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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国是大豆的起源国，也曾是世界最大的大豆生产国。但目前，我国已成为
最大的大豆进口国，进口数量远超自产数量。我国油菜的种植面积和总产量在
世界所占的比例逐渐下降，二战前很少种植油菜的加拿大，2008 年的油菜总产
量再次超过我国，油菜会成为大豆第二吗？目前全球四大粮商掌控了我国食用
油压榨加工能力的 70%～80%，掌握了生产、贮运、加工和营销各个环节。我国食
用植物油的自给率不足 40%，安全有效供给受到严重威胁。

面对如此严峻的局面，国家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重视油料作物生产。2007
年 9 月国务院专门召开会议商讨油料生产发展大计，10月公布了《关于促进油
料生产发展的意见》，随后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和措施大力扶持油料生产的发
展。在这些政策的支持下，江西油料生产一改 2000 年以来大幅下滑的颓势，取
得了恢复性增长，但与预期的目标尚有一定差距，若要恢复到历史最好水平困
难重重。

为了江西油料产业的发展，江西省农业科学院作出了不懈的努力，围绕高
产、优质和高效的生产目标，长期致力于油料作物新品种的培育和配套技术的
集成研究及示范推广工作。2009年江西省农业科学院启动了油料作物产业技
术支撑体系建设项目，跨单位、跨学科组建了课题组，潜心于关键技术的研发和
示范推广。同时，通过开展产业现状调研，分析江西油料产业发展存在的问题和
发展趋势，江西省农业科学院在江西油料产业发展的模式上寻求突破，并提出
了油料产业发展的对策和政策建议。



改革开放 30 年来，食用植物油的消费水平大幅提升，增长了 4 倍多，但目
前我国植物油消费的 60%左右依靠进口。加入 WTO前，消费需求的拉动促进了
我国油料作物生产的发展，加入 WTO 后，国家开放植物油市场，植物油价格跟
随国际市场价格剧烈波动，这不仅给油料产业带来了较大冲击，而且还引发了
整个农产品市场的异常波动。 事实表明，植物油的地位不再局限于厨房，油料作
物不再单纯为植物油生产原料，随着石化能源的减少和开发成本的上升，高企
的能源价格必然推升可生产生物燃料的粮食和植物油的市场定位，油料作物生
产的主副产品作为粮食的重要补充、肉蛋食品生产原料和能源的地位将更加突
出，油料作物在国计民生、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中将发挥更大作用。

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无疑对油料产品的数量和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工
业化和城镇化造成耕地减少和农村劳动力向第二、三产业转移，这些都给油料
作物生产带来更大压力，油料作物的生产方式急需寻求重大转变。 分析油料作
物生产存在的问题和发展趋势，加强对油料作物产业技术的研发和推广，化解
气候变化和突发异常灾害天气增加的危机，提出切实可行的政策和建议，推进
油料作物生产发展，对于保障食用油的安全有效供给、促进畜牧渔业发展、优化
生态环境具有重要的意义。

1. 自改革开放以来，江西省三大油料作物(油菜、花生和芝麻)的种植面积和
总产量均有大幅增长。 2008 年全省油料作物面积和总产量达到 988.2 万亩和
91.2 万 t，较上一年度分别增长了 8.3%和 12.9%，处于较快的恢复增长阶段；较
改革开放之初 1978 年的总面积 406.2 万亩， 总产量 13.5 万 t， 分别增长了
143.3%和 575.8%，明显快于粮棉。 其中油菜、花生和芝麻的面积分别为 7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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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0 和 44.7 万亩，分别占油料作物面积的 73.2%、21.6%和 4.5%；总产量分别
为 51.6、36.8和 2.65万 t，分别占油料作物总产量的 56.6%、40.4%和 2.9%。江西
省油料作物的生产地区主要分布在吉安、宜春、上饶、九江和南昌，而在鄱阳湖
生态经济区的油料作物生产占全省的 60%左右。 油料作物生产的主要种植制
度为水稻－水稻－油菜、水稻－油菜、棉花－油菜、花生－芝麻、油菜－芝麻、花生－秋
闲、花生－水稻、水稻－花生等。

