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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国油茶产业发展现状

油茶（Camellia oleifera）与油橄榄、油棕、椰子并称为世
界四大木本油料植物[1]。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油茶产地，全
国现有油茶林面积约 400万 hm2，占我国木本食用油料树种
栽培面积的 80豫以上，年产茶籽约 6亿 kg，产茶油 1.5亿kg。
油茶在我国已有 2 300多年的栽培历史，广泛分布于我国
亚热带的南、中、北 3个地带，按面积大小依次排列为湖南、
江西、广西、浙江等 17个省（区），1 100多个县市。其中，油
茶林面积在 2万 hm2以上的县有 37个，3.3万 hm2以上的
县有 17个。湖南、江西、广西 3省区合计面积 303.33万hm2，
占全国油茶种植总面积的 75.8豫。在我国油茶栽培物种中，
目前主要有普通油茶，约占油茶面积的 98豫，除此还有小果
油茶、越南油茶、攸县油茶、红花油茶等 [2-3]。20世纪 80年代
中期，随着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我国油茶主产区实

行了企业连农户建基地、户户联营上规模的经营方式，油茶

产业化经营已初见端倪。20世纪 90年代中期，随着林业产
业化实践的发展，我国一些油茶主产区在实行油茶产业化

经营方面也进行了一定的研究和探索，各地茶油龙头生产

企业的重组和改造已基本完成[4]。茶油产品的换代升级，国
内国际贸易市场的进一步开拓，“公司+农户连基地”现代企
业模式的延伸等，均为我国油茶产业化的发展提供了极好

