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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茶是我国南方特有木本油料，广泛分布在山地、

丘陵等，利用价值高。油茶有较好的耐旱性、适应性，

具备防风固沙和保持水土的作用。以往对油茶的利用大

多在自我食用和生态保护方面，忽视油料价值的开发。

随着经济形势的改变和食用油危机的来临，加强油茶产

业的发展迫在眉睫。政府、企业和农户要形成多方合

力，共同推进油茶种植、生产、加工和出售，打造一条

完善油茶产业链。

一、油茶产业发展的重要意义

（一）有利于缓解我国食用油供给不足的矛盾

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食用油需求与日俱增，加大

了食用油供给和需求矛盾。国家食用油储量无法满足国

民飞速增加的需求，导致每年都要大量进口食用油及相

关油料加工物。根据国家粮食部门统计，2020 年进口大

豆 7341 万吨，食用植物油 2970 万吨，对食用油的进口

依赖性越来越大。用目前我国农业生产种植水平来种植

进口大豆、玉米等油料物质，则需要大约 5374 万公顷

耕地。但是，城市化进程和经济发展使耕地资源供需矛

盾十分尖锐，全国可用耕地为 1.25 亿公顷，考虑所有复

种、退耕等情况，用于农作物种植的耕地大约为 1.61 亿

公顷。而根据我国人口规模以及人口增长趋势，需确保

每年的粮食种植面积大于 1.15 亿公顷，蔬菜种植面积要

大于 1930 万公顷，油料种植面积要大于 1539 万公顷，

棉花种植面积要大于 672 万公顷，糖种植面积要大于

372 万公顷，还有烟叶、饲料、能源植物等。耕地资源

非常紧张，无法过多的分割用来种植油料作物，这就导

致我国食用油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而油茶产业的发展

能够有效缓解食用油紧张问题，在一定程度上补充我国

食用油储量，降低进口依赖性，且山茶油生长环境在山

地或丘陵地带，不会占用耕地，进而避免耕地资源供求

矛盾加剧。因此，油茶产业的发展对我国具有重要战略

意义。

（二）有利于生态环境保护、提高农民收入以及增

强林业经济活力

油茶树四季常绿，具有较强的耐旱性、适应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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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保持水土，涵养水源，对生态环境保护具有重要作

用。油茶树栽种后 5 ～ 8a后基本形成一大片林木，可

以防止山地丘陵的水土流失，调节当地气候，优化当地

生态环境等。除了生态环境保护外，发展油茶产业能够

给农民带来更多的经济收益。其能够调整农业结构，拓

展农民收入途径，使农业多元经济发展。根据广西 2021

年油茶产量数据显示，广西各地岑软油茶种植园进入盛

产期后，平均产出油茶鲜果 475.8 千克/亩.年，最高可

达 1000 千克/亩.年以上，根据当年市场价格 2元~3 元

/千克，每亩油茶林的年毛收入在 951.6 ～ 1427.4 元。

油茶林除了早期的水肥管理，后期经营较为粗放，不需

要投入过多的劳动和物质，对山区农民来说油茶林建成

后，每年每亩增加 500 ～ 1000 元纯收入。此外，油茶

籽加工利润高，农民将油茶籽送到加工厂进行加工，得

到的净毛利润大约在 25.8～30.2 元/千克。现阶段，很

多地区已经打造了油茶种植加工一体化生产链，有着较

为完善的经营体系。不仅有利于改革农村产业结构，促

进转型升级，而且能够增加就业，推动农业经济发展。

而油茶属于林业作物，油茶种植业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

也带动了林业经济发展，增强林业经济发展活力。

二、油茶产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一）开发投资问题

油茶产业发展受诸多因素的影响，发展速度缓

慢。其中，开发投资问题最为突出。由于油茶种植在

山地、山坡、林地、灌丛等位置，开发前需要获取土

地管理权，对土地进行整理才能种植油茶树。山地整

理和造林花费较高，个人很难进行。根据相关数据显

示，在广西河池市从建设油茶园到结果期，每亩需投入

3430 ～ 3930 元造林费，包含清理费 200 元、整地 500

元、苗木费用 480 元，人工挖穴、栽种 250 元，除草、

施肥等抚育 2000 ～ 2500 元。如果对原有老茶园进行改

造，也差不多每亩 2500 元，主要用在园林整治、材料

费、肥料费、人工费等。前期投资较高，对农民来说压

力较大。因此，依靠山区农民进行大规模油茶种植显然

不可行。再加上油茶树生长慢，成本回收时间长，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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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力无法支撑这么久。对于山区农民来说，传统种植业

