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收稿日期：２０２３－１０－１９；修回日期：２０２４－０２－１７
基金项目：岭南现代农业科学与技术广东省实验室河源分中

心项目（ＤＴ２０２２００３７）
作者简介：林颖怡（１９９９），女，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油料
绿色萃取与增值加工（Ｅｍａｉｌ）１３００２３０７９３＠ｑｑ．ｃｏｍ。
通信作者：李　颖，副研究员（Ｅｍａｉｌ）ｙｉｎｇｌｉ＠ｊｎｕ．ｅｄｕ．ｃｏｍ。

专题论述 ＤＯＩ：１０．１９９０２／ｊ．ｃｎｋｉ．ｚｇｙｚ．１００３－７９６９．２３０５４８

广东河源特色油茶产业现状与高质量发展对策

林颖怡１，２，汪　勇１，２，李　颖１，２

（１．暨南大学 食品科学与工程系，广东省油料生物炼制与营养安全国际联合研究中心，广州 ５１０６３２；
２．岭南现代农业科学与技术广东省实验室河源分中心，广东 河源 ５１７０００）

摘要：利用南方适宜地区的丘陵山地资源发展油茶产业是未来解决我国油脂行业自给率不足的一

个重要途径。河源市是广东省特色油茶产业发展重点区域，有多年种植油茶的传统。在国家政策

的激励下，河源市特色油茶产业虽得到一定发展，但也面临机遇和挑战。通过文献调研和实地考察

综述了河源市油茶产业的发展历程和发展现状，并针对当地油茶产业存在的良种资源缺乏、缺乏对

油茶品种的科学性认识、配套资金补贴不充足、品牌知名度低、产业化程度不高等问题，结合当地实

际情况，提出了推进油茶良种繁育基地建设、增加油茶产业资金扶持力度、加强科技创新推广成果

转化、加强推广宣传并打造全国知名品牌、有效整合资源优化加工生产布局等相应对策，促进油茶

产业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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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油茶（ＣａｍｅｌｌｉａｏｌｅｉｆｅｒａＡｂｅｌ．）属于世界四大木
本油料树种，为山茶科山茶属植物，在我国南方已有