2. 江西省植物油自给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按全国人均消费 16.6kg计，全
省植物油的需求量为 73.0万 t。 目前江西省生产菜籽油 19万 t、花生油 5.8万 t
（以一半榨油计）、芝麻油 0.7万 t（以一半榨油计），植物油共计约 25.4万 t，自给
率为 34.8%，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如果生产油料全部榨油，植物油总量为 31.9
万 t，自给率为 43.7%，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至 2020 年，如保持现有的消费水
平，植物油需求量为 75.5万 t，即平均每年需新增植物油 0.25万 t。 如人均消费
水平增长至 20kg，则需要植物油 91万 t，平均每年需新增植物油约 1.8万 t。

3. 江西省油料产品加工多为初加工， 精深加工层次低， 油料加工技术落
后，加工规模偏小，大企业不多。出口贸易以食用黑芝麻和花生原料及初级加工
产品为主，而作为油脂出口的基本没有。

4. 通过遗传改良，江西省油菜籽品质得到根本的改造。 饱和脂肪酸和油酸
含量是衡量食用油营养品质的两大指标，研究表明饱和脂肪酸含量低和油酸含
量高更有利于人体健康。 通过遗传改良，菜籽油脂肪酸组成中不利于人体健康
的芥酸含量从普通油菜的 40%～45%降到 1%以下，而有利于人体健康的油酸和
亚油酸含量则从普通油菜的 30%以下提高到 80%以上， 尤其是油酸含量高于
60%，仅低于茶油和橄榄油而远高于其他植物油，饱和脂肪酸远低于橄榄油和
茶油，菜籽油成为仅次于橄榄油和茶油的大众化的优质食用植物油。 菜籽饼的
有害物质降低了 80%，成为营养价值高的蛋白饲料原料。

5. 江西省油料产业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经营规模小、生产劳动强度大、机
械化程度低，生产投入不足、管理粗放，品种多杂(油菜)与匮乏(花生、优质早熟
油菜)问题并存，生产条件较差，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低，科技滞后于生产。

6. 江西省从事油料产业技术研发的队伍正经历萎缩后的恢复阶段。 20 世
纪 90 年代后，由于政府投入减少，主要有江西省农业科学院维持油菜、花生和
芝麻研发团队，多数地市农科所从事油料研究的规模缩小，人员流失严重，仅留
少数人员从事区域试验工作。“十一五”以来情况明显好转，研究人员增加，人才
层次得到提升，经费投入得到提高，尤其是江西省农业科学院的油菜栽培、芝麻
良种繁育和花生加工已进入国家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建设， 入选专家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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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改善了研究条件，建成了油料作物研究重点实验室，具备了组织培养、品质
分析和分子生物学实验等分析与实验条件，但试验基地和配套设施仍然严重不
足。

7. 江西省农业科学院一直将油料作物品种改良和配套技术作为油料产业
技术创新的主攻方向，成效显著。 先后选育出赣油系列优质常规品种(赣油 10
号、12 号、13 号、16 号和 17 号)和赣油杂系列(赣油杂 1 号、2 号、3 号和 5 号)等
油菜新品种、新组合；选育出赣芝 1 号、3 号、4 号、6 号、9 号和协芝 1 号等芝麻
品种，同时提纯了一些农家黑芝麻品种；选育出赣花 3 号、赣花 6 号、赣花 7 号
等花生新品种。 这些品种先后在生产上大面积应用，有力地促进了江西省油料
作物的生产发展，改善了油脂品质。 目前，在国家产业技术体系等项目的支持
下，轻简、高效栽培技术和加工技术研究以及新品种、新技术的试验示范推广得
到显著增强。

8. 当前生产上急需高产、优质、多抗和广适的油料品种。 油菜品种还要求适
应轻简和机械化生产，稻油三熟要求早熟或极早熟丰产、优质品种。 同时，需尽
快完善农机配套的农艺技术方案，积极推进油料作物生产方式的转变。

9. 政策建议：
一是进一步提高认识，切实重视油料产业发展，贯彻落实国家发展油料生

产的有关政策。 把发展油料生产作为粮食生产的重要补充，把发展油料产业提
升为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重要战略，把发展油料生产作为推进鄱阳湖生
态经济区建设、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措施，把发展油菜生产上升到建设绿色生
态江西的高度。

