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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２００７—２０２１年我国油料生产实现“十四连丰”，对于保障国家粮油安全意义重大。为进一步
探究油料增产格局及背后成因，推动我国油料生产提质增效，基于２００７—２０２１年大豆、油菜籽、花
生三大油料的种植面积、产量、单产等基础数据，从全国和分省两个角度，运用对数平均迪氏分解

（ＬＭＤＩ）模型定量分析了２００７—２０２１年我国油料增产状况及其区域差异，并对我国主要油料增产
的地域格局及其贡献因素做了进一步研究。结果表明：大豆、油菜籽、花生三大油料是我国油料

“十四连丰”的主导因素，三大油料对油料增产的贡献率达到９６．３％；三大油料中，花生对油料增产
的贡献最为显著，无论是增产幅度、增产贡献率还是年均增产量，花生均处于领先地位；单产提高对

油料增产的贡献大于种植面积扩大带来的贡献；三大油料中，大豆增产主要是依靠单产水平的提

高，而油菜籽和花生的增产同时依靠种植面积的扩大和单产水平的提高；２００７—２０２１年，全国仅１７
个省份出现油料增产现象，且增产超过２００万ｔ和增幅达到超速增产水平的省份分别只占９．７％和
３５．５％。综上，充分高效利用和开发现有土地资源、不断提升三大主要油料单产水平是破解我国油
料可持续发展难题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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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油料作为食用植物油和植物蛋白等农产品的重
要来源，也作为畜牧业饲料蛋白和工业生产中不可

缺少的原料，在社会经济发展、人民生产生活中发挥

着重要作用。近年来，作为油料生产、消费和国际贸

易大国，我国粮油安全问题一直广受关注，实施大豆

和油料产能提升工程的要求，更是在２０２２年、２０２３
年连续两年被写入中央１号文件。

自加入 ＷＴＯ以来，我国食用油料生产总体上
保持稳步增长态势，但随着人口及经济总量的快速

增长，国内食用油料生产难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

消费需求，我国进口食用油料总量不断加大［１－３］，同

时，国际贸易争端和新冠疫情等不确定性因素对我

国食用油料生产、加工和进出口贸易造成了巨大影

响，我国在食用油料稳定供给方面存在一定的风险

与隐患，食用植物油自给率更是跌至２９％［４］，油料

产业安全形势不容乐观［５］。其中，以大豆、油菜籽、

花生为代表的草本油料及以其为原料制备的油脂是

我国油料油脂的主要供给来源［６］。因此，将植物油

料尤其是上述三大油料作物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系

统定量分析其在２００７—２０２１年“十四连丰”背后的
影响因素，对于保障国内油料供给，满足城乡居民消

费需求，维护国家粮油安全意义重大。目前，农产品

增产主要有以播种面积扩大为主导的外延式增产和

以单产水平提升为主导的内涵式增产两种方式［７］。

为测算农产品增产某一贡献因素在总体增产中的贡

献大小，专家学者多采用对数平均迪氏分解（ＬＭＤＩ）
模型这一分析方法。但国内运用ＬＭＤＩ模型分析农
产品增产贡献因素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粮食［８－１１］、水

果［１２］、蔬菜［１３］、茶叶［１４］、甘蔗［１５］等领域，聚焦油料

作物增产的相关研究较少，尤其缺乏对当前主要油

料作物的增产品种和增产地域在不同品种增产中的

具体作用等问题的系统分析。

基于此，本文从全国和分省两个角度，对

２００７—２０２１年大豆、油菜籽、花生３种主要油料种
植面积、单产水平和总产量等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并

采用 ＬＭＤＩ模型对全国和各省油料增产的整体态
势、内部结构、主要区域以及主要贡献因素进行系统

研究，以期为全面把握我国油料增产现状、科学布局

全国植物油料生产、提升全国油料生产水平提供数

据参考和技术支持。

１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１．１　数据来源

本文所用的数据包括全国和各省的油料（含大

豆）总种植面积、总产量以及大豆、油菜籽、花生三

大油料种植面积和产量，均来自２００８—２０２２年《中
国统计年鉴》。

１．２　分析方法
１．２．１　油料贡献率

油料贡献率是指某一油料产量在该年油料总产

量中的比例，它主要用来衡量该油料在总油料中的

重要程度，其计算公式见式（１）。

Ｃｉ＝
Ｐｉ

∑
ｋ

ｉ＝１
Ｐｉ
×１００％ （１）

式中：Ｃｉ为期末年第 ｉ种油料贡献率；Ｐｉ为期
末年第 ｉ种油料的产量；ｋ为纳入计算的油料的
种类。

１．２．２　油料增产贡献率
油料增产贡献率是指某种油料增产量占当年油

料总增产量的比例，其计算公式见式（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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ΔＣｉ＝
ΔＰｉ