２０００余年的栽培与利用历史。油茶果全身是宝，果
壳和果芯可以入茶，油茶籽可以制取油茶籽油，压榨

饼萃取的茶皂素、山茶苷等活性物质可用于生产日

化产品和护肤品。

我国食用植物油消费需求巨大，在国内食用油

供不应求的情况下，利用南方适宜地区的丘陵山地

资源发展油茶产业是未来解决我国油脂行业自给率

不足的一个重要途径。油茶不与粮食争耕地，２０１６
年被列为国家大宗油料作物，担负着维护国家油料

质量和安全的使命。２０２２年，广东省林业系统扎实
推进油茶产业发展，把油茶产业发展纳入《广东省

林业产业发展“十四五”规划》和林业重点工作。

２０２３年，广东省林业局印发了《广东省森林质量精
准提升行动方案（２０２３—２０３５年）》，将油茶新造、低
改及抚育生产目标纳入全省森林质量精准提升建设

内容予以支持，并安排了油茶新造６．６７万 ｈｍ２、低
改及抚育６．６７万ｈｍ２的任务，分年度实施。广东河
源是东江流域客家人的聚居中心，油茶作为河源客

家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当地保留了许多历史

印迹。作为广东省的林业大市，河源市是油茶产业

重点发展地区之一。为助推河源市特色油茶产业的

可持续及高质量发展，本文通过文献调研和实地考

察，从河源市油茶产业的发展历程出发，对当地油茶

产业的发展现状进行系统性分析，指出河源市油茶

产业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对策。

１　广东河源油茶产业发展历程
河源市作为广东省的农业大市，着力推动油茶

产业作为其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我国

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具有重要意义。河源市油茶产

业的发展经历起步、低谷、复苏和快速发展 ４个
阶段。

１．１　起步阶段（１９８８—１９９６年）
１９８８—１９９６年，河源市刚刚建立，各产业百废

待兴，当地农民积极响应国家与省政府的号召，对油

茶林进行大面积垦复和改造。在此期间，在国家政

策和技术的支持下，油茶的品质和产量均有显著提

高。人们在垦复和改造中获得了一定的经济效益并

积累了“七挖金，八挖银，冬季深挖赛黄金”等生产

经验［１］。但是河源市油茶种植以农户散户居多，

“人种天养”的现象普遍存在，油茶林管理粗放。此

外，当地在油茶销售及深加工方面存在大片空白，没

有形成完整的产业链，油茶产业发展缓慢。

１．２　低谷阶段（１９９７—２００７年）
由于油茶树种下后需要１０年才能达到丰产期，

前期资金投入较大，而果树在栽种后３年结果，４～５
年后可达丰产期［１］，且果树种植具有易管理、成本

回收更快、经济效益相对更大等特点。因此，在这段

时期大量的油茶树被砍伐，油茶树的数量大大降低，

油茶产业受到重创。随后，河源市开始发展种植桉

树人工林，再一次阻碍了油茶产业的发展。这 １０
年，由于人们对其他作物种植的青睐以及不科学、无

规划地大规模砍伐山林进行油茶改种，造成油茶种

植面积不增反减，油茶产业进入低谷阶段。

１．３　复苏阶段（２００８—２０１６年）
２００８年，国务院下发了《关于促进食用植物油

产业健康发展保障供给安全的意见》的文件。２００９
年，国务院出台了《全国油茶产业化发展规划》，该

规划提出，要把油茶产业培育成兴林富民的支柱产

业，加大力量生产油茶籽油，为确保国家粮油安全提

供支撑。同年，广东省将油茶产业进行区域划分，按

照重点发展区、积极发展区和一般发展区进行广东

省油茶产业的发展布局。２００９年后，河源市被纳入
广东省油茶产业重点发展区，其中龙川县和紫金县

被评定为国家级油茶示范林建设项目基地，河源市

的油茶产业迎来新的机遇。２０１２年，龙川县通过了
国家科技富民强县项目“油茶无性系丰产技术示范

与深加工产业化”考核验收，新建油茶无性系苗木

繁育生产基地１３ｈｍ２，油茶无性系丰产技术示范基
地２０００ｈｍ２，丰产无性系油茶种植面积４６６７ｈｍ２，
完成油茶低产林改造１万 ｈｍ２，使全县油茶林总面
积达２万 ｈｍ２。项目累计投资２．４亿万元，实现特
色产业总产值８亿元，县级财政增收３２００万元，农
民人均从油茶产业中增收２５０元以上。２０１３年，和
平县油茶丰产林示范基地项目也通过了验收，示范

油茶林在种植３年后结果，具有１ｍ的平均高度，保
存率为９５％（数据源自河源市人民政府）。该丰产
林示范基地也起到了示范带动作用，有效推动了河

源市油茶产业链前端的发展。图１为２００８—２０２２
年河源市油茶籽产量。由图１可以看出，河源市的
油茶籽产量自２０１２年开始稳定增长，２０１６年油茶
籽产量为２．２２３万ｔ，与２００８年的油茶籽产量１．１８８
万ｔ相比增加了近１倍，河源市油茶产业逐渐复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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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数据源自《河源统计年鉴》
图１　２００８—２０２２年河源市油茶籽产量

１．４　快速发展阶段（２０１６年以后）
河源市高水平、高质量、高标准推动油茶产业的

发展，加大投入并积极建设省级油茶产业示范园区。

龙川县省级现代农业（油茶）产业园于２０１８年成功
建立，园区内共有省级农业龙头企业３个，省级林业
龙头企业２个，油茶专用品牌１６个，其中“绿优原
生”“上山打油”获得广东省品牌农产品称号。２０１８
年，龙川县政府办印发了《关于加强油茶采摘管理

工作的通知》（龙府办发〔２０１８〕１７５号），统一全县
开山采摘油茶时间，定为霜降前５ｄ，以确保油茶的
品质，使油茶采摘规范化、科学化。２０１９年，河源市
成立油茶行业协会，标志着河源市油茶产业的发展

又向前迈出了坚实的一步，对推动全市油茶产业的

高质量发展有着积极的意义。２０２０年，“龙川山茶
油”作为地方区域公共品牌开始申请国家地理标

志。２０２１年，河源市依托灯塔盆地成功建设广东省
油茶跨县集群产业园，该产业园为全省唯一的省级

跨县集群产业园，现已采购自动化采摘和加工进口

设备，引进了安全先进的绿色萃取技术，力争打造

“绿色制造”油茶示范园区。２０２２年，河源市油茶籽
产量为８．３７５万ｔ（见图１），河源市油茶产业正在快
速发展。２０２３年，河源市成功申报并获批了 ２０２３
年中央财政油茶产业发展示范奖补项目，项目总投

