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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保障植物油料进口稳定对中国植物油料安全有着深远的影

响。在分析中国植物油料生产与贸易的基础上，刻画其进口增长的特征以及考察其进口的变化趋

势，并对植物油料进口的依赖程度及进口安全进行探讨。结果表明：中国植物油料进口依然保持较

高水平；中国植物油料自给率不断下降，对进口的依赖程度相对较高；中国植物油料的进口来源地

主要集中在巴西和美国，且较高的植物油料进口依赖程度使得中国植物油料进口安全水平较低。

因此，提出了提高植物油料综合保障能力，做好植物油料进口和储备调节，发展植物油料进口市场

多元化等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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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是植物油料的生产和消费大国，也是进口 大国。植物油料作为食用油脂和饲料蛋白的重要来

源，事关人民群众的生活和国家粮食安全，对于保障

国家粮食安全、能源安全和促进社会经济健康发展

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１］。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畜

牧养殖规模的持续扩大、新型城镇化水平的提高以

及消费水平的惯性升级对国内植物油料消费的增长

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驱动［２］。尽管中国是植物油料

生产大国，但是植物油料的国内产量却不能满足持

续增长的消费需求，而国外植物油料以其价格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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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开辟了一个逐渐扩大的消费市场［３］，已成为

中国第一大类的进口农产品［４］。虽然中国政府在

《“十四五”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和２０２２年中
央一号文件中提到了对油料作物的保障措施，但仍

难以满足国内市场对于植物油料的高度需求。目

前，利用国际市场进口植物油料依然是解决国内植

物油料供不应求的重要手段［５］。然而，植物油料的

大量进口在满足国内需求的同时也加剧了对进口植

物油料的依赖性，给粮油安全带来了较高的风险和

不确定性。近年来，随着国际经贸摩擦的日益增多

和粮油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植物油料主产国频繁

调整贸易和生物质能源政策，再加上受气候、疫情和

地缘政治等因素的影响，中国植物油料进口规模和

进口结构已经发生了偏差，要想通过植物油料进口

来保障国内供应的风险也逐渐加大。因此，植物油

料进口安全除了要考虑利用国际市场来缓解国内供

不应求矛盾外，还应充分考虑植物油料的贸易流向。

那么，中国植物油料的生产和贸易状况如何，在不同

阶段如何演变，对植物油料的进口依赖程度以及对植

物油料进口安全的影响怎样，是否有利于改善中国植

物油料进口市场多元化，以上问题的回答对于正确评

估中国植物油料的进口依赖程度及进口安全问题并

采取有效的政策行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总的来说，以往对中国粮食、大豆和棉花进口及

其产业安全研究较多，而对植物油料进口及其安全

的系统性和综合性研究较少，但其进口增长及进口

安全问题已逐渐引起了相关学者的重视。赵丽佳

等［６］分析了中国植物油料进口来源地的可靠性和

产业安全情况，认为进口供给基本是有保障的，但进

口较多使该产业总体处于危机状态。严茂林等［５，７］

认为中国植物油料进口相对集中，虽有一定程度下

降，但是对国际植物油料市场的依赖程度较高［８］，

会使得主要植物油料主产国进行垄断，给中国进口

植物油料带来风险［９］。与此同时，中国可能还会面

临植物油料进口价格不断上升的不利影响［１０－１１］，甚

至出现断供的危险局面，进而严重影响中国植物油

料的产业安全［１２］。那么，如何防范化解这一风险就

成为了众多学者的关注内容。考虑到中国很难在短

时期内大幅提高植物油料作物产量，因此调整植物

油料的进口结构成为今后一段时期内解决植物油料

进口安全的普遍共识［１３－１６］。鉴于此，本文在前人研

究的基础上，致力于在分析中国植物油料生产与贸

易的基础上，刻画其进口增长的特征以及考察其进

口的变化趋势，并对植物油料进口的依赖程度及其

进口安全影响进行探讨，并提出对策建议，旨在为中

国植物油料进口应对外部冲击，促进中国植物油料

产业可持续发展提供更多战略选择。

１　中国植物油料生产及贸易状况
１．１　植物油料生产情况

根据美国农业部、智研咨询整理的数据，２０１３
年以来，全球约７０％的植物油料生产源于巴西、美
国、中国、阿根廷和印度。其中，５０％以上的主要植
物油料生产来自于美洲地区。２０２１年上述５个国
家的植物油料产量约占世界总产量的６９．０６％，其
中巴西占比２１．８２％，美国占比２１．７４％，中国占比
１０．４８％，阿根廷占比８．１７％，印度占比６．８５％。近
年来，随着植物油料生产大国的政策调整，植物油料

生产的集中度越来越高。

中国是植物油料的主要生产国之一，年产量在

４０００万～６０００万ｔ，但是国内植物油料年消费量超
过１５０００万ｔ，中国成为全球主要植物油料的最大进
口国。２００２—２０２２年中国植物油料生产情况见表１。

表１　２００２—２０２２年中国植物油料生产情况
Ｔａｂｌｅ１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ｓｔａｔｕｓｏｆｏｉｌｓｅｅｄｓｉｎＣｈｉｎａｆｒｏｍ２００２ｔｏ２０２２

