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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推动我国木本油料高质量发展，更好地践行大食物观，从供给、需求和国际贸易３个方面对
２００１—２０２１年间我国木本油料发展情况进行定量分析，对木本油料未来发展潜力和现实约束进行
系统分析，并提出高质量发展的对策建议。我国木本油料产业发展迅速，总产量、总产值不断提高，

在国家粮油安全中的作用不断增强。利好政策持续释放、种植面积有望扩大、单产提升潜力较大以

及市场环境不断改善等，是我国木本油料高质量发展的潜力所在。但产业政策扶持力度不够、种植

成本攀升、生产效率低下、科技服务保障支撑不足、产业链延伸不足、市场占有率低等问题，成为阻

碍我国木本油料高质量发展的瓶颈。基于此，提出持续优化产业发展格局、积极培育新型经营主

体、大力推动科技创新与成果转化、加强品牌建设等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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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食物观是全方位多途径利用耕地、海洋、动植
物、微生物资源开发人体可摄入食物的理念［１］。党

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树立大食物观，构建多元化食

物供给体系，这既是对居民食物消费结构升级的积

极响应，又是对传统粮食观的拓展升级，更为多途径

开发食物资源、实现食物供给来源多元化提供了新

的思路［２］。油料作为食物安全保障的重要组成部

分，近年来一直处于自给生产不足、消费明显超量的

失衡架构，是推进食物安全战略的难点之一［３］。在

油料油脂大量进口的当下［４］，大食物观的提出将油

料生产资源从耕地拓展到森林，为解决油料“开源”

问题指明了新的前进方向，木本油料产业的发展也

受到越来越多专家学者的关注。

目前，针对木本油料的部分研究聚焦于某一区

域木本油料产业发展和开发利用情况的介绍，侧重

于为当地木本油料产业发展建言献策［５－６］，而更多

研究则以单一木本油料为分析对象，如对油茶［７－８］、

核桃［９－１０］、油橄榄［１１－１２］、文冠果［１３］等木本油料的

生产状况和发展困境进行研究，并提出相应的发展

建议，缺乏对全国木本油料发展共性问题的分析。

一些研究［１４－１６］虽然利用宏观统计数据对主要木本

油料的产业发展现状和问题作了系列分析，但多是

利用５～１０年的短期数据，对较长时间跨度的木本
油料发展情况归纳总结不足，且数据分析方法上主

要采用单一统计描述分析，对数据背后的经济学成

因分析不够系统全面。同时，分析角度上多聚焦于

木本油料自身供需情况，缺乏对木本油料国际贸易

情况的介绍及其与大宗草本油料的对比分析。

基于此，本文拟从大食物观视角出发，利用《中国

统计年鉴》（２００２—２０２２）和《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统计
年鉴》（２００１—２０２１）的宏观官方数据和 ＬＭＤＩ模型、
区位基尼系数等相关经济学统计计量手段，从供给、

需求、国际贸易３个方面多角度量化分析２００１—２０２１
年我国木本油料的发展现状，并基于数据的完整性和

可获得性，以油茶籽、核桃两大木本油料为研究主体，

与三大草本油料发展进行对比分析，进一步研究木本

油料油脂在保障国家粮油安全中的重要作用，从不同

视角深入挖掘当前木本油料发展潜力，并强化对木

本油料存在短板弱项的经济学诠释，以期推动我国

木本油料产业高质量发展，保障国家粮油供给稳定。

１　我国木本油料现状分析
１．１　我国木本油料的总体生产情况与特征

我国木本油料种类繁多，按用途可划分为食用、

药用、工业用等［１７］，其中，油茶籽、核桃主要用于食

用的木本油料发展迅速［１８］，占木本油料总产量的

９５％以上［１５］，是国内食用油来源的重要补充，可以

有效缓解我国食用油进口压力［１９］。国家林业和草

原局官方数据显示，２０２１年我国木本油料种植面积
已超过１３３３万ｈｍ２，总产量９９２．８万ｔ，年产木本食
用油约１２０万 ｔ，占国产食用植物油的９％，约为全
国食用植物油消费量的 ３％，其中，油茶籽油产量
８８．９万ｔ左右，约占国产食用植物油的７％。木本
油料产值不断增长，２０１１年我国油茶产业总产值仅
为２４５亿元，而２０２１年总产值已达１９２０亿元，１０
年增长近７倍，年均增长率超过２０％。２０２１年，我
国油茶经济效益达２４７５０元／ｈｍ２。
２００１—２０２１年我国木本油料生产变化情况如

