，２０３０年全球可持续航空燃料需求量将达到
１８００万ｔ。可持续航空燃料的发展将给生物柴油
产业发展带来较大机会。中国等其他植物油资源匮

乏、生物柴油产业发展缓慢的国家，也将被动使用生

物柴油，刺激全球生物柴油产业规模。

２　生物柴油产业发展对我国植物油安全的影响
２．１　我国植物油供需结构及来源
２．１．１　我国植物油消费需求持续增加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随着生活水平不断提升，
我国食用植物油消费量持续增长。２００５／２００６年度
我国食用植物油消费量首次突破 ２０００万 ｔ，达到
２０２３万ｔ，较 ２０００／２００１年度的 １２８０万 ｔ增加
７４３万 ｔ，增幅 ５８．０％。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年度我国食用
植物油消费量突破 ３０００万 ｔ，达到 ３１８９万 ｔ，
２０２０／２０２１年度达到 ３７３３万 ｔ，持续刷新历史最
高纪录。随着我国社会经济持续发展，城镇化水

平不断提高，植物油消费需求预计还将持续增加，

但由于人口增速放缓，甚至下滑，使得植物油消费

增幅将放缓，预计 ２０２２／２０２３年度我国植物油食
用消费量３６４５万 ｔ。
２．１．２　我国植物油消费需求以大豆油为主

我国食用植物油消费主要是大豆油、菜籽油和

棕榈油，另外还有少量的花生油、棉籽油。据统计，

２００１年以前，各植物油消费市场占比由大到小依次
为菜籽油、大豆油、花生油、棕榈油、棉籽油［５］。

２００１年以后，大豆油和棕榈油的消费份额明显增

加，而菜籽油、花生油和棉籽油消费份额开始下

降［５］。随着人口增加，总需求增多，我国植物油对

外依存度不断增加，油脂消费结构也发生较大变化，

尤其是大豆进口连年增长，棕榈油进口也不断增加，

国内大豆油、棕榈油消费占比远超其他品种植物

油［６］。２０１０年油菜籽进口量增加，菜籽油消费量再
度超过棕榈油，并一直持续至今。２０２２年我国植物
油食用消费量约 ３６４５万 ｔ，其中：大豆油消费量
１６０５万ｔ，占比４４．０％；菜籽油消费量为８４８万ｔ，
占比２３．３％；棕榈油消费量３６０万 ｔ，占比９．９％；
花生油、棉籽油等其他植物油消费总量 ８３２万 ｔ，
占比２２．８％。食用植物油可以相互替代，但因各
品种在品质、口味上的差异及地区消费习惯等方

面的不同，也存在需求分化。尽管我国植物油需

求结构会发生变化，但以大豆油为主的格局短期

难以改变。

２．１．３　我国植物油对外依存度高
我国植物油消费需求持续增加，但国内油料生

产受到土地、水资源不足的限制，加上在优先保障小

麦、稻谷等口粮供应政策引导下，大豆和其他油料播

种面积增幅缓慢，尽管单产有所提高，总产量仍远不

能满足消费需求，进口已经成为我国油脂油料供应

的重要来源。我国进口大豆约占全球大豆贸易量的

６０％。２０２２年我国进口油料折合植物油１８５５万ｔ，
同时还直接进口各类植物油８０２万ｔ，进口植物油和
进口油料折油量总计达到２６５７万 ｔ，占总供应量的
６６．３％，比２０２１年减少４．８百分点，主要因全球油
脂油料供应紧张，国内外价格倒挂抑制进口需求导

致，预计２０２３年进口占比再度恢复至７０％以上，短
期内随着大豆产能提升工程的实施，植物油对外依

存度可能会降低，但降幅有限。

２．２　“车与人争油”改变全球植物油消费格局
随着生物柴油技术的不断升级，其绿色环保优

势更加明显，全球生物柴油产业发展迅速，但生物柴

油原料仍以植物油为主，刺激植物油工业消费量大

幅增加。２０２２／２０２３年度全球植物油产量２．１７亿ｔ，
较２０２１／２０２２年度的２．０８亿 ｔ增加９００万 ｔ，增幅
４．３％，其中工业消费量达到 ５６５３万 ｔ，比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年度的 ３６４９万 ｔ增加 ２００４万 ｔ，增幅为
５４．９％，远高于同期食用消费增幅的 ２７．０％。
２０２２／２０２３年度全球植物油工业消费量占植物油
产量的２６．１％，比１０年前增加３．４百分点。随着
生物柴油的发展，预计工业用植物油占比还将继

续增加，工业用油与食用竞争的关系将进一步

加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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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欧盟生物柴油发展与我国竞争油菜籽及菜籽
油来源

