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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７９—２０１９年中国５种主要油料作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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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旨在为挖掘油料作物增产潜力、提升油料产能、保障国内食用植物油供给安全等政策制定提

供参考，通过集中度和比较优势分析，研究了１９７９—２０１９年我国５种主要油料作物（花生、油菜、向
日葵、芝麻和胡麻）的时空分布变化。结果显示：１９７９—２０１９年花生种植集中度呈减小趋势，油菜
和胡麻集中度升高，向日葵和芝麻集中度则先降低后升高；２０１９年河南、山东、广东、辽宁、河北
５省花生综合优势指数大于１，其中河南为我国花生第一生产大省，综合优势指数从０．８０增加至
１．９３；湖南、四川、湖北、贵州、安徽５省具有稳定的油菜生产综合优势，２０１９年川渝地区（四川和重
庆）、湖北、湖南油菜籽产量居前三位；１９７９—２０１９年内蒙古和新疆向日葵综合优势指数分别为
２１４～３．３８和１．６４～３．０６，且在２０１９年它们分别是我国葵花籽生产第一、第二大主产地；河南、湖
北两省一直是我国芝麻生产核心区域，综合优势指数分别为１．５０～２．１３和２．１７～２．３９；甘肃、宁
夏、山西、内蒙古具有胡麻生产综合优势，２０１９年甘肃、内蒙古和宁夏胡麻籽产量居前三位。综上，
当前河南、川渝地区、内蒙古、甘肃分别是我国花生（和芝麻）、油菜籽、葵花籽、胡麻籽等核心油料

生产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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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油料作物是植物油和植物蛋白质的重要来源。
植物油是人们日常膳食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

分，不仅为人体提供必需脂肪酸，而且植物油中含有

的维生素Ｅ、甾醇、角鲨烯等多种微量营养物质，具
有多种健康功效［１］。《国家粮食安全中长期规划纲

要（２００８—２０２０年）》预测，２０２０年我国食用植物油
人均消费量为 ２０ｋｇ，消费需求总量为 ２９００万 ｔ。
而早在２０１５年国内食用植物油消费总量（约３１４２
万ｔ）和人均消费量（２２．６ｋｇ）就已经双双远超预
期［２］。当前，国内食用植物油自给率不到４０％［３］。

近年来，随着社会生活水平提高和畜牧养殖业快速

发展，我国食用植物油和蛋白饲料需求量呈逐年增

加趋势。国内油料生产能力增长缓慢，致使产需缺

口持续拉大，对外依存度居高不下。２０２２年和２０２３
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中分别指出要大力实施油料

产能提升工程和深入推进油料产能提升工程，可见

我国油料供给形势严峻。

本文简述了１９７９—２０１９年以来我国５种主要
油料作物———花生、油菜、向日葵、芝麻和胡麻的时

空分布变化，旨在为挖掘油料作物增产潜力，进一步

提高国内油料产能，保障国内食用植物油供给安全

等政策制定提供理论参考。

１　数据来源与分析方法
１．１　数据来源

本研究所用数据来自中国国家统计局，包括

１９７９—２０１９年我国油料作物的播种面积、油料总产
量和平均单位面积产量（以下简称“单产”），５种主
要油料作物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播种面积、油