图１所示。

　注：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统计
年鉴》。下同

图１　２００１—２０２１年我国木本油料生产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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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图１可知，２００１—２０２１年我国木本油料产量
变化主要呈现以下６个特征。

一是总体增长态势明显。我国木本油料总产量

由２００１年的１１１．３万ｔ增加到２０２１年的９９２．８万ｔ，
增长了７．９倍。具体来看，核桃产量由 ２００１年的
２５．２万 ｔ增加到 ２０２１年的 ５４０．４万 ｔ，总体增产
５１５．２万 ｔ，增长了２０．４倍；油茶籽产量由２００１年
的８２．３万ｔ增加到２０２１年的３９４．２万 ｔ，总体增产
３１１．９万 ｔ，增长了 ３．８倍；其他木本油料产量由
２００１年的３．６万ｔ增加到２０２１年的５８．２万ｔ，总体
增产５４．６万ｔ，增长了１５．２倍。

二是产量排名有所变动。木本油料产量排名由

２００１—２００９年的油茶籽 ＞核桃 ＞其他木本油料转
变为２０１０—２０２１年的核桃 ＞油茶籽 ＞其他木本油
料。具体来看，核桃在总木本油料中的占比由２００１
年的２２．７％增加到２０２１年的５４．４％，上升了３１．７
百分点；油茶籽在总木本油料中的占比由２００１年的
７４．１％减少至２０２１年的３９．７％，下降了３４．４百分
点；其他木本油料在总木本油料中的占比由３．２％
增加到５．９％，增加了２．７百分点。

三是增速呈现阶段性特点。总体来看，２０１０年
之前，油茶籽、核桃和其他木本油料三者的增速较

慢，而２０１０年之后，三者的增速明显变快。具体而
言，核桃在２００１—２００６年年均增速只有１３．５％，但
２００６—２０１７年年均增速增至２１．８％，在２０１８年产
量同比减少导致增速为负后，２０１８—２０２１年年均增
速又回升至１２．２％；油茶籽在 ２００１—２０１０年年均
增速只有 ３．２％，但 ２０１０—２０２１年年均增速增至
１２．４％，上升９．２百分点；其他木本油料在２００１—
２０１２年年均增速只有０．７１％，但２０１２—２０１７年年
均增速一度高达５７．４％，２０１７—２０２１年年均增速又
回降至１１．９％。

四是木本油料的地位显著提升。２００１—２０２１
年我国木本油料和三大草本油料产量如图２所示。
总体来看，２００１—２０２１年，我国木本油料的总体增
速（７９２．３％）、年均增速（１１．６％）均远高于草本油
料（含大豆）的总体增速（１９．２％）、年均增速
（０．９％）；木本油料占总体油料（含大豆、木本油料）
的比例由２００１年的２．５％增加到２０２１年的１５．９％。
由图２可知，大豆产量从２００１年的１５４１万 ｔ波动
增加到２０２１年的１６４０万 ｔ，总体增长６．４％，年均
增长０．３％；油菜籽产量从２００１年的１１３３万 ｔ波
动增加到２０２１年的１４７１万ｔ，总体增长２９．９％，年
均增长１．３％；花生产量由２００１年的１４４１万 ｔ波
动增加到２０２１年的１８３１万ｔ，总体增长２７．１％，年

均增长１．２％。由此可见，相较于三大草本油料，以
油茶籽、核桃为代表的木本油料增产态势更高，在保

障国家粮油安全中的作用日益重要。

图２　２００１—２０２１年我国木本油料和三大草本油料产量

　　五是单产提升是木本油料增产的最主要贡献因
素。以油茶籽和核桃的现实生产官方统计情况为

例，油茶籽、核桃的种植面积分别由 ２０１０年的
３０４４万ｈｍ２、２０１７年的７９５．９万 ｈｍ２变为２０２１年
的 ４５９．２、７４５．５万 ｈｍ２，分别增长了 ５０．８％、
－６３％。油茶籽、核桃的单产分别由 ２０１０年的
３５８．８ｋｇ／ｈｍ２、２０１７年的５２４．１ｋｇ／ｈｍ２上升到２０２１
年的 ８５８６、７２４．８ｋｇ／ｈｍ２，分别增长了 １３９．３％、
３８．３％。从理论上看，总产量是单产和种植面积的
乘积，根据前人［２０］的研究，利用ＬＭＤＩ模型对两大木
本油料总产量进行因式分解，计算得出：２０１１—２０２１
年，油茶籽单产提升对总产量的贡献率由５８３％增加
到６８．０％，种植面积的贡献率则由 ４１７％下降到
３２．０％；核桃单产提升对总产量的贡献率也由２０１９
年的１０５．３％增加到２０２１年的１２６．３％，种植面积的
贡献率则由－５．３％下降到－２６．３％。

