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国内食用油价格持续上涨，
“油瓶子”安全问题成为百姓关注的热
点。对此，专家表示，虽然我国食用油对
外依赖程度较高，但我国油脂油料生产
能力不断提高，有完善的粮油储备制度，
也有多元化的油脂油料进口渠道。因
此，我国有能力保障“油瓶子”安全。

今年以来，国内食用油价格持续上
涨，从年初菜籽油价格大幅上涨，后来豆
油追涨，再到现在棕榈油被热炒，三大主
要食用油品种面临价格全线上涨的态
势。食用油价格上涨的原因是什么？我
国食用油供应有保障吗？一些权威专家
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我国食用油对外
依赖程度较高，但我国油脂油料生产能
力不断提高，有完善的粮油储备制度，有
多元化的油脂油料进口渠道，有能力保
障“油瓶子”安全。

多因素推动菜籽油价格上涨

菜籽油是我国第二大食用油品种，
也是今年以来第一个持续涨价的食用油
品种。在期货方面，郑商所菜籽油期货
主力合约价格最高突破每吨10000元，
比年初上涨近30%，比5月份的低点上涨
50%左右，创2013年以来新高。在现货
方面，12月11日，沿海地区四级菜籽油
批发报价为每吨9850元至10000元，比
年初上涨1850元至2000元，比5月份低
点上涨2850元至3000元。

国家粮油信息中心经济师郑祖庭认
为，菜籽油价格上涨是各种因素叠加作
用的结果。一是以棕榈油为代表的全球
食用油供需趋紧，全球主要油菜籽生产
国（地区）因干旱减产，带动油菜籽、菜籽
油报价持续上涨。美国农业部预计，

2020年至 2021年度全球油菜籽产量
6917万吨，同比减少5万吨。二是受土
地和劳动力等因素制约，国内油菜籽增
产空间有限，而且以小油厂、小作坊生产
浓香菜籽油为主。三是加拿大是我国最
大的油菜籽进口来源地，由于其油菜籽
中曾检出有害物质，国内企业进口油菜
籽较为谨慎，油菜籽进口量下降。中国
海关数据显示，2020年1月份至10月份，
我国油菜籽进口总量为243.4万吨，处于
历史偏低水平。四是2015年以来我国
取消油菜籽临储政策并推动菜籽油去库
存，现在菜籽油库存消化完毕，市场供应
总体偏紧。此外，美国、日本、欧盟等经
济体持续实行宽松货币政策造成流动性
过剩，大量资本进入农产品期货市场逐
利，驱动菜籽油价格上涨。

菜籽油在我国食用油中的消费占比
为20%，明显低于豆油45%的占比，但是
油品间具有很强的替代性，菜籽油价格
上涨对居民生活消费影响不大。今年菜
籽油价格大幅上涨后，豆油、葵花子油消
费增加，菜籽油消费需求明显受到抑
制。国家粮油信息中心预计，2020年至
2021年（10月份至次年9月份）菜籽油消
费将达710万吨，同比减少40万吨。

构建多元化进口格局

我国食用油对外依存度超过60%，
国内食用油市场与国外市场高度融合，
油脂油料市场国内外价格联动性比较
强，内盘在很大程度上会跟着外盘走，使
得我国食用油安全面临巨大挑战。

中国粮油学会首席专家、油脂分会
名誉会长王瑞元表示，2019年我国油菜
籽、大豆、花生、棉籽、葵花子、芝麻、亚麻

籽、油茶籽等八大油料作物总产量达到
6666万吨，创历史最高纪录。我国油料
生产虽然发展迅速，但仍跟不上人民生
活水平快速提高的需求。在国内油料无
法满足需求的情况下，不断增加油脂油
料进口数量就成为必然选择。据中国海
关统计，2019年，我国进口各类油料合计
9330.8万吨，进口各类食用植物油合计
1152.7万吨。随着国产油脂油料和进口
油脂油料数量的快速增加，我国人均食
用油消费量已经从1996年的7.7公斤提
高至2019年的28.4公斤，超过了2017年
度世界人均水平的24.4公斤。