∑
ｋ

ｉ＝１
ΔＰｉ
×１００％ （２）

式中：ΔＣｉ为第ｉ种油料增产贡献率；ΔＰｉ为第ｉ
种油料的增产量。

１．２．３　油料增产贡献因素
全国油料总产量（Ｐ）计算公式见式（３）。

Ｐ＝∑
ｎ

ｉ＝１
Ｐｉ＝∑

ｎ

ｉ＝１
（Ｙｉ×Ａｉ） （３）

式中：Ｐｉ为ｉ省油料总产量；Ｙｉ为ｉ省油料的单
产；Ａｉ为ｉ省油料的种植面积。

在上式基础上，借助ＬＭＤＩ模型，对油料总产量
变化进行加法分解，分别得到种植面积和单产变动

对总产量变化的贡献量及贡献率。全国油料总产量

变化（ΔＰ）计算公式见式（４）。

ΔＰ＝Ｐｔ－Ｐ０ ＝∑
ｎ

ｉ＝１
ΔＰＹ，ｉ＋∑

ｎ

ｉ＝１
ΔＰＡ，ｉ （４）

式中：Ｐ０为基期油料总产量；Ｐｔ为 ｔ时期油料
总产量；ΔＰＹ，ｉ、ΔＰＡ，ｉ分别为某种油料单产和种植面
积对该种油料总产量变化的贡献量。

ΔＰＹ，ｉ、ΔＰＡ，ｉ计算公式分别见式（５）、式（６）。

ΔＰＹ，ｉ＝
Ｐｔｉ－Ｐ０ｉ
ｌｎＰｔｉ－ｌｎＰ０ｉ

ｌｎ
Ｙｔｉ
Ｙ０ｉ

（５）

ΔＰＡ，ｉ＝
Ｐｔｉ－Ｐ０ｉ
ｌｎＰｔｉ－ｌｎＰ０ｉ

ｌｎ
Ａｔｉ
Ａ０ｉ

（６）

式中：Ｐｔｉ为ｔ时期油料ｉ的总产量；Ｐ０ｉ为基期油
料ｉ的总产量；Ｙｔｉ为 ｔ时期油料 ｉ的单产；Ｙ０ｉ为基期

油料ｉ的单产；Ａｔｉ为ｔ时期油料 ｉ的种植面积；Ａ０ｉ为
基期油料ｉ的种植面积。

对式（４）～式（６）进行整理得到某种油料总产
量变化加法分解公式，即：

ΔＰ＝∑
ｎ

ｉ＝１

Ｐｔｉ－Ｐ０ｉ
ｌｎＰｔｉ－ｌｎＰ０ｉ

ｌｎ
Ｙｔｉ
Ｙ０ｉ
＋∑

ｎ

ｉ＝１

Ｐｔｉ－Ｐ０ｉ
ｌｎＰｔｉ－ｌｎＰ０ｉ

ｌｎ
Ａｔｉ
Ａ０ｉ

（７）

分别用某种油料单产和种植面积贡献量除以该

种油料总产量变化，即得到单产和种植面积对 ｉ省
油料总产量变化的贡献率，其计算公式见式（８）、式
（９）。

ＣＹｉ＝
ΔＰＹ，ｉ
ΔＰ

×１００％ （８）

ＣＡｉ＝
ΔＰＡ，ｉ
ΔＰ

×１００％ （９）

式中：ＣＹｉ为单产对 ｉ省油料总产量变化的贡献
率；ＣＡｉ为种植面积对ｉ省油料总产量变化的贡献率。

为方便比较种植面积和单产对油料增产贡献的大

小，借鉴封志明等［１６］的研究，划分了较显著〔５０％ ＜
ｍａｘ（ＣＹｉ，ＣＡｉ）≤６０％〕、显著〔６０％ ＜ｍａｘ（ＣＹｉ，ＣＡｉ）≤
８０％〕和极显著〔ｍａｘ（ＣＹｉ，ＣＡｉ）＞８０％〕３个级别，并经
过数据清查，确认不存在ＣＹｉ、ＣＡｉ均为５０％的区域。
２　全国油料增产格局及其贡献因素分析
２．１　油料增产状况

