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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核桃油产业创新发展机遇、挑战与实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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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我国所有油料作物中核桃的产量位居第五，在木本油料作物中核桃的产量位居首位，因此

核桃油潜在产量较大。为促进我国核桃油产业发展壮大，提升我国食用植物油自给率，阐述了我国

核桃油产业创新发展的机遇、面临的挑战和实现路径。虽然当前健康消费需求增长、国家政策支持

和产业联盟建设为我国核桃油产业带来新的发展机遇，但其创新发展也面临着消费潜力到有效需

求转变、技术创新到落地应用推广、生产潜能到现实产品转化等挑战。结合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提

出“加工企业＋各级政府＋协会、联盟＋高校、科研机构＋媒体平台”的核桃油产业创新发展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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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我国食用植物油的对外依存度约
７０％［１］，国家粮油安全易受威胁。在我国所有油料

作物中核桃的产量位居第五（含大豆、棉籽），在木

本油料作物中核桃的产量位居首位（根据《中国统

计年鉴（２０２２）》数据整理得到），以核桃或铁核桃为
原料制备的核桃油潜在产量较大。因此，发展核桃

油产业有利于提升我国食用植物油自给率，对国家

粮油安全起到一定保障作用。核桃油具有较高的营

养价值和较强的保健作用［２］。随着健康中国战略

推进，我国居民健康消费意识不断加强，核桃油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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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受消费者青睐，给我国核桃油产业带来新的发展

机遇。然而，我国核桃油产业发展缓慢，《中国林业

和草原年鉴（２０２１）》数据显示，２０２０年我国核桃油
产量仅为３．３１万 ｔ，规模以上核桃油加工企业仅７４
家。因此，有必要探讨我国核桃油产业发展面临的机

遇与挑战，并创新其发展路径，以期壮大我国核桃油

产业，促进其高质量发展，贡献其保障国家粮油安全

的力量。

１　当前我国核桃油产业迎来发展新机遇
１．１　健康消费刚需激发核桃油产业发展新潜力

我国居民健康消费需求快速增长，健康消费成

为我国居民消费刚需［３］。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

２０２１年我国人均医疗保健消费支出比上年增长
１４８０％，高于人均消费支出增速１．２０％。另外，中
国人民银行发布的《２０２２年第二季度城镇储户问卷
调查报告》显示，２７．４％居民选择未来３个月准备增
加支出的项目是医疗保健。健康消费刚需下，居民

对食用油的消费也转向“以健康为中心”。京东超

市发布的《粮油调味品消费趋势报告》显示，２０１９—
２０２１年，具有健康属性的粮油品类销售额同比增幅
均超过８５．００％，其中，核桃油更是受消费者青睐。
京东超市发布的《食用油线上消费趋势报告》显示，

