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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国是油料进口与消费大国!油料自给率低%严重依赖进口& 当前地缘政治矛盾的加剧与贸

易政策的不确定性令国际农产品市场出现动荡!我国油料贸易面临着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 在油

料进口量持续增加%对外依存度不断提高的背景下!分析目前我国油料进口贸易的总量特征!以及

以大豆%油菜籽%花生为代表的大宗油料和以芝麻%葵花籽%亚麻籽为代表的特色油料的产品结构特

征与国别特征!并进一步对大宗油料商品和特色油料商品的进口贸易特征及未来发展趋势作出判

断& 针对当前我国油料供给面临的国内外约束与风险!应大幅提升油料增产保供能力!积极拓展油

料进口渠道!减少对贸易争端国的进口依存度!建立和完善油料安全预警系统与应急机制!从而促

进我国油料产业的高质量发展!保障油料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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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E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我国油料消费持续上涨$

供需缺口不断扩大$导致我国油料进口压力不断增

加$对国际油料市场的依赖程度持续加深& 当前$全

球地缘政治冲突的频发和逆全球化形势的加剧给我

国油料贸易带来了新的变数& 本文基于中国油料产

业的历史特点与贸易规模排名(%)

$将其细分为以大

豆%油菜籽%花生为代表的大宗油料和以芝麻%葵花

籽%亚麻籽为代表的特色油料两类& 使用联合国商

品贸易数据库的油料数据$对 !""%*!"!" 年我国两

类油料进口贸易的总量特征%大宗油料和特色油料

的产品结构特征与国别特征进行研究$对两类油料

商品的进口贸易特征及未来变动趋势作出剖析和研

判$分析当前我国油料进口贸易中存在的问题$并提

出相应的对策$以期为今后我国油料的生产和贸易

提供参考&

;<我国油料贸易的特征

%7%E我国油料贸易的总量特征

我国既是油料供需大国$也是油料进口大国&

美国农业部"RG N̂#数据显示'!"!" 年我国油料

总产量达到 & '!( 万 V$接近世界总产量的 )_$是

继巴西%美国和阿根廷后的世界第四大油料生产

国!同年$我国油料消费量达 %& !"! 万 V$占世界总

消费量的 !'_$油料进口量高达 %" (%( 万V$接近世

界总进口量的 $$_"由于 ROH92VY3UK数据库暂无

消费与产量数据$此处使用 RG N̂数据进行代替#&

图 % 为 !""%*!"!" 年我国油料贸易的总量特征及

变化&

E注'数据来源于联合国商品贸易"ROH92VY3UK#数据库& 下同

图 ;<=>>;%=>=> 年我国油料贸易的总量特征及变化

EE由图 % 可看出$进入 !% 世纪以来$随全球油料

生产和贸易格局的急剧变化$国际贸易环境日益自

由化$我国油料的进口总量由 !""% 年的% $/"7!)万V

增至 !"!" 年的 %" &%&7(/ 万 V"与 RG N̂数据略有

不同$但误差较小$推测为统计口径误差#$增加了

) "(&7%. 万V$年均增幅高达%"7$._$而出口总量则

呈降低态势$由 )%7$/ 万V降至 .!7.$ 万V$贸易逆差

由 % (/.7/%万V扩大到 %" $''7&! 万 V$ 年均增幅为

%"7.(_& 可见$油料进口在波动中增势显著$进口

规模不断创下新高&

%7!E我国油料进口贸易的产品结构特征

图 ! 为 !""%*!"!" 年我国油料进口品种结构&

图 =<=>>;%=>=> 年我国油料进口品种结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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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E由图 ! 可知'加入 JF̀ 以来$大豆始终在我国