２００７—２０２１年全国油料及三大油料总体生产
情况见图１。

图１　２００７—２０２１年全国油料及三大油料总体生产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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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图１可知：２００７—２０２１年我国油料总种植面
积由２１１４．５万ｈｍ２增加到２１５１．５万ｈｍ２，增长了
１．７％；油料总产量由４０６６万 ｔ增加到５２５３万 ｔ，
增长了２９．２％。２００７—２０２１年大豆、油菜籽、花生
三者占油料总种植面积的比例由 ９０．２％增加到
９３．９％，三者占油料总产量的比例也由９３．４％增加
到９４．１％。从绝对量上看，２００７—２０２１年三大油料

的产量增加了１１４３万 ｔ，仅比油料增产总量少４４
万ｔ，增产贡献率达到９６．３％。这意味着三大油料
的增产直接推动了全国油料产量的增长。

２．２　油料增产构成分析
２００７—２０２１年我国三大油料分类生产情况见

表１。

表１　２００７—２０２１年我国三大油料分类生产情况

年份
产量／万ｔ 种植面积／万ｈｍ２ 单产／（ｋｇ／ｈｍ２）

大豆 油菜籽 花生 大豆 油菜籽 花生 大豆 油菜籽 花生

２００７ １２７９ １１３８ １３８２ ８８０．１ ６１４．０ ４１２．５ １４５４ １８５４ ３３４９
２００８ １５７１ １２４０ １４６４ ９２２．５ ６８３．８ ４３５．９ １７０３ １８１４ ３３５８
２００９ １５２２ １３５４ １４６０ ９３３．９ ７１７．０ ４２７．７ １６３０ １８８８ ３４１５
２０１０ １５４１ １２７９ １５１４ ８７０．０ ７３１．６ ４３７．０ １７７１ １７４８ ３４６４
２０１１ １４８８ １３１４ １５３０ ８１０．３ ７１９．２ ４３３．３ １８３６ １８２７ ３５３２
２０１２ １３４４ １３４０ １５７９ ７４０．５ ７１８．７ ４３９．６ １８１４ １８６５ ３５９２
２０１３ １２４１ １３６４ １６１１ ７０５．０ ７１９．３ ４３９．１ １７６０ １８９６ ３６６８
２０１４ １２６９ １３９１ １５９０ ７０９．８ ７１５．８ ４３６．６ １７８７ １９４４ ３６４２
２０１５ １２３７ １３８６ １５９６ ６８２．７ ７０２．８ ４３８．３ １８１１ １９７２ ３６４２
２０１６ １３６０ １３１３ １６３６ ７５９．９ ６６２．３ ４４４．４ １７８９ １９８２ ３６８２
２０１７ １５２８ １３２７ １７０９ ８２４．５ ６６５．３ ４６０．４ １８５４ １９９５ ３７１２
２０１８ １５９７ １３２８ １７３３ ８４１．３ ６５５．１ ４６１．３ １８９８ ２０２７ ３７５７
２０１９ １８０９ １３４８ １７５２ ９３３．２ ６５８．３ ４６３．１ １９３９ ２０４８ ３７８３
２０２０ １９６０ １４０５ １７９９ ９８８．３ ６７６．５ ４７２．９ １９８３ ２０７７ ３８０５
２０２１ １６４０ １４７１ １８３１ ８４１．５ ６９９．２ ４８０．３ １９４８ ２１０４ ３８１２

　　由表１可知：三大油料中产量增幅最大的是花生，
其产量由２００７年的１３８２万ｔ波动增加至２０２１年的
１８３１万ｔ，增幅为３２．５％，年平均增产量为３２．１万ｔ，
其在三大油料总产量的占比也由３６．４％增至３７．０％；
其次是油菜籽，其产量增幅达２９．３％，年平均增产量
为２３．８万ｔ，但占比由３０．０％微降至２９．８％；大豆产
量波动较大，由２００７年的１２７９万ｔ波动增加至２０２０
年的１９６０万ｔ，增幅一度高达５３．２％，但由于大豆种
植收益显著低于玉米等农作物，农户的种植意愿降