六是生产区域相对集中。随着油茶、核桃产业

市场化水平的提高，其生产要素越发向生产效率高

的区域集中。由于其他木本油料的数据有较多缺

失，以油茶籽、核桃两大木本油料为例，借鉴前人［２１］

的研究范式，将生产油茶籽、核桃的省份按照规模由

小到大的顺序均等分组，计算得出２００１—２０２１年我
国油茶籽、核桃生产的区位基尼系数，结果如图 ３
所示。

图３　２００１—２０２１年我国木本油料生产的区位基尼系数

　　区位基尼系数能够有效反映油料生产的空间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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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程度，数值越大则表明油料生产的空间积聚程度

越高。由图３可知，油茶籽、核桃的区位基尼系数分
别由２００１年的７７．９％、７７．６％波动变化为２０２１年
的７７．８％、８１．８％，油茶籽的区位基尼系数基本没
有变化，而核桃的区位基尼系数上升了４．２百分点，
２０年来二者的区位基尼系数始终保持在７４％以上，
说明二者的空间积聚程度高，生产区域相对集中。

从统计数据来看，２０２１年油茶核心生产区（湖南、江
西、广西）的油茶籽产量合计２８６．９万ｔ，占全国油茶
籽总产量（３９４．２万 ｔ）的７２．８％，而核桃主要生产
区域（云南、新疆、山西）的核桃产量合计 ３９１．２
万ｔ，占全国核桃总产量（５４０．４万ｔ）的７２．４％。
１．２　我国木本油料消费情况及特征

我国是食用油料油脂消费大国，大豆和食用植

物油在我国均属于“生产不足型”食物，预计二者到

２０３０年的供需缺口将达到 ９６１９万 ｔ和 ２５２４
万ｔ［２２］，虽然２０２２年我国国产油料榨取的食用油首
次超过１３５０万 ｔ，但相较于超过３７００万 ｔ的年实
际消费量而言，还有很大差距［２３］，木本油料油脂产

业的高质量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有效弥补整体油

料油脂消费缺口［２４］。但油茶籽与核桃的消费情况

略有差异。油茶籽主要用于榨油，年均压榨比例高

达９３％左右，出油率约为２５％［２５］，２０１８—２０２０年我
国油茶籽油的年平均消费量约为６７万 ｔ，占食用植
物油年平均消费总量的１．７％［２６］，主要消费群体集

中在长江流域及以南区域。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核

桃生产国，也是最大的核桃消费国，美国农业部数据

显示，我国核桃的消费量从２００１年的２３．８万 ｔ增
加到２０２０年的４７２．９万ｔ，主要用于坚果食用，用于
压榨核桃油的比例不足１０％。
１．３　我国木本油料贸易情况及特征

虽然我国木本油料发展迅速，但我国仍然是木

本油料油脂的主要进口国之一，其中棕榈油、椰子

油、橄榄油等木本油脂的进口量较高。２０１０—２０２１
年我国木本油脂进口量见图４。

注：数据来源于联合国粮食和农业组织（ＦＡＯ）

图４　２０１０—２０２１年我国木本油脂进口量

　　由图４可知，２０１０—２０２１年，我国棕榈油、椰子
油、橄榄油年均进口量分别为６０８．０、１７．６、５．０万ｔ。
其中：棕榈油属于大宗进口油脂，因其价格低廉、进

口供应稳定，在食品加工业中获得广泛应用，我国常

年为棕榈油进口第三大国，且近年进口总量仍呈波

动上升趋势；椰子油进口量逐年下降；而橄榄油进口

量逐年上升，并逐渐占领国内高端食用油市场。

与之相对，我国出口优势更多体现在花生、油菜

籽等草本油料的输出上，在木本油料方面表现较弱。

当前，我国油茶籽油几乎全部用于内销，油茶籽油与

油茶籽的出口量极少，主要出口油料仅有核桃等。

ＦＡＯ数据显示，２０１０—２０２１年，我国核桃出口量由
２．０６万 ｔ增长至１０．４６万 ｔ，且增长率仍有提高潜
力，而进口量快速下降，核桃逐渐由贸易逆差转向贸

易顺差。此外，我国棕榈油年均出口量１．１７万ｔ，其
他木本油料则基本没有出口。

２　我国木本油料的潜力挖掘
２．１　利好政策持续释放

近年来，我国对木本油料的发展给予了高度重

视。２００９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将木本油料产业
发展从油料产业规划中单独列出，并强调要尽快制