油料进口贸易中处于绝对主导地位$其在绝大多数

年份进口油料中的占比超过 )"_$甚至高达 )._以

上!油菜籽的进口规模位居第二$!""% 年其进口量

占比为 %"7)._$其他年份均在 !_ c&_之间徘徊$

而其他 ( 种油料的进口量占比则相对较小$均低于

%_& 因此$从油料进口品种结构特征来看$我国进

口油料的品种集中度过高&

%7!7%E以大豆%油菜籽%花生为代表的大宗油料商

品进口贸易特征

图 ' 为大豆%油菜籽%花生的进口贸易特征&

图 ?<大豆&油菜籽&花生的进口贸易特征

EE!"!"年我国大豆%油菜籽%花生的合计进口量为

%" ($!7&&万V$在油料进口总量中占比高达).7(&_$

近 !" 年大豆%油菜籽%花生的合计进口量在油料进

口总量中的占比更是常年稳居 )._以上&

大豆一直是我国进口规模最大的油料品种$常

年保持净进口状态$其进口量在 !""% 年为 % ')'7)$

万V$!"!" 年更是飙升至 %" "'!7/" 万V$年均增幅高

达 %"7)$_& 油菜籽是我国第二大进口油料$常年

保持净进口状态$进口量由 !""% 年的 %/!7(' 万 V

增至 !"!" 年的 '%%7(( 万 V$年均增幅为 '7%&_$呈

波动式增长& 花生的进口量由 !""% 年的 "7"' 万 V

增至 !"!" 年的 %".7$! 万 V$虽然增速较快$但

!""%*!"%(年其进口规模较小$年进口量不足 '万V$

!"%$ 年其进口量虽激增到 !"%( 年的 (7(' 倍$但在

油料进口总量中的比例仅为 %7"'_&

%7!7!E以芝麻%葵花籽%亚麻籽为代表的特色油料

商品进口贸易特征

图 ( 为芝麻%葵花籽%亚麻籽进口贸易特征&

图 @<芝麻&葵花籽&亚麻籽进口贸易特征

EE!"!" 年我国芝麻%葵花籽%亚麻籽的合计进口

量为 %$&7)% 万 V$在油料进口总量中占比仅为

%7(._$近 !" 年芝麻%葵花籽%亚麻籽油料进口量在

油料进口总量中的占比始终低于 !_$在我国油料

进口总量中的占比远不及大宗油料&

芝麻在 ' 种特色油料进口中居首位$常年保持

净进口状态(!)

$其进口量在 !""% 年仅为 "7&/ 万 V$

!"!" 年则突破了 %"" 万 V$年均增幅为 '"7!$_$进

口规模显著增加& 亚麻籽在 ' 种特色油料进口中居

第二位$!""&年以前我国亚麻籽年进口量不足 '万V$

此后年份我国亚麻籽进口量持续上升$从 !""& 年的

'7&/ 万V增至 !"!" 年的 '/7!$ 万 V$而其出口量则

始终低于 % 万V$故亚麻籽贸易也长期保持净进口状

态& 葵花籽的进口量在三者中最低$在油料进口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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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中的占比始终低于 "7(_$!"%' 年以前我国几乎

不进口葵花籽$故葵花籽始终保持着净出口状态$但

近年来葵花籽进口量显著增加$!"%( 年其进口量首

次突破 % 万V$并于 !"%) 年达到峰值 '"7!$ 万V&

%7'E我国油料进口贸易的国别特征

我国油料进口贸易的国别结构见表 %&

表 ;<我国油料进口贸易的国别结构

!""% 年 !""$ 年 !"%" 年 !"%$ 年 !"!" 年

来源E 份额?_ 来源E 份额?_ 来源E 份额?_ 来源E 份额?_ 来源E 份额?_

美国E '&7() 美国E ("7.' 美国E (%7'& 巴西E ($7/$ 巴西E &"7$$

阿根廷 '%7)/ 巴西E !)7') 巴西E '!7$/ 美国E '!7(/ 美国E !(7/!