低［１７］，导致２０２１年大豆同比减产了１６．３％，总增幅
降至２８．２％，年平均增产量为２５．８万ｔ。同时，花生

增产贡献率最大，在三大油料增产中的占比为

３９．３％，显著高于大豆和油菜籽的３１．６％和２９．１％。
大豆、油菜籽、花生种植面积分别由２００７年的８８０．１、
６１４．０、４１２．５万ｈｍ２转变为２０２１年的８４１．５、６９９．２、
４８０．３万ｈｍ２，增长率分别为－４．４％、１３．９％、１６．４％，
单产分别由２００７年的１４５４、１８５４、３３４９ｋｇ／ｈｍ２增加
至２０２１年的１９４８、２１０４、３８１２ｋｇ／ｈｍ２，增长率分别为
３４．０％、１３．５％、１３．８％。
２．３　油料增产贡献因素分析

２００７—２０２１年我国油料种植面积、单产贡献情
况如表２所示。

表２　２００７—２０２１年我国油料增产的种植面积、单产贡献情况

年份 增产量／万ｔ 种植面积贡献量／万ｔ 单产贡献量／万ｔ 种植面积贡献率／％ 单产贡献率／％ 增产情况

２００７ 基期

２００８ ５４２ ２６１ ２８１ ４８ ５２ 一连丰

２００９ ５９６ ３２５ ２７１ ５５ ４５ 二连丰

２０１０ ６３２ ２５１ ３８１ ４０ ６０ 三连丰

２０１１ ６３４ ８８ ５４６ １４ ８６ 四连丰

２０１２ ５６３ －６３ ６２６ －１１ １１１ 五连丰

２０１３ ５２３ －１３６ ６５９ －２６ １２６ 六连丰

２０１４ ５７５ －１３６ ７１１ －２４ １２４ 七连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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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２

年份 增产量／万ｔ 种植面积贡献量／万ｔ 单产贡献量／万ｔ 种植面积贡献率／％ 单产贡献率／％ 增产情况

２０１５ ５６１ －２１１ ７７２ －３８ １３８ 八连丰

２０１６ ６９４ －７５ ７６９ －１１ １１１ 九连丰

２０１７ ９３８ ６９ ８６９ ７ ９３ 十连丰

２０１８ ９６４ ３０ ９３４ ３ ９７ 十一连丰

２０１９ １２３６ ２３９ ９９７ １９ ８１ 十二连丰

２０２０ １４８１ ４０３ １０７８ ２７ ７３ 十三连丰

２０２１ １１８７ ８１ １１０６ ７ ９３ 十四连丰

　　由表２可知：我国油料种植面积贡献量由２００８
年的２６１万ｔ降低至２０２１年的８１万 ｔ，其增产贡献
率也由４８％波动下降到７％；单产贡献量由２００８年
的２８１万ｔ增加到２０２１年的１１０６万ｔ，其增产贡献
率也由５２％波动增长至 ２０２１年的 ９３％。总体来
看，单产提升对于油料总产量增长的贡献高于种植

面积扩大的贡献。值得注意的是，２０１２—２０１６年我
国油料种植面积贡献率与单产贡献率出现较大波

动，这主要是大豆种植面积的大幅缩减所导致的。

以２００７年为基期，２０２１年我国三大油料作物
增产的种植面积、单产贡献情况见表３。

表３　２０２１年我国三大油料增产的种植面积、
单产贡献情况

油料
增产量／
万ｔ

种植面积

贡献量／万ｔ
单产贡献

量／万ｔ
种植面积

贡献率／％
单产贡献

率／％

大豆 ３６１ －６５ ４２５ －１８ １１８

油菜籽 ３３３ １６９ １６４ ５１ ４９

花生 ４４９ ２４３ ２０７ ５４ ４６

　　由表３可知：２０２１年大豆、油菜籽、花生种植面
积贡献量分别为 －６５、１６９、２４３万 ｔ，种植面积贡献
率分别为－１８％、５１％、５４％；而单产贡献量分别为
４２５、１６４、２０７万 ｔ，单产贡献率分别为１１８％、４９％、
４６％。综上可知，三大油料中大豆增产主要是依靠
单产水平的提高，而油菜籽和花生的增产同时依靠