定实施全国木本油料产业发展规划，重点支持适宜

地区发展油茶等木本油料产业，加快培育推广高产

优良品种。并在２０１０—２０２４年这１５年中８次从中
央“一号文件”中对木本油料产业发展给予明确的

指导和支持。与此同时，２００６年国家林业局下发
《关于发展油茶产业的意见》，２００９年国务院批准了
《全国油茶产业发展规划（２００９—２０２０年）》。此
后，全国油茶分布省区也纷纷编制当地的油茶产业

发展规划，不断从政策、资金和技术上全力支持油茶

产业发展。２０１６年，《全国大宗油料作物生产发展
规划（２０１６—２０２０年）》将油茶正式纳入全国大宗油
料体系中。２０２２年，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发布《林草
产业发展规划（２０２１—２０２５年）》，将木本油料油脂
产业发展列为“十四五”林草发展１２个重点领域之
一。２０２３年，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等３部委联合印发
《加快油茶产业发展三年行动方案（２０２３—２０２５
年）》，建立健全生产用地、财政资金、金融信贷等政

策支持体系。一系列政策持续为我国木本油料快速

发展赋能增效。

２．２　种植面积有望扩大
从现实资源配置来看，木本油料适生区仍有大

量土地未被充分利用，尤其是坡度在２５°及以上的
非梯田耕地。根据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数据，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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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坡度１５°～２５°及以上的各类型耕地 １１９４万
ｈｍ２，占总耕地面积的９．３５％，该部分耕地可纳入退
耕还林还草范围，在符合适生条件下推广种植油茶、

核桃等木本油料作物［１６］。从理论角度看，以油茶为

例，全国油茶适宜区域种植面积可达 １０２５．５７万
ｈｍ２，而在此区域内，油茶实际种植面积不足５００万
ｈｍ２，油茶种植面积仍有较大增长空间［２７］。并且可

以通过建立主产区为核心、积极发展区为补充的油

茶产业发展格局，利用主产区的“头雁效应”带动积

极发展区的“群雁活力”，推动适宜区域油茶种植面

积的扩大。从科技发展趋势来看，随着木本油料优

质种质资源研发、栽培抚育技术的进步，油茶种植面

积有望进一步向长江以北部分山区扩大，山桐子、碧

根果、元宝枫等木本油料树种可以在南方和北方的

荒山、荒地、荒沙区域大量种植，木本油料的种植区

域和面积有望进一步延伸。

２．３　单产提升潜力较大
我国现有木本油料２００多种，经过近些年的大

力发展，逐步形成了“南方油茶、中西部核桃、西南

油橄榄和北方文冠果”的发展格局。虽然各地主要

木本油料的单产都有了显著提高，但总体单产的提

升潜力仍可进一步挖掘。以油茶为例，根据《中国

统计年鉴》数据，截至２０２１年，以湖南、江西、广西３
省区为代表的核心发展区油茶籽平均单产为

９３４．５ｋｇ／ｈｍ２，以浙江等８省为代表的积极发展区
为７８６ｋｇ／ｈｍ２，以四川等５省（市）为代表的一般发
展区仅为４３８ｋｇ／ｈｍ２，而且２０１０—２０２１年间，油茶
积极发展区和一般发展区的平均单产增量分别仅为

２４４．５ｋｇ／ｈｍ２和１４８．５ｋｇ／ｈｍ２，远落后于核心生产
区的６２１．０ｋｇ／ｈｍ２［２８］，不同地区的油茶单产差别可
见一斑，各地区应开发适应本地生长的稳产、高产油