年份 播种面积／万ｈｍ２ 总产量／万ｔ 单产／（ｋｇ／ｈｍ２） 年份 播种面积／万ｈｍ２ 总产量／万ｔ 单产／（ｋｇ／ｈｍ２）
２００２ ２３４８．５９ ４５４７．７４ １９３６．３７ ２０１３ ２０４８．７８ ４５８８．７１ ２２３９．７２
２００３ ２４３０．２９ ４３５０．３２ １７９０．０４ ２０１４ ２０４９．２３ ４６４０．４９ ２２６４．５１
２００４ ２４０１．９５ ４８０６．０６ ２０００．９０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４．１８ ４６２７．２１ ２２９７．３２
２００５ ２３９０．８５ ４７１１．９２ １９７０．８１ ２０１６ ２０７８．９７ ４７５９．６０ ２２８９．４１
２００６ ２１０４．２８ ４１４８．４９ １９７１．４５ ２０１７ ２１４６．８０ ５００３．４９ ２３３０．６８
２００７ ２１１４．４５ ４０６６．３３ １９２３．１１ ２０１８ ２１２８．５２ ５０３０．１０ ２３６３．１９
２００８ ２２４５．７９ ４６０７．６６ ２０５１．６９ ２０１９ ２２２５．７２ ５３０２．１６ ２３８２．２３
２００９ ２２７８．３２ ４６６１．８４ ２０４６．１７ ２０２０ ２３０１．１６ ５５４６．５８ ２４１０．３４
２０１０ ２２３９．５６ ４６９７．７６ ２０９７．６３ ２０２１ ２１５１．７７ ５２５２．７１ ２４４１．１２
２０１１ ２１５７．３８ ４７００．３６ ２１７８．７３ ２０２２ ２３４１．２８ ５６８２．２１ ２４２６．９７
２０１２ ２０８４．０２ ４６２９．２１ ２２２１．２９

　注：据《中国统计年鉴》数据整理计算
　Ｎｏｔｅ：ＳｏｕｒｃｅｆｒｏｍＣｈｉｎａ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Ｙｅａｒｂｏｏｋ

　　由表１可知：２００２年中国植物油料的播种面
积、总产量和单产分别为２３４８．５９万ｈｍ２、４５４７．７４

万ｔ、１９３６．３７ｋｇ／ｈｍ２，到２００７年中国植物油料的播
种面积、总产量和单产分别为 ２１１４．４５万 ｈｍ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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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０６６．３３万ｔ、１９２３．１１ｋｇ／ｈｍ２，与 ２００２年相比分
别减少２３４．１４万 ｈｍ２、４８１．４１万 ｔ、１３．２６ｋｇ／ｈｍ２，
生产总体呈现出面积减、总产减和单产减的走向；

２００８年中国植物油料的播种面积、总产量和单产分别
为２２４５．７９万 ｈｍ２、４６０７．６６万 ｔ、２０５１．６９ｋｇ／ｈｍ２，
２００９年中国植物油料的播种面积、总产量和单产分
别为 ２２７８．３２万 ｈｍ２、４６６１．８４万 ｔ、２０４６．１７
ｋｇ／ｈｍ２，生产出现了短暂的面积增、总产增和单产
减的走向；而后到２０１５年中国植物油料的播种面
积、总产量和单产分别为２０１４．１８万ｈｍ２、４６２７．２１
万ｔ、２２９７．３２ｋｇ／ｈｍ２，生产又出现了面积减、总产减和
单产增的走向；随后到２０２２年中国植物油料的播种面
积、总产量和单产分别为２３４１．２８万ｈｍ２、５６８２．２１万ｔ、
２４２６．９７ｋｇ／ｈｍ２，生产总体呈现面积增、总产增和单产
增的走向，这主要是因为国家在大力实施大豆和油料

产能提升工程，使得国内植物油料生产形势喜人。

１．２　植物油料进出口情况
中国不仅是植物油料生产大国，也是植物油料

进口大国。根据国家统计局和联合国商品贸易（ＵＮ
Ｃｏｍｔｒａｄｅ）数据库计算，２０２２年中国植物油料的消
费量达１５２１９．５８万 ｔ，占世界总消费量的２０％以
上，植物油料进口量高达９６１３．２５万ｔ，占世界总进
口量的２８．２０％。中国植物油料进出口情况见图１。

注：据《中国统计年鉴》和ＵＮＣｏｍｔｒａｄｅ数据整理计算而得
Ｎｏｔ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ｆｒｏｍＣｈｉｎａ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ａｌＹｅａｒｂｏｏｋａｎｄＵＮＣｏｍｔｒａｄｅ

图１　２００２—２０２２年中国植物油料进出口情况
Ｆｉｇ．１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ｄｅｘｐｏｒｔ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ｏｉｌｓｅｅｄｓｉｎＣｈｉｎａ