近年来，国际经贸摩擦加剧，为了保
障食用油安全，我国积极推进油脂油料
进口渠道多元化，优化与美洲大豆生产
国、东南亚棕榈油生产国的合作，拓展与
欧洲、黑海和非洲等油料潜在生产区的
合作。此外，我国应建立健全油脂油料
贸易政策体系和进出口协调机制，鼓励
支持具有国际资源整合能力的企业（集
团）赴境外开展油脂油料产业链上下游
的并购，支持国内企业布局海外油脂油
料种植、仓储、物流市场等，打造中国自
己的跨国大粮商，掌握更多油脂油料资
源，提高国际贸易影响力。

提升食用油安全保障水平

油脂油料短缺是当前我国食用油产
业发展的一个短板。湖北一位油菜籽
加工企业负责人表示，他们企业因为收
购不到油菜籽而不得不停产。受耕地
面积和淡水资源制约，未来国内油料种
植面积和产量继续增长的难度加大。专
家认为，必须充分挖掘国内油脂油料增
长潜力，在努力提高自给率的基础上，充

实完善油脂油料储备，保障国家油脂油
料安全。

首先，要在不与粮食争地尤其是争
好地的前提下，采取多油并举的发展方
针，努力增加油料种植面积。继续推进
大豆振兴计划，稳定大豆种植面积；扩
大油菜种植面积，鼓励南方地区利用冬
闲田增加油菜种植，稳定扩大北方春油
菜种植面积；扩大黄淮海和南方地区适
宜种植区的花生种植面积；继续积极发
展以油茶、核桃等为代表的木本油料生
产，鼓励利用荒山荒坡新造油茶林、核
桃林；加快发展油葵、芝麻、油沙豆、油
橄榄等特色油料生产；充分利用粮油加
工的副产物如米糠、玉米胚芽、小麦胚
芽等资源。

其次，支持国内油料企业做强做
大。近年来，我国油脂加工企业不断发
展壮大，形成了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
民营企业和港澳台及外商企业同台竞
争的局面。要加快推动油料加工企业
特别是中小企业更新设施设备、改进生
产工艺、提高加工能力，推行“企业+基
地+农户”经营模式。进一步完善油料
市场流通体系，积极发展电子商务、连
锁经营、物流配送等新业态，扶持一批
有较大规模和实力的流通企业，培育食
用油保供主渠道。

最后，加强储备调节和应急管理。
充裕的储备是市场的“稳压器”。要完善
食用油储备管理体系，发挥储备吞吐调
节功能。引导大型粮油加工经营企业合
理安排商业周转库存。加强食用油市场
供需信息分析和市场监测预警，加强食
用油应急网络体系建设，及时组织市场
投放，确保不脱销、不断档。

（中经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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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2月21日，华储网发
布关于中央储备冻猪肉投放的通
知，定于12月24日组织开展中央储
备冻猪肉投放竞价交易，投放数量3
万吨。

根据华储网以往公告统计，12
月24日交易的中央储备冻猪肉将是
年内第37次投放，累计投放量将达
65万吨。上一次投放在12月17日，
投放量为2万吨。

12月15日，国新办举行发布会，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付凌晖介
绍，11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
下降0.5%，10月份为上涨0.5%；环比
下降0.6%。在食品烟酒价格中，猪
肉下降12.5%，粮食上涨1.4%，鲜果
上涨3.6%，鲜菜上涨8.6%。

付凌晖指出，猪肉价格的下降，
一个原因是由于今年以来生猪生产

恢复，产能在增加，供给得到了提
升；另一个原因，是去年同期基数比
较高。他表示，元旦、春节“两节”临
近，季节性的需求在增加。但是总
的来看，国内生猪产能的恢复，猪肉
价格大幅上涨的条件和基础是不具
备的，价格保持稳定是有支撑和条
件的。

此外，在12月15日的生猪生产
形势新闻通气会上，农业农村部畜
牧兽医局副局长魏宏阳提到，目前
生猪的市场供应逐月改善，截至11
月底，全国生猪存栏和能繁母猪存
栏均已恢复到常年水平的90%以上。

魏宏阳表示，根据前期生猪生
产恢复情况判断，2021年元旦春节
期间生猪出栏量将比上年同期增加
三成左右，猪肉价格不会高于上年
同期水平。

3万吨中央储备肉投放 年内将累计投放65万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