的发展平台。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我国油料作物受到了

巨大的冲击，但对油茶产业而言，却迎来了一个极好的发

展机遇，东南亚国家对我国的茶油情有独钟。随着社会的不

断发展，人们对茶油的优质特性认识更上了一个层次，不但

国外进口中国原料制作茶油产品，国内很多企业也将开发

出来的茶油产品销往海外。一些茶油生产企业积极把产品

打进国际市场，赢得了中外客商的极大关注，湖南省会同县

将茶油销往日本等地，毛油价格为 30元/kg，精炼茶油价格
可达 250元/kg。
2 制约油茶产业发展的主要因素

2.1 投入少，单产低 许多农户始终认为油茶耐性强、抗

性好、适应性广，常常将立地条件差，不能发展其他果树的

地作为油茶新造地。因此，很难满足和达到良种应有的生产

潜力，失去了良种高产优质的基础条件。而边远山区农户还

处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态，油茶产品没有走进市场，商

品转化率低，同时也造成茶油价格不稳定，经常出现农民丰

产不丰收的现象，农民从事油茶生产的积极性不高，多年来

习惯于粗放经营，少数采取了垦覆、施肥等抚育措施。油茶

生产周期长，栽后 4年开始挂果，8~10年郁闭成林，进入盛
产期，生长期长，经济效益来得慢。诸方面原因严重影响农

户对油茶林的经营管理和投入。特别是我国一些边远山区

油茶林大部分都是几代同堂的百年以上天然老林，更新换

种是提高油茶林单位面积产量的关键，但作业面大，投工投

劳多。而对于经济发展得较好的省市由于赚钱门路多，轻视

对油茶山的抚育管理，使油茶林多年来由于缺乏垦复措施

而导致油茶山杂灌丛生，油茶林地荒芜，大部分油茶林地力

衰竭，病虫害严重等。同时，一些基层领导特别是乡镇领导

也没有完全了解林业（油茶）生产的长周期性，只求见效快，

没有正确引导当地农民从事油茶生产，更没有给予农户政

策上的优惠，也缺乏对油茶高产新品种选育与推广的投入。

2.2 分散经营，组织化程度低 不少油茶主产区的油茶林

大部分是以一家一户的分散经营为主，少数虽以承包或集

体形式经营，但基本上是 3年一变，甚至 1年一变。分散农
户小生产与千变万化大市场之间的矛盾，既制约了生产，也

影响了流通。此外，油茶采摘秩序普遍混乱，导致丰产不丰

收，在油茶采收季节，由于秩序混乱，致使偷摘哄抢、乱摘滥

采现象经常发生，生产经营者只好把采摘时间向前一提再

提。油茶未到生理成熟期，每提前收摘 1 d，茶籽出油率降低
1%。这种小规模的家庭生产方式使油茶经营缺乏经济性，难
以显示规模效益。

3 我国油茶产业化发展的机遇和前景

3.1 产业的自身特点符合产业化发展的实际要求

3.1.1 产业链长。油茶籽除了可压榨茶油外，其副产品茶枯

饼具有很高的工业价值，广泛应用于化工、医药、农药、饲

料、生物蛋白等工业领域。茶枯饼中所含的茶皂素，水溶性

好，泡沫持久性好，具有优良的润湿、发泡、乳化、分散和洗

涤性能，广泛用于日用化工、制染、造纸、化学纤维、纺织、农

药、制药化妆品工业和机械工业等；经提油、脱皂后的茶粕

可再加工生产出复合酵蛋白饲料，是畜、禽、水产养殖理想

饲料；从茶籽壳中提取的天然维生素 E是珍贵的天然保健
品。同时，茶籽还可制成活性炭，广泛用于糖液、油脂、石油

产品、药剂的脱色及气体吸附、分离、提纯、化学合成的催化

剂等。茶油的油酸含量是所有食用油中最高的，容易被皮肤

吸收，能滋养皮肤，可以深加工开发高级化妆品[5-6]。
3.1.2 产业链关联度高。油茶的综合利用与深加工需要化

学工业提供化工原料，需要机械工业提供各类工艺设备，产

品需要包装和运输。因此，油茶的综合开发与利用，不仅能

直接拉动区域林业的发展，也会带动当地化工业、机械加工

业、包装工业及交通运输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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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阐述我国油茶产业现状的基础上，分析了目前制约油茶产业发展的主要因素和在当前形式下，油茶产业相对于其他产业的
一些优势，指出油茶产业拥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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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脂名称
不饱和脂肪酸含量 饱和脂肪酸含量

油酸 亚油酸 亚麻酸 芥酸 豆冠酸 棕榈酸 硬脂酸 花生酸
茶油 83.99 8.2 0.2 0.3 10.3 1.1 0.6
橄槛油 76.3 7.0 0.2 9.5 1.4
花生油 41.2 37.6 11.4 3.0 0.6
菜油 15.8 14.6 9.2 48.2 2.3
棉油 22.9~44.2 33.9~50.4 0.8~2.5 0.5~2.3 17.1~23.4 0.9~2.7
猪油 43.6 8.3 0.2 2.2 25.9 14.6
牛油 39.0~50.0 1.0~5.0 2.0~8.0 24.0~32.0 14.0~28.0

年份 豆油 棉籽油 棕榈油 菜籽油 花生油 葵花籽油 其他 合计
1998 30.8 9.63 12.75 33.25 19.19 1.83 2.23 109.681999 28.71 8.50 12.00 42.85 20.20 1.99 3.02 117.27
2000 32.65 9.00 18.79 41.90 21.10 2.15 4.29 129.882001 38.56 11.16 22.70 37.40 21.15 1.81 4.01 136.79
2002 46.50 9.90 24.95 33.80 21.70 2.44 4.54 143.63

（2）我国食用油生产结构改变。我国是世界上木草本食
用油料作物面积最大的国家，全国木草本油料种植面积

153.3万 hm2，约占全国耕地面积的 12%[4]。木草本食用油有
菜籽油、大豆油、花生油、棉籽油、芝麻油、葵花籽油、茶油、

棕油、核桃油及新开发出来的米糠油和玉米胚油等。表 3表
明，国内生产的木本油料以油茶为主，但所占的比重很低，

相当于我国食用油消费总量的 1.8豫左右，属于小油料种
类；从总产量来看，无法与大豆、花生、油菜籽、棉籽、葵花

籽、芝麻等 8种主要油料直接竞争。但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
提高和全面建设小康的进展，对优质保健食用油的需求量