ｆｒｏｍ２００２ｔｏ２０２２

　　从图１可以看出，进入２１世纪以来，随着国际
贸易环境的日益自由化、全球植物油料生产和贸易

格局的新变化以及人民生活需求的高质量化，中国

对植物油料的需求量迅速上升，国内生产的植物油

料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需要，导致植物油料的进口

量迅速增加，始终处于贸易逆差状态，且贸易逆差在

不断扩大。中国植物油料的进口量由 ２００２年的
１１９５．３５万ｔ增加至２０２２年的９６１３．２５万 ｔ，增加
了８４１７．９０万ｔ，年均增幅高达１０．９９％，而出口量
则呈降低态势，由２００２年的９８．５７万ｔ减少至２０２２
年的７５．８９万 ｔ，贸易逆差由１０９６．７９万 ｔ扩大到
９５３７．３７万ｔ，年均增幅为１１．４２％。

具体来看，２００２年，中国植物油料进口量占国
内植物油料消费需求的比例仅为２１．１８％。２００７年
以前，中国植物油料进口量虽有增幅，但是变化不

大，每年的进口量不会超过３０００万ｔ，如２００２年进
口量为１１９５．３５万ｔ，２００６年进口量２９３０．０３万ｔ；
中国植物油料出口量在１００万 ｔ上下波动，如２００２
年出口量 ９８．５７万 ｔ，２００５年出口量 １０７．８８万 ｔ。
２００７年中国植物油料的进口量超过了３０００万ｔ，为
３１９３．０７万ｔ，出口量则为９６．７１万ｔ。２０２０年中国植
物油料的进口量达到最高的１０６１５．０３万ｔ，占国内植
物油料消费需求的６６．０２％。反观２００７—２０２０年，中
国植物油料出口量总体经历了“先降后升”趋势。随

着中国国内植物油料生产的增长、消费量的下降以及

俄乌战争的影响，近年来中国植物油料进口量出现了

下滑，２０２１年和２０２２年中国植物油料进口量分别为
１０１２９．２６万ｔ和９６１３．２５万ｔ，而中国植物油料出口
量略有增加，２０２１年和２０２２年中国植物油料出口量
分别为７０．２９万ｔ和７５．８９万ｔ。
１．３　植物油料进口结构情况

按照ＵＮＣｏｍｔｒａｄｅ数据库中 ＨＳ１９９６的统计口
径，植物油料可以分为七类：１２０１类，大豆；１２０２类，
花生；１２０３类，椰子干；１２０４类，亚麻籽；１２０５类，油
菜籽；１２０６类，葵花籽；１２０７类，棉籽、芝麻等其他油
料。按照这种统计分类方法，列出２００２—２０２２年中
国植物油料的进口结构，见表２。

由表２可以看出，中国的植物油料进口以大豆
为主，在绝大多数年份大豆所占比例在９４％以上。

表２　２００２—２０２２年中国植物油料进口结构

Ｔａｂｌｅ２　Ｉｍｐｒｏｔ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ｏｉｌｓｅｅｄｓｉｎＣｈｉｎａｆｒｏｍ２００２ｔｏ２０２２ 万ｔ

植物油料 ２００２年 ２００５年 ２０１０年 ２０１５年 ２０２０年 ２０２１年 ２０２２年

１２０１类 １１３１．４４ ２６５９．００ ５４７９．７７ ８１６８．９７ １００３１．４５ ９５７２．５５ ９１０８．１４

１２０２类 ０．１５ ０．０３ １．４２ １３．２４ １０８．４５ １００．２６ ６６．４１

１２０３类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１ ０．００

１２０４类 ０．１５ ０．００ ２１．８４ ３６．０３ ３７．２５ ４２．３４ ６１．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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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２ 万ｔ

植物油料 ２００２年 ２００５年 ２０１０年 ２０１５年 ２０２０年 ２０２１年 ２０２２年
１２０５类 ６１．８２ ２９．６２ １５９．９８ ４４７．０７ ３１１．４３ ２６４．６４ １９６．０６
１２０６类 ０．３６ ０．１０ ０．７３ ６．８９ １８．００ １１．０６ １９．５４
１２０７类 １．４３ １６．９６ ４２．４５ ８７．３８ １０８．４５ １３８．４０ １６１．６５
合计 １１９５．３５ ２７０５．７３ ５７０６．２１ ８７５９．５８ １０６１５．０３ １０１２９．２６ ９６１３．２５