２０１９—２０２１年，核桃油与牛油果油混合装、核桃油
与亚麻籽油混合装年复合平均增长率分别达到

１９３．００％和９３．００％。对核桃油需求的快速增长可
激发核桃油产业创新发展潜力，以满足市场需求。

我国加速的老龄化使健康消费刚需更加明显，

可为核桃油开拓新市场，激发核桃油产业创新发展

潜力。目前，人口老龄化已是我国基本国情，且进程

加快。预计我国“十四五”时期进入中度老龄化阶

段，２０３５年左右进入重度老龄化阶段［４］。老年人易

患高血压、糖尿病等疾病。有研究表明，我国年龄大

于或等于６０岁的居民高血压、糖尿病患病率分别为
５８．３０％和１９．４０％［５］。而核桃油不仅有营养保健

功效，还有一定的降血脂、预防心脑血管疾病、调节

血糖等药用功效［６－７］。在健康消费刚需下，核桃油

会成为越来越多中老年人的选择，可促使核桃油产

业开拓中老年消费市场，打破核桃油市场以母婴为

主的局面［８］。

１．２　支持政策频发增强核桃油产业发展新动力
近年来，多项支持木本油料产业发展的政策促

使我国核桃生产快速增长，产量稳居木本油料首位，

为核桃油产业创新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原料。早在

２０１０年中央一号文件就明确提出要积极发展油茶、
核桃等木本油料。此后，２０１１—２０２３年中央一号文

件先后６次提出要大力发展木本油料或木本粮油产
业（见表１）。国务院办公厅 ２０１４年 １２月颁布的
《关于加快木本油料产业发展的意见》中明确提出

核桃是重要木本油料，要建立核桃生产重点县、示范

基地等内容。《中国统计年鉴（２０２２）》数据显示，在
多项政策支持下，近１０年我国核桃产量快速增长，
由２０１２年的１９７．９６万 ｔ增长到２０２１年的５４０．３５
万ｔ，年复合平均增长率达到了１１．８０％，在增产的
同时，我国核桃价格整体呈下降态势（见表２）。从
２０１５年开始我国核桃的生产者价格指数一直同比
下降，如果以２０１４年作为基期，到２０２１年我国核桃
的生产者价格指数仅为５４．２１，跌幅达４５．７９％。原
料价格大幅下降有利于核桃油加工企业降本增效，

增强产业创新发展内生动力。近年来，在我国核桃

资源丰富的地区核桃油产业得到快速发展，如截至

２０２２年１１月３０日，云南省千吨以上的核桃油加工
企业有１６家，加工产能突破１０万ｔ［９］。

表１　２０１０—２０２３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木本油料
或木本粮油产业的相关内容

年份 关于木本油料或木本粮油产业的内容

２０１０ 积极发展油茶、核桃等木本油料

２０１２ 支持发展木本粮油产业

２０１６ 大力发展木本油料

２０１７ 大力发展木本粮油产业

２０１９ 积极发展木本油料

２０２１ 促进木本粮油发展

２０２３ 支持木本油料发展

表２　２０１２—２０２１年我国核桃产量及生产者价格指数

年份 产量／万ｔ 生产者价格指数

（上年＝１００）

２０１２ １９７．９６ １０８．５１
２０１３ ２３２．５０ １０７．１９
２０１４ ２７１．３７ １００．１３
２０１５ ３３３．１７ ９０．４９
２０１６ ３６４．５２ ９５．４１
２０１７ ４１７．１４ ８８．０４
２０１８ ３８２．０７ ９４．７８
２０１９ ４６８．９２ ８６．２０
２０２０ ４７９．５９ ９２．８０
２０２１ ５４０．３５ ９０．８２

　注：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２０２２）》《中国农产品价格

调查年鉴（２０１３—２０２２）》

１．３　产业联盟建设赋能核桃油产业发展新活力
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５日，国家核桃油产业创新战略

联盟（以下简称“联盟”）成立。联盟将核桃油产业

相关的科研、教育、生产、加工等单位联合起来，促进

相关单位在技术研发、产业链配套、市场开发、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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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制修订等方面进行合作。联盟先后在 ２０１９、
２０２１年和２０２２年召开年会，对标准建设、技术创
新、产业发展、企业实践等方面的成果进行分享与探