更能帮助自己生活下去，因而大多数山区农民更愿意花

费时间和精力于传统种植中，不会投资油茶林建设和管

理。此外，一些地方政府和企业对油茶林的投资热情较

高，但不是因为油茶自身的经济效益，而是某种投机行

为所导致。如一些地方大张旗鼓发展油茶产业，实际上

在炒作，一是炒油茶苗的价格。二是炒国家、地方政策

的补贴。具体来说，油茶苗栽培繁殖技术是一种简单的

无性扦插育苗技术，成本较低，2年生营养杯苗大约在

2.5 元/株，但炒作后最高曾达到 9元/株。同时，国家

一直以来为了鼓励退耕还林、生态环境保护等，设立了

政策补贴。一些企业借发展油茶产业的名义套取国家政

策补贴，实际上没有进行真正投资建设油茶林。在这种

情况下，如何实现油茶林产业的健康持续发展成为迫切

需要解决的问题。

（二）丰产栽培技术问题

油茶产业发展晚，技术研发较少，很多地区对油茶

产业的重视度较低。要想实现大规模种植效益，需提高

其种植的产量。根据广西 2021 年油茶产量数据显示，

广西亩油茶能够榨出油料 27.28kg左右，一些品种可以

达到 100kg以上。目前广西选育的香花油茶品种经过实

验每亩年产茶油 108.44kg。但大多数地区的油茶产量较

低，经济效益不高。分析原因：第一，技术研究少，缺

乏一个油茶丰产栽培技术。第二，没有选对优良品种，

原有很多山茶树属于当地野生树种，受自然条件影响

深，存活率和产油量较低。而新种植的又因油茶品种良

莠不齐，没有选对品种，导致种植效益较低。第三，缺

乏传媒授粉技术。油茶树属于异花授粉结果型树种，油

茶林花期在两个月左右，有利于授粉挂果。但是，油

茶花的开花时间在 11月下旬，而我区各地已进入秋冬

季，气温较低，很多传粉昆虫已经开始越冬休眠，授粉

活动少。缺乏昆虫授粉后很多油茶树结果少，甚至都无

法结果。而关于油茶树的人工辅助授粉技术尚未研发出

来，进而无法进行辅助授粉。第四，林业生产和园林生

产有很大的差距，虽然油茶具有耐受性、抗旱性，可以

在山地等条件下种植。但这是将油茶作为林业种植树

木，而不是油茶种植园。常规管理较为粗放，杂草和山

茶林混交在一起，进而低产无收。

（三）种油茶的经济效益问题

我国油茶产业中种植环节和加工环节脱节，没有处

于一个产业链上，而油茶加工利润远远高于种植端，农

民辛苦种植的油茶无法获取到足够多的收益，这就导致

油茶种植规模始终无法扩大。同时，由于没有良好的加

工技术，农民只能出售基础加工的原油，质量差，品质

低，卖不出好价钱。此外，加工人员和种植人员的利益

联系较少，加工者得到的是加工费用，没有种植份额，

种植人员只有种植费用，没有加工份额，为了自身的利

益，加工者会反复压价，进而种植人员的收益降低，加

工者获得较高的经济收益。这样基础油茶种植业难以发

展。对此，应建立科学完善的油茶产业链，提高种植收

益，鼓励基础种植工作。

（四）林权制度和经营管理问题

油茶产业发展效果好坏主要根据农民经营效益和企

业出售效益判断，农民有足够的经济效益才会主动建

设和开发油茶林，企业获得足够的经济效益才会加大投

资和扩大油茶售卖规模。从实际情况来看，油茶产业的

组织化、规模化和集约化程度较低，大多数油茶种植都

是小农式分散经营，产量低、收益少。既限制了油茶集

约化进程，也降低了油茶产业的发展潜力。而要想进行

大规模种植，需要农户有足够大的林地面积或林地管理

权。虽然我国林权制度改革有效推进，但是每个农户分

到的山林面积还较小，且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

在种植油茶时，涉及林地流转问题，将山林集中起来建

立油茶种植园。而林地流转问题较多，如劳动力就业问

题、家庭收入问题、使用权转移价格问题等。在油茶种

植还需探究一个合理科学的林权制度，对林地流转问

题、流转形式、流转使用途径等方面进行明确规定。这

样才能解决农民种植油茶的土地问题，为油茶种植提供

有力支持。此外，油茶企业是油茶走向市场的重要载

体，但是在油茶生产加工中企业对油茶品种的选择、油

茶技术的选择、油茶市场的定位、经营管理形式等方面

还需要慎重考虑。企业可以实施一体化经营，自己负责

油茶的种植、加工、运输和出售，充分保证油茶的质

量。企业也可以和种植园合作，从园内进货加工，减少

种植资金。但是无论何种经营模式，都需要一个完善的

林权制度。政府要发挥主导作用，对油茶产业进行扶

持，协调好林农、基地和企业之间利益关系，为油茶产

业健康发展提供助力。

三、油茶产业发展有效策略

（一）建立多元化资金投入机制，促进油茶产业

发展