　注：据ＵＮＣｏｍｔｒａｄｅ数据整理计算而得
　Ｎｏｔｅ：ＳｏｕｒｃｅｆｒｏｍＵＮＣｏｍｔｒａｄｅ

２　中国植物油料进口依赖及进口安全分析
植物油料进口贸易对缓解国内耕地资源压力和

满足消费者日益升级的需求具有重要的作用。但

是，随着中美经贸关系不确定因素增加和国际贸易

环境的复杂多变，较高的进口依存度、较高的进口市

场集中度以及较高的进口依赖性将会对中国植物油

料的上下游产业链产生更大的影响。为了保障植物

油料进口贸易的良好发展和产业安全，本部分将着重

分析中国植物油料的自给率、主要进口来源地及进口

集中度、进口依赖性等，借此掌握其进口特征，为寻求

植物油料进口市场多元化提供借鉴基础。

２．１　自给率
植物油料的自给率是指本国每年生产的植物油

料数量与其消费的数量之比。这个指标主要用来说

明本国生产的植物油料在植物油料消费中所占的比

例，可以反映对进口植物油料的依赖程度。如果一

国的植物油料自给率越高，那么该国对进口植物油

料的依赖性就越低；反之，一国的植物油料自给率越

低，那么该国对进口植物油料的依赖性就越高。为

了评价植物油料的安全状态，本文借鉴朱丽萌［１７］对

农业产业安全指标的界定来分析中国植物油料的产

业安全，将植物油料自给率安全状态划分为４种类
型，即安全、基本安全、不安全和危机，并给出４种状
态的自给率范围分别为８０％ ～１００％、５０％ ～８０％、
２０％～５０％、０％～２０％，自给率越低，表明植物油料
产业面临的风险越大。根据中国植物油料国内生产

和进出口数据可以计算出其自给率，具体如表 ３
所示。

表３　２００２—２０２２年中国植物油料的国内生产、进出口量和自给率
Ｔａｂｌｅ３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ｄｅｘｐｏｒｔｖｏｌｕｍｅａｎｄｓｅｌｆ－ｓｕ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ｒａｔｅｏｆｏｉｌｓｅｅｄｓｉｎＣｈｉｎａｆｒｏｍ２００２ｔｏ２０２２

年份 国内生产／万ｔ 进口量／万ｔ 出口量／万ｔ 国内供应／万ｔ 自给率／％ 安全状态

２００２ ４５４７．７４ １１９５．３５ ９８．５７ ５６４４．５３ ８０．５７ 安全

２００３ ４３５０．３２ ２０９９．５３ １００．４４ ６３４９．４１ ６８．５２ 基本安全

２００４ ４８０６．０６ ２０７８．３９ ９１．０７ ６７９３．３８ ７０．７５ 基本安全

２００５ ４７１１．９２ ２７０５．７３ １０７．８８ ７３０９．７７ ６４．４６ 基本安全

２００６ ４１４８．４９ ２９３０．０３ ９１．５１ ６９８７．０１ ５９．３７ 基本安全

２００７ ４０６６．３３ ３１９３．０７ ９６．７１ ７１６２．７０ ５６．７７ 基本安全

２００８ ４６０７．６６ ３９０２．５８ ９２．８７ ８４１７．３７ ５４．７４ 基本安全

２００９ ４６６１．８４ ４６３５．９７ ８０．０６ ９２１７．７６ ５０．５７ 基本安全

２０１０ ４６９７．７６ ５７０６．２１ ５８．１９ １０３４５．７８ ４５．４１ 不安全

２０１１ ４７００．３６ ５４６５．１３ ６２．８３ １０１０２．６６ ４６．５３ 不安全

２０１２ ４６２９．２１ ６２３０．００ ７６．５２ １０７８２．６９ ４２．９３ 不安全

２０１３ ４５８８．７１ ６７８６．６６ ６４．８１ １１３１０．５６ ４０．５７ 不安全

２０１４ ４６４０．４９ ７７５５．２３ ６３．９９ １２３３１．７２ ３７．６３ 不安全

２０１５ ４６２７．２１ ８７５９．５８ ６２．２５ １３３２４．５３ ３４．７３ 不安全

２０１６ ４７５９．６０ ７５３９．４０ １０１．７７ １２１９７．２３ ３９．０２ 不安全

２０１７ ５００３．４９ １０２０４．８２ ７９．１１ １５１２９．２０ ３３．０７ 不安全

２０１８ ５０３０．１０ ９４５１．１６ ９１．６３ １４３８９．６３ ３４．９６ 不安全

２０１９ ５３０２．１６ ９３３３．９７ ９１．０２ １４５４５．１１ ３６．４５ 不安全

２０２０ ５５４６．５８ １０６１５．０３ ８２．８６ １６０７８．７５ ３４．５０ 不安全

２０２１ ５２５２．７１ １０１２９．２６ ７０．２９ １５３１１．６８ ３４．３１ 不安全

２０２２ ５６８２．２１ ９６１３．２５ ７５．８９ １５２１９．５８ ３７．３３ 不安全

　注：据《中国统计年鉴》和ＵＮＣｏｍｔｒａｄｅ数据整理计算
　Ｎｏｔｅ：ＳｏｕｒｃｅｆｒｏｍＣｈｉｎａ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ＹｅａｒｂｏｏｋａｎｄＵＮＣｏｍｔｒａｄｅ

　　由表３可以看出：２００２年中国的植物油料自给
率为８０．５７％，对进口植物油料的依赖性较小，处于

安全状态；２００３—２００５年中国的植物油料自给率分
别为６８．５２％、７０．７５％、６４．４６％，对进口植物油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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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依赖性虽然增强，但仍然可控，始终处于基本安全

状态；此后，中国的植物油料自给率开始下降，

２００６—２００９年、２０１０—２０１３年、２０１４—２０２２年中国
的植物油料自给率分别降至 ５０％ ～６０％、４０％ ～
５０％、３０％～４０％，表明中国对进口植物油料的依赖
程度较高，由基本安全状态降至不安全状态，这主要