料产量和单产，以及各油料作物全国播种面积、全国

油料总产量和单产等数据。另外，１９９４年（含）以前
四川省相关数据中均包含重庆，１９９４年以后仍将四
川省和重庆市各项数据作为整体进行分析。文中全

国或各省（区域市）油料总产量均指全部油料作物

的生产量，包括５种主要油料（花生、油菜籽、芝麻、

葵花籽、胡麻籽）和其他油料，但不包括大豆、木本

油料和野生油料（中国国家统计局）。

１．２　分析方法
１．２．１　集中度分析

集中度分析可以揭示农业生产的地区分布特

征，其中集中度比率（Ｒｎ）是常用的分析指标。集中
度比率是以某油料作物播种面积（产量）最大的 ｎ
个省（区或市）的播种面积（产量）之和占全国该作

物播种总面积（总产量）的比例表征。其中：花生、

油菜、芝麻和向日葵４种油料作物，ｎ依次设定为２、
４、８［４］；胡麻由于分布省（区或市）较少，ｎ则设定为
２、４、６。
１．２．２　比较优势／优势度分析

比较优势指数法能够科学地反映特定区域内某

种油料作物的相对优势［５］，包括规模优势指数、效

率优势指数和综合优势指数。其中，规模优势指数

用于反映某地区某种油料作物种植规模（播种面

积）的相对比较优势；效率优势指数则反映某地区

某种油料作物单产较该作物全国平均单产水平的比

较优势；综合优势指数是效率优势指数和规模优势

指数的几何平均值，可综合反映某地区某种油料作

物的整体生产优势。本文中，若某种油料作物优势

指数大于１，则表明该作物具有优势，小于１则不具
有优势。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我国油料作物的时空分布变化
２．１．１　总的时空分布变化

图１为１９７９—２０１９年我国油料作物总的时空
分布变化。

由图１ａ可知，１９７９—２０１９年，我国油料作物播
种面积呈先增加后减少的趋势。其中，１９９９—２００５
年是我国油料作物播种面积高峰阶段，年均播种面

积为１４６３．４万ｈｍ２。２０１９年我国油料作物播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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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为１２９２．５万 ｈｍ２，比１９７９年（７０５．１万 ｈｍ２）增
加了０．８倍。同期，我国油料作物平均单产稳步增
加，１９７９年平均单产为９１２．６ｋｇ／ｈｍ２，２０１９年则增
加了近 ２倍，达到２７０２．４ｋｇ／ｈｍ２。与单产变化趋
势相似，我国油料总产量呈稳步增长趋势，从１９７９
年的６４３．０万ｔ增长至２０１９年的３４９３．０万ｔ，增加
了４．４倍。

图１　１９７９—２０１９年我国油料作物总的时空分布变化

　　由图１ｂ可知，在油料生产构成中，花生产量占
比最大，在４０．４％ ～５０２％范围内波动。油菜籽产
量占比则在３５．０％～４３．０％范围内呈波动性变化，
葵花籽产量占比变化复杂，从１９７９年５．３％增加至
１９８４年的１４．３％，随后降至２００４年的５．１％，并逐
步升高至２０１４年的７．７％。芝麻、胡麻籽及其他油
料产量占比逐渐减少，其中，芝麻产量占比从１９７９
年的６．５％减少至２０１９年的１．３％，胡麻籽产量占
比则从１９７９年的４．１％降低至２０１４年的１．０％。

由图１ｃ可知，１９７９年，山东、四川、安徽、广东、
江苏、河南、河北、湖北和湖南等省是我国油料主产

地，油料产量合计占比为６６．９％。其中，山东和四
川两地占比分别为１６．９％和１０．１％，分别居全国第

一位和第二位。２０１９年，各主产区油料产量虽然均
有增加，但占比出现了明显改变。如：山东、安徽、广

东、江苏、浙江等省占比大幅减少，尤其是山东由第

一位（１６．９％）直接降至第四位（８．３％）。与此相
反，河南、湖北、湖南、内蒙古等省（区）油料产量占

比大幅增加。其中：１９７９—２０１９年河南油料产量增
加了１６．５倍，占比由５．７％升至１８．５％，居第一位；
四川油料产量占比由１９７９年的１０．１％增加至２０１９
年的１２．４％，仍居第二位；湖北、湖南、内蒙古油料
产量占比分别由１９７９年的５．０％、４．５％、２．９％增
加到２０１９年的９．０％、６．９％、６．５％，分别居第三、
第五、第六位。

２．１．２　５种主要油料作物的时空分布变化
２．１．２．１　花生的时空分布变化
２．１．２．１．１　花生生产情况

图２为１９７９—２０１９年我国花生生产情况。

图２　１９７９—２０１９年我国花生生产情况

　　由图２可知：我国花生播种面积从 １９７９年的
２０７．４万ｈｍ２上升至２０１９年的４６３．３万 ｈｍ２，增加
了１．２倍；我国花生单产水平逐渐升高，由１９７９年
的 １３６０．５ｋｇ／ｈｍ２提高到 ２０１９年的 ３７８１．０
ｋｇ／ｈｍ２，增加了近 １．８倍；花生产量也是连年升高，
２０１９年达到１７５２．０万ｔ，较１９７９年的２８２．４万ｔ增
加了５．２倍。
２．１．２．１．２　花生集中度分析