种植面积的扩大和单产水平的提高。

３　我国油料分省增产格局及其贡献因素分析
３．１　油料增产分省格局

２００７—２０２１年我国各省油料（含大豆）种植面
积变化情况见图２。

由图２可知，２００７—２０２１年，我国有翔实统计数据
的３１个省份（因数据缺失，未对中国香港、澳门、台湾
进行分析）中，１３个省份油料种植面积上升，１８个省份
油料种植面积下降，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数据测算，增

加面积与下降面积之比约为１．１５∶１。就油料种植区域
而言，中南和西南地区的油料种植面积总体呈现上升

趋势，而其余地区则总体呈现稳中有降趋势。

图２　２００７—２０２１年我国各省油料（含大豆）种植面积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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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０７—２０２１年我国省域尺度油料（含大豆）增
产情况见表４。
表４　２００７—２０２１年间我国省域尺度油料（含大豆）增产情况

增产量／万ｔ数量（个） 省份 占比／％

＜０ １４
京、津、冀、晋、沪、苏、

浙、皖、闽、鲁、藏、青、

宁、新

４５．２

［０，１００） １１ 辽、吉、赣、粤、桂、琼、

渝、贵、云、陕、甘
３５．５

［１００，２００） ３ 豫、鄂、湘 ９．７

≥ ２００ ３ 内蒙古、黑、川 ９．７

由表４可知，２００７—２０２１年，我国３１个省份中
有１７个省份油料产量出现上升，１４个省份油料产
量出现下降，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数据测算，增产

量与减产量之比为６．１８∶１。其中，内蒙古、黑龙江
和四川的油料增产量超过２００万ｔ。

以 ２００７—２０２１年全国油料平均增产幅度
（２９．２％）作为基准，将各省份由低到高划分为“绝
对减产”“滞后增产”“同步增产”和“超速增产”４个
级别，２００７—２０２１年我国省域尺度油料（含大豆）增
产评价见表５。

表５　２００７—２０２１年我国省域尺度油料（含大豆）增产评价

级别 数量（个） 　　　省份 占比／％

绝对减产

（Ｒ＜０） １４
京、津、冀、晋、沪、

苏、浙、皖、闽、鲁、

藏、青、宁、新

４５．２

滞后增产

（０≤Ｒ＜２０％）
４ 琼、贵、陕、甘 １２．９

同步增产

（２０％≤Ｒ＜４０％）
２ 吉、豫 ６．５

超速增产

（Ｒ≥４０％）
１１

内蒙古、辽、黑、赣、

鄂、湘、粤、桂、渝、

川、云

３５．５

　注：Ｒ代表增产幅度

由表５可知，１７个油料增产的省份中，位于“同
步增产”和“超速增产”级别的省份居多，“滞后增

产”的省份只有４个。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数据测
算：内蒙古、重庆、云南 ３省的增产幅度超过了
１００％；１４个“绝对减产”的省份，其减产量较小，均
在７０万ｔ以内，降幅均低于９０％。
３．２　油料增产构成分省分析