巴西E !"7%' 阿根廷 !/7'( 阿根廷 %)7&! 阿根廷 %"7." 阿根廷 /7"'

加拿大 /7)% 加拿大 "7)) 加拿大 '7'% 加拿大 &7". 加拿大 !7$$

合计E )&7$" 合计E ).7$$ 合计E )&7.& 合计E )$7%" 合计E )(7.$

EE由表 % 可知$我国油料的进口来源地集中度较

高$主要集中在美洲国家$巴西%美国%阿根廷和加拿

大始终是我国油料的主要进口来源国$四者占据我

国 )(_以上的进口市场份额$我国进口油料市场基

本被主产国所垄断&

%7'7%E以大豆%油菜籽%花生为代表的大宗油料商

品进口贸易的国别特征

图 $ 为我国大豆%油菜籽%花生进口贸易国别

结构&

图 A<我国大豆&油菜籽&花生的进口贸易国别结构

EE由图 $ 可看出$我国大豆进口国主要是美国%巴

西%阿根廷& !""%*!"%/ 年$我国有 ("_左右的进口

大豆源自美国$但到 !"%.年这一比例下降至 %.7)"_&

!""' 年$南美大豆产量开始领先于北美$中断了美

国在全球大豆市场上一家独大的局面$再加上美国

相对较高的生产成本$巴西和阿根廷逐渐取代美国

成为全球大豆市场的主要供给者(')

& !"%' 年$巴西

成为我国第一大大豆进口来源国& !"!" 年我国自

巴西进口大豆 & (!/7/& 万 V$占大豆总进口的

&(7"/_$相比之下$来源于美国的大豆进口份额由

!""% 年的 (!7/"_下滑到 !"!" 年的 !/7&/_&

油菜籽的进口贸易国则更加集中$!""" 年后我

国油菜籽进口贸易高度集中于加拿大& !""%*!"%)

年自加拿大进口的油菜籽份额基本保持在 .$_以

上$其中有 %" 个年份甚至突破 )$_$自该国的油菜

籽进口量由 !""% 年的 %!!7$/ 万 V增至 !"!" 年的

!'%7$& 万V$近乎翻了 % 倍& 伴随着+一带一路,建

设$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的农业贸易合作

不断增强$!"!" 年来源于加拿大的油菜籽进口份额

降至 /(7'$_$但加拿大在我国油菜籽贸易中依然

具有绝对的话语权(()

&

!"%$ 年以来我国花生进口规模稳步增加$

!"%$*!"%& 年花生进口国集中在塞内加尔%美国%

阿根廷%印度四国!!"%/*!"%) 年花生进口贸易进

一步集中于塞内加尔和美国$' 年间由塞内加尔和

美国进口的花生份额超过 /"_& 从数量上看$!"%)

年由塞内加尔进口花生 !&7() 万 V$是 !"%$ 年的

(7&% 倍!!"%) 年由美国进口花生 /7'" 万 V$是 !"%$

年的 '7%! 倍& !"!" 年我国自非洲进口的花生比例

有所上升$表现为从苏丹进口花生 !)7&$ 万 V$由塞

内加尔和苏丹进口的花生份额接近 &"_$由美国进

口的花生份额为 '%7)._&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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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E以芝麻%葵花籽%亚麻籽为代表的特色油料