１９７９—２０１９年我国花生播种面积集中度分析
见表１，花生产量分布情况见图３。

表１　１９７９—２０１９年我国花生播种面积集中度 ％

年份 Ｒ２ Ｒ４ Ｒ８
２０１９年 ４０．８ ５４．４ ７５．８
２０１４年 ４０．３ ５４．１ ７４．８
２００９年 ４１．３ ５６．７ ７６．０
２００４年 ３９．６ ５５．５ ７６．０
１９９９年 ４０．４ ５７．８ ７８．２
１９９４年 ４３．０ ６１．６ ８０．３
１９８９年 ３９．６ ６０．９ ７９．６
１９８４年 ４２．０ ５９．８ ８２．４
１９７９年 ４５．８ ６１．９ ８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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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１９７９年和２０１９年我国花生产量分布

　　由表１可见，１９７９年，我国花生播种面积最大
的２个、４个、８个省之和分别占全国花生播种面积
的４５．８％、６１．９％、８２．１％，２０１９年这一占比则分别
减少至 ４０．８％、５４．４％和 ７５．８％，集中度呈减小
趋势。

由图３可见，１９７９年，山东、广东、河北、广西、
河南、安徽、四川和福建８个主产地的花生产量占全
国花生总产量的８３．８％，其中，山东、广东、河北 ３
个主产地的花生产量占比分别为３７．６％、１５２％、
８．２％。２０１９年８个花生主产地（河南、山东、广东、
河北、辽宁、湖北、吉林、四川）的花生产量占全国花

生总产量的７８．８％，此外，２０１９年各主产地花生产
量占比较１９７９年发生显著变化，其中，河南从第五
位（４．７％，１９７９年）上升为第一位（３２９％，２０１９
年），山东和广东则分别从第一位（３７．６％，１９７９
年）、第二位（１５．２％，１９７９年）下降至第二位
（１６３％，２０１９年）、第三位（６．２％，２０１９年）。此
外，福建、河北、江苏等省花生产量占比出现大幅

降低，而湖北、吉林、辽宁等省花生产量占比明显

增加。

２．１．２．１．３　花生比较优势分析
对２０１９年我国花生生产大省（河南、山东、广

东、辽宁、河北、湖北、吉林、四川）进行了比较优势

分析。结果表明，河南、山东、广东、辽宁、河北５省
的综合优势指数大于１，具有明显的花生生产综合
优势。其中：河南是我国花生第一大产地，１９７９—
２０１９年综合优势指数（０．８０～１．９３）、效率优势指数
（０．７０～１．２５）和规模优势指数（０．９２～２９８）均稳
步增加；山东是我国花生第二大产地，虽然花生生产

综合优势明显，但是其同期综合优势指数（２．２９～
１．５７）和规模优势指数（３．７７～２．１８）均表现为明显
降低趋势；其余３省的高综合优势指数也主要是与
其较高的规模优势指数有关，但是其对应的效率优

势指数均小于１。
２．１．２．２　油菜的时空分布变化
２．１．２．２．１　油菜的生产情况

图４为１９７９—２０１９年我国油菜生产情况。

图４　１９７９—２０１９年我国油菜生产情况

　　由图４可见，１９７９—２０１９年，我国油菜播种面
积呈先增加后下降的趋势，其中２０００—２００５年油菜
播种面积处于历史高位，年均为 ７２５．０万 ｈｍ２。
２０１９年我国油菜播种面积为６５８．３万 ｈｍ２，比１９７９
年（２７６．１万 ｈｍ２）增加了 １．４倍。单产水平则由
１９７９年的８７０．１ｋｇ／ｈｍ２提升至２０１９年的２０４８．４
ｋｇ／ｈｍ２，增加了１．４倍。同期油菜籽产量稳步增加，
从２４０．０万ｔ升至１３４８．０万ｔ，增加了４．６倍。
２．１．２．２．２　油菜集中度分析

１９７９—２０１９年我国油菜播种面积集中度见表
２，油菜籽产量分布情况见图５。

表２　１９７９—２０１９年我国油菜播种面积集中度 ％

年份 Ｒ２ Ｒ４ Ｒ８
２０１９年 ３７．４ ５９．０ ７９．２
２０１４年 ３２．９ ５６．０ ７９．５
２００９年 ３０．１ ５４．３ ７９．５
２００４年 ３０．１ ５１．３ ７８．１
１９９９年 ２８．１ ４９．５ ７７．２
１９９４年 ２６．８ ４９．２ ７９．０
１９８９年 ３０．８ ５０．５ ７９．４
１９８４年 ３１．６ ５０．３ ７８．９
１９７９年 ２５．６ ４２．７ ７０．２

