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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油茶产业开发现状与对策① 

陈 国 生 

(西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 中国重庆 400715) 

【摘 要】油茶在湖南分布广, 而且比较集中, 自然条件也十分适宜油茶生长具有作为支柱产业开发的巨大优

势, 但由于油茶单位面积产值过低, 至今尚未成为富民产业。根据这一现状, 在充分论述湖南的油茶林产业化的巨

大潜力的基础上, 提出行政、政策、服务、加工、营销与环境等具体的能有力地促进其产业化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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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茶是我国特有的木本油料树种,栽培历史悠久。它的种子可以榨油, 是我国五大主要食用植物油料之一。茶油营养丰富、

油质好,深受人民群众喜爱。因此油茶生产发展很快,科学研究也不断深入,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 改变经营方式, 实行产业集约

经营势在必行。 

1  油茶林产业化的现状 

湖南素称“油茶之乡” , 油茶林在166 万ha 左右, 占全国总面积的48 %, 是油茶子的主要产区, 其中油茶有收面积100 万

ha , 仅占总面积的60 %。有收面积中, 产量75kg/ ha 以上的一类林仅占5 %, 45 —75kg/ha 的二类林占25 %, 15 —45kg/ ha 

的三类林占40 %, 15kg/ha 以下的四类林占30 %。油茶作为一种支柱性产业开发的形势却不很乐观。 

1 .1  分散林地, 不利规模经营 

自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 大部分油茶林都随着土地进入了千家万户, 每户实际管理的油茶林的面积少, 因此给管

理带来了诸多不便, 相当多的经营者不愿投入, 既不垦复, 也不施肥；既不修枝整形, 也不除草砍杂。油茶林荒芜严重, 荆棘

丛生, 油茶树在灌木丛中求生, 造成茶油产量大幅度下降, 商品率也越来越低。由于经济效益不高, 失去信心。虽然国家油茶

低产林改造工程, 每亩投资高达60 —80 元, 而按照技术规程采用优良农家品种、家系、无性系造林, 良种苗木成本价约0 .45 

—0 .6 元/ 株, 即国家无偿投入实际只是苗价补助, 群众没有直接受惠感。可见, 茶林被切割分片到户后, 小面积的油茶林不

利于有效的开发利用, 只有把油茶林地集中管理,实现产业化, 才有发展希望。 

1 .2  政府认识不足, 管理不力 

油茶生产得不到发展, 出现萎缩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政府不重视, 没有把发展油料生产放到适当位置, 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

是重粮轻油, 认为粮食生产是硬指标, 生产多少与政绩挂钩, 而油料生产多点少点无关政绩大局。二是重果林, 轻油茶林。认

为扩大果树面积可以显政绩, 树形象。于是出现以砍伐油茶林为代价的急工近利行为, 使大量的油茶林惨遭破坏, 如某县为“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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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一个小糖厂, 毁掉120ha 油茶林种甘蔗；还有一县为规划沿107 国道建百米经济林带, 而成片砍伐油茶, 代之以柑橘、桃、

李水果林。 

1 .3  单位面积产量低, 经济效益微薄 

目前全省绝大部分油茶林长期处于自然生长状态, 遭受着虫害和病害的威胁。加之大批的油茶林是老残林, 许多油茶林存

在着有性繁殖, 因而结实率低。目前全省油茶产量一直在30 kg/ ha 左右徘徊, 以20元/kg计, 每公顷产值仅600 元, 纯利400 

元。而柑橘每公顷的产量却高达2 万kg , 以0 .6 元/ kg 计, 产值多至12 , 000元, 纯利6 ,000 元, 是油茶林的15倍。随着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特别是在面临WTO 的形势下, 人们追求的是高效益的产出。只有实现油茶林产业化,提高油茶林的产