商品进口贸易的国别特征

图 & 为我国芝麻%葵花籽%亚麻籽进口贸易国别

结构&

图 B<我国芝麻&葵花籽&亚麻籽进口贸易国别结构

EE由图 & 可看出$我国芝麻的进口来源地由亚洲

向非洲转移$体现出芝麻生产的劳动密集型特征&

由ROH92VY3UK数据库整理得到$!""%*!"". 年我

国芝麻主要由印度%缅甸%越南等亚洲国家进口$

!"") 年后我国主要从尼日尔%苏丹%埃塞俄比亚和

坦桑尼亚等非洲国家进口& !"")*!"%/ 年埃塞俄

比亚保持我国芝麻第一大进口来源国地位$进口量

由 !"") 年的 %'7). 万 V增至 !"%/ 年的 !%7%! 万 V$

在芝麻总进口中占比约 '"_$!"%.*!"!" 年这一比

例降至 !"_以下& 苏丹在 !"%. 年替代埃塞俄比亚

成为我国芝麻进口份额第一的国家$!"!" 年从苏丹

进口芝麻 !'7%% 万 V$占芝麻总进口的 !!7/$_&

!"%% 年以来$我国由非洲地区进口的芝麻份额超过

八成&

!"%( 年以来我国葵花籽进口规模总体增加$且

高度依赖于哈萨克斯坦& !"%(*!"%) 年哈萨克斯

坦在我国葵花籽进口中的份额超过 .'_$其中有 (

个年份甚至超过 )._$这一份额在 !"!" 年降至

&(7&(_$主要源于我国同俄罗斯%保加利亚两国葵

花籽进口贸易合作的加强&

我国亚麻籽的进口贸易高度集中$!""%*!"%$

年进口来源地局限于加拿大$在我国亚麻籽进口中

的份额高于 )"_$进口量由 !""% 年的 ! AC增至

!"%$ 年的 '$7'" 万 V& !"%& 年$这种高度依赖单一

国家进口的局面发生变化$我国开始从俄罗斯%哈萨

克斯坦等国进口亚麻籽$从哈萨克斯坦进口亚麻籽

由 !"%$ 年的 "7"% 万V增至 !"!" 年的 %!7() 万V$相

应份额上升至 ''7$'_& 相较而言$自加拿大进口

的亚麻籽份额由 !"%$ 年的 ).7""_降至 !"!" 年的

')7&)_&

=<我国主要油料产品的供需特征及进口贸易发展

趋势

!7%E以大豆%油菜籽%花生为代表的大宗油料商品

的供需特征及进口贸易发展趋势

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如无特殊说明$本章

的产量与收获面积数据来自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

库$消费量数据来自RG N̂数据库#$!"!" 年我国大

豆%油菜籽%花生的总产量为 $ %&$7%! 万 V$同 !""%

年相比$总产量增加 % "((7!"万V& !"!" 年三者总收

获面积为 ! %!.7)% 万 L2

!

$较 !""% 年减少了 '"7(

万 L2

!

&

!"!" 年我国大豆总产量接近 ! """ 万V$在世界

大豆总产量中占比 $7!$_$同 !""% 年相比$总产量

增长 (%)7.$ 万 V$年均增幅 %7!._$是除巴西%美

国%阿根廷之外第四大大豆生产国& 我国大豆收获

面积由 !""% 年的 )(.7%/ 万 L2

! 增至 !"!" 年的

).&7&" 万 L2

!

$在 !"!" 年世界总收获面积中占比

/7!%_$居世界第五& 据RG N̂统计$我国大豆消费

量由 !""%年的 ! .'%万V增至 !"!"年的 %% %&"万V$

年均增幅高达 /7()_$大豆自给率由 !""% 年的

$$7.!_跌至 !"!" 年的 %/7)!_$显然我国大豆产

量已无法满足日趋旺盛的消费需求&

!"!"年我国油菜籽总产量为 % ("" 万V$在世界

油菜籽总产量中占比 %&7!%_$较 !""%年增加 !&&7.$

万V$年均增幅 %7%!_$是继加拿大后世界第二大油

菜籽生产国& 我国油菜籽收获面积由 !""% 年的

/")7(. 万 L2

! 降至 !"!" 年的 &." 万 L2

!

$在 !"!"

年世界总收获面积中占比 %&7"._$居世界第三&

油菜籽自给率由 !""% 年的 )'7&%_降至 !"!" 年的

.(7.$_& 我国油菜籽产品消费量居全球首位$库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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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降低$已连续十年以上消费量大于产量$供应缺

口巨大($)

&

!"!"年我国花生总产量为 % ."(7&.万V$在世界

花生总产量中占比 !$7%/_$较 !""% 年增加 '$/7$"

万V$年均增幅 %7%/_$产量居全球首位& 我国花生

收获面积由 !""% 年的 $"%7&$ 万 L2

! 降至 !"!" 年

的 (&%7)/ 万 L2

!