图５　１９７９年和２０１９年我国油菜籽产量分布

　　由表２可见，１９７９年，前２个、４个、８个油菜种
植大省（市）油菜播种面积之和依次占全国油菜播

种总面积的 ２５．６％、４２．７％、７０．２％，而 ２０１９年这
一占比则分别上升至３７．４％、５９．０％和７９．２％，集
中度明显增加。

由图５可见，１９７９年，四川、江苏、浙江、湖南、
安徽、湖北、河南、上海８个主产地油菜籽产量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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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１８８．１万ｔ，占全国的７８．３％。其中，四川、江苏、
浙江占比依次为２１．７％、１０．８％、１０．６％，分别居第
一、第二、第三位。２０１９年，前８个主产地（四川、湖
北、湖南、安徽、贵州、江西、云南、江苏）油菜籽产量

合计为１１０３．７万 ｔ，占比为８１．８％。其中：川渝两
地（四川和重庆）占比进一步增加，为２５７％；湖北、
湖南两省次之，分别由１９７９年的６２％、９．５％增加
至２０１９年的１５．７％、１５．４％。此外，同 １９７９年相
比，２０１９年云南和贵州两省油菜籽产量占比也有明
显增加，而江苏和浙江两省占比均大幅下降。

２．１．２．２．３　油菜比较优势分析
对２０１９年油菜籽生产大省（四川、湖北、湖南、

安徽、贵州、江西、云南、江苏）进行优势比较分析。

结果表明，１９７９—２０１９年，湖南、四川、湖北、贵州、
安徽５省油菜综合优势指数均大于１，表明这些省
份在１９７９—２０１９年一直具有明显的油菜生产综合
优势。川渝地区（四川和重庆）是我国油菜第一大

产地，综合优势指数为１．３２～１．９４，效率优势指数
为１．０８～１．５０，规模优势指数为１．４９～３．２７，具有
明显的比较优势。多年来湖南和湖北分别是我国第

二、第三大油菜籽产地。１９７９—２０１９年，湖南油菜
综合优势指数和规模指数均呈增加趋势，分别为

１２２～１７８、１．８２～３．８３，但是效率优势指数均小于
１（０７８～０．９４）。１９７９—２００４年，湖北油菜综合优
势指数由１．０９升高至１．９６，但是２０１９年又减小至
１８２。同期，湖北油菜规模优势指数变化趋势与之
相似，从 １．３１（１９７９年）大幅增加至 ３．５０（２００４
年），随后又逐渐减小至３．２６（２０１９年）。此外，湖
北油菜单产水平优势不明显，除１９９４年外（１２３），
多年来效率优势指数一直为０．８９～１．１０。
２．１．２．３　向日葵的时空分布变化
２．１．２．３．１　向日葵的生产情况

图６为１９７９—２０１９年我国向日葵生产情况。

图６　１９７９—２０１９年我国向日葵生产情况

　　由图６可见，１９７９—２０１９年我国向日葵播种植
面积波动较大，其中１９７９年播种面积最小，为３６．７
万 ｈｍ２，１９９９年播种面积较大，为 １１３．１万 ｈｍ２，

２０１９年我国向日葵播种面积为 ９２．１万 ｈｍ２，比
１９７９年增加了１．５倍，但是相较于历史最高年份有
大幅减少。单产水平总体呈增长趋势，由１９７９年的
９２４．７ｋｇ／ｈｍ２提升至２０１９年的２７０７．０ｋｇ／ｈｍ２，增
加了１．９倍。同单产变化相似，葵花籽产量总体呈
增长趋势，从 １９７９年的 ３３．９万 ｔ升至 ２０１９年的
２４９．４万ｔ，增加了６．４倍。
２．１．２．３．２　向日葵集中度分析