２００７—２０２１年我国省域尺度油料增产情况如
表６所示。

表６　２００７—２０２１年我国省域尺度油料增产情况

省份 增产幅度／％ 增产级别 增减情况 大豆贡献率／％ 油菜籽贡献率／％ 花生贡献率／％ 主要贡献品种

京 －７６．４ 绝对减产 １增１３减 － － －

津 －４７．１ 绝对减产 ９增５减 － － －

冀 －２０．８ 绝对减产 １增１３减 － － －

晋 －２８．９ 绝对减产 １４减 － － －

内蒙古 １２４．４ 超速增产 １４连丰 ４４．６ ７．７ １１．０ 大豆

辽 ８８．６ 超速增产 １１增３减 －７．４ － １１０．４ 花生

吉 ２８．５ 同步增产 １４连丰 －８１．４ － １９５．１ 花生

黑 ４５．７ 超速增产 １４连丰 １１５．９ － ２．２ 大豆

沪 －８７．９ 绝对减产 １４减 － － －

苏 －２３．７ 绝对减产 ３增１１减 － － －

浙 －１．７ 绝对减产 ５增９减 － － －

皖 －１６．５ 绝对减产 ７增７减 － － －

闽 －０．０３ 绝对减产 ２增１２减 － － －

赣 ５７．８ 超速增产 １４连丰 １６．１ ５３．４ ２８．８ 油菜籽

鲁 －１７．１ 绝对减产 １增１３减 － － －

豫 ３０．１ 同步增产 １４连丰 －５．７ －１８．１ １２５．８ 花生

鄂 ４０．３ 超速增产 １４连丰 ９．９ ５４．３ ３３．１ 油菜籽

湘 ７０．１ 超速增产 １３增１减 ９．３ ９２．５ －２．３ 油菜籽

粤 ４１．０ 超速增产 １４连丰 －１０．９ －０．１ １１０．３ 花生

桂 ８７．０ 超速增产 １４连丰 ４．４ ５．０ ８９．１ 花生

琼 １０．９ 滞后增产 １４连丰 ７．７ － １１５．４ 花生

６ ＣＨＩＮＡＯＩＬＳＡＮＤＦＡＴＳ　　　　　　　　　　　　　　２０２４Ｖｏｌ４９Ｎｏ４



续表６

省份 增产幅度／％ 增产级别 增减情况 大豆贡献率／％ 油菜籽贡献率／％ 花生贡献率／％ 主要贡献品种

渝 １０４．５ 超速增产 １４连丰 １６．７ ６４．６ １７．３ 油菜籽

川 ７２．１ 超速增产 １４连丰 ２５．４ ６５．７ ９．９ 油菜籽

贵 ５．６ 滞后增产 １３增１减 １９．３ ３．５ ５６．０ 花生

云 １３８．０ 超速增产 １４连丰 ２３．７ ７０．６ １１．０ 油菜籽

藏 －１４．６ 绝对减产 １２增２减 － － －
陕 ５．６ 滞后增产 １３增１减 －３３９．１ ２７９．４ ９５．５ 油菜籽

甘 ７．９ 滞后增产 １４连丰 －１４７．８ １７８．６ １．０ 油菜籽

青 －０．９ 绝对减产 ７增７减 － － －
宁 －３９．６ 绝对减产 ９增５减 － － －
新 －２．４ 绝对减产 １３增１减 － － －

　　由表６可知，全国３１个省份中有２１个省份增
产年份多于减产年份，２个省份增减产年份相当。
在２１个油料增产年份多于减产年份的省份中，有
１３个省份的油料是“１４连丰”，内蒙古、吉、黑、豫、
鄂、川、云等油料生产大省均位列其中，辽、湘、桂、

藏、陕、新等６个油料生产重要省份也均达到“１０连
丰”以上的水平。

对１７个油料增产省份的增产结构进行分析，发
现主要由大豆、油菜籽、花生导致增产的省份分别为

２个、８个和７个，其中由油菜籽、花生带来增产的省
份占比接近９０％。从空间分布看，大豆增产居主导
地位的省份主要分布在传统大豆作物区，如东北的

黑龙江和华北的内蒙古；油菜籽增产居主导地位的

省份主要分布在长江流域及西北的陕西、甘肃；而花

生增产居主导地位的省份分布广泛，既有东北地区

的辽宁、吉林，也有中南地区的河南、广东、广西、海

南，还有西南地区的贵州。从油料增产幅度达到

“同步增产”及以上水平的１３个省份来看，大豆、油
菜籽、花生对增产贡献率最高的省份分别为２个、６
个和５个。由此可见，２００７—２０２１年，全国特别是
长江流域省份油菜籽是对油料增产贡献最明显的作

物，花生则对东北和中南地区省份油料增产贡献较

大，大豆的贡献相对最小。

３．３　油料增产分省贡献因素分析
１７个油料增产省份中，种植面积增加的有 １３

个，单产提升的有 １７个，二者均出现提升的有 １３
个，单产提升的省份相对最多。２００７—２０２１年我国
分省油料（含大豆）增产因素统计如表７所示。

由表７可知：就种植面积与单产对油料增产的
贡献率来看，有７个省份种植面积贡献相对较大，且
均处于显著水平；１０个省份单产贡献较大，其中吉
林、黑龙江、河南、海南、陕西、甘肃６省单产贡献处
于极显著水平。