$在 !"!" 年世界总收获面积中占

比 %!7//_$居世界第二& !"!" 年花生贸易逆差高

达 &'7'& 万 V$是 !"%$ 年的 .7%! 倍$近些年全球花

生库存达到创纪录的高水平$短期国内外市场价差

使得进口花生更受国内市场青睐$大量进口花生之

势方兴未艾(&)

&

展望未来我国大宗油料进口贸易发展趋势$可

得如下结论'尽管近 !" 年我国大宗油料总产量呈增

长趋势$但总体来看我国大宗油料进口量仍将持续

增加$有以下几点原因&

"%#从国内供给来看$增加油料供给量难度仍

较大& 首先$同加入 JF̀ 初期相比$大宗油料收获

面积出现下滑$由于油料作物和粮食作物之间的资

源禀赋替代关系$且粮食作物种植效益高于大宗油

料作物$影响了农民种植油料作物的积极性(/)

& 其

次$比较效益的低下导致农民与其他投资人对大宗

油料的投资动力较低$投资积极性不足(.)

& 此外$

我国大宗油料作物单产较低$同世界平均单产存在

差距$生产效率亟须提高($$))

&

"!#从国内需求来看$居民需求仍将持续上升&

考虑到人口不断增长%城镇化步伐加快$我国食用油

消费量仍将维系刚性增长之势& 随着生活水平大幅

提高$居民食品消费结构也在不断升级(%")

$不仅表现

为食用油需求量的日益增长$更表现为需求层次的

提档升级$高品质食用油需求非常迫切($)

$这也进

一步推动了我国油料需求扩大(%%)

& 此外$对肉类食

品日趋旺盛的消费需求滋生出旺盛的豆粕需求$从

而拉动了大豆需求$进而导致大宗油料需求

上涨(%!)

&

"'#从国内外贸易政策环境来看$大宗油料的

大幅进口基本格局不会改变& 首先$我国取消了大

豆和油菜籽的进口配额限制政策$进口产品拥有质

量优势%价格优势(%')

& 其次$近几年中国调整对原

产于美国的部分进口商品加征关税措施$对扩大进

口贸易方面释放出了利好刺激$在国内经济受新冠

疫情冲击的情况下$推动了大宗油料的进口(%()

&

!7!E以芝麻%亚麻籽%葵花籽为代表的特色油料商

品的供需特征及进口贸易发展趋势

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 年我国芝麻%亚

麻籽%葵花籽的总产量为 '%$7($ 万 V$比 !""% 年的

总产量增加 &%7)' 万 V& !"!" 年三者收获面积为

%(!7./ 万 L2

!

$比 !""% 年减少了 /(7.$ 万 L2

!

&

!"!" 年我国芝麻总产量为 ((7)$ 万 V$占世界

芝麻总产量的 &7!"_$较 !""% 年降低 '$7$! 万V$年

均降幅 '7"!_$是世界第六大芝麻生产国& 我国芝

麻收获面积由 !""% 年的 /$7)! 万 L2

! 降至 !"!" 年

的 !/7./ 万 L2

!

$呈显著缩减之势$在 !"!" 年世界

总收获面积中占比低至 %7)&_& !"!" 年我国芝麻

年消费量在 %'" 万 V左右$有 &"_以上的芝麻依赖

进口$产量只能覆盖 '(7$._的消费需求&

!"!" 年我国葵花籽总产量为 !'/7$" 万 V$在世

界葵花籽总产量中占比 (7$%_$较 !""% 增加 .)7/!