１９７９—２０１９年我国向日葵播种面积集中度见
表３，葵花籽产量分布情况见图７。

表３　１９７９—２０１９年我国向日葵播种面积集中度 ％

年份 Ｒ２ Ｒ４ Ｒ８
２０１９年 ７５．１ ８６．３ ９５．８

２０１４年 ６５．１ ８３．４ ９４．９

２００９年 ５８．６ ７８．７ ９２．７

２００４年 ４９．９ ７４．０ ９１．９

１９９９年 ４８．０ ７４．６ ９４．１

１９９４年 ４３．６ ６９．７ ９４．５

１９８９年 ４３．１ ６８．１ ９３．８

１９８４年 ４４．９ ７５．０ ９５．５

１９７９年 ４９．３ ７９．６ ９４．０

图７　１９７９年和２０１９年我国葵花籽产量分布情况

　　由表３可见，１９７９—１９８４年，前２个、４个主要
葵花籽种植省（区）向日葵播种面积集中度稍微下

降，１９８９—２０１９年则总体呈持续升高趋势，分别由
４３．１％和６８．１％增加至７５．１％和８６．３％，表明向日
葵种植日趋集中。

由图７可见，１９７９年，吉林、辽宁、内蒙古、黑龙
江、新疆、甘肃、山西、河北８省（区）葵花籽产量合
计为３２．４万 ｔ，占全国总产量的９５．２％。其中，吉
林葵花籽产量居全国第一位，占比为３０．５％，辽宁、
内蒙古和黑龙江占比依次为 １９．５％、１５．０％和
１４５％。２０１９年，８个主产省（区）葵花籽总产量为
２４０．８万 ｔ，占全国总产量的９６．５％，总集中度小幅
升高，但是主产地构成变化很大。例如：２０１９年吉
林、辽宁、黑龙江３省葵花籽产量占比显著降低，分
别减少至２．４％、０．４％、０．６％；内蒙古、新疆、甘肃、
河北等省（区）则均有不同幅度增加。特别地，内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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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和新疆分别成为我国葵花籽第一、第二大产地，占

比依次为５９．２％和１６．４％。
２．１．２．３．３　向日葵比较优势分析

对２０１９年葵花籽主产地（内蒙古、新疆、河北、
甘肃、山西、吉林）进行比较优势分析。结果表明，

１９７９—２０１９年内蒙古和新疆都具有较高的综合优
势指数，分别为２．１４～３．３８和１．６４～３．０６。甘肃
在１９７９—１９９９年综合优势指数低于或接近 １，在
２００４—２０１９年综合优势指数均大于１且呈增加趋
势。吉林综合优势指数出现大幅度降低，从１９７９年
的３．３４锐减至２０１９年的０．８１。山西综合优势指数
波动变化明显，１９８４—２０１４年综合优势指数为
１７８～２．３２，但是其他年份则小于 １。河北综合优
势指数常年低于１，综合优势不明显。主产省（区）中
只有甘肃、新疆、内蒙古３省（区）具有较高的效率优
势，其余产地效率优势指数均小于１。规模优势方
面，１９７９—２０１９年内蒙古规模优势指数从４．７４稳步
递增至１１．４４，同期，第二大产地新疆也一直保持较高
的规模优势指数，变幅为３．２６～７．５９，甘肃规模优势
指数呈增加趋势，从０．４６增加至２．３９，而山西常年具
有较高的规模优势指数，但是呈现减小趋势。

２．１．２．４　芝麻的时空分布变化
２．１．２．４．１　芝麻的生产情况

图８为１９７９—２０１９年我国芝麻生产情况。

图８　１９７９—２０１９年我国芝麻生产情况

　　由图８可见，１９７９—２０１９年我国芝麻播种面积
连年减少，２０１９年为２６．２万ｈｍ２，仅为１９７９年８４．３
万ｈｍ２的３１．１％。然而，芝麻单产水平稳步提升，由
１９７９年 ４９４．７ｋｇ／ｈｍ２升至 ２０１９年的 １６５１．０
ｋｇ／ｈｍ２，增加了２．３倍。同期，我国芝麻产量呈波动
变化，１９９９—２００４年处于历史较高水平，年均产量
为７５．８万ｔ。２０１９年我国芝麻产量为４６．７万 ｔ，比
１９７９年增加了 １１．９％，但是只有历史最高时期的
６１．６％。
２．１．２．４．２　芝麻集中度分析