油量, 才能真正从油茶林中获得更好的效益。1984 —1989 年联合国粮食计划署在耒阳、常宁、永兴3 县市44个乡402个村更新

油茶老残林10ha 。改造低产林6 , 000ha , 目前低产林平均产油量达303.6kg/ ha , 为改造前的10倍。按每kg 纯正茶油20 元

计, 每ha 油茶林收入约6 , 072 元, 而且花工少、成本低, 周期长, 比栽杉木种水果更合算。 

1 .4  市场占有率低, 缺乏龙头企业和知名度品牌 

湖南是油茶大省, 产量居全国第一位, 发展油脂加工工业, 带动油茶林种植业发展, 可以形成农业产业化经营的一大支柱

产业。由于缺乏龙头企业和知名品牌, 人们对全国的油茶及其附属产品的需求很难预测,油茶生产便难以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 

形不成规模经济,之所以出现“一流产品, 二流销路, 三流效益” 的格局,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市场开拓不够, 油茶的价值没

有得到消费者认识, 也制约了油茶的产业发展。目前,植物油市场基本上是菜油加工的食用油的天下, 油茶的市场占有率甚低, 

在全省销售食用油的商店唱主角的精炼瓶装油多数是广东的“金龙鱼” , 而本省的茶油产品却很少问津。即使是油茶面积、产

量居全国县市前茅的耒阳、常宁市民 70%以上食用植物油也选用菜籽油。两市年产近 1 , 000 万 kg 茶油, 竟然还有一半不能转

为商品。实际上湖南精炼茶油在包装和内在质量上与“金龙鱼”并无明显差异, 但市场销售仍是一条短腿, 茶油产品的市场问

题, 反映了随着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 农民分散的小生产与社会化的大市场越来越不相适应。农产品的产、加、销依然衔接不

好。如何开拓市场, 正是需要通过农业产业化经营来解决的问题,也是农业化经营的重点和难点, 解决这一问题亟需培养和扶持

市场开拓能力强的加工销售一体化或贸工农一体化企业。 

2  油茶林产业化的潜力巨大 

油茶适应性强, 不与粮争地, 开发潜力巨大, 完全有望成为湖南农业的支柱产业。 

2 .1  集中分布, 利于规模经营 

油茶属喜温暖、湿润树种, 要求年平均气温在14 ℃—21 ℃, 最冷月平均气温在0 ℃以上, 年降水量1 , 000mm 以上。油

茶生长的土壤一般是酸性或弱酸性的红壤、黄壤或紫色土。油茶属宽生态幅物种, 分布于北纬18°28′—34°, 东经100°—

122°, 海拔100—800m 低山丘陵和山区。湖南是油茶林生长适宜区, 分布比较集中,占全省林业用地的11 .5 %, 全国有667 ha 

以上油茶林的县96 个, 其中湖南就占64 个, 主要集中在耒阳、常宁、永兴三地, 已形成一片连绵数百里的“绿色油茶林海” , 

攸县也有“万亩油茶” 。其中常宁市现有油茶林面积5 .3 万ha , 占有林地面积的55 .2 %, 居全国第一, 除蒲竹民族乡仅有

少量分布和31 个村无油茶林外, 其余各村无论丘冈平地, 均有成片油茶林, 全县66 .7ha 以上油茶林的村307 个, 占村总数的

43 .4 %, 其中133 .4ha —200ha 的村有72 个, 200 —266 .6ha 的村40 个, 266 .6ha —333.4ha 的村18 个, 最多的双泉村

有茶山344ha , 居全省村有茶山面积之首。这种集中分布连片格局, 为油茶林产业化规模经营奠定了基础。从理论上讲, 每一

个经济林树种都具有规模经营的潜力, 都有可能作为商品生产。按照湖南自然条件和一般管理水平, 油茶林产油以350kg/ ha 计

算, 第一产业理论总产值就高达2 .46亿kg , 按20 元/kg 计, 总产值49 亿元, 略微高出1998 年全省林业总产值48 亿元。另

外还可以开发第二、第三产业, 进行加工增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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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油茶的经济价值高, 市场需求旺盛 