资１３．１８亿元，这将为河源市油茶产业的高质量发
展提供强有力支撑。

２　广东河源油茶产业发展现状
２．１　油茶产业的良种选育与种植现状

目前河源市共有５处油茶苗圃入选省级保障性
苗圃。河源市主要种植油茶品种为白花小果和红花

大果。随着经济的发展，河源市开始引进国家级油

茶优良品种，如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岑溪软枝”、浙

江省的“长林系列”、湖南省的“湘林系列”和福建省

的“赣石系列”。近年来，河源市灯塔实验室按照国

标油茶选优标准，已选出达标的优树高州油茶 ５２
株，其中出油率在６．４％以上的优树１４株，最高的

出油率可达８．４％。目前，美林农业企业与中南林
业科技大学及华南农业大学的专家团队合作，科学

选育优质油茶品种“美林１号”“美林２号”“美林３
号”“美林４号”，将产油量提高５倍。另外，河源市
将建设良种壮苗培育基地２个、千亩级示范样板基
地５个，加快培育推广高产优良品种。

目前，河源市已初步形成规模化油茶种植，主要

种植区域为东源县、和平县和龙川县，主要种植品种

为白花小果和红花大果。近年来，随着种植技术不断

改良，油茶林种植密度相对较小，行宽距约为５ｍ×
５ｍ，６６７ｍ２（约１亩）地种３３棵树，能够保证油茶
树有充足的阳光。河源市油茶种植以农户散户居

多，大部分为粗放型管理，机械化程度不高。河源市

一些龙头企业合理利用山林，在油茶树中间套种茶

树或艾草。截至目前，河源市油茶的新造林面积为

５３３３ｈｍ２，低改林面积为 ２６６７ｈｍ２，抚育面积为
８０００ｈｍ２。目标是计划到２０２５年，实现油茶新造林面
积２０００ｈｍ２、低改林面积６０００ｈｍ２、抚育面积８０００
ｈｍ２。河源市油茶的种植面积正在进一步扩大，全市
现有油茶种植面积５．９万ｈｍ２，约占全省的１／３，其中
龙川县油茶种植面积为２．８万ｈｍ２；全市油茶籽产量
６．７３万ｔ，油茶籽油产量１．５万ｔ，油茶产业综合产值
３８亿元，已初步形成了规模化的油茶种植。
２．２　油茶的科技研发与推广现状

河源市一直积极与科研机构及院校合作，推动

全市油茶产业科学技术的发展。以龙川县为例，该

县探索了“产、学、研”一体化新模式，通过校企合作

成立了广东省茶油加工及研发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油茶产品研发机构等平台，建立了产业化经营生产

模式，提高了油茶产品的附加值。龙川县省级现代

农业（油茶）产业园还与广东省农业科学院、华南农

业大学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框架，在与油茶产业相关

的乡村振兴、农业科技协作、产业调整、科技决策、人

才培养等方面展开合作。此外，河源市也建设了灯

塔实验室，促进油茶育苗并推广大树高接换冠技术，

促进河源市在良种选育和标准化种植方面的发展，

为未来打造以油茶产业为主的国家级农业高新区奠

定基础。

河源市通过与科研单位合作，以科技指导生产。

在种植采摘方面，河源市已出台《油茶丰产栽培技

术教程》；在加工方面，重点推进标准化体系建设。

河源市以广东油茶跨县集群产业园项目建设为依

托，大力推广良种良法及实施水肥一体化高效管理，

推动油茶耕收全流程机械化。目前，全市已经大规

模实施高接换冠技术和因地制宜采用滴灌技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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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山区已实现全自动摇果采摘油茶果等。另外，

