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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油茶产业可持续发展对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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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阐述了浙江省发展油茶产业的重要意义；论述了油茶消费市场的开发前景；分析了浙江省油茶产业的

发展现状；针对浙江省油茶产业发展存在产业化程度低、劳动力短缺、技术较为落后、管理水平低下、政府支持力

度小等方面的制约因素，从政府、合作组织和企业三个层面，提出推动浙江省油茶产业可持续发展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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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茶是中国特有的主要木本油料树种，发展油茶产业对于缓解中国食用油供给不足的问题、提高人民收入、促进浙江山区

的发展和农民持续增收等方面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油茶是世界四大木本油料树种和中国栽培范围最广的木本食用油料树种
［1］

，

茶油因其纯天然、无污染，产品质量好，营养保健功能佳，备受消费者青睐，消费需求呈上升趋势，具有广阔的市场空间和发

展潜力
［2］

。油茶经济价值高、用途广、适应性强，综合开发利用价值潜力大，是南方丘陵岗地重要的经济林树种，被林民称为 “铁

杆庄稼”，油茶林誉为 “绿色油库”
［3］
。 

1 浙江省发展油茶产业的重要意义 

1. 1 有利于缓解食用油供给不足的矛盾 

中国把粮油安全放在重要战略位置。据统计，2007 年中国食用植物油消费总量达 2250 万 t，而国内食用植物油生产总量

仅为 890 万 t，其中年产茶油约为 26. 25 万 t，自给率仅 40% 。随着人们对食用植物油需求的不断增加，供需矛盾将更加

突出
［4］

。破解食用油供应紧张、保障国家油料安全仅靠扩大种植草本油料植物不现实，在不占用基本耕地的前提下，充分利用

丰富的山地资源，挖掘木本油料植物的生产潜力，大力发展木本油料产业是一个重要途径。油茶是优质食物油，适合山地和丘

陵地区生长，可以将油料植物的发展视野从有限的耕地资源拓展到更为广阔的山地资源上。浙江省山地和丘陵地区广阔，俗称

七山、二水、一分田，具有种植油茶的天然地理资源优势，浙江省发展油茶产业不仅可以缓解耕地压力和优质食用油供给矛盾，

而且是维护国家粮油安全的治本之策
［5］

。 

1. 2 有利于发展民族食用油加工业 

浙江省的食用油供给结构是一个由油菜籽油、大豆油、花生油、芝麻油、玉米油、茶油等组成的多元化结构，其中大豆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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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有相当大的比重。然而浙江省大豆油的生产从原料供应到产品加工、销售，几乎整个产业链条全部被外资企业和中外合资企

业所控制，以致浙江省在大豆油生产加工方面失去了独立自主权和话语权，严重的阻碍了政府对经济的有效宏观调控。2008 ～ 

2009 年，由于食用油供应紧张，价格利润优厚，一些不法分子趁机参杂使假，以次充好，甚至用地沟油充斥市场，谋取暴利，

严重的扰乱了浙江省食用油市场和影响了食品安全。浙江省发展油茶产业，开发利用山茶油，一方面可以利用油茶这个中国独

有的物种资源优势建立起浙江省独立自主的油茶产业体系，以抵制外资对浙江省油料产业的控制； 另一方面可以有效的增加食

用油供应量，改变食用油的供给结构，打破大豆油一股独大的局面，有效的抵制地沟油，保证浙江省油品食品安全。 

1. 3 有利于生态环境保护和提高农民收入 

油茶树四季常绿，抗旱耐瘠，适宜在南方红壤山地生长，具有良好的保持水土、保护生态环境的功能。油茶栽后 8 ～ 10 年

可郁闭成林，可美化环境、保持水土、涵养水源、调节气候，具有很好的生态效益。同时，在南方丘陵山区发展油茶产业，可

以有效的促进其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和农民收入增长。浙江省从地貌特点看，山林资源十分丰富，如果按传统方式种植玉米等杂

粮，不仅水土流失严重，而且效益差。此外，在农村发展山茶产业，形成了从山茶林建设、山茶籽生产到山茶油加工销售的产

业化一体化经营链条，能够有效的促进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吸收劳动力就业，转变农业发展方式，促进林业经济和

农村经济社会发展。 

1. 4 有利于减少耕地压力，保障粮食安全 

随着中国人口的不断增加，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耕地总面积以及人均耕地面积不断减少，中国耕地总量 1. 22 亿 hm
2
，已