我国食用油进口依赖大，每年超过 2700 万吨。而

茶油在我国消耗量却不到总食用油量的 2.4%，在食用

油空缺上茶油具有巨大发展前景。通过大力发展油茶产

业，缓解我国食用油紧张问题，建立新型油料体系。但

是油茶林的建设和经营需要大量投资，农民的收入远远

无法满足产业建设要求。对此，需整合市场、政府、企

业等多方力量，构建多元化投资机制，用社会资金进行

油茶林产业园建设。第一。整合政府各项农业投资和补

贴，成立专项基金。用来专门进行油茶林开发建设，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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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茶产业发展注入大量资金。第二，构建良性投资机

制。坚持政府资金为导向，以社会资金为辅助，实施多

元投入策略。吸引各界企业加入油茶林建设和生产中，

鼓励多投资多收益。同时，提高林农收益。前期油茶林

建设时没有经济收益，政府每年可给林农一定额度的无

息贷款或者补贴。一方面，提高林农种植热情，另一方

面，解决油茶林看护育林投资问题。第三，建立投资监

管机制。为了保证社会资金真正用在实处，需对每一项

资金用途进行严格监管。防止一些企业用着油茶产业建

设的名义，套取国家资金，牟取非法利益。通过这一方

法，促进油茶产业健康发展。

（二）积极开展油茶丰产技术研究，提高油茶产量

要想提高油茶产量，需加大对油茶技术的研发。第

一，组织科研技术人员展开专项油茶产量技术研发工

作，如在高等农林院校、林业科研单位、农业技术单位

等建立油茶研究项目，集中力量研发高质量油茶品种、

油茶高产栽培技术、油茶加工产品等。第二，积极推广

优良油茶种苗，要求各地根据自身实际情况进行油茶品

种选择，种植高产、优质、适应当地气候、水文等条件

的油茶树苗。同时，建设育苗圃和采穗圃，发展新型无

性扦插苗技术，积极推广各种优质油茶大苗，为油茶丰

产打下良好基础。第三，加强授粉传媒技术研究。根据

培育的油茶树种特点，选择合适的油茶传粉昆虫进行养

殖，积极给农户推广。适当提前花期，躲开雨季，做好

护花授粉措施，从而提高授粉效益，促进油茶结果。第

四，加强油茶林管理。从粗放型转为集约化。定期进行

油茶清理、施肥、除虫、修剪等工作，提高油茶质量。

第五，加强油茶籽综合加工和利用。对油茶籽进行分

析和研究，开发多种油茶加工农副产品，如化妆品、

医药、洗涤用品等，延长油茶加工产业链，提高加工

收益。

（三）推进规模化经营，构建油茶林基地

近年来，国家出台了一系列关于促进油茶产业发展

的文件政策，对油茶产业发展起到推动作用。根据政

策文件要求，加快林权制度改革，实施新型林地使用权

流转制度。将一些林农无法投资建设油茶园的林地流转

出来，转租给油茶开发企业或企业林农，从而实现油茶

林的规模化种植。这样有利于提高油茶林的集约程度，

为后续集中加工、运输和出售奠定良好基础。在此基础

上，引入先进机械设备，开展机械化作业。对成熟的油

茶果进行机械采摘，提高采摘速度。有利于及时将油茶

种植效益转化为加工生产效益，实现农户增收。

（四）注重油茶质量和效益，打造油茶品牌

油茶产业发展要高度重视质量，打造优质油茶品

牌。从当地市场走向全国市场，再从全国市场走向国际

市场。根据种植地的气候、水文、土壤营养等条件，划

分为低中优三种油茶等级，主攻高山精品油茶，让更多

的人认识到油茶。同时，制作油茶中优质品牌，让广大

群众接触到油茶，扩大油茶的品牌影响力。用低等级油

茶进行药物等加工，拓展油茶销售渠道。此外，还可以

创建生态精品油茶，进行精深加工，用于出口销售。

通过对油茶的壳、籽、渣、枯叶等加工，开发美容、

美发、护肤等生活用品使用途径，建立新型油茶生态

品牌。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油茶是一种重要食用油原料，对缓解我

国食用油供需矛盾、促进食品安全以及农业经济发展

等具有重要作用。对于油茶产业发展，政府、企业、农

民要联合起来，形成合力，共同建设油茶生产体系。在

油茶产业发展中要高度关注和重视油茶的质量，以优取

胜，提高油茶产业经济效益，从而为油茶产业可持续发

展奠定良好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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