１９７９—２０１９年我国芝麻播种面积集中度见表
４，产量分布情况见图９。

表４　１９７９—２０１９年我国芝麻播种面积集中度 ％

年份 Ｒ２ Ｒ４ Ｒ８
２０１９年 ６７．３ ８２．８ ９２．０
２０１４年 ５６．４ ８２．１ ９４．２
２００９年 ５７．０ ７８．８ ８９．７
２００４年 ５２．２ ７５．６ ８７．８
１９９９年 ５２．４ ７７．９ ９１．２
１９９４年 ５２．３ ７３．８ ９０．３
１９８９年 ５１．３ ７７．１ ９１．６
１９８４年 ４７．３ ７１．４ ８９．１
１９７９年 ５３．８ ７７．２ ８９．８

图９　１９７９年和２０１９年我国芝麻产量分布

　　由表４可知，１９７９年，前２个、４个、８个芝麻主
要种植省（区）的播种面积占比分别为 ５３．８％、
７７２％、８９．８％，１９８４年分别减少至４７．３％、７１．４％
和８９．１％，随后总体持续升高，２０１９年则分别增加
至６７．３％、８２．８％和９２．０％。

由图９可知，１９７９年，河南、湖北、安徽、江西、
河北、湖南、山东、四川８省芝麻产量合计为３８．７万
ｔ，占比为９２．７％。其中，河南、湖北、安徽３省占比
分别为 ２５．３％、２５．０％、２１．３％，为芝麻主产地。
２０１９年，前８个主产地芝麻产量合计为４２．４万 ｔ，
占比为９３．１％。同１９７９年相比，河南、湖北、湖南、
陕西、广西５省（区）芝麻产量占比上升，而安徽、江
西、河北、山东等省占比则大幅减少。２０１９年河南
芝麻产量为１９．９万 ｔ，占比为４２．７％，为芝麻生产
第一大省；湖北为第二大芝麻产地，占比为２７．７％。
２．１．２．４．３　芝麻比较优势分析

对２０１９年芝麻主产地（河南、湖北、江西、安
徽）进行比较优势分析。结果表明，１９７９—２０１９年
芝麻主产地中只有河南、湖北、江西３省综合优势指
数整体大于 １，安徽 ２０１４年前综合优势指数大于
１（１４４～１．９８），但是随后锐减至０．６８（２０１９年）；
其余几个省（区）综合优势指数常年小于１。河南是
我国芝麻第一大产地，综合优势指数为 １．５０～
２１３，规模优势指数为３．６５～４．９１，效率优势指数
２００４年前为０．５８～０９８，随后为１．０５～１．１４。我国
芝麻第二大产地是湖北，其综合优势指数比较稳定，

常年为２．１７～２．３９，规模优势指数则从１９７９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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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９０大幅度持续升高至２０１９年５．６４，而效率优势
指数则从１９７９年的１．６５递减至２０１９年的１．０１。
１９７９—２０１４年安徽一直是我国芝麻第三大产地，综
合优势指数为１．４４～１９８，规模优势指数为２．２６～
３．２８，而２０１９年其综合优势指数和规模优势指数分
别为０．６８和 ０．４９，其效率优势也不明显，１９８９—
２０１９年效率优势指数为０．９５～１．０７。
２．１．２．５　胡麻的时空分布变化
２．１．２．５．１　胡麻的生产情况

图１０为１９７９—２０１９年我国胡麻生产情况。

图１０　１９７９—２０１９年我国胡麻生产情况

　　胡麻是我国北方及西北地区一种重要的特色油
料作物。由图１０可知，１９７９—２０１９年我国胡麻播
种面积整体呈现明显减少趋势，由６４．９万ｈｍ２减少
至２３．２万ｈｍ２。１９８５—１９９２年胡麻播种面积较大，
年均播种面积为７３．５万 ｈｍ２。２０１９年胡麻播种面
积为２３．２万ｈｍ２，较历史播种面积较大年份有大幅
降低。然而，同期胡麻单产水平则由４０７．６ｋｇ／ｈｍ２

（１９７９年）大幅提升至１４４５．６ｋｇ／ｈｍ２（２０１９年），
增加了２．５倍。不同年份间胡麻籽产量变化波动非
常大，１９９４年为５１．１万ｔ，２００９年则只有２９５万ｔ。
２０１９年我国胡麻籽产量为 ３３．５万 ｔ，比 １９７９年
２６５万ｔ增加了２６．４％。
２．１．２．５．２　胡麻集中度分析