讨，为我国核桃油产业创新发展注入活力。在联盟

第三届年会上展示的核桃油工艺装备技术重大创新

项目“水代生态制取核桃油新工艺新装备研究与应

用”的研发成果［１０］，一定程度推进了“水代生态制

取核桃油新工艺新装备研究与应用”项目的科技成

果评价和专家评审工作，加快了成果转化应用推广

进程，赋能我国核桃油产业创新发展。

２　当前我国核桃油产业创新发展面临的挑战
２．１　消费潜力到有效需求转变的挑战

随着消费升级，我国居民食用油健康消费刚需

特征愈发明显，对核桃油的消费潜力也日益增大，我

国核桃油的潜在市场规模约是山茶油的２倍［８］。然

而，我国核桃油的消费潜力转变为有效需求还面临

提升消费欲望和消费能力的双重挑战。

一是居民对核桃油的消费欲望还未得到有效激

发。因缺少科学宣传等，我国居民对核桃油保健功

效的认知主要集中在补脑方面，市场对核桃油需求

也主要集中在母婴这一消费群体。而面临着较高的

患心脑血管等疾病风险的中老年群体，对核桃油降

血脂、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的保健功效了解不多不深，

对核桃油购买意愿并不强烈。庞大的中老年群体对

核桃油巨大的消费潜力转变为现实有效需求还面临

一定的挑战。

二是相对较高的价格制约居民对核桃油的消

费能力。虽然我国核桃资源丰富，特别是近几年

核桃价格持续下降，有利于核桃油加工企业降低

成本，但因我国核桃油加工中存在机械化程度低、

加工效率低等问题［１１］，核桃油生产成本高、市场价

格高的局面未能因原料价格下降而扭转。对比同

为木本油脂的山茶油，２０２３年３月３１日，金龙鱼
官方旗舰店 ＫＩＮＧ′Ｓ核桃油２５０ｍＬ×２京东价为
７９．９０元，折合１５９．８０元／Ｌ，而山茶油１．６Ｌ京东
价为１４９．９０元，折合 ９３．６９元／Ｌ，单位核桃油对
山茶油价格比达到了１．７１∶１。相对较高的价格使
居民对核桃油的消费能力显得不足，影响消费潜

力向有效需求转变。

２．２　技术创新到落地应用推广的挑战
核桃油生产相关技术创新呈现困难大、周期长

的特征。核桃油易氧化劣变，且影响因素是多方面

的，既有脂肪酸组成等内部因素，也有储藏条件、提

取工艺等外部因素［１２］。面对核桃油氧化劣变的复

杂诱因，核桃油的抗氧化、保品质的相关技术创新影

响因素多，技术研发难度较大。同时我国核桃油生

产还面临着加工效率低、副产品综合利用不足等问

题，攻克这些技术难题所需时间较长。由云南云上

普瑞紫衣核桃产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云南省林业

和草原科学院牵头的“水代生态制取核桃油新工艺

新装备研究与应用”项目从启动到结项历时５年。
２０２３年１月在喀什市启动的“新疆核桃油精深加工
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项目也计划用３年时间创新
核桃调和油生产加工等技术。

另外，核桃油加工新技术落地应用推广也面临

着一定挑战。核桃种类会影响核桃油的组成特

性［１３］，因此一种具体的核桃油加工方式的技术创新

并不一定具有普遍适用性，其落地应用特别是推广

具有局限性。另外，一项新技术以及其带来的新工

艺、新装备等都有专利保护，核桃油加工的相关新技

术也不例外，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新技术的大范围应

用推广。

２．３　生产潜能到现实产品转化的挑战
在各种利好政策的支持下，特别是地方政府的

扶持下，我国核桃油生产潜能不断提升。到２０２２年
底，仅云南省的核桃油加工产能就超过１０万 ｔ，是
２０２０年全国核桃油现实产量的３倍多。然而，除前
述需求侧的消费潜力能否释放因素外，我国核桃油

生产潜能是否能充分释放转化为现实产品还受到供

给侧多种因素影响。

一是原料供给存在不稳定的风险。虽然近几年

数量充足、价格便宜的核桃为我国核桃油产业发展

带来利好，但因为价格的持续下跌出现了种植户对

核桃树弃管、砍伐和对核桃弃摘弃售的现象［１１］，这

不仅不利于核桃产业健康发展，也使核桃油的生产

加工面临原料供给不稳定的风险。

二是生产线升级改造存在资金不充足的风险。

随着技术不断进步，原有产能会变成落后产能，需对

原有生产线进行升级改造，但这需要资金支持。然

而，我国从事核桃油生产加工的企业多数为小微企

业，普遍存在资金不足和融资困难的问题［１１］。

三是产品售卖情况存在不确定的风险。我国核

桃油加工企业多为小微企业，对未来发展少规划缺

战略，对产品生产易存在品牌意识不强、质量把控不

严等问题，即使使用最新工艺生产的核桃油因缺品

牌号召力、少质量保证书，得不到市场认可，采取低

价策略也未必适用。惠农网数据显示，一些没品牌

的散装核桃油售价低到２０元／Ｌ左右，但是销售情
况并不乐观。总之，当前我国核桃油加工生产潜能

转化为现实油脂产品还面临着多种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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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我国核桃油产业创新发展的实现路径
企业是产业的主体，我国核桃油产业创新发展