将逐渐扩大，茶油在高档食用油市场中所占的份额也相应增

加。茶油市场的发展可以以茶油为大宗产品，通过提高精炼

工艺生产高级保健食用油，扩大贸易，增加出口量。

3.4 产业开发潜力大

3.4.1 油茶生产潜力巨大。我国现有油茶林面积 400万hm2，
大部分油茶产区的茶油单产低，而高产油茶良种无性系新

注：资料来自中国信息网（2002）。

油品
播种面积
万 hm2

年均总产
量椅亿 kg 折油椅亿 kg 占当年比

例椅%
菜籽油 714.333 105.3 40.20 40.6
大豆油 878.867 161.5 38.20 38.6
花生油 501.133 149.5 7.03 7.1
棉籽油 418.400 33.7 4.38 4.4
芝麻 79.867 9.0 3.60 3.6
茶油 366.667 9.0 1.80 1.8

表 3 国内主要油料生产结构

亿 kg

注：资料来自共好数据库（2003）。

表 2 1998~2002年中国各类食用植物油消费对比

3.2 国家宏观政策强势拉动 我国南方地区，人均耕地少，

但宜林荒山、荒地、荒坡地却较多，且大多是低缓的丘陵，区

域内气候适宜，雨量充沛，光照时间长，适宜发展油茶生产。

同时，由于油茶林对自然灾害有较强的抵抗能力，且不与

粮、棉等其他农作物争地，因此，各地在保护基本农田的战

略决策，发展地方特色经济、调整农业产业结构的规划中，

各级政府已高度重视经济林的产业化发展，这些都为油茶

产业化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政策引导和资金保障。近年

来，国家把推进现代农业建设作为推进新农村建设的重点

内容和主攻方向，中央地方高度重视农村建设，各项优惠政

策和措施相应出台。“十一五”期间，国家对农业、农村和农

民的支持力度将会进一步加大，“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

农村”的方针将会加大实施力度；特别在党的“十七大”提出

生态文明科学发展观后，农业发展环境在政策扶持下将会更

加改善，必将为加快油茶产业化进程提供强有力的政策保障。

3.3 产业发展前景广阔

3.3.1 产品市场竞争力强。经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检测，

茶油各项品质均优于核桃油、花生油、芝麻油，甚至优于地

中海橄榄油。茶油不含芥酸、山俞酸等难以消化吸收的成

分，也没有黄曲酶素，而油酸、亚油酸等不饱和脂肪酸含量

超过 90%，且以一价不饱和脂肪酸为主（表 1）。除此之外，
茶油中还含维生素 A和维生素 E，分别为 5 112.55 滋g/100 g
和 20.28 mg/100 g。因此，茶油既具有营养丰富、耐贮藏、易
被人体吸收的优点，又具有预防和治疗高血压及常见心血

管疾病的作用，是目前世界上最健康的植物食用油。目前国

内市场上茶油的价格一般是菜籽油的 2~3倍，在日本是菜
籽油的 7.5倍。此外，茶油生长于低丘岗地，远离城市众多
的污染源，自身抗病虫害能力较强，极少施农药，不会对环

境产生污染，也很少有农药残留，是绿色无公害食用产品。

茶油以其质优、保健、价格适中而极具市场竞争力[7-8]。

3.3.2 产品市场空间大。

（1）国内食用油年消耗量增加。目前世界人均年消耗食
用油量为 15 kg，发达国家的食油水平在年人均 20 kg以上，
而我国人均年消耗食油量不足 10 kg，其中人均木本食用油
占有量仅为 0.1 kg，国内食用油年消耗量约 140亿 kg，但油
料产量 1995~2001年共 1 749亿 kg，年平均折合油 60亿kg。
国内植物油消费量每年都大幅度增加，从 1998年的 109.68
亿 kg到 2003年的 143.63亿 kg（表 2）。所以我国食用植物
油供应严重不足，每年需进口大量的植物油和油料，仅2003