二是增加对油料科技创新的投入， 以科技进步提升油料生产的综合能力。
增加项目资助力度，加强油料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和配套基础设施建设，加大对
油料产业发展关键技术研究与集成的支持，加强科研人才队伍建设，培养学科
带头人，形成结构合理的人才梯队。 重点加大对育种、栽培生理生态、生产机械
以及综合加工利用技术等研发的资助力度，努力提高产品竞争力和油料生产及
加工的综合效益。

三是加强水利设施的建设，做到旱能灌、涝能排，提升油料作物生产能力。
标准粮田建设既要满足水稻生产，也要提供旱作的条件。 充分考虑油菜等油料
作物的生产要求，将排水缺口和排水沟渠放低，满足油料作物生产排水的需要。

四是建立健全油料作物生产收益保障机制。 应将保持油料产品市场价格的
相对稳定作为确保油料作物生产经济效益的基本措施。 增加对油料作物生产的
财政支持力度，推行保险制度，增加对自然灾害的抗御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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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江西油料产业发展报告

根据食物的化学成分和营养价值，现有的食品可分为淀粉类、油脂
类、蛋白类和维生素类，水稻、玉米、小麦和红薯等食品以淀粉为主属淀
粉类，水果和蔬菜的各种维生素的含量高，可归于维生素类，而油菜籽、
花生、大豆、芝麻由于含油量和蛋白质含量较高，可归于蛋白和油脂类，
承担了油脂和蛋白类食品的生产任务，通常称为油料作物。俗话说，开
门七件事: 柴、米、油、盐、酱、醋、茶，足见食用油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重
要性。从营养价值上看，植物油不含胆固醇，菜籽油、花生油、芝麻油和
豆油等饱和脂肪酸含量低，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并含有磷脂、维生素
E、甾醇等重要的营养成分，在食用油消费中占主导地位。利用植物油加
工的生物柴油，被誉为绿色环保可持续的再生能源，随着石化能源价格
的攀升，开发潜力越来越大。除了榨油外，花生和芝麻可直接食用或加
工成各种特色食品，油籽饼粕富含蛋白质，是优质的蛋白质原料和食品
加工原料。江西省油料作物产值约 400亿元以上，种植油料作物也是增加
农民收入的重要途径之一。因此，油料作物是重要的植物油来源、高蛋白
原料、重要的加工原料，在日常生活、加工业、畜牧业中占有重要地位，在促
进农业生产结构调整和农民增收中发挥着重大作用。

江西省主要油料作物有油菜、花生和芝麻。大豆虽在国际上和我国
东北被列为油料作物，但在江西，绝大部分大豆以直接食用为主。因此，
以下的分析和调研主要针对上述三大油料作物，重点阐述其生产现状与
存在的问题、自然资源条件、市场供求和科技创新，并提出发展对策和建
议。

第一节 市场供求分析与预测

一、江西油料作物生产

1. 油料作物生产现状

油菜、花生和芝麻是江西省的三大油料作物，改革开放以来，种植面积和总
1



产量均有大幅增长。2008 年全省油料作物面积和总产量达到 988. 2 万亩和
91. 2 万 t，较上一年度分别增长了 8. 3%和 12. 9%，处于较快的恢复增长阶段。

较改革开放之初 1978 年的总面积 406. 2 万亩和总产 13. 5 万 t，分别增长
143. 3%和 575. 8%，明显快于粮棉。统计数字表明( 见表 1 － 1) ，30 年来江西省
的水稻面积略减，棉花面积降幅较大，达到 41. 7%，而油料面积增长了 143. 3%。

油料作物中，花生面积增加 207. 4%，增幅居油料作物之首; 其次是油菜，增长了
176. 7%，但芝麻面积减少了 40. 8%。由于单产的提高，所有作物的总产量均有
较大幅度的增长，粮食产量增长了 73. 9%，棉花产量增长了 221. 6%，油料作物
的发展速度遥遥领先，增幅达 575. 6%，其中，油菜产量增幅达 654. 8%，其次花
生增幅达 611. 8%，最后芝麻增幅为 77. 7%。

表 1 － 1 30 年来江西省粮棉油产量情况比较

项目 1978 2008 ± %

面积
( 万亩)

水稻 5070. 5 4883. 3 － 3. 7

棉花 171. 5 99. 9 － 41. 7

油料 406. 2 988. 2 143. 3

其中:花生 69. 3 213. 0 207. 4

油菜 261. 5 723. 5 176. 7

芝麻 75. 5 44. 7 － 40. 8

总产
( 万 t)