是因为中国国内耕地资源有限，在保障１．２亿 ｈｍ２

（１８亿亩）耕地的基础上，大幅度增加植物油料的播
种面积难度较大，并且国内生产植物油料的比较优

势不足，在国际上缺乏竞争力。随着人民生活水平

的不断提高，我国对于植物油料的消费需求将会持

续增加，而国内生产难以满足这种日益增长的需求，

供需之间的缺口将会长期存在，并且这种缺口还有

可能进一步增大。

２．２　主要进口来源地及进口市场集中度
２００２—２０２２年中国植物油料主要进口来源国、

进口量及进口份额见表４。

表４　２００２—２０２２年中国植物油料的主要进口来源国、进口量及进口份额
Ｔａｂｌｅ４　Ｍａｉｎｓｏｕｒｃｅ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ｉｍｐｏｒｔｖｏｌｕｍｅａｎｄｉｍｐｏｒｔｓｈａｒｅｏｆｏｉｌｓｅｅｄｓｉｎＣｈｉｎａｆｒｏｍ２００２ｔｏ２０２２

年份 来源国 进口量／万ｔ份额／％ 年份 来源国 进口量／万ｔ份额／％ 年份 来源国 进口量／万ｔ份额／％

２００２

美国 ０４６２．１７ ３８．６６
巴西 ３９０．９４ ３２．７１
阿根廷 ２７７．４４ ２３．２１
澳大利亚 ３８．５９ ３．２３
加拿大 １９．４６ １．６３
德国 ５．００ ０．４２
朝鲜 １．００ ０．０８
越南 ０．２５ ０．０２

２０１０

美国 ２３６０．０５ ４１．３６
巴西 １８５８．７２ ３２．５７
阿根廷 １１１９．５０ １９．６２
加拿大 １８９．１３ ３．３１
乌拉圭 １３４．７６ ２．３６
埃塞俄比亚 １７．１２ ０．３０
缅甸 ４．５３ ０．０８
苏丹 ４．４０ ０．０８

２０１８

巴西 ６６０８．１７ ６９．９２
美国 １６７３．５２ １７．７１
加拿大 ６５５．４０ ６．９３
阿根廷 １４６．５８ １．５５
乌拉圭 １１９．９１ １．２７
俄罗斯 １１１．０６ １．１８
苏丹 ２５．４９ ０．２７
埃塞俄比亚 １９．３８ ０．２１

２００４

美国 １０１９．８５ ４９．０７
巴西 ５６１．５９ ２７．０２
阿根廷 ４４０．２８ ２１．１８
加拿大 ４３．８５ ２．１１
印度 ４．５２ ０．２２
苏丹 ２．７４ ０．１３
缅甸 １．５４ ０．０７
朝鲜 ０．９８ ０．０５

２０１２

美国 ２５９７．２１ ４１．６９
巴西 ２３８９．１３ ３８．３５
阿根廷 ５８９．８３ ９．４７
加拿大 ３６９．６４ ５．９３
乌拉圭 １９０．３９ ３．０６
澳大利亚 ３９．３６ ０．６３
埃塞俄比亚 １９．２９ ０．３１
俄罗斯 ９．１６ ０．１５

２０２０

巴西 ６４２７．７５ ６０．５５
美国 ２６２２．６２ ２４．７１
阿根廷 ７４６．４７ ７．０３
加拿大 ２７０．９９ ２．５５
乌拉圭 １６５．６６ １．５６
俄罗斯 １１６．０５ １．０９
苏丹 ５２．７７ ０．５０
澳大利亚 ４３．９０ ０．４１

２００６

巴西 １１６２．０３ ３９．６６
美国 ９８８．７７ ３３．７５
阿根廷 ６２２．１２ ２１．２３
加拿大 ７７．６０ ２．６５
乌拉圭 ５０．３７ １．７２
埃塞俄比亚 １３．５０ ０．４６
苏丹 ６．７４ ０．２３
印度 １．３７ ０．０５

２０１４

巴西 ３２００．５５ ４１．２７
美国 ３００５．１１ ３８．７５
阿根廷 ６００．８０ ７．７５
加拿大 ５６３．２６ ７．２６
乌拉圭 ２４４．２２ ３．１５
澳大利亚 ６０．３３ ０．７８
埃塞俄比亚 １８．３９ ０．２４
坦桑尼亚 ８．４１ ０．１１

２０２１

巴西 ５８０６．３８ ５７．３２
美国 ３１８２．４８ ３１．４２
阿根廷 ３７２．０４ ３．６７
加拿大 ３１８．６５ ３．１５
俄罗斯 ８７．５４ ０．８６
乌拉圭 ８６．６０ ０．８５
苏丹 ５５．６６ ０．５５
塞内加尔 ３３．０４ ０．３３

２００８

美国 １５４３．３８ ３９．５５
巴西 １１６５．３１ ２９．８６
阿根廷 ９８４．８２ ２５．２３
加拿大 １３３．７９ ３．４３
乌拉圭 ４８．２０ １．２４
缅甸 ９．１６ ０．２３
印度 ４．８９ ０．１３
埃塞俄比亚 ３．９４ ０．１０