接近 “红线”，人均耕地不足 0. 1 hm
2
，是世界平均值的 40% 。此外，由于中国耕地浪费严重，水土流失，土地违法等原因，

增加了耕地的压力。影响粮食安全的因素很多，失去最基本的耕地数量的保障，保障粮食安全也就失去了根基。由于种植良种

油茶 1. 00 hm
2
的产油量，相当于种植油菜 1. 15 hm

2
或大豆 2. 28 hm

2
，产值相当于种植油菜 4. 18 hm

2
或大豆 4. 61 hm

2
。

这样，就可以充分利用已有的耕地面积，获得更多的经济效益，有利于减少耕地的压力，保障粮食安全。 

2 油茶消费市场开发前景分析 

油茶是中国特有的主要木本油料树种，与其它油料作物相比，具有保健、营养等多重优势，深受消费者青睐，国内外市场

对油茶的需求强劲。这为浙江油茶生产基地的扩张提供了良好的市场空间，也为浙江油茶产业国际化战略的制定提供了难得的

机遇。 

一是从国内茶油需求分析。油茶是中国特有的的乡土树种，其主要产品茶油是一种高级食用油，其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达 

90% 以上，远远高于菜油和花生油，比橄榄油高出近 2 个百分点，油酸和维生素 E 的含量分别比橄榄油高出 7 个百分点和 1 

倍，被誉为 “东方橄榄油”。目前中国茶油人均占有量仅 0. 2 kg / 年，远低于发达国家人均占有橄榄油 20 kg / 年的水平，

食用油结构极不合理。如果中国人均茶油占有量 2 kg /年的标准，全国茶油产量需要增加 10 倍，缺口达到 250 万 t/年
［6］

。

此外，中国作为世界上食用植物油第一消费大国，其食用油自给率只有 60% ～ 70% ，有大于 1 /3 的缺口，已成为食用植物

油第一大进口国，茶油产量的提高可替代进口，这给茶油未来的发展。 

二是从国际市场开发分析。油茶在食用中的营养保健功效与橄榄油相比，更胜一筹，但是价格却仅是橄榄油的三分之二，

这样大的价格差距成为油茶的一大优势。在国际市场上，“东方橄榄油”的美誉使得中国油茶的备受关注。如日本，每年都将从

中国进口大量的油茶，用于制作高级化妆品以及高级食用油。随着对于茶油的认识的不断提高，中国茶油在美国、韩国以及马

来西亚等国的销售量也随之不断增长。入世以来，国内外的油料作物受到市场冲击，油茶的价格出现上扬的趋势，需求量不断

扩大。此外，油茶近年来已经被国际粮油组织作为重点推广的健康型食用油。可见，中国茶油在国际市场上的前景非常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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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浙江省油茶产业发展的现状分析 

油茶是浙江省栽培面积大、涉农面广、具有增产潜力高的木本油料树种，在浙江山区经济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全国油茶栽

培面积 302 万 hm
2
，浙江省现有油茶栽培面积 16. 33 万 hm

2
，位居全国第 4 位。2010 年浙江省油茶籽产量 4. 0 万 t，油

茶总产值约 13. 5 亿元，其中一产产值 4. 7 亿元、二产产值 7. 2 亿元、三产产值 1. 6 亿元。产区农民约 120 万人，其

中主要产区 70 万人，平均每户 0. 80 hm
2
左右，如果都开展集约管理和产业化经营，油茶平均每公顷需要一个劳力，共需要 16. 