大力发展油茶生产具有多方面的综合效益, 第一,健康效益。茶油总体营养水平比草本食用油高且人体易吸收、消化, 被西

方国家誉为东方的“橄榄油” , 被许多科学家誉为“益寿油” 、“多维油” 、“无公害油” 。茶油是一种高分子物质, 其

主要成分是油酸和亚油酸为主的不饱和脂肪酸, 其含量达 92 %左右, 比橄榄油、花生油、菜籽油含量都高。油茶油是淡黄色澄

清透明的油状液体, 具有茶油的香味, 其中不含芥酸和山芥酸, 仅含极低的花生酸, 对人体没有危害作用, 食后容易被人体消

化吸收。茶油不易酸败变质, 耐贮藏, 用茶油渍做的食品罐头、保鲜保持期长于其他油品 2 —3 倍。用来煎炸食品颜色鲜黄, 味

道可口, 是油中上品。食用茶油不会使人体血清中的胆固醇增加, 其胆固醇含量仅为猪油 1/30 , 不同于菜籽油芥酸的含量高达

50 %, 而毒害肝脏, 也不同于花生油易受致癌物质(黄曲酶毒 B1)的污染。茶油不仅具有预防和治疗高血压、心血管系统疾病的

功效外, 还有清热化湿杀虫解毒的作用。每次服生茶油 50 —100ml , 可清胃润肠, 可治痧气腹痛急性蛔虫阻塞性肠梗阻、习惯

性便秘等。茶油外用, 能润泽皮肤, 可治燥裂、体癣、慢性湿疹。另外常用食用茶油能使皮肤细嫩、光滑, 起到美容保健作用。

第二, 经济效益。茶油除了食用外, 还可以做机器润滑油、铁器防锈油、人造奶油、肥皂、蜡烛。茶壳可制碱, 烤胶, 在工业

上有广泛的用途。特别引人注意的是从茶枯中提取的油茶皂素具有高效杀虫作用, 以油茶皂素为主要原料, 再配合其他植物杀

虫有效成份, 佐以添加剂、防腐剂等而制成一种复方纯植物性杀虫剂, 它不仅杀虫范围广泛, 高效, 且对人、畜极低毒, 又很

小伤害天敌, 不污染环境, 无农药残留, 而且具有抗雨水冲刷, 施药后对作物具有助长作用。还可以以油皂素为主要原料,佐以

少量不同植物杀虫有效成分, 便可以杀某一种特定害虫新产品, 而形成一个植物杀虫剂系列, 用以对付不同类型的害虫。第三, 

观赏价值。油茶属于常绿植物, 油茶花为两性花, 10 月中旬开始开花, 11 月为盛花期, 12 月下旬开花基本结束。由于油茶花

的花期长, 而且盛花季节在秋季, 花香色艳, 具有很好的观赏价值。不同种类的油茶在不同的时间也有开放, 经过选育一些油

茶品种进行观赏油茶栽培, 提供盆景植物资源。第四, 生态效益。油茶适应性强, 耐瘠, 对土壤要求不高, 不宜种其它树木的

地方都可以种油茶以提高森林的覆盖率。既有利于水土保持, 调节气候, 保护环境,又不与粮、棉等农作物争地。当今世界, 开

发木本食用油已成为解决食用油的主渠道和趋势, 不少国家已基本实现了食用油木本化, 意大利、西班牙等国家人均 20kg , 而

我国木本食用油人均占有量仅 0 .1kg 。即使是油茶重点产区湖南、江西两省人均茶油占有量不及 1kg 。我国木本食用油缺口

大, 每年都要进口 100 万 t 棕榈油和大量的橄榄油, 满足国内市场的需求。如果按每人年均食用油需求达 6 .5kg 计, 我国总