茶品种，以提升全国油茶整体单产水平。

２．４　市场环境不断改善
从需求侧看，我国居民端食用油消费健康化特

征愈发明显，健康油脂消费市场的增长潜力不容忽

视。随着木本油脂功效方面的科普宣传持续增加，

消费者对核桃油、油茶籽油的保健功效，特别是对油

茶籽油在预防心脑血管疾病和核桃油在促进儿童大

脑发育等作用的了解将会不断加深，中老年群体购

买油茶籽油的意愿进一步增加，而核桃油也有望进

一步扩展至母婴市场。从供给侧来看，随着我国对

木本油料产业的不断投入，各品种产量已明显提高，

加工企业的生产成本随着规模化效应持续下降，零

售价格也呈下降态势，这将在一定程度上助推消费

者对食用木本油脂的购买行为。

３　木本油料的现实约束
３．１　产业政策扶持力度仍需进一步加强

自２００５年起，中央“一号文件”开始高度关注
油料生产、流通和加工转化产业，特别加强了对以上

述产业为主业的行业龙头企业的信贷支持。２００７
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促进油料生产发展的意

见》，明确提出要加大油料生产扶持力度，加强科技

支撑能力建设，完善大豆和食用植物油市场调控的

总基调。随后在各地油料主产区，中央财政开始实

施相应奖励措施，如：启动油料作物保险试点，逐步

将油料作物纳入农业保险范围并给予保费补贴；建

设油料作物育种技术平台和新品种产业化基地，加

大新技术推广，提高机械化生产水平等。上述政策

在推动我国油料油脂增产增效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主要涉及大豆、油菜籽、花生等大宗草本油料，而

木本油料扶持政策的制定和扶持力度均落后于草本

油料。相较于草本油料，木本油料产业具有投资周

期长、前期投入高、投资回报慢、受市场波动影响大

等特征，需要更大力度的财政补贴和政策支持。当

前木本油料良种和农机补贴不足，政策覆盖范围较

窄，针对顶层设计各省区如何结合自身优势协同配

合、同向发力，农业用地和林业用地划分等问题都亟

待给出政策和制度上的规范。

３．２　种植成本攀升，生产效率低下
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加速推进，农业劳动力

非农转移加剧，劳动力要素的价格持续上涨，进而导

致木本油料的种植和管护成本增加，给油料增产增

效带来了极大挑战。《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

编》数据显示，近年来，我国大豆、油菜籽等大宗油

料因成本攀升导致净收益为负，而木本油料相较于

大宗草本油料还缺乏规模优势、地形优势，同等条件

下种植和管护成本更高。由于木本油料需尽量遵守

“不与粮争地”的种植原则，多种植于农户自留地与

荒山、荒地，规模分散，地形复杂，难以适用大型机械

设施，机械化程度显著低于其他粮食和油料作物，另

外，部分木本油料生产基地建设理念落后，前期规划

不足，配套设施不完善，生产效率低下，长期收益偏低

等因素，严重影响了林农和经营公司的生产积极性。

３．３　科技服务保障支撑不足
虽然我国木本油料种质资源丰富，但育种起步

较晚，以传统育种为主，优质高产稳产的种质资源严

重不足［２９］，而且由于现有品种老化、退化现象严重，

低质低产林范围大等问题的存在，木本油料作物的

单产水平虽有所提高，但仍处在较低位置，严重制约

了木本油料效益的发挥。因此，更应该从优质种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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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开发、低产林改造等科技层面提供服务保障。

但当前我国木本油料科研体系不完善，研究的持续

性和稳定性有待加强［２９］，相关企业尤其是龙头企业

的科研投资力度有限，自主创新后劲不足，全要素生

产率在产业产值增长中的作用并不凸显［３０］。另一

方面，木本油料科技成果转化机制不够健全，研发成

果与现实生产需求存在脱节现象，研发的种质资源

抗性不足、小型智能机械的推广运用范围狭窄等问

题依然存在。

３．４　产业链延伸不足，市场占有率低
木本油料的精深加工不足，缺乏对产品的多样

性开发，如油茶的主要产品是油茶籽油，核桃主要用

于坚果食用，产业链的延伸不够，产品集群效应尚未

显现。同时，在三产融合方面，木本油料的优势发挥

不足，尤其是在种植业、生产加工业和森林康养旅游

业的结合上，还需继续寻找突破口。另一方面，相较

于花生油、菜籽油等传统食用油脂，木本油脂的价格

劣势并未出现根本性扭转。而且由于食用油脂种类

较多，木本油脂在日常消费中的可替代性更高，当木

本油脂价格居高不下时，消费者会转而消费具有同

类功能属性的更具性价比的其他油脂，导致木本油

脂的销量受到制约。例如，在主流电商平台中花生

油售价在２０～２４元／Ｌ，菜籽油售价在１６～１９元／Ｌ，
而同期的油茶籽油售价在１００～１１０元／Ｌ，核桃油售
价在１３８～２３６元／Ｌ，相对较高的售价严重影响了木
本油脂的市场占有率。