２．３．１　欧盟生物柴油发展带动油菜籽进口增加
欧盟４０％以上的生物柴油原料是菜籽油，占菜

籽油消费总量的 ７０％。２０１４／２０１５—２０１９／２０２０年
度欧盟油菜籽产量持续下滑，为保障菜籽油消费需

求，欧盟油菜籽进口量大幅增加，２０１９／２０２０年度油
菜籽进口量达到６０８万 ｔ，比２０１４／２０１５年度的２３２
万ｔ增长１．６倍，同期我国油菜籽进口量从４５４万 ｔ
降至２３０万ｔ。之后尽管欧盟油菜籽产量连续３年
增加，但油菜籽进口量仍在２０２２／２０２３年度达到创
纪录的６８４万ｔ。加拿大、澳大利亚、乌克兰是全球
主要的油菜籽出口国，也是欧盟主要的油菜籽来源

国，而我国油菜籽进口来源也集中在加拿大、澳大利

亚、乌克兰等国。

２．３．２　欧盟需求带动其他国家生物柴油产业发展
欧盟不仅是生物柴油主要生产地区，还是全球

生物柴油主要出口目的地。２０２２年欧盟生物柴油
进口量达２７８万 ｔ，同比减少２％，是２０１５年的３．９
倍，２０１９年进口量最高曾达到３７７万 ｔ。欧盟生物
柴油需求强劲，带动相关国家积极发展生物柴油产

业。阿根廷曾是欧盟生物柴油主要进口来源国，该

国生物柴油出口量最大曾达到１６５万ｔ，年度消耗大
豆油生产生物柴油的量超过２５０万ｔ，减少了大豆油
出口的市场供应。２０２２我国生物柴油出口量达到
创纪录的１７９万 ｔ，其中９５％销往欧盟。废弃油脂
不允许回流到餐桌，但可以用于饲料生产，替代大豆

油、棉籽油等食用油的工业消费需求，近年来废弃油

脂及废弃油脂加工的生物柴油大量出口，变相地减

少了国内供应，增加了植物油进口需求，不利于植物

油保供稳价。

２．４　美国生物柴油发展影响我国大豆来源稳定性
过去１０年美国大豆油食用消费量一直维持在

６５０万ｔ左右，但是工业消费量增加了４７．４％，特别
是近几年美国实施清洁能源政策，大力发展二代生

物柴油，大豆油工业消费需求快速增加，已经明显挤

占了出口市场份额。２０２２／２０２３年度美国大豆油产
量达到创纪录的１１８８万 ｔ，比２０１６／２０１７年度增加
１８５万ｔ，出口量仅１８万 ｔ，比２０１６／２０１７年度减少
９８万ｔ。另外，大豆油消费需求强劲，也带动了美国
大豆压榨需求，在产量下滑的预期下，出口量大幅减

少。预计２０２３／２０２４年度美国大豆产量１．１３亿 ｔ，
同比减少 ３５４万 ｔ，而压榨消费增加 １９１万 ｔ，至
６２３２万ｔ，出口量下降５４４万 ｔ，至４８７２万 ｔ，为过
去４年来最低。美国耕地面积已经得到充分开发，

大豆种植面积增加的空间有限，产量增幅主要依赖

单产的提高，预计未来美国大豆产量增幅有限，在此

背景下，美国积极发展生物柴油产业，增加大豆压榨

消费需求，导致可出口大豆数量减少。美国是我国

第二大大豆进口来源国，年进口量占比超过３０％，
预计未来占比将持续下滑。

２．５　东南亚生物柴油发展影响我国棕榈油进口
安全

２０２２年印度尼西亚用于生产生物柴油的棕榈
油达到１１００万ｔ，约占棕榈油产量的２５％，印度尼
西亚目前执行的是 Ｂ３５政策，Ｂ４０已经开始进行路
测，按照印度尼西亚政府规划，不久将推出 Ｂ４０政
策，将继续增加棕榈油的工业消耗量。马来西亚目