２０１６

巴西 ３３９０．９４ ４４．９８
美国 ３０１１．９５ ３９．９５
阿根廷 ７０７．２４ ９．３８
加拿大 １５９．６９ ２．１２
乌拉圭 １５０．８８ ２．００
俄罗斯 ３４．４５ ０．４６
埃塞俄比亚 ２１．３５ ０．２８
澳大利亚 ８．６３ ０．１１

２０２２

巴西 ５４３９．３６ ５６．５８
美国 ２９６４．１３ ３０．８３
阿根廷 ３６５．８２ ３．８１
加拿大 ２６１．７８ ２．７２
乌拉圭 １７８．８１ １．８６
俄罗斯 １１９．９２ １．２５
苏丹 ５３．３３ ０．５５
澳大利亚 ４３．３９ ０．４５

　注：据ＵＮＣｏｍｔｒａｄｅ数据整理计算
　Ｎｏｔｅ：ＳｏｕｒｃｅｆｒｏｍＵＮＣｏｍｔｒａｄｅ

　　由表４可知，中国的植物油料进口来源国较为
集中，主要为巴西、美国、阿根廷、加拿大，这些国家

同时也是植物油料生产大国。２００２年，中国从这４
国进口的植物油料在进口植物油料总量中所占份额

５２０２５年第５０卷第１期　　　　　　　　　　　　　中　国　油　脂



为９６．２１％，２０２２年，中国从这４国进口的植物油料
总量为９０３１．０８万 ｔ，所占份额高达９３．９４％，中国
进口的植物油料基本上被以上国家所垄断。虽然中

国也从乌拉圭、俄罗斯、苏丹、澳大利亚等国家进口

植物油料，但是所占份额较少，２０２２年分别为
１．８６％、１．２５％、０．５５％、０．４５％。２０１２年以前，中
国植物油料的最大进口来源国主要是美国，如２００２
年中国从美国进口的植物油料为４６２．１７万 ｔ，占中
国植物油料进口总量的３８．６６％，２００４年占到中国
植物油料进口总量的 ４９．０７％，２００８年下降到
３９．５５％，２０１２年又回升至４１．６９％。中国从巴西进
口植物油料所占份额以及排名在２０１２年之后开始
异军突起，巴西近年来在中国植物油料进口来源国

中始终排名第一，２０１４年中国从巴西进口植物油料
３２００．５５万 ｔ，所占份额为４１．２７％，２０１８年所占份
额有较大突破，高达６９．９２％，之后所占份额逐渐下
降，但始终保持在５５％以上，到２０２２年仍占半壁江
山，为 ５６．５８％。中国从阿根廷进口的植物油料
２００２年达到 ２７７．４４万 ｔ，占 ２３．２１％的市场份额，
２０２２年为３６５．８２万 ｔ，仅占３．８１％的市场份额，且
排名基本处于第三位。中国从加拿大进口的植物油

料所占份额和排名基本处于第四位，２０２２年中国从
加拿大进口植物油料 ２６１．７８万 ｔ，所占份额为 ２．
７２％。五大洲作为进口来源地的变化不大，主要集
中在欧洲的俄罗斯，南美洲的乌拉圭，大洋洲的澳大

利亚以及非洲的苏丹、塞内加尔和埃塞俄比亚等国

家，但这些国家所占市场份额在中国植物油料进口

总量中少之甚少。总体而言，中国植物油料进口主

要来源国虽然有所变化，但是变动不是很显著。可

见，中国植物油料进口的市场集中度比较高。

２．３　进口依赖性
一般而言，当Ａ国从Ｂ国进口某种资源占Ａ国

进口总量的比例越大时，说明Ａ国对Ｂ国的依赖程
度较高；如果Ａ国进口某种资源的金额占Ｂ国出口
该资源总金额的比例越大时，说明Ｂ国对Ａ国的依
赖程度越强；如果 Ａ国对 Ｂ国的依赖程度高，而 Ｂ
国对Ａ国的依赖程度不强，说明Ａ国在某种资源上
显著依赖 Ｂ国；反之，如果 Ａ国对 Ｂ国的依赖程度
不高，而 Ｂ国对 Ａ国的依赖程度较强时，说明 Ｂ国
在某种资源上显著依赖 Ａ国。因此，中国植物油料
的进口依赖性应从中国从某国进口植物油料的数量

占中国植物油料进口总量的比例和中国为从某国进

口植物油料支出的金额占该国植物油料出口总额的

比例来综合比较分析。综上，本文参照傅龙波［１８］、

董桂才［１９］、杨莲娜［２０］等的研究方法，通过以下４个
步骤来计算２００２—２０２２年中国植物油料的进口依
赖性。第一步，计算中国从某个国家进口植物油料

的数量占中国植物油料进口总量的比例，这一数值

越高，说明中国对该出口国的植物油料依赖性越强；

第二步，计算中国从某个国家进口植物油料的数量

占该国出口植物油料总量的比例，这一比例越大，说

明该出口国对中国植物油料市场的依赖越强；第三

步，计算第一步与第二步的比值，该数值越大，说明

中国植物油料依赖该出口国，但是该出口国不依赖

中国植物油料市场；第四步，计算该出口国的植物油

料出口量占世界植物油料出口总量的比例，并将其

结果与第三步所得结果相乘，以进一步评估中国植

物油料对该出口国的依赖性。由于２０１７—２０２２年
中国植物油料的进口来源地较为集中且连续，主要

分布在巴西、美国、阿根廷、加拿大、乌拉圭、俄罗斯、

苏丹这７个国家，由于苏丹只能统计到 ２０１７年和
２０１８年的植物油料出口量，鉴于数据缺失，仅选择
巴西、美国、阿根廷、加拿大、乌拉圭、俄罗斯这６个
国家作为选择对象，且这６个国家占中国植物油料
进口比例合计均在９７．０５％以上，具有较好的代表
性，计算结果如表５所示。