河源市在油茶果的预处理脱壳和烘干以及中试初榨

方面在龙头企业内已经基本实现机械化、智能化和

自动化，可满足生产需求。

２．３　油茶的加工销售现状
河源市油茶产业目前正处于粗加工的初级阶

段，全市的经营主体为１６．３３万户，油茶收储量为
１１万ｔ，小作坊有１６４家，其中加工能力较强（年收
储量大于５０００ｔ）的有１２家，加工能力约占全省的
５０％（河源市林业局数据），已经形成初步的加工体
系，但河源市的油茶加工主体主要是家庭式小作坊，

这些小作坊模式存在分布散、规模小、生产水平低等

特点。在精深加工方面，绿油、星汇和南粤福和等小

部分龙头企业拥有对油茶籽油加工副产物进行处理

并开发高值化产品的能力。这些企业主要对油茶籽

压榨饼中的活性成分（如茶皂素）进行萃取，以此生

产洗发水和洗衣液等日化产品。但目前河源市油茶

产业精深加工环节仍处于起步阶段，亟需前沿技术

支持和发展。

河源市油茶的品牌建设目前也处于初级阶段，销

售范围不大，仅在粤港澳大湾区的客家人范围内较知

名。约８０％的河源市特色油茶籽油销售也主要是通
过传统的销售渠道在本地进行售卖，少部分销往江苏

徐州和上海等地区。２０２０年前，“云度山茶油”出口
到加拿大，但新冠疫情对出口造成巨大冲击，海外销

售情况陷入萎靡甚至停滞。近年来，河源市开始探索

新的销售方式，与平台合作通过直播带货的方式开拓

油茶籽油市场，取得了一定的推广效果。

２．４　油茶产业发展模式现状
近年来，河源市积极探索油茶产业发展新模式，

促进河源市油茶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河源市的经

营主体以农户散户居多，自然形成“农民自主管理”

的经营模式，这种模式在龙川县较常见。随着油茶

种植规模的扩大以及油茶产业园的建立，河源市创

新实施“企业＋基地＋农户”的经营模式，建立油茶
基地，实现企业快速发展和农民收入得到保障与提

高的双赢局面。

为加强油茶良种资源培育，打造油茶生产示范

基地，河源市推广“公司 ＋合作社 ＋基地 ＋农户 ＋
市场”的油茶产业发展模式，积极推进油茶产业化

经营，带动５８７户贫困户１７００多人入股，平均每户
年收入提高至３５００元，辐射带动１５２４户当地及周
边贫困户种植油茶。龙川县建设省级现代农业产业

园，正形成“规模化基地 ＋精深加工企业 ＋科技支
撑＋商贸物流＋休闲旅游”的全产业链模式。这些

模式带动了一系列项目，推动油茶文化和旅游产业

的发展，现已打造 ８个“绿油花果树小镇”等
“农－文－旅”融合示范项目。河源市践行“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目前全市油茶产业