万V$年均增幅 !7$'_$是继俄罗斯%乌克兰%阿根廷

后世界第四大葵花籽生产国& 我国葵花籽收获面积

由 !""% 年的 %"%7$. 万 L2

! 降至 !"!" 年的 )"7""

万 L2

!

$占世界总收获面积的 '7%'_$居世界第六&

!"%& 年我国葵花籽油消费增速高达 '"_左右$近年

来消费增速虽略有减缓$但产需缺口仍呈持续扩张

之态(%$)

&

!"!" 年我国亚麻籽总产量为 ''7"" 万 V$占世

界亚麻籽总产量的 .7)'_$较 !""%年增加 /7/( 万V$

年均增幅 %7(%_$是世界第四大亚麻籽生产国& 我

国亚麻籽收获面积由 !""% 年的 ("7!! 万 L2

! 降至

!"!" 年的 !$7"" 万 L2

!

$占世界总收获面积的

&7&"_$居世界第四位& !"!" 年我国进口亚麻籽

'/7!$ 万 V%亚麻籽油 $7/) 万 V$可见我国市场对亚

麻籽的需求与日俱增$国内供给无法满足需求&

展望未来我国特色油料进口贸易发展趋势$可

得如下结论'特色油料需求会不断攀升$进口量仍会

增加$但受全球产量难以大幅增加的影响$进口规模

将受到制约& 原因有如下几点&

"%#从国内供给来看$种植面积增加难度极大&

首先$受自然条件和土地因素制约$特色油料的种植

地大都分散$产量低且不稳定(!)

$农民种植积极性

不高& 其次$产业链条的不完善$加工工艺缺乏科学

引导$使得特色油料产品附加值低$经济效益不高$

导致生产规模持续萎缩(%)

& !"%%*!"!" 年芝麻和

亚麻籽产量呈波动下降趋势$预计未来受资源禀赋

制约%人口红利消退和土地利用效率低等因素影响$

生产规模难以显著扩大(%&)

& 最后$随我国农业宏观

调控政策的实施$主产区农户的特色油料作物种植

收益低于玉米等其他农作物$也会导致其生产规模

和产量不断萎缩(%/)

&

"!#从国内需求来看$特色油料消费需求会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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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扩大& 首先$!"%%*!"!" 年芝麻%葵花籽%亚麻籽

消费量分别保持着年均 )7"_%%%7%_%%%7._的增

长率$市场需求与日俱增(%)

& 其次$由于国民对特

色油料商品健康认知的不断提高$其保健和营养功

能得到越来越多人的关注$进而拉动了特色油料消

费需求& 最后$特色油料作为加工休闲食品的重要

原料$也展现出旺盛的市场需求(%.)

&

"'#从国内外贸易政策环境来看$特色油料进

口规模将持续扩大& 近年来我国加强与非洲各国的

农业合作$对非洲的部分国家免除了大部分油料商

品的关税$导致从非洲进口芝麻的贸易额快速增

长(%))

$加拿大与哈萨克斯坦等国的特色油料出口同

我国的特色油料进口存在较为显著的互补性$我国

仍会从两国大量进口特色油料(!")

& 特色油料拥有

较高的对外开放度和较低的进口关税水平$随着国

际竞争合作的日益深入$我国特色油料进口量仍将

持续增长&

?<我国当前油料进口贸易存在的问题

'7%E产需缺口突出!油料进口贸易依存度高

相较于 !""% 年$!"!" 年我国大宗油料与特色

油料的收获面积下降了 %"$7!$ 万 L2

!

$供给始终徘

徊不前& 同时据RG N̂的相关数据$!"!" 年贸易逆

差超过 % 亿V$!" 年间油料进口量暴涨 ) """ 多万V&

我国油料进口依存度不断提高(!%)

&

'7!E油料进口来源地高度集中!市场风险较大

国内大豆进口来源市场高度集中$近年来由巴

西%美国%阿根廷三国进口的大豆比例超过 )"_$由

于美国%巴西等主产国不断发展生物质能源$使我国

大豆进口增长受到一定制约(!!)