１９７９—２０１９年我国胡麻播种面积集中度见表
５，胡麻籽产量分布情况见图１１。

表５　１９７９—２０１９年我国胡麻播种面积集中度 ％

年份 Ｒ２ Ｒ４ Ｒ６
２０１９年 ５６．９ ８６．３ ９７．６
２０１４年 ５２．５ ８６．５ ９９．２
２００９年 ５１．７ ８１．８ ９８．０
２００４年 ５１．６ ８４．２ ９７．８
１９９９年 ５０．４ ８１．６ ９５．８
１９９４年 ５３．５ ８１．２ ９４．８
１９８９年 ５１．４ ８０．１ ９６．７
１９８４年 ４６．９ ８１．３ ９８．０
１９７９年 ４８．０ ７９．４ ９７．３

图１１　１９７９年和２０１９年我国胡麻籽产量分布

　　由表５可知，１９７９—２０１９年我国胡麻播种面积
呈集中趋势，Ｒ２由 ４８．０％增加至 ５６．９％，Ｒ４从
７９４％提高至８６３％，而Ｒ６变化幅度则较小。

我国北方多个省（区）都有胡麻分布。其中，内

蒙古、河北、新疆、甘肃、山西、宁夏６省（区）一直是
我国胡麻籽主产地。由图 １１可知，１９７９年，内蒙
古、河北、新疆３省（区）胡麻籽产量分别居第一、第
二、第三位，占比依次为 ２７．５％、１８．６％、１７．１％，
２０１９年则分别减少至１８．８％、１０．２％、２．０％。与此
同时，甘肃、宁夏两省（区）胡麻籽产量占比则大幅

增加，分别由１９７９年的１７．０％、５．５％提升至２０１９
年４５．４％、１０．８％，分别居第一位和第三位，内蒙古
居第二位。

２．１．２．５．３　胡麻比较优势分析
对２０１９年胡麻主产地（甘肃、内蒙古、宁夏、山

西）进行比较优势分析。结果表明，甘肃、内蒙古、

宁夏、山西胡麻综合优势明显。１９７９—２０１９年，甘
肃胡麻综合优势指数呈递增趋势，由 ２．７０增加至
４．４３；同期，宁夏胡麻综合优势指数为２．９９～４．５９，
内蒙古和山西胡麻综合优势指数分别为 １．４４～
２８９和１．６６～３．１１。河北省除１９８９年（０．６３）和
２００９年（０．９９）外，其余年份综合优势指数均大于
１；而新疆综合优势指数则从２．９１（１９７９年）递减至
０．７４（２０１９年）。几个胡麻主产省（区）中，甘肃、新
疆和宁夏具有明显的效率优势，尤其是新疆，其效率

优势指数为１．２７～２．１３。此外，宁夏和青海也有具
有较高的效率优势指数。胡麻籽第一大主产地甘

肃，１９７９—２０１９年规模优势指数从 ６．５８升高至
１５２９，而第二大主产地内蒙古的规模优势指数则从
８．９６（１９７９年）减少至４．０４（２０１９年）。相比而言，
第三大主产地宁夏的胡麻籽生产规模优势最明显，

１９７９—２００４年其规模优势指数从９．７３大幅增加至
２５．５６，２００９—２０１９年则由１５．９８减少至１３．７３。山
西（５．３４～９．８２）、河北（１．８１～３．１４）、青海（１．４７～
３．０８）等省也有较高的规模优势指数，但是新疆的
规模优势降低明显，１９７９—２００９年其规模优势指数
由５８７减少至１．５５，２０１９年则降至０．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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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油料作物发展变化特点及影响因素分析
２．２．１　油料作物结构发生变化，单产水平显著增加

１９７９年以来，我国油料作物结构发生较大变
化。从结构组成来看，仍以花生和油菜为主［２］，且

呈增加趋势。芝麻和胡麻籽产量占比则大幅降低，

合计占比从 １０．６％（１９７９年）减少至 ２．３％（２０１９
年）。近年来，葵花籽产量占比增加迅速，从５．１％
（２００４年）升高至７．１％（２０１９年），居各主要油料
作物产量第三位。由此可知，花生、油菜籽和葵花