４　木本油料高质量发展的对策建议
４．１　持续优化产业发展格局

由国家发展改革委牵头，组织农业农村部、国家

林业和草原局等相关部门，结合各地生态优势和资

源禀赋，制定全国性的木本油料产业发展规划，强化

对适宜种植区、优势产区、种植大县在农机良种补贴

和山地林地用途划分等方面的支持。明确提出属地

生产目标，压实属地生产责任，在不影响主导生态功

能的前提下，优先扩种稳产高产的木本油料，加快低

产林改造，不断优化整合现有资源，建设效率更高、

科学规范的木本油料生产示范基地，并推动木本油

料产业与旅游业、文化创意产业等产业融合发展，实

现产业间相互促进，打造具有区域化、规模化、特色

化的产业发展新格局。

４．２　积极培育新型经营主体
切实发挥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业社会

化服务组织等具有较高组织化程度和经营规模的生

产主体作用，加强木本油料高素质农林人才培养，提

高新型经营主体的科技水平和经营能力，进而实现

木本油料产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推动生产集约

化、标准化和品牌化，提高木本油料生产效率和产品

质量，增强产品内生竞争力。

４．３　大力推动科技创新与成果转化
推动构建“政、产、学、研、用”的研发运用新格

局，由政府搭台，提供一定财政资金，引入企业资本

等社会资本，结合高校和科研院所，在油茶籽、核桃

等大宗木本油料优质种质资源开发、小型山地林地

机械研发、生产加工设备和工艺改进等重点领域持

续发力，推动木本油料单产提升和适宜区域种植面

积扩大，并在木本油料种植、采摘、生产加工等全过

程中实现降本提质增效。

４．４　加强品牌建设
通过主流媒体、新型网络直播等方式，加强市场

宣传，强调木本油料的独特营养价值与功效，凸显其

在油脂消费结构多元化、优质化、特色化中的重要

性，促进消费者膳食营养消费理念形成。引导龙头

企业、产业协会创建地理标志品牌，因地制宜塑造品

牌特性，充分挖掘产品差异化价值和文化底蕴，增强

品牌识别度，提高油茶籽油、核桃油、国产橄榄油等

木本食用油的公众认知度。鼓励木本油料企业申报

有机、绿色、森林生态标志等相关认证，充分利用

“一带一路”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ＲＣＥＰ）平台，鼓励本土木本油料企业走出去，加强
与海外公司的战略合作，积极扩展木本油料油脂国

际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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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４　加强推广宣传，打造全国知名品牌

品牌形成是油茶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象征。

开展“河源山茶油”品牌创建行动。搭建油茶产业

数字化平台，加快“三品一标”认证进度，应用物联

网技术建立“河源山茶油”及“龙川山茶油”质量安

全溯源系统，实现当地油茶产业全产业链可视化。

加强“河源山茶油”与“龙川山茶油”区域公用品牌

建设，促进企业积极申请获得有机食品认证和绿色

食品认证，鼓励企业打造油茶知名品牌以提高河源

市油茶的市场竞争力和经济价值。与此同时，加大

客家油茶文化的推广宣传，建立面向全国的客家油

茶文化博物馆，油茶古法炮制工艺观赏区，通过沉浸

式体验讲好客家油茶文化故事，传播油茶文化知识，

建立特色品牌效应，提高知名度［４］。另外，顺应全球

“互联网 ＋”发展的趋势，与电商平台深入合作，加
大线上销售力度，拓宽河源市油茶籽油及其加工副

产品的销售渠道，进一步巩固／提高河源市油茶籽油
在国内植物油市场中的占有份额。

４．５　有效整合资源，优化加工生产布局
有效整合资源，优化加工生产布局是油茶产业

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环节。推进河源市特色油茶产业

园建设，充分发挥各方优势，形成油茶产业种植、生

产和精深加工产业链，实现油茶加工链各环节的高

效衔接，就近就地加工转化。促进当地龙头企业之

间的合作，统一思想，集中力量办大事，最大程度地

整合资源，实现油茶生产组织化水平的提高，促进区

域油茶产业集群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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