年实际进口 77.5亿 kg，其中棕榈油 33.25亿 kg，豆油 18.8
亿 kg，菜籽油 1.516 亿 kg，油菜籽 1.667 亿 kg（折油 0.58
亿kg），大豆 207.4亿 kg（折油 23.4亿 kg），豆粕 178.8亿kg。
而另一方面，国内油料播种面积增长变缓并呈萎缩的趋势，

将会加大中国对世界食用植物油市场的依赖程度。此外，随

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食用油从单纯

的考虑数量提高到数量和质量并重，在增加食用植物油数

量的同时，更加注重食用油的保健作用，茶油将具有很大的

市场空间。

%

注：资料来自《中国油茶》（1988）。

表 1 几种主要食用油的主要脂肪酸组成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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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充分发挥贵州民族自治州（县）的后发优势 [16]，加快民族
自治区的旅游文化、科普教育、医疗卫生、民族品牌等的开

发与建设，对促进区域社会、经济、生态的可持续发展，实现

民族地区的历史性跨越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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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地号 经营水平 面积椅hm2 单位面积茶油产量椅kg/hm2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1 集约化经营（年年垦复） 4.2 360.0 315.0 396.0 360.0 535.5
2 经营水平一般（隔年垦复） 3.0 180.0 345.0 153.0 60.0 255.03 粗放经营（常年荒芜） 64.0 114.0 4.5 13.5 21.0 81.0

表 4 不同经营条件下油茶林产量对比

品种盛产期产干茶籽可达 3.75 t/hm2（产茶油 750 kg/hm2），如
果对现有油茶林进行改种改造等低改措施，提高油茶经营

管理水平，其增产潜力非常大。在立地条件、林分密度、品种、

林龄等基本一致的情况下，油茶林经营水平对油茶籽产量有

很大的影响（表 4）。一些集约化程度相对较高的油茶林可产
油 450~600 kg/hm2，油茶高产无性系新品种产油可达 750
kg/hm2。可见，通过改种或改造现有油茶林，不断提高油茶林
经营水平，则油茶林茶油单产大幅度提高是完全可能的。

3.4.2 油茶生态效益丰厚。一方面，油茶是一种很好的观赏

植物，不仅花香色美，而且四季常青。油茶花开季节主要在

秋季，秋季是观光旅游的旺季，在生态旅游兴起的今天，若

能依托大中城市和交通，油茶林将会成为生态旅游景点的

另一亮点，在油茶主产区可以发展油茶林旅游观赏园，丰富

生态旅游资源；另一方面，油茶是一种很好的盆景植物，花

的色彩丰富，花期长，可以作为盆景资源进行开发。另外，在

蜜蜂缺少花粉的秋季，可以在油茶林集中地进行养蜂。油茶

林地有大量的空间土地，除了进行油茶栽植外，也可与其他

经济作物（油菜、花生、薯类等）间种，充分利用土地资源。油

茶是一种常绿、长寿树种，一次种植，收获期长达百年以上。

油茶终年常绿，花果满枝，栽后 8~10年郁闭成林，山地形成
多层覆盖，可美化环境、保持水土、涵养水源、调节气候。同

时，它又具有抗二氧化硫、抗氟和吸氯能力。因此，种植油茶

树不仅增加油源，带来经济效益，还可绿化荒山，改善环境，

调整林相，具有较好的社会、生态效益。

4 结语

油茶是我国南方丘陵地区特有的木本油料树种，也是

我国的优势资源。油茶产业发展前景广阔、开发潜力大。特

别是自 20世纪 50年代医学营养学家推荐食用饱和脂肪酸
含量高的木本食用油脂以来，发展木本食用油便成为世界

食油生产的发展趋势，不少国家非常重视发展木本食油生

产，已基本实现了食用油木本化。因此推进油茶产业发展是

提高我国人民食油水平的重要途径，也完全符合国家食用

油脂逐步实现木本化的发展方向。面对新世纪的机遇和挑

战，如能对我国油茶资源进行优化配置，营造产业化经营环

境，实行产业化经营，有望实现我国油茶产业的持续、健康、

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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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林龄均为 60耀80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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