粮食 1125. 7 1958. 1 73. 9

棉花 3. 5 11. 2 221. 6

油料 13. 5 91. 2 575. 6

其中:花生 5. 2 36. 8 611. 8

油菜 6. 8 51. 6 654. 8

芝麻 1. 5 2. 6 77. 7

折油 6. 6 31. 7 378. 1

2. 油料作物生产发展历程

从图 1 － 1 可以清晰地看到，改革开放 30 年来江西省油料作物生产发展大

致可分为 4 个阶段: 缓慢发展期、快速增长期、明显回落期和恢复增长期。

缓慢发展期: 从 1979 ～ 1988 年，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油料生产稳
2



图 1 － 1 改革开放 30 年来江西油料作物生产发展情况

步发展，10 年间面积增长了 62. 8%，年均增幅为 5. 0%，总产量增长了 143. 3%，
年均增幅为 9. 3%，产油增长了 84. 9%，年均增幅为 6. 3%。

快速增长期: 从 1989 ～ 1995 年，随着人口的增长，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的
提高，油脂消费水平进一步提高，消费总量快速增加，食用植物油出现短缺。在
此阶段，江西省委、省政府加大对油料生产的支持力度，促进冬季农业开发，发
展冬季油菜生产，调整种植业结构，增加花生种植面积。尽管 1993 年和 1994
年油料作物的生产有所回落，但这 7 年的种植面积仍然增长了 139. 7%，年均增
幅达 13. 3%，总产量增长了 215. 5%，年均增幅达到 17. 8%，产油量增长了
182. 9%，年均增幅达 16. 0%。尤其是 1990 年，种植面积、总产量和产油量较上
一年度的增长幅度分别达到 35. 4%、45. 8%和 32. 2%。1995 年油料作物面积
为 1585. 5 万亩，达到历史最大值，而总产量和产油量在 1997 年达到顶峰，分别
为 105. 6 万 t和 36. 54 万 t。

明显回落期:从 1996 ～ 2004 年，由于进口增长，油菜等油料作物的比较经济
效益下降，油料生产逐年下滑，9年间种植面积回落了 46. 3%，年均减少 6. 7%，总
产量回落了 28. 0%，年均减产 3. 6%，而产油量回落了 25. 8%，年均减产 3. 3%。

恢复增长期: 从 2005 ～ 2008 年，油料生产呈现恢复增长态势，面积增加了
16. 4%，总产量增加了 22. 4%，而产油量增加了 23. 4%，主要增幅出现在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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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由于前一阶段油料生产持续下滑，国家食用植物油脂自给率降到了 40%以
下，进口油脂超过了 60%，食用油价格剧烈波动，已严重威胁到我国食品安全。
2007 年 9 月国务院开会专门讨论油料生产发展大计，出台相关政策支持油料生
产发展，2008 年油料生产明显回升。

3. 油料作物生产结构

2008 年江西省的油菜、花生和芝麻面积分别为 723. 5、213. 0 和 44. 7 万亩，
分别占油料总面积的 73. 2%、21. 6%和 4. 5%，三大油料作物面积之和占总油料
作物面积的 99. 3% ( 见图 1 － 2) 。

图 1 － 2 2008 年江西省各主要油料作物面积比例

2008 年油菜、花生和芝麻的总产量分别为 51. 6、36. 8 和 2. 65 万 t，占到全
省油料作物总产量的 56. 6%、40. 4%和 2. 9%，三大油料作物总产量所占比为
99. 8% ( 见图 1 － 3) 。

二、江西对油料的市场需求及预测

1. 全国油料市场需求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植物油消费水平持续上升。目前人均植物油消费约
16. 6kg，全国人口 13. 4 亿人，植物油消费总计 2224 万 t 左右，而我国自产植物
油在 950 万 t 左右，自给率在 40%左右，即使将用于副食品加工的油料计算在
内，自给率也不足 45%。我国每年大量进口植物油，对外依赖程度达到 60%，
远高于石油。作为日常生活必需品，植物油的安全有效供给正受到严重挑战。

随着人口的增长和消费水平的提高，植物油的需求量将继续增加。到 2020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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