籽产量增加对我国油料作物总产量的提升起主要

作用。

我国油料作物生产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单产水平

大幅提升。１９７９—２０１９年，我国油料作物平均单产
增加了近 ２倍。单产水平的提升与优良品种的培
育和推广关系密切。例如，以中油 ８２１［６］、秦油 ２
号［７］、华油杂［２］、海花１号［８－９］、白葵杂１号［１０－１１］、

豫芝８号［１２］、宁亚１０号［１３］等为代表的优良品种选

育和利用，实现了我国油料作物单产水平的大幅提

升。与此同时，以覆膜栽培［１４］、“三防三促”调控技

术［１５］、胡麻免耕轮作［１６］、向日葵“二比空”栽培模

式［１７］等为代表的系列先进的农机农艺、栽培管理措

施及化肥农药持续投入，同样推动了油料作物单产

水平的提高。

２．２．２　油料作物布局区域化更明显
１９７９年以来，我国花生种植集中度呈现下降趋

势，主产地由山东、广东、河北变为河南、山东、广东，

特别是河南省的花生产量约占全国花生总产量的三

分之一（２０１９年），成为我国花生核心生产区域。油
菜籽生产由长江沿岸多省（四川、江苏、浙江、湖南、

安徽等）集中至川渝、湖南、湖北等地，其中川渝地

区２０１９年油菜籽产量占比超过全国的四分之一
（２５．７％），居首位。内蒙古是我国葵花籽的第一大
主产地，２０１９年其产量占比为５９．２％，其次是新疆，
两地产量合计占比为７５．６％。芝麻生产则进一步
集中，２０１９年河南、湖北两省芝麻产量合计占比为
７０．４％。甘肃、内蒙古、宁夏、山西、河北等省（区）
是我国胡麻籽主产地，其中甘肃产量居首位，占比为

４５．４％（２０１９年）。总体而言，南方地区油料作物生
产分布更为集中，由长江沿岸多个省份集中至川渝、

湖北、湖南等地，河南、山东及内蒙古则是北方地区

主要的油料作物产地。农业生产的区域变化受自然

条件、社会经济因素、风俗习惯等多种因素影响［１８］，

并将通过增加综合收益［１９－２０］、饮食习惯［１３，１６，２１］、满

足特定耕作制度需求［２２－２３］及生态环境适应性［２４］等

方式继续影响我国油料作物的生产布局。

２．２．３　区域发展不平衡
过去约４０年间，我国油料作物发展突出问题是

地区间单产水平差别明显。２０１９年全国花生产地
有３０个，但是包括广东、辽宁和四川等主产地在内
的多个省（市或区）均不具有效率优势，单产最低和

最高间甚至相差数倍。油菜生产也存在类似情况。

湖南是我国第三大油菜籽主产地，单产仅约同期全

国平均水平的８０％。内蒙古是我国的２个葵花籽
主产地之一，但是基本不具有效率优势。此外，不同

油料作物间单产水平差异也非常大。例如，胡麻和

芝麻的单产显著低于花生、油菜和向日葵。因此，对

于花生、油菜、向日葵等大宗油料作物，需要加大栽

培管理投入，培育适合当地生产的优良品种，补齐短

板，大力提高非效率优势产区的油料生产能

力［２５－２６］。同时，筛选、创制优异新种质，提高综合抗

性，培育突破性品种［１２，２４］，推动胡麻和芝麻等小众

油料作物单产大幅增加和品质优化，助力产业结构

调整、乡村振兴和农民增收。

３　结　论
１９７９—２０１９年我国５种主要油料作物（花生、

油菜、向日葵、芝麻和胡麻）时空分布发生了显著变

化。花生种植集中度呈减小趋势，油菜和胡麻集中

度升高，向日葵和芝麻集中度则先降低后升高。

２０１９年，河南为我国花生第一生产大省，综合优势
指数为１．９３。１９７９—２０１９年，湖南、四川、湖北、贵
州、安徽等省均具有稳定的油菜生产综合优势，２０１９
年川渝地区（四川和重庆）、湖北、湖南油菜产量居

前三位。１９７９—２０１９年内蒙古和新疆具有非常高
的向日葵生产综合优势，二者目前是我国葵花籽生

产两大主产地。河南、湖北两省一直是我国芝麻生

产核心区域，生产综合优势明显。甘肃、宁夏、山西、

内蒙古具有胡麻生产综合优势，２０１９年甘肃为我国
胡麻籽生产第一大省，胡麻籽产量占比为４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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