3 万个劳力。其中从事一产( 种植业) 的劳力可达 15 万人，从事二、三产 ( 加工、销售和运输等) 有 1 万多人。 

浙江省山区、丘陵地区都有油茶分布，主要产区集中分布在浙江省欠发达地区，是浙江省山区特别是欠发达地区农村经济

的重要资源产业。其中丽水和衢州约占总面积的 80% 、25 个欠发达县占 90% 以上。油茶面积在 1 万 hm
2
以上的有常山、青田、

莲都、开化等 4 个县 ( 市、区) ，0. 4 万 hm
2
以上的有遂昌、云和、松阳、江山等 4 个县 ( 市、区) 。 

据统计，浙江省有各种规模加工企业 250 余家，设计的年油茶籽总消耗量 17 万 t，设计年生产能力为茶油 4. 0 万 t，

实际浙江省年油茶籽消耗量 4. 5 万 t。近年来，年实际生产茶油 1. 0 万 t 左右，设计能力是实际生产量的 4 倍，浙江省

加工企业大量从周边省调入茶籽或茶油开展精加工生产。全省现有年产 1 000 t 以 上 的有 20 多家，如常发、山神、老树根

和卖油翁等规 模 较 大 的 企业。近两年，全省每年出口茶油及产 品 1 200 t以上，出口产值 1 亿多元，全省拥 有 茶 油 品 

牌 100 余个，其中有机食品 2 个、绿色食品等 20 多个，基本情况如表 1 所示。 

4 浙江省油茶产业发展的制约因素 

4. 1 产业化程度低，效益偏低 

油茶林分条件差，经济效益低下，经济指数低，也是阻碍油茶产业化发展的重要原因。总体上看，通过这两年的油茶产业

发展，增加了浙江省良种油茶林的面积约 1 万 hm
2
左右 ( 基本没有投产) ，和现有油茶栽培面积 16. 33 万 hm

2
相比，所占比

例只有 6% 左右，油茶籽产量还没有突破 5 万 t。虽然浙江省也有每公顷产初制茶油 750 kg 以上的高产，甚至达到 1 125 kg 

的典型，但所占比例很小。浙江省大部分茶林品种混杂，个体和群体结构不合理，疏林老林占较大比例，而且由于长年疏于管

理，致使林地杂草丛生、土壤坚硬、通透性能差、病虫害严重，经营油茶林平均产茶油 75 ～ 90 kg /hm
2
，产值只有 0. 525 ～ 

0. 630 万元 / hm
2
。小农户的自产自销模式很难形成产业化、规模化，致使产量不高，效益偏低。 

4. 2 群众认识不足，劳动力短缺 

长期以来，大部分农民受到小农经济思想的影响，他们将种植油茶定位于满足自己家生活所需，生产上仍以粗放的种植技

术和比较落后的管理，放任不管，不到茶籽子成熟不进山
［7］

，甚至有些林农根本就不采摘，完全没有意识到种植油茶是一条可

以致富的道路。由于茶油加工工序复杂，家庭作坊生产茶油的质量不高，使得部分群众缺乏发展油茶产业的意识，有的人满心

疑惑，持观望态度。此外，由于浙江省社会经济活跃，山区青壮年劳力外出务工较多，劳动力相对短缺。由于油茶产业近几年

才开始被重视，山区青壮年根本没有意识到油茶产业带来的效益，外出打工，使得浙江的油茶产业发展受阻。 

4. 3 科技投入较少，技术较为落后 

制约油茶生产效益的另一重要因素，就是在油茶的生产和加工过程中，技术较为落后，使得油茶经济效益偏低。在浙江，

油茶种植主要是林农，时间比较早，分散在千家万户，传统的种植方式以及生产方式原始落后，仍然处于粗放型种植阶段，没

有形成规范化、规模化、科技化种植
［8］

。生产油茶的先进技术在实际中很少应用，林农对高冠嫁接、整形修剪和肥水调控等丰

产栽培管理技术所知甚少
［9］

。由于缺少专业的培养，林农对于油茶的供给能力与油茶的需求量形成巨大的差距，这也是油茶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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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不易发展的原因之一。浙江的油茶加工企业仍处于起步阶段，油茶产业科研环节相对薄弱，对油茶的加工工艺以及技术相对

落后、单一，设备较为陈旧。在高品位的化妆品级油茶籽油、食用油茶籽油、副产品等的科研投入很少，对于良种的选育、种

苗的培育、丰产的栽培等技术研究缺乏连续性，致使油茶的品种良莠不齐，在油茶高附加值副产品综合利用技术中仍存在着部

分空白，缺少科技以及资金的投入
［10］

。 

4. 4 企业管理水平低下，缺少领头企业 

浙江省有各种规模不等的油茶加工企业 200 余家，分布在全省油茶主产区，但从总体上看，浙江省油茶加工业存在的主要

的问题是: 企业数量较多，上规模的企业却很少。加工技术和工艺水平也较为简单，管理水平低。粗加工产品多，高附加值的

产品少，品牌多，但缺少省级以上的核心品牌，综合利用不高，经济效益偏低。 

4. 5 政府支持力度小 

浙江省在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时，忽视了油茶林建设，第一期油茶低改项目结束后，不少乡镇在调整中，视油茶为 “穷根”，

拼命改种胡柚、柑桔等果树
［11］

。由于缺少政府的扶持，造成了一些县内油茶面积缩小，产量下降的后果。2005 年，政府使用专

项资金实施 0. 33 万 hm
2
油茶低改项目，但是扶持的标准较低，使得农民的积极性难以提高，实施效果不理想。其次，油茶主

要分布在浙江省西部和南部经济欠发达的山区，交通相对不便，作业道路、灌溉等基础设施建设相当薄弱。因此，油茶产区的

基础设施投入不足，部分地区农民油茶生产经营的主动性还没有充分调动起来。 

5 推动浙江省油茶产业可持续发展的策略 

针对制约因素，浙江省油茶产业需要从政府、合作组织和企业三个层面采取措施，形成合力，以推动浙江省油茶产业的可

持续发展。 

5. 1 形成油茶产业化经营，发展专业合作组织 

没有产业化经营，一个企业不可能做大； 没有龙头企业领跑，一个产业不可能做强
［12］

。对于以千家万户种植的油茶产业更

是如此，要想实现油茶产业化，必须要开拓市场，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浙江应借鉴湖南油茶产业的发展之路，引导一家