前执行Ｂ１０政策，计划在２０２４年实施 Ｂ２０政策，其
棕榈油的工业消费量也将增加１倍。当前全球棕榈
油增产高峰已经过去，持续增加棕榈油的工业用量，

势必冲击棕榈油出口能力，同时，印度人口持续增

加，棕榈油作为其主要的食用油脂，需求量持续增

加，将会与我国竞争棕榈油来源。近年来我国棕榈

油进口量为６００万～８００万ｔ，在主产国出口能力减
弱，主要进口国竞争加剧的背景下，稳定进口来源面

临挑战。

２．６　生物柴油产业发展加剧我国植物油价格波动
２．６．１　生物能源的扩张改变全球油脂供需格局，加
剧全球植物油价格的波动

一方面主要生产国为追求更高的种植效益，更

好地消化国内产量，减少碳排放，积极发展生物柴油

产业；另一方面粮食短缺、经济欠发达国家面临严重

的粮食危机。生物柴油产业的发展引起能源与植物

油之间的竞争，２０１５年全球棕榈油价格大幅上涨，
除了主产国因干旱导致减产外，印度尼西亚大力推

动生物柴油政策也发挥了推波助澜的作用。２０２０
年５月—２０２２年６月全球植物油价格大幅上涨，美
国加大二代生物柴油产能的扩张，带动大豆油消费

需求成为推动植物油价格上涨的主因。过去几年，

每当美国国家环境保护局讨论可再生燃料标准

（ＲＦＳ）计划，印度尼西亚修订生物柴油掺混比例时
都会对植物油市场带来较大波动。

２．６．２　植物油能源属性强化，加大我国油脂油料进
口成本波动

我国植物油主要依赖进口保障供应，国际化、市

场化程度很高，国内外价格相关性强，容易受到国际

市场的影响。生物柴油产业的发展挤占了植物油食

用需求，加大了市场供需形势分析的难度，而且生物

柴油产业发展受到原油价格影响，强化了植物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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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属性，容易加大价格波动幅度，增加企业经营的

难度。我国进口的油脂油料主要来自南、北美洲，远

洋船期大多超过３０ｄ，如美国墨西哥湾到中国青岛，
走巴拿马运河需要４０ｄ，走好望角需要５７ｄ，巴西、
阿根廷到中国青岛需要４２～４５ｄ。油脂油料国际市
场价格波动较大，运输耗时长，从采购到生产销售需

要更长的时间，经营风险增加。

３　结论及建议
３．１　结论

我国人口众多，土地资源有限，在保障粮食安全

的基础上，用于生产油脂油料的空间不大，依赖进口

是我国植物油供给的重要渠道。全球生物柴油产业

快速发展，植物油工业消费量快速增加，对我国植物

油安全的影响主要表现在４个方面：一是我国大豆
进口来源更加集中。美国生物柴油产业快速发展，

其国内大豆压榨需求增加，在产量增幅有限的情况

下，大豆出口能力预计将下滑，我国大豆进口更加依

赖巴西，单一市场的稳定性差，容易受到极端天气、

物流运输等方面的不确定性影响。二是我国油菜籽

进口竞争压力加剧。欧盟为发展生物柴油产业，不

仅积极扩张油菜籽生产，还从加拿大、乌克兰、澳大

利亚等主产国增加油菜籽进口；美国也在增加从加

拿大进口菜籽油用于生产生物柴油，这些国家也是

我国进口油菜籽和菜籽油的主要来源国，从而增加

了进口竞争压力。三是我国棕榈油进口保障能力下

滑。东南亚是全球主要棕榈油生产地区，是保障我

国植物油安全的重要来源，也是实施植物油进口多

元化的重要一环。印度尼西亚等国积极发展生物柴

油产业将导致其出口能力下滑，稳定我国棕榈油进

口来源面临挑战。四是我国植物油价格波动加剧。

生物柴油产业发展改变了全球油脂供需结构，强化

了全球植物油能源属性，全球植物油价格波动加剧，

而我国植物油对外依存度高，国内外价格联动性强，

加剧了我国植物油价格波动。

３．２　相关建议
一是发展中国特色的生物柴油产业。完善“地

沟油”回收机制，做好废弃油脂的回收、监管和资源

化利用，形成以废弃油脂为主的生物柴油生产体系。

同时加强生物柴油技术研发投入，寻求食用植物油

以外的原料来源，如小桐子油、橡胶籽油、麻疯树籽

油、海滨锦葵籽油、藻油等，发展中国特色的生物柴

油产业。二是努力提高我国植物油自给率。积极实

施大豆产能提升工程，利用好南方冬闲田增加油菜

籽种植，努力提高植物油自给水平。三是推动植物

油多元化进口，构建供应链安全体系。增加棉籽油

等小品种油脂的进口，带动“一带一路”合作伙伴增

加油脂油料的种植，扩大我国植物油进口来源。四

是呼吁国际社会合理发展生物柴油产业，优先保障

食用消费。借助联合国粮农组织等机构积极发声，

协调能源与粮食、国内与国外的关系，从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的角度发展生物柴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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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持等途径，进一步提升奖励的社会影响力和认可

度，持之以恒地打造科技奖励品牌，真正成为国家科

技奖励体系重要且有益的补充。

３．３　推动国际化，扩大奖励影响力
近年来科技奖励的国际化趋势越来越明显，相

关部门鼓励社会力量设立国际奖以积极与国际接

轨。科技创新发展已步入多学科多领域发展的交叉

融合时代，国际化多学科交叉融合是必然趋势。粮

油科技奖将进一步拓展学科领域边界，主动探索与

国际粮油科学界的交流合作，吸引跨界专家和参评

项目，引入国外评审专家，与国际相关科技团体共建

科技奖励机制等，逐步扩大粮油科技奖的影响力和

知名度，打造符合国际科技奖励发展趋势的优秀奖

励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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