需求量约 81亿 kg , 其中 11 亿 kg 需要靠木本食用油料提供。油茶如果深加工便成为高级营养保健食用油, 在东南亚、台湾、

日本地区颇受欢迎, 市场前景更为广泛。 

2 .3  依靠科技, 挖掘潜力, 提高产量 

改造低产油茶林是提高油茶产量的主要途径。改造的主要途径有:一是工程改造, 把老残林逐步更新,实行梯土化、油茶林

带化使油茶园林化, 通过选择优良无性繁殖的油茶品种, 或者从其它地区引进速生丰产嫁接油茶苗, 缩短油茶结籽周期。1995 

年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亚热带林业中心选出了长林53 号等18个适合江西分宜地区栽培的优良无性系, 油脂产量达513 —

886kg/ha 。随着高产无性系的筛选和良种嫁接苗木批量繁殖技术的突破, 油茶早实丰产走上了有用优良无性系造林的新阶段, 

永州市林科所采用珠江红花油茶的优珠嫁接苗造林, 目前平均产油量已超过450kg/ha 。湖南省林科院从20 世纪70 年代开始进

行油茶良种选育,已先后确认巴陵籽等3个优良家品种, 选育出湘7等3 个优良农系, 湘林1 号等55个优良无性系。采用改良的芽

砧嫁接培育的优良无性系苗木, 平均产油450kg/ha 以上。国家林业局已于1997 年及时提出开展“油茶先导工程”建设, 把我

国的油茶低产林改造和早实丰产工作推向一个新阶段。衡东县从油茶优质农家品种“衡东大桃”群体中筛选出平均每公顷产油

1 ,008 —2 , 416 .5kg 的优良性系22个, 现已推广造林787ha 。耒阳市1 , 730ha 高产样板林, 平均产量450kg/ ha 。常宁

荫田镇666 .6ha 油茶林产油近150kg/ha , 其中一农户0 .46ha 油茶产油230kg 。这些高产典型与平均产量相差十几倍甚至几

十倍。科学经营, 提高单产潜力是不言而喻的。二是加强油茶林的培肥壮苗管理。合理施肥是油茶低产林改造的主要措施之一。

如江西赣县实施油茶低改7 年来, 一直坚持合理施肥, 建立施肥示范林1 ,733ha , 通过多年合理施肥, 每ha 年均产油量由原

来的37 .5kg 上升到144kg 。唐光旭等通过4 年的肥力水平和配比试验研究, 提出了油茶林地施肥的最佳量和配比,解决了油茶

丰产要施什么肥、施多少肥最好, 怎么配对及一系列定性定量问题, 并得出施肥量与油茶产量的相关数学模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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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196 .1397+1 .6962x -0 .0063x2 