带动农户１０３５０户，户均年增收１万元以上，将油
茶林变成河源人的“绿色银行”，将河源市打造成全

国的“油瓶子”。

２．５　油茶产业的政策支持现状
为助推油茶产业的发展，河源市近年来出台了

一系列油茶产业发展支持政策。２０２１年，河源市出
台《河源市鼓励农村承包土地经营权流转奖补实施

方案》，实行“土地入股＋保底分红”的创新模式，给
予农民最大保障，提升林地流转速度。同年，河源市

出台《河源市优势特色农业产业化提档升级行动计

划（２０２１—２０２５年）》，对高山油茶产业的种植、产品
精深加工、电子商务与销售、休闲旅游等方面给予一

定的政策补贴。２０２３年，河源市紧跟广东省高质量
发展脚步，正在制定《关于推进油茶产业高质量发

展的实施方案》，为未来河源市特色油茶产业的绿

色可持续发展指明方向。

３　广东河源特色油茶产业发展面临问题
近年来，河源市在重视油茶种植的同时，通过灯

塔盆地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的建设，以及当地龙头

企业与高校的联动合作，在科技创新和成果推广方

面卓有成效，大力发展并改进油茶加工工艺和销售

方式，积极探索油茶产业发展新模式，但过程中仍存

在以下问题亟待解决。

３．１　苗木供应不足，良种资源缺乏
广东省的油茶良种选育相对滞后，目前暂无国

家油茶种质资源库。目前广东省已分别在江门开

平、肇庆四会和韶关建成三大良木资源库，河源市并

未包含其中。河源市现处于扩大种植规模阶段，并

正在进行旧林改造行动，需要大量良种苗木供应，但

由于缺乏国家级繁育良种基地，良种供应不足，仍需

从外地购入良种苗木。目前本地品种仅有“绿华１
号”通过了省林业局良种认定，良种资源匮乏。

３．２　缺乏对油茶品种的科学性认识
近年来，河源市已种植的油茶品种繁多，各品种

之间在生长习性和特性上存在较大差异，而当地企

业或农户对油茶品种之间差异性的了解大多数仅停

留在传统的口授经验及一些名录，但这些对油茶的

认识仅停留在宏观层面，对其微观结构及物性的了

解并不明晰，不利于未来油茶产业链的全面发展。

３．３　配套资金补贴不充足
目前，政府对于油茶种植的补贴大多数为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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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补贴，补贴年限太短导致农户对油茶养护资金不

足，导致“人种天养”的现象出现，甚至导致油茶林

被废弃或转让。一些加工企业通过无利息贷款的方

式，给予农户资金帮助，使农户散户能够有资金周转，

支撑经营到油茶收获期，但是这仍无法避免投资方资

金链断裂导致“跑路”现象的出现。另外，大部分的

政策补贴被投入到油茶产业链的前端，但前端对应的

经济收益相对较低，投资方无法从中回收资金，导致

资金链断裂；而油茶产业链的后端，如油茶的精深加

工及宣传推广销售等方面，经济收益更高，资本回收

更快，仍无法反哺油茶产业链前端如种植等。

３．４　宣传推广不足，缺乏知名品牌
河源市虽然拥有 ２个广东十大油茶品牌“绿

油”和“云度”，３３个国家级区域公用品牌和知名油
茶品牌，但是河源市油茶籽油知名品牌的国民认知

度远比不上大三湘、山润等湖南的油茶籽油品牌。

河源市油茶籽油品牌曝光度太低，仍没有进入大众

视野，宣传推广力度不足。

３．５　油茶产业化程度不高
油茶大规模生产是油茶产业化发展的基础，而

机械化是大规模生产的关键。河源市油茶的种植机

械化程度较低，迄今为止，山地的除草、垦复、剪枝和

摘果仍需要通过人工进行。尽管已有通过在油茶林

中引进黑山羊对山林进行养护除草，降低人工成本

的同时增加经济效益，但是这种形式对种植环境要

求相对较高，推广较为困难，当地利用生物防治案例

仍偏少，产业化程度不高。

河源市油茶产业目前仍停留在粗加工初级阶

段，虽然河源市龙头企业在油茶果的预处理、脱壳、

烘干以及压榨方面已经基本实现机械化、智能化和

自动化，可基本满足生产需求，但是河源市油茶产业

的经营主体仍然以家庭式小作坊为主，分布散且规

模小，生产加工方式较落后，经济效益不高且资源难

以整合，不利于油茶产业化的发展。此外，油茶加工

产业链的完整是油茶产业化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河

源市油茶产业链短，深加工转化和加工副产物的增

值利用率不高。河源市油茶精深加工环节较薄弱，

目前仅有龙川县两家龙头企业对油茶籽饼、油茶果

壳、油茶果芯等加工副产物进行综合利用。

４　广东河源特色油茶产业高质量发展对策
４．１　推进油茶良种繁育基地建设和林下经济建设

良种壮苗是油茶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前提，也是

油茶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加快河源市国家油茶

种质资源库建立的步伐，同时开展良种壮苗培育相

关的培训讲座，加大良种壮苗培育的宣传推广，保证

河源市内油茶苗木做到“四定三清楚”（四定即定点

采穗、定点育苗、定单生产、定向供应；三清楚即品种

清楚、种源清楚、销售去向清楚），加强品种管理，发

挥市场监督作用，促进“良种良法”。

发展林下经济是油茶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可行性

方案，也是油茶产业可持续发展的趋势，发展林下种

植或者林下养殖，可大力推动林下经济的良性发展，

比如湖南省衡阳市林下经济的发展已形成一定的规

模，该地油茶林下经济模式基本覆盖了林禽、林畜、

林菜、林草、林菌、林油、林粮和林药等，主要以禽、

药、菜为主［２］；江西省九江市发展花卉苗木、药材和

菌类栽培，野生动物驯养，禽兽和蜂蜜养殖，促进林

下经济做大做强［３］。河源市作为林业大市，可积极

借鉴其他城市的成功经验，结合自身油茶种植的优

势，积极探索油茶林与林下经济相结合的发展模式，

为全市油茶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助力。

４．２　加强科技创新，推动成果转化
科技创新是油茶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内在动力。