要发挥企业的主体地位，充分利用机遇，精准应对挑

战，但同时也离不开各级政府的扶持和产业联盟的

支持，以及高校、科研机构的帮扶和媒体平台的宣

传。因此，本文提出“加工企业 ＋各级政府 ＋协会、
联盟＋高校、科研机构 ＋媒体平台”的核桃油产业
创新发展路径。

３．１　充分发挥加工企业的主体地位
一是开发适应市场需求的新产品，充分释放消

费潜力。健康消费刚需下“物美”成为消费者选择

的首要因素。企业广泛开展调研，在确保产品质量

的基础上，有的放矢开发适合不同消费群体的新产

品，并通过品牌建设培养消费者的购买意愿，通过品

牌推广巩固消费者的购买惯性。同时，生产企业积

极科普核桃油营养保健的功效，让消费者充分认识

到核桃油的好，有效释放居民的消费潜力，特别是中

老年消费群体的消费潜力。另外，企业不能忽视

“价廉”在消费者选择中的作用，持续以技术创新带

动核桃油加工各环节成本下降，提高消费者的消费

意愿。

二是要始终坚持品质为上原则。质量是企业的

生命，高品质是产品立足市场的基石。核桃油加工

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要主动对接行业质量标准，生

产高品质的核桃油。虽然 ＧＢ／Ｔ２２３２７—２０１９中规
定了核桃油的质量要求，但是内容较粗略，没有对不

同品质、不同种类核桃油的等级作出具体划分。建

议企业更多参照中国粮油学会制订的《核桃油质量

安全生产技术规范》《特级核桃油》《山核桃油》等团

体标准，这些标准内容更加细致具体，对企业生产中

产品的品质把控及等级确定具有更为直接的指导作

用。另外，为确保核桃油的营养保健价值，生产企业

还要选择适合的加工方式。不同核桃种类和加工方

式不仅会影响核桃油的成分组成，还会影响核桃油

的抗氧化能力，以及降胆固醇的功效［１３］。因此，核

桃油加工企业在明确其产品原料来源、市场定位、产

品功效等基础上，要选择更适合其产品的加工方式。

比如，从核桃油的降胆固醇功效来看，适宜薄皮核桃

油的加工方式是亚临界丁烷萃取，适宜铁核桃油的

加工方式是低温压榨［１３］。

３．２　充分发挥各级政府的扶持作用
一是要加大对核桃油产业的资金支持。针对核

桃油小微加工企业融资困难的问题，建议在核桃资

源丰富的地方，中央银行引导地方银行对核桃油小

微加工企业增加利率优惠的信贷投放。同时地方银

行强化内部考核激励，在核桃油小微加工企业中推

广主动授信、随借随还贷款模式，利用信用信息共享

等配套机制建设，提升对核桃油小微加工企业服务

质效。另外，加大对核桃种植产业的财政支持力度。

核桃的生长周期长、投入大、产出慢，建议政府实施

相关的财政支持政策，出现价格下跌等风险时能保

障稳定核桃种植农户的收益。比如，政府牵头出资

成立核桃种植发展基金，实施核桃临时或最低收储

价格等，以保障核桃油生产的原料供给稳定。

二是原料丰富的地方政府主动创新营商环境，

招商引资壮大核桃油产业。核桃种植多在低山丘陵

地带，虽然资源丰富但本地核桃油加工企业资金、技

术等实力不强，核桃油产业创新发展亦受制约。因

此，需要地方政府创新营商环境，引入资金实力雄

厚、技术先进的油脂企业带动地方核桃油产业创新

发展。具体而言，地方政府在做实土地、政策等要素

保障的基础上，积极对接实力强的油脂生产企业，主

动跟踪企业项目，为企业提供“保姆式”服务，以良

好的营商环境吸引核桃油生产项目顺利落地。同

时，地方政府还要着力在健全核桃油产业链和建设

核桃油产业园区，促进核桃油原料生产、精深加工、

物流配送等有机衔接，吸引更多油脂加工企业投资，

培育一批核桃油加工龙头企业。

三是政府有效参与核桃油品牌建设，特别是产

品特色突出的地方政府要积极推进核桃油区域品牌

建设，农产品品牌建设离不开政府的有效参与［１４］。

建议中央政府结合地方核桃油品牌建设成效加大财

政奖励，调动地方政府参与核桃油品牌建设的积极

性。而地方政府应通过政策保障、设施匹配、财政补

贴等方式参与到核桃油加工企业品牌建设的具体过

程中，促使核桃油加工企业品牌建设高效有序开展。

另外，产品特色突出的地方政府要积极推进核桃油

区域品牌建设，做大做强地方核桃油产业。通过推

进区域核桃油品牌建设，有利于核桃油产业形成规

模效益和协同效益，不仅能为消费者传递原产地和