式中y 为油茶产量, x 为施肥量。 

通过合理施肥能促进油茶春梢的生长及花叶和叶片数的增加, 提高油茶产量, 1 年施肥、4 年有效, 4 年计比对照增值7 —

11 倍。三是加强对油茶林病虫害的防治。四是对油茶林的整枝管理。油茶顶端优势非常明显, 通过整枝可以解除顶端优势, 促

进侧枝生长, 提高油茶的产量。 

3  油茶林产业化的对策 

3 .1  强化行政手段是实现产业化的基础 

油茶产业化的主力军是群众, 而干部是这支主力军的组织者和指挥者。油茶产业化的关键是领导。全省上下要统一认识,都

要有积极性。随着经济的发展, 对茶油的需求越来越多,市场越来越大, 政府部门不仅要尽快通过媒体让群众看好市场,而且还

要出台相应的一些新措施或有关优惠政策, 充分调动群众的积极性。政府在管理上为群众提供有利的措施, 包括油茶林地的使

用管理,油茶采摘、收购等的管理。同时在技术上为群众提供援助, 包括优质油茶幼苗的选购、林带的建立,间种、套种经济作

物合理利用土地资源等方面。其中最重要的是针对各农户拥有的油茶林地面积少, 不利于经营管理的现实,改变过去的粗放管理

模式, 采取企业化的方式通过林地的转让、租赁、合伙经营或者收购等办法进行管理,扩大面积, 扩大规模,为大力发展油茶林, 

真正实现产业化奠定基础。建议政府在征收油茶农业特种税方面给予优惠政策。多渠道筹集资金。每年采取以奖代补办法,主要

用于补助开发费用和奖励在开发方面有突出贡献的管理者和开发者。 

3 .2  强化鼓励政策是实现产业化的强大动力 

为了激发农民对油茶开发的热情, 政府应进一步强化政策, 有关部门对油茶的生产发展要像粮食生产一样, 有规划、有措

施、有目标, 并纳入国民经济发展计划之中, 实行专业化管理, 对油茶专业化经营户实行“两坚持” 。坚持租赁油茶林使用权, 

不改变油茶林的集体所有权；坚持油茶林使用用途不变, 只能搞油茶开发。积极推行产销合同化。一是农户与生产单位签订承

包合同, 因油茶林效益的周期长, 一般起点承包为 20年, 长者为 30 —50 年, 有利于投入。二是与国家收购部门签订合同, 实

行定购任务制度。对农民租赁的油茶林, 管护好的执行原合同不变；使用权不变；林木所有权不变；对油茶林包而不管, 包而

不治的一律收回, 重新作价招标租赁。在油茶开发中要敞开大门吸引外资和劳力进山搞开发。采用国家、集体、农民一起上, 以

农民为主的方式, 如耒阳市新市镇湾里村采用山主入股、集体投劳、林场管理、比例分成的办法, 营造油茶林近 20ha , 目前的

产量约 240kg/ha 。自 1992 年开始, 全村提留上缴款全部由茶油收入中开支, 壮大了集体经济,深受农民欢迎。 

3 .3  强化服务体系是实现产业化的主旋律 

农民进市场,服务是桥梁。能否抓好服务体系建设,是油茶林产业化成败的关键。第一位的是抓好信息服务。现在油茶林要

产业化, 农民面临的一个现实问题是低产林如何改造,怎么改造,改造的效益到底如何? 这就需要政府提供帮助。其次是强化科

技服务。政府有关部门要制定鼓励科技人才发挥聪明才智的优惠政策。创造有利于人才施展技能的环境, 让他们在作出贡献的

同时得到应有的利益。通过技术咨询、技术市场、技术夜校、短期培训等多种形式,把实用技术传授到农民手中。再次是大力抓

好种苗。目前世界农产品的竞争正从以往的价格竞争转变为质量、技术含量的竞争, 而农产品质量的竞争核心是良种竞争。目

前湖南低产油茶林不少是劣种次苗所致, 因此建立良种苗木繁育供应基地,采取就地生产,就地购苗, 完善种苗生产、经营、使

用的质量监督、发放生产经营许可证,确保种苗质量。大面积的进行油茶林更新改造, 这种方式需要大量的资金, 同时需要有专

业的科技专家给予技术指导。因此,一般需要政府的资助或者一些投资者参与使用才能比较顺利的进行。通过争取国外援助、优

惠贷款和吸引外商直接投资, 用于油茶林资源的综合开发和深度开发,完全可以实现油茶林产业化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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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  建立加工营销体系是实现产业化的有利补充 

油茶林生产要真正实现产业化, 就必须按照农业产业化要求, 把产业链加长, 并千方百计抓好市场营销。茶油除直接食用

外, 还可以制造青霉素G 注射液、维生素A 、D 等药品、硬化油和硬脂酸等化工原料, 榨完油的茶籽可提取皂素, 作饲料、肥

料；茶壳可制栲胶、木糖醇、乙醇、活性碳等。目前茶油加工业基本上处于空白,以茶壳为例, 绝大多数地方仅作燃料取暖之用, 

若引进技术开发茶籽壳深加工, 便可使油茶每公顷产值由现在的750 元上升到1, 875 元。油茶是一种很好观赏的植物, 不仅花

香色美, 而且四季常青。由于油茶花开季节主要在秋季, 而秋季是观光旅游的旺季, 在生态旅游兴起的今天, 只要依托大中城

市和交通, 油茶林会成为江南生态旅游景点的另一亮点, 会吸引众多的游客。因此, 在旅游开发区可以发展油茶林旅游园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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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利的开发。另