进一步深化运用“产、学、研”一体化模式，促进良种

繁育水平的提高及苗木培育关键技术升级，加强对

不同油茶品种微观层面的科学性研究，构建当地不

同油茶品种结构及特性的资源数据库，构建油茶种

植标准化体系。加快建设河源市油茶长期科技创新

基地，加大对建设林木油料实验室等科研创新中心

的投入，深化油茶良种选育和标准化种植，延长油茶

精深加工链并加深对高附加值产品的研发。充分利

用科研力量，提高企业研发和高附加值产品生产的

能力，提升精深加工水平，促进河源市特色油茶产业

创新链与产业链的有效衔接与融合。

４．３　增加资金投入，加大对油茶产业的扶持力度
增加保障资金投入是油茶产业高质量发展的

基石。借鉴其他省份经验，完善油茶产业发展的

相关补贴。完善油茶产业金融保障体系，加强与

金融部门协调，促进与油茶产业相关的金融产品

的推出与创新，以金融力量“贷”动油茶产业发展，

保证油茶产业各环节资金的顺利流通；建立健全

油茶“保防救赔”的风险减量体系，帮助油茶经营

者规避自然灾害风险并减轻经济负担。结合国家

油料大局战略和地区的实际情况，科学谋划一批

符合国家发展战略且对当地油茶产业发展有长久

影响的优秀项目，通过争取国家财政支持，为河源

市特色油茶产业争取强有力的支撑，并借助政府

和当地客家文化影响力吸引外来投资，帮助本地

油茶产业资金流转通畅。

（下转第１７页）

０１ ＣＨＩＮＡＯＩＬＳＡＮＤＦＡＴＳ　　　　　　　　　　　　　　２０２４Ｖｏｌ４９Ｎｏ６



题与建议［Ｊ］．中国油脂，２０２３，４８（１）：８４－８６，１０３．
［１０］邓金龙．我国核桃生产现状及发展策略［Ｊ］．林产工

业，２０１６，４３（１０）：５６－５８．
［１１］邓煜．中国油橄榄产业创新驱动发展的现状、趋势和

对策［Ｊ］．经济林研究，２０１８，３６（２）：１－６，２０６．
［１２］龙伟，曾燕如，盛建喜．我国油橄榄产业发展的挑战

与对策［Ｊ］．中国油脂，２０２３，４８（１２）：２０－２５．
［１３］刘德晶．中国特有木本油料文冠果全生物产业链发展

对策分析［Ｊ］．林产工业，２０１５，４２（４）：２７－３０．
［１４］王瑞元．我国木本油料产业发展现状、问题及建议

［Ｊ］．中国油脂，２０２０，４５（２）：１－２，２０．
［１５］严茂林，张洋，吴成亮．我国木本油料发展现状分析与

供需问题的研究［Ｊ］．中国油脂，２０２１，４６（４）：１－６．
［１６］杜雅琦，赵荣，赵铁蕊．我国木本油料产业发展潜力

与对策分析［Ｊ］．林产工业，２０２３，６０（１）：６４－６８．
［１７］金青哲，王丽蓉，王兴国，等．木本油料油脂和饼粕产

品开发［Ｊ］．中国油脂，２０１５，４０（２）：１－７．
［１８］廖阳，李昌珠，于凌一丹，等．我国主要木本油料油脂资

源研究进展［Ｊ］．中国粮油学报，２０２１，３６（８）：１５１－１６０．
［１９］ＬＩＵＣ，ＨＥＺ，ＣＨＥＮＹ，ｅｔａｌ．Ｃｏｄｏｎｕｓａｇｅ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Ｃａｍｅｌｌｉａｏｌｅｉｆｅｒａ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ｒａｎｓｃｒｉｐｔｏｍｅｄａｔａ
［Ｊ］．ＪＢｉｏｂａｓｅｄＭａｔＢｉｏｅｎｅｒｇ，２０２１，１５（３）：３４７－３５２．