表７　２００７—２０２１年我国分省油料（含大豆）增产因素统计

类型 评价 省份 数量（个）占比／％

种植面积贡献

较显著 ０ ０

显著
辽、鄂、湘、桂、

渝、川、贵
７ ４１

极显著 ０ ０

单产贡献

较显著 云 １ ６
显著 内蒙古、赣、粤、 ３ １８

极显著
吉、黑、豫、琼、

陕、甘
６ ３５

３．４　油料增产分省地域分析
综合表４、表５，结合《中国统计年鉴》数据，油料

增产量超过２００万ｔ的省份只有３个，分别是内蒙古、
黑龙江和四川，其中黑龙江省增产量最高，为２２９．６
万ｔ，同时三者的增产幅度均达到“超速增产”水平，
其中内蒙古增产幅度最大，为１２４．４％。１７个油料增
产的省份中，内蒙古、黑龙江和四川３省增产量对全
国油料增产的贡献超过５０％，上述３省以及河南、湖
北、湖南３省油料增产量对全国油料增产的贡献达到
８５．６％。东北大豆主产区、黄淮花生区、长江油菜带
这三大油料主产区依然是全国油料生产的主体，

２００７—２０２１年油料增产量占全国油料增产总量的
７５．８％，若加上毗邻的内蒙古，占比高达９２．９％。且除
广东、广西外，其余处于“同步增产”及以上水平的省份

均位于３大油料主产区内。油料出现减产的省份主要
分布在华北（京、津、冀、晋）、华东（苏、浙、皖、闽、鲁）两

大区域。

４　结论与讨论
４．１　结论

基于油料作物内部增产结构、贡献因素等指标，

借助油料产量、种植面积等年度统计数据，从全国和

分省两个不同尺度，定量分析了２００７—２０２１年我国
油料产量“十四连丰”背后的增量构成、贡献因素和

地域特征，得出如下结论：

（１）２００７—２０２１年全国油料产量增长１１８７万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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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幅达２９．２％，大豆、油菜籽、花生等三大油料是油
料增产的主导因素，三大油料对油料增产的贡献率

达到９６．３％，其占油料总产量的比例也由２００７年
的９３．４％增加到２０２１年的９４．１％。

（２）三大油料中，花生对油料增产的贡献最为
显著；２００７—２０２１年花生产量增幅为３２．５％，略高
于大豆和油菜籽；花生增产贡献率高达３９．３％；花
生的年均增产也是最大的，达到３２．１万ｔ；从增产区
域角度看，１７个油料增产省份中，主要因大豆、油菜
籽、花生导致增产的省份分别有２个、８个、７个。

（３）种植面积扩大和单产提高是油料增产主要贡
献因素。就全国和分省角度而言，单产提高对油料增

产的贡献大于种植面积扩大，就三大油料来看，大豆增

产主要是依靠单产水平的提高，而油菜籽和花生的增

产同时依靠种植面积的扩大和单产水平的提高。

（４）２００７—２０２１年，全国仅１７个省份出现油料
增产现象，且增产超过２００万 ｔ和增幅达到超速增
产水平的省份分别只占９．７％和３５．５％。
４．２　讨论

我国油料“十四连丰”是以单产提高为主导的，

但种植面积扩大的贡献依然不容忽视，对于长江流

域冬闲田面积较大的省份和华北的内蒙古等后备土

地资源丰富的地区更是如此。因此，我国油料“十

四连丰”是由种植面积扩大和单产水平提高共同作

用的结果。然而两大因素为我国油料增产作出重要

贡献的同时，也带来了隐患。就种植面积角度，我国

大豆种植面积扩张主要发生在干旱半干旱的内蒙

古，种植面积大幅度增长在相当程度上是以开荒为

代价的，这无疑会对当地脆弱的生态环境和有限的

水资源造成负面影响。就单产水平角度，我国现阶

段油料单产提升主要还是靠追施化肥，尤其是大豆

和花生，这导致我国化肥使用量过度增加，进而造成

平均化肥面源污染程度等级升高，并呈现进一步恶

化的态势。这显然不利于油料的安全持续增产。因

此，为解决上述矛盾，一方面传统增产方式调整可以

更多利用长江流域冬闲田扩种高产油菜，采用大豆

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方式在不过度开荒的前提下扩种

大豆，还可以利用南方山地、林地种植油茶等木本油

料，补充油料来源；另一方面需要加强我国高标准农

田建设，在优质种质资源研发和农机设备使用上持

续用力，推动农业科技成果在油料生产中的转化，真

正藏油于地，藏油于技。

受限于文章篇幅，对我国油料增产的贡献因素

分析主要集中于种植面积和单产两大主要表观要

素。但实际上，在影响我国油料增产的两大表观因

素背后，还有政策、经济、科技等更深层次的因素，关

于这些因素对我国油料增产的影响状况还需要进一

步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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