由表５可知，第一步计算结果显示，巴西是近年
来中国植物油料进口的最大来源地，２０１８年以后，
中国从巴西进口的植物油料占中国植物油料进口总

量的５０％以上，始终处于第一大进口来源市场。除
了２０１８—２０２０年外，其他年份美国的市场份额均超
过３０％。阿根廷、加拿大、乌拉圭、俄罗斯所占市场
份额不高，２０２１年和２０２２年均在５％以下。从动态
发展趋势看，中国对巴西市场的植物油料进口市场

份额在２０１８年后开始逐步下降。第二步计算结果
显示，巴西的植物油料出口对中国市场的依赖较强，

２０１７年中国植物油料进口占巴西植物油料出口的
比例高达９１．９９％，２０１８年更是高达９７．７８％，之后
有所下降，但是中国植物油料进口占巴西植物油料

出口的比例依然超过了６５％，２０２２年为６８．５３％。
２０２０年以后，中国植物油料进口占美国植物油料出
口的比例超过５０％，２０２２年为５０．９２％。除了２０１８
年外，中国植物油料进口占阿根廷植物油料出口的比

例超过６０％。中国植物油料进口占加拿大植物油料
出口的比例由２０１７年的５５．７１％下降至２０２０年的
１６．０６％，到２０２２年又反弹至２５．５６％。其他地区，如
乌拉圭和俄罗斯等国家的植物油料出口对中国市场

的依赖性也比较强，占其植物油料出口的比例也均超

过了３０％。第三步和第四步的计算结果显示，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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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巴西的植物油料进口依赖程度最高，其次是美国，

对加拿大、阿根廷、乌拉圭和俄罗斯的进口依赖程度

较小。从动态发展趋势看，２０１９年以后中国对巴西
市场的植物油料依赖程度总体在不断上升。

表５　中国植物油料进口的市场依赖性
Ｔａｂｌｅ５　Ｍａｒｋｅｔ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ｏｎｉｍｐｏｒｔｅｄｏｉｌｓｅｅｄｓｉｎＣｈｉｎａ ％

操作步骤 来源国 ２０１７年 ２０１８年 ２０１９年 ２０２０年 ２０２１年 ２０２２年

第一步

巴西 ４９．９１ ６９．９２ ６１．７９ ６０．５５ ５７．３２ ５６．５８
美国 ３２．３２ １７．７１ １８．２４ ２４．７１ ３１．４２ ３０．８３
阿根廷 ６．４５ １．５５ ９．４２ ７．０３ ３．６７ ３．８１
加拿大 ６．６９ ６．９３ ５．１８ ２．５５ ３．１５ ２．７２
乌拉圭 ２．５２ １．２７ ２．２１ １．５６ ０．８５ １．８６
俄罗斯 ０．６１ １．１８ １．２５ １．０９ ０．８６ １．２５

第二步

巴西 ９１．９９ ９７．７８ ７７．９７ ７２．２９ ６６．７９ ６８．５３
美国 ５８．４０ ３５．１６ ３１．８１ ３９．８７ ６０．１８ ５０．９２
阿根廷 ８５．２６ ３９．０１ ８３．０５ ７５．３８ ７５．４９ ６０．７２
加拿大 ５５．７１ ３９．８０ ３７．７６ １６．０６ ２３．７２ ２５．５６
乌拉圭 ７８．７４ ８６．０８ ６７．８４ ７４．５０ ４５．０６ ５２．９４
俄罗斯 ３５．９７ ５３．５２ ６３．９０ ３０．００ ４０．７５ ３９．８７

第三步

巴西 ５４．２５ ７１．５１ ７９．２５ ８３．７７ ８５．８２ ８２．５６
美国 ５５．３４ ５０．３６ ５７．３４ ６１．９６ ５２．２０ ６０．５５
阿根廷 ７．５７ ３．９８ １１．３５ ９．３３ ４．８７ ６．２７
加拿大 １２．０１ １７．４３ １３．７１ １５．８９ １３．２６ １０．６５
乌拉圭 ３．２０ １．４７ ３．２６ ２．０９ １．９０ ３．５１
俄罗斯 １．７０ ２．２０ １．９６ ３．６４ ２．１０ ３．１３