［２０］严茂林，周晓亮，刘自搏，等．我国油料增产格局及贡献
因素的研究［Ｊ］．中国油脂，２０２４，４９（４）：１－８．

［２１］李伟．中国小麦生产的时空演变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分
析［Ｊ］．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２０１９，４０（１０）：４９－５７．

［２２］励汀郁，普?，钟钰．食物安全还是资源安全：“大

食物观”下对中国食物缺口的考察［Ｊ］．经济学家，
２０２３（５）：１０９－１１７．

［２３］王瑞元．２０２２年我国粮油产销和进出口情况［Ｊ］．中
国油脂，２０２３，４８（６）：１－７．

［２４］范筱元，杜娟，周晓亮，等．中国油茶生产区域比较优
势分析与影响因素研究［Ｊ］．中国油脂，２０２３，４８
（１２）：９－１９，３９．

［２５］张洋，严茂林，葛玮玮，等．我国食用植物油供给现状
分析及未来发展战略研究［Ｊ］．中国油脂，２０２２，４７
（４）：１－８．

［２６］张婧妤，许本波，郑家喜．我国食用植物油消费变化分
析及改革对策［Ｊ］．中国油脂，２０２２，４７（３）：５－１０．

［２７］栾淑丽，任红艳，施润和，等．中国油茶种植适宜性评
价及产能提升建议［Ｊ］．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２０２１，
４２（１０）：３９－４７．

［２８］严茂林，郭丹，周晓亮，等．中国油茶增产格局及其贡献
因素分析［Ｊ／ＯＬ］．中国油料作物学报：１－１１［２０２４－
０３－２５］．ｈｔｔｐｓ：／／ｄｏｉ．ｏｒｇ／１０．１９８０２／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７－
９０８４．２０２３２３９．

［２９］张珂，赵荣，王枫，等．大食物观理念下森林食物供给现
状与对策研究［Ｊ／ＯＬ］．林产工业：１－８［２０２４－０１－
０７］．ｈｔｔｐ：／／ｋｎｓ．ｃｎｋｉ．ｎｅｔ／ｋｃｍｓ／ｄｅｔａｉｌ／１１．１８７４．Ｓ．
２０２３１００７．１４５６．００２．ｈｔｍｌ．

［３０］王妍霏，李辰龙，孙佳佳．大食物观下油料油脂产业链
韧性：现实挑战与提升路径［Ｊ／ＯＬ］．中国油脂：１－１０
［２０２４－０１－０７］．ｈｔｔｐｓ：／／ｄｏｉ．ｏｒｇ／１０．１９９０２／ｊ．ｃｎｋｉ．

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
ｚｇｙｚ．１００３－７９６９．２３０４３９．

（上接第１０页）
４．４　加强推广宣传，打造全国知名品牌

品牌形成是油茶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象征。

开展“河源山茶油”品牌创建行动。搭建油茶产业

数字化平台，加快“三品一标”认证进度，应用物联

网技术建立“河源山茶油”及“龙川山茶油”质量安

全溯源系统，实现当地油茶产业全产业链可视化。

加强“河源山茶油”与“龙川山茶油”区域公用品牌

建设，促进企业积极申请获得有机食品认证和绿色

食品认证，鼓励企业打造油茶知名品牌以提高河源

市油茶的市场竞争力和经济价值。与此同时，加大

客家油茶文化的推广宣传，建立面向全国的客家油

茶文化博物馆，油茶古法炮制工艺观赏区，通过沉浸

式体验讲好客家油茶文化故事，传播油茶文化知识，

建立特色品牌效应，提高知名度［４］。另外，顺应全球

“互联网 ＋”发展的趋势，与电商平台深入合作，加
大线上销售力度，拓宽河源市油茶籽油及其加工副

产品的销售渠道，进一步巩固／提高河源市油茶籽油
在国内植物油市场中的占有份额。

４．５　有效整合资源，优化加工生产布局
有效整合资源，优化加工生产布局是油茶产业

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环节。推进河源市特色油茶产业

园建设，充分发挥各方优势，形成油茶产业种植、生

产和精深加工产业链，实现油茶加工链各环节的高

效衔接，就近就地加工转化。促进当地龙头企业之

间的合作，统一思想，集中力量办大事，最大程度地

整合资源，实现油茶生产组织化水平的提高，促进区

域油茶产业集群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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