$加之近年来地缘政

治的紧张局势$部分国家相继颁布了出口限制措施$

让进口依赖性风险愈加暴露(!')

& 且我国油菜籽%葵

花籽和亚麻籽的进口都存在长期依赖单一国家的问

题$从而更易受国际贸易关系影响$不利于保障进口

市场的稳定性(()

& 虽然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不

断完善$我国部分油料的进口来源地有了一些扩展$

但总体而言$高集中态势并未发生明显变化$我国油

料市场仍深受国际市场牵制$国内油料供给安全仍

然存在巨大的市场风险(!%)

&

'7'E国际进口竞争力较弱!话语权有待提高

作为全球农产品贸易大国$我国参与国际农业

标准%农产品贸易规则的制订$生物质能源等方面的

国际谈判协作较少$国际话语权有待提升(!()

& 国际

买家的增多进一步削弱了我国油料进口竞争力$我

国对巴西%美国等主要油料供给国的依赖水平显著

高于其对我国油料需求市场的依赖水平(!$)

& 另外$

我国农业持续嵌入全球价值链低端锁定$导致我国

油料在油料贸易中处于竞争弱势一方$国内油料产

业链安全极易受全球生产结构变化的影响(!&)

&

@<对策分析

(7%E完善油料生产支持政策!挖掘增产潜力

"%#稳定油料主产地的奖励政策和补贴政策$

对油料作物繁育%种植等给予补贴$完善油料生产金

融保障支持政策&

"!#继续推进大豆振兴计划$鼓励南方地区利

用冬闲田增加油菜籽的种植(!/)

$利用沙地%滩涂等

闲置土地$走产业扶贫发展道路$将油料作物种植同

当地扶贫脱贫攻坚有机结合$加快推进特色油料

生产&

"'#加大油料育种创新投入$提升育种水平和

繁育产业化$推广油料高产栽培技术& 全力培养农

民专业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带动油料生产规模

化%专业化%标准化&

(7!E拓宽油料进口来源渠道!加强与沿线国家农业

合作

"%#推动国内企业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

建立健全油料贸易政策体系和进出口协调机制$协

调解决农产品流通环节的壁垒$优化进口税费

制度(!.)

&

"!#主动向全球发出我国增加油料进口%扩大

品种结构%拓宽国别来源的政策信号$优化与美洲大

豆%油菜籽主产地$非洲特色油料主产地的协作&

"'#培育一批熟悉国际市场规则和先进技术$

具备国际化思维%开拓能力及较高国际资源整合能

力的跨国农业企业集团$提高其在国外市场的运营

能力&

(7'E建立健全油料贸易政策!实施进口结构多元化

战略

"%#建立完整的油料商品进出口税收调节机

制$完善油料进口贸易措施$依据国际供求形势变化

及时调整进口暂定税率&

"!#有序开放油料商品的进口国家限制$多品

种%多渠道地进口油料$分散来源国份额$降低对固

定国别和固定品种的高度依赖&

"'#研究全面放开豆粕%菜籽粕%葵花籽粕等蛋

白粕的进口国家限制$通过增加蛋白粕进口$降低对

大豆的进口依赖(!))

&

(7(E建立监督预警体系!提高油料产业安全水平

"%#完善粮油市场监测预警机制$增强油料市

场的分析研判与预警能力$密切关注国内外油料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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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变化$减缓国际市场波动对我国造成的冲击(!')

&

"!#健全进口调控机制$建立进口监测和快速

反应机制$根据国际国内供求变化趋势$把握进口时

机%节奏$确保进口规模适度妥当('")

$防备进口过度

带来的冲击('%)

&

"'#利用进口大国地位$在贸易中同出口大国

博弈$充分利用品种间竞争%国家间竞争$争取国际

市场的主导权与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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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ON ÌQG NÔ XNFGEEEEEEEEEEEEEE!"!' a95b(. O9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