外, 油茶花盛开在秋季, 而蜜蜂正是缺少花粉的时候, 因此可以在油茶林集中地进行养蜂, 亦可获得更佳的经济效益。还有油

茶林地有大量的空闲土地, 除了进行油茶的补栽外, 还可以与其它经济作物(油菜、花生、薯类等)间种, 达到充分利用土地资

源, 真正实现以油茶为主体的多种农产品的油茶林产业化。过去由于投入少, 加工工艺简单, 未进行深加工和再利用,经济和社

会综合效益均不明显。今后应致力于油茶资源的综合性、立体化开发, 集科、工、贸、种为一体,采取“公司+农户”的模式, 保

证农民利益, 从而刺激油茶生产, 而公司则在科技、管理和深加工上挖掘潜力,提高其综合效益。建设以加工转化为主的农业龙

头企业, 形成以龙头企业内联优质高效油茶商品生产基地,外联国际国内市场的产业化格局, 是加速外向型油茶林种植业发展

的有效途径。 

3 .5  依靠示范园, 壮大产业化经营 

农民注重现实, 示范服务对他们最有说服力。现在不少地方都在重点抓农业产业化基地, 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特别是国

家林业局决定把油茶生产作为21世纪先导工程和林业经济增长方式两个根本转变的重要内容来抓, 并从1990 年起将油茶低产

林改造列入国家农业综合开发项目。至今, 湖南已有30 多个县先后列入第三期工程, 并分别在耒阳、常宁、衡东、攸县、茶陵

等县市建立油茶示范工程基地, 实现每公顷投资15 ,000 元, 10 年每公顷产油达到1 , 500kg , 产值15 ,000 元的奋斗目标。

这项先导工程标准高, 起点高, 科技含量高, 是油茶发展史上一大飞跃。通过项目的实施, 实现示范和辐射双重目标, 对推动

全省油茶生产上新水平将产生巨大影响。1997 年常宁市先后在荫田、板桥两镇搞油茶林转换机制改革试点, 农民争相竞标抢租, 

他们认为与现有的一些经济林比较, 油茶具有投入少、见效快、比较效益高；易管理, 易加工, 易贮藏；产量稳, 价格稳, 市

场稳等优点。一个群众性的油茶热正在兴起。 

3.6  保护生态是实现产业化持续发展的唯一经营方式 

由于在江南地区时常有暴雨发生, 因此在进行油茶林开发利用的时候, 特别是在进行低产油茶林工程改造时, 或者在油茶

林管理过程中(如垦复、条形化等), 破坏了自然植被, 应该及时采取有利措施恢复植被, 这样既减少水土流失, 降低对生态环

境的破坏作用, 又可以防止土壤养分的流失, 提高肥料的利用率。因此, 真正实现油茶林产业持续发展, 保护生态环境是有利

的保证。 

3.7  加强基础研究是油茶实现产业化发展的有力保证 

目前我国油茶研究总体上讲仍是处于初级水平。与研究较为深入的草本油料和油橄榄相比, 差距很大。国外对于油橄榄的

深入研究正是油橄榄能够在当地得到大规模发展并使其成为世界最重要的木本油料树种的重要原因之一。茶油具有与橄榄油基

本相似的组成, 只有加强基础研究, 加深认识才能使油茶生产尽快实现产业化。 

总之, 大力发展油茶生产, 对于改变农业内部的经济结构, 满足全省人民对茶油的需求, 使贫困地区农民脱贫致富, 具有

重要的意义, 而山上建基地, 山下办工厂, 山外找市场, 科技创高效, 应是湖南发展油茶产业化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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