一户单一造林的状况变为社会化生产，易于形成规模效应，做大做强。此外，建议加强农户之间的横向专业合作组织的建设，

增加数量，同时不断增强合作社的实力。在已建立的专业合作组织内完善内部制度，规范运作，并提高服务质量，真正发挥茶

农、企业、市场之间产销衔接的纽带和调节产销矛盾的主导作用。 

5. 2 加大宣传力度，加强技术培训 

发展油茶产业，最重要的就是需要转变群众落后的观念以及增加农户相关的技术知识。首先，由浙江省内的县级政府组织

那些对于油茶产业有兴趣的群众到江西、湖南等油茶产业发展较快较好的地区学习经验，坚定他们从事油茶生产的信心［7］。

其次，进一步加强对国家油茶示范林建设项目成效的宣传，制定项目宣传计划，及时总结项目建设好的经验和好的机制，通过

各种宣传媒体和形式，大力宣传项目建设对当地油茶产业发展的带动示范作用，扩大社会影响，进一步推动浙江省油茶产业的

可持续发展。此外，还可借由那些政府支持的企业走进农村，在农村建立油茶基地，统一技术培训，统一管理，统一接收，通

过这种规模相应，同时提高企业和农户的经济效益。最后，建议可以由政府或者林业局出面，邀请一些专家学者和技术人员亲

自讲解油茶的种植经验以及进行现场指导，使农户明白油茶产业的优势所在，并且树立种植油茶就像其他农作物一样，也可以

作为发家致富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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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3 加强科技研究，加大资金投入 

从政府角度而言，浙江省应该在各个层面的科研教学单位的科技力量投入专项资金，支持他们对于油茶新品种培育以及油

茶加工技术的研发。从企业角度来看，浙江省可以充分利用国家、省 ( 区) 、市、县级各个层面科研教学单位的科技力量，整

合资源，加强科研的力度。较具规模的企业应该成立一个研发部门，聘请相关方面的专业人士，给予设备、实验室和资金等方

面的支持，大力研发油茶高产优质的新品种、加工技术、工艺水平和提炼茶油等方面的新技术，建立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建立

专属于自己的油茶基地，并对基地中的农户们进行专业的技术培训，让他们懂得种植油茶不仅仅是体力活，而是需要专业技术

的相关支持，进而提高油茶的产量以及质量。进行高科技的生产，需要的是资金的支持，因此，浙江省油茶企业不应为了其他

部门的发展而紧缩科研资金。 

5. 4 建立龙头企业，带动油茶产业发展 

由于龙头企业内联千家万户，外接国内外市场，在油茶产业中起到连接市场与农户的桥梁作用，龙头企业的发展，可以促

进油茶产业的发展，推动该产业内部的结构优化
［6］

。因此，浙江省内各级林业主管部门应该扶持培养几家竞争力强的油茶企业，

提供资金、技术以及渠道方面的帮助，在油茶产业内形成一批龙头企业，带动整个油茶产业，以及油茶产业的上、下游产业的

综合发展。而作为一家企业而言，在得到政府的支持的同时，更重要的是加强新技术的研究，加强科学管理，使得企业更加健

康快速的发展。此外，在发展的过程中，树立并加强自己的品牌形象，依靠品牌效益提高企业的行业竞争力。 

5. 5 出台产业扶持政策，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油茶产业的发展可以提高农民的收入，有助于三农政策的深化。因此，政府应该重视油茶产业的发展，通过出台扶持政策

以及保护机制，加大资金扶持力度，结合退耕还林的优惠政策，鼓励并引导农户从事油茶产业，提高农户以及企业的积极性。

例如，浙江省政府出台的 《关于加快发展农业主导产业推进现代农业建设的若干意见》和 《关于加快发展油茶产业的若干意

见》，省财政厅和林业厅联合下发了 《关于整合和统筹资金支持木本油料产业发展的实施意见》等，把油茶产业作为浙江省农

业主导产业和战略产业来抓，把发展油茶产业作为山区农民特别是欠发达山区农民脱贫致富的重要途径来抓。“要致富，先修路”，

这句话表明了基础设施的建设对于农村发展的重要性，油茶的灌溉设施的建设对于油茶的产量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而油茶的

产地主要集中在山区，便利的交通显得尤为重要。因此，修建道路与灌溉设施的基础性建设在油茶产业的发展中起到非常重要

的作用，而修建这些基础设施的费用相对昂贵，只能由政府出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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