质量安全等信号，还可以降低核桃油小微加工企业

参与市场交易的风险［１５］。建议地方政府在核桃油

区域品牌建设中全面统筹，做好顶层设计、特色定

位、质量监管等工作，同时引导行业协会制订标准、

参与监管，支持核桃油加工企业提升产品质量，三方

协同共同维护、提升核桃油区域品牌价值。

３．３　充分发挥协会、联盟的支持作用
创新发展核桃油产业，离不开中国粮油学会、中

国粮食行业协会、国家核桃油及核桃加工产业创新

战略联盟等的大力支持。已有的协会和联盟要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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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好协助政府科学决策、引领产业发展作用，强化

核桃油小微加工企业抱团共赢理念，带动核桃油加

工企业集群发展；继续发挥好倾听企业呼声、维护企

业权益作用，引导企业在技术、产品等方面积极创新

并应用推广，助力培育一批核桃油加工龙头企业；继

续发挥好组织开展行业专题研讨会、举办技术交流合

作活动的作用，建立核桃油加工企业之间相互交流的

平台，构建核桃油产业与相关行业组织相互磋商的机

制，推动核桃油产业内部和相关行业组织之间双边和

多边交流合作。同时，已有的协会和联盟自身也要不

断创新探索，加强自身能力建设，及时有效研究解决

自身建设中的新问题，提高管理服务水平。

３．４　充分发挥高校、科研机构的帮扶作用
当前我国的科技创新主体主要有企业、高校和

科研机构。核桃油加工企业普遍资源不足，基础薄

弱，独立开展科技创新困难大，可充分发挥高校和科

研机构的帮扶作用，与核桃油加工企业组建创新联

合体，强化核桃油加工技术产学研合作。首先，桃油

加工企业自身要有创新意识和行动，根据市场需求

牵头具体合作项目。其次，地方政府或行业协会积

极推动核桃油加工企业与高校和科研机构开展产学

研对接，引进科技创新资源，培育产业创新项目，甚至

支持高校和科研机构在核桃原产地建立研究所，培养

产业创新人才。最后，高校和科研机构与核桃油加工

企业要坚持互惠互利、合作共赢原则，实现可持续、长

久化合作，推动核桃油加工生产关键技术成功突破，

并促使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的快速有效转化。

３．５　充分发挥媒体平台的传播作用
媒体平台是企业通往市场的桥梁，也是企业连

接政府的纽带。一是充分发挥媒体平台的传播作

用，科普核桃油的营养保健功效，提升市场对核桃油

的认知度。具体科普工作中要注重权威性、专业性

和传播度：科普主体建议选用中国科学院、中国粮油

学会、著名高校、研究所等；科普内容要用通俗易懂

的语言对核桃油生产工艺、产品成分、保健功效等进

行全方位解析；科普媒体平台建议选择科普中国、健

康中国、健康时报等权威性强和传播度高的媒体平

台。二是充分发挥媒体平台的传播作用，加快核桃

油品牌建设和推广。通过在媒体平台建立微信公众

号、抖音账号等方式宣传推广企业品牌，树立企业品

牌良好形象，也可通过媒体平台组织核桃油“品牌

行”等活动宣传推广著名品牌建设正能量，同时也

可引导和监督核桃油企业品牌建设，创立著名品牌。

４　结　语
受土地等因素制约，草本植物油增长难以满足

日益增长的市场需求。核桃油作为我国目前潜在产

量最大的木本植物油，将会成为我国食用植物油的

重要补充，发展潜力巨大。虽然在政策利好等影响

下，我国核桃油产业发展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但是

现实产量低、加工企业规模小等现状并未得到根本

改变，诸多不利因素仍制约着我国核桃油产业的发

展。因此，亟须创新我国核桃油产业发展路径，促其

壮大发展，把我国核桃油潜在产量和潜在产能转变

为现实产品，充分释放居民的核桃油消费潜力，让核

桃油走向大众，走进千家万户，真正成为我国食用植

物油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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