第四步

巴西 ４０．０９ ６５．４０ １９．３０ ３３．００ ３８．０１ ３４．２６
美国 ６．９０ １．９７ ２０．０２ １９．１５ １４．３４ １８．４３
阿根廷 ０．１３ ０．０１ ０．７８ ０．３２ ０．１２ ０．２０
加拿大 ０．１６ ０．２４ １．１４ １．２６ ０．９１ ０．５７
乌拉圭 ０．０２ ０．００ ０．０６ ０．０２ ０．０２ ０．０６
俄罗斯 ０．０１ ０．００ ０．０３ ０．０７ ０．０２ ０．０５

　注：据ＵＮＣｏｍｔｒａｄｅ数据整理计算
　Ｎｏｔｅ：ＳｏｕｒｃｅｆｒｏｍＵＮＣｏｍｔｒａｄｅ

３　结论及启示
３．１　结论

（１）中国植物油料进口依然保持较高水平。国
内植物油料产量增加的有限性与社会经济现实需求

的无限性矛盾越演越烈，二者之间的缺口会越来越

大。植物油料贸易作为植物油料富余地区与短缺地

区之间的连接纽带，有效地缓解了中国国内市场的

植物油料供需矛盾。但是，在耕地面积和技术水平

有限的情况下，通过扩大植物油料种植面积或者提

高植物油料单产来增加植物油料的总产量在短期内

很难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需要，而大量进口植物油

料在一定时期内依然是中国植物油料贸易的常态。

需要注意的是，植物油料的大量进口不仅可以弥补

国内植物油料的供需缺口，也会对国内植物油料市

场产生一定的冲击。

（２）中国植物油料的进口依赖程度相对较高。

２００２年中国的植物油料自给率较高，对进口植物油
料的依赖性较小，２００３—２００９年中国植物油料的自
给率开始下降，总体在５０％以上，处于可控范围，但
是在２０１０年后中国植物油料的自给率不断下降，对
进口植物油料的依赖程度上升。中国植物油料进口

的市场集中度较高，２０１２—２０２２年，中国从巴西和
美国两大市场进口的植物油料所占份额均超过了

８０％，２０２２年更是达到了８７．４２％。巴西、美国、阿
根廷和乌拉圭等国家的植物油料出口对中国植物油

料市场的依赖性较强，中国对巴西的进口依赖程度

是最高的，其次是美国，对加拿大、阿根廷、乌拉圭和

俄罗斯的进口依赖程度相对较小。

（３）中国植物油料的进口安全水平较低。较高
的植物油料进口依赖程度使得中国植物油料进口处

于较低安全水平。中国植物油料的进口来源市场相

对集中，大量植物油料的进口对中国植物油料进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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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造成很大的不确定影响。总体上看，在植物油

料进口政策的调整下，大量植物油料进口对于中国

国内植物油料产业尚未构成严重威胁。相反，充分

利用“两种市场”“两种资源”反而有助于加强中国

植物油料安全。虽然植物油料进口是保障国内植物

油料稳定供给的重要手段，如果能在进口来源地和

品种方面进一步做到多元化和多样化，植物油料进

口安全水平可能会进一步提高。

３．２　对策建议
（１）提高植物油料综合保障能力。在遵循不与

粮食争地的原则下，要加快恢复东北大豆种植面积，

大力推广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充分利用盐碱地、

冬闲田、撂荒地、沙漠地、山区林地来种植草本油料

和木本油料；要加强种业攻关，突破种业“卡脖子”

技术，提高良种对增产的支撑能力，不断提高植物油

料自给率；要加快优质品种选育，健全适合市场需求

的现代化育种体系，不断满足多层次和多样化的市场

需求；要不断提高农民种植植物油料的积极性，对植

物油料生产者实施补贴，支持开展植物油料代耕代种

等社会化服务，建设一批植物油料产业园或产业群，

推动植物油料产业实现“产、工、销”一体化发展。

（２）做好植物油料进口和储备调节。要推动植
物油料企业积极“走出去”，联合参与植物油料主产

国的采购和基础设施运营等，建立稳定的生产基地

和流通渠道，保持植物油料持续稳定的进口来源；要

打造植物油料走出去一体化信息共享平台，建立风

险评估和预警体系，引导植物油料产业良性发展；要

提升全球植物油料产业链供应链管理能力，建立备

份链条来分散风险，通过国内国际双循环减少对西

方国家进口的依赖，实现产业链自主可控；要增强国

内储备调节能力，积极利用社会储备，不断通过进口

和国内收购来逐步完善植物油料的储备规模和结

构，提高植物油料的市场调控能力和抗风险能力。

（３）发展植物油料进口市场多元化。巴西、美国
和阿根廷是全球前三大植物油料出口国，也是中国植

物油料进口的主要市场来源地，而这些植物油料主产

国掌握着国际植物油料市场的定价权，为了避免陷入

“比较优势陷阱”，中国需要发展多元化的植物油料

进口市场，比如依托“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和“一带一路”倡议等多边协议框架，加强国家或地

区合作，探索开辟新的植物油料贸易渠道；主动向国

际市场发出中国增加植物油料进口规模、扩大品种结

构和拓宽国别进口来源的政策信号，优化与俄罗斯、

非洲和南美洲等国家的特色油料主产地的协作关系

等等，从而减少对巴西和美国植物油料进口的过度依

赖，进而提高中国植物油料进口安全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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