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十三五”云南油菜产业发展对策 

吴进明
1
，雷元宽

2
 

（1、云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云南昆明650201； 

2、罗平县种子管理站，云南罗平 655800） 

【摘 要】本文在阐述“十二五”时期云南油菜产业发展现状的基础上，分析了“十二五”云南油菜产业发展

存在的问题，并对“十三五”云南油菜产业发展进行了展望，最后提出了“十三五”云南油菜产业发展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十三五”；油菜产业；云南；对策 

基金项目：云南省现代农业油菜产业技术体系建设，编号：A3008016。 

一、“十二五”云南油菜产业发展现状 

1、生产现状 

油菜是烤烟- 油菜轮作、水稻- 油菜轮作、玉米- 油菜轮作的重要作物，是实现周年高效生产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物。云南

常年种植面积达到450 万亩，种植面积处于全国前10 位，是主产省份之一，也是国家规划的优势产区。平均亩产120 公斤，总

产50 余万吨，原料产值超过30 亿元。“十二五”期间，云南创造了全国最高单产，亩产突破450 千克，百亩连片平均亩产超

过360 千克，千亩连片平均亩产超过290 千克的高产纪录，达到全国冬种早熟油菜的超高产水平。 

“十二五”期间，云南油菜种植面积整体呈微增长态势，占全国比率也在逐年微升（见表 1），种植面积从 2010 年的 26.98 

万 hm2 增加到 2014 年的 29.62 万 hm2，年均增长 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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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加工现状 

“十二五”期间，云南省油菜籽加工企业规模小、布局分散，大中型成规模的加工企业少，几家大型加工企业的日压榨能

力均在300～500 吨之间，全省80%以上均为小型加工厂或家庭作坊。全省年均菜籽压榨量在50 万吨左右，年均产油量约18 万

吨（按出油率35%计），年均饼粕产量约32 万吨。据中国菜籽信息网数据统计，2011 年“全国油菜籽收购加工百强企业”中，

云南省仅有3 家，与湖北、江苏等油菜籽加工大省相比，云南省油脂加工实力相对较弱。 

3、消费现状 

“十二五”期间，云南全省80%的食用植物油为菜油，具有不可替代性。与全国情况相似，由于近年来食用油消费需求缺口

逐年扩大、进口油料大量涌入、劳动力成本上升及因灾减产等诸多原因，食用油自给率不高。据云南省油菜产业技术体系产业

经济研究室测算，2013 年全省菜籽油供给19 万吨，消费41 万吨，缺口为22 万吨，自给率仅为46.34%（见表2），云南大量依

赖调入满足本省食用油需求，不仅使云南油菜产业面临较大的发展压力，也关系到全省“油瓶子”的安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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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油菜产业的“四园”经济特点日趋彰显 

“十二五”期间，云南省油菜产业技术体系作为支撑产业发展的技术平台，有效地发挥了科技创新和技术引领、促进产业

发展的积极作用。同时，云南油菜生产的带动性也逐年增强，促进了旅游业（如罗平、腾冲、丽江等地）及养殖业、蜂产业等

相关产业的发展，具有美化环境的作用，经济、生态及社会综合效益日趋明显，云南油菜产业的发展逐渐彰显了油园、花园、

蜜园和菜园（菜苔作蔬菜，菜苔做腌菜）“四园”经济的特点。 

二、“十二五”云南油菜产业发展存在的问题 

1、对油菜产业的认识不够 

目前，社会上容易将粮食生产与油料生产对立起来，对粮食作物多年连续种植的不可持续性认识不足，对种植油菜控制土

传病虫害、培肥地力的生态效益认识不够，没有建立起立足于粮油兼丰、可持续发展的科学的耕作制度。对发展油菜产业对旅

游业及其相关产业的带动作用也认识不足。 

发展油菜是实现粮油兼丰、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需要。油菜根系能分泌一种抗菌物质———硫苷，叶片、茎秆等地上营养体

也含有一定量的硫苷。种植油菜后能有效控制土传病害，还能增加土壤肥力。因此，建立合理的轮作的耕作制度，对促进粮油

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实现粮、油双丰收具有重要意义。 

2、油菜种植规模小，产业发展不平衡 

云南油菜种植面积仅占农作物播种面积的5%。另外，由于种植水平的差异，各产区间单产水平和生产成本差异大，一定程

度上制约着油菜产业的平衡发展。最高单产达6000kg/hm2，最低单产仅750kg/hm2，差值达5250kg/hm2，生产成本较大的产区达7500 

元/hm2，较小的产区仅3000元/hm2，单产及生产成本的差异极大挫伤了农民油菜种植的积极性，阻碍着油菜产业的健康持续发展。 

3、油脂加工业落后 

云南省油菜籽加工企业规模小、布局杂乱，80%为小型加工厂或家庭作坊，全省仅3 家左右的大型油脂加工企业能与全国大

型油脂加工企业竞争。小型加工厂加工成本高，每吨油菜籽加工成本需400 元左右，比大型加工厂要高出200 元左右。其次，

云南省小型加工厂均分布在乡镇地区，无统一管理，加工设备陈旧，加工水平落后，许多加工厂不对“双低”油菜籽单收单储

而混加工，结果使产品质量和效益下降。 

4、品牌创建认识不足 

尽管云南的油菜生产了大量的高原优质和生态油菜籽，但由于加工技术落后，品牌开拓不力，目前还没有形成有影响的高

原生态菜籽油品牌，制约了油菜产业附加值的提升。罗平秋播油菜菜花节闻名全国，但丽江、腾冲等旅游胜地的油菜菜花还没

有形成品牌，相关的蜂蜜产品也还有待开发。 

三、“十三五”云南油菜产业展望 

1、“十三五”国家对油菜产业发展的政策意向 

“十三五”期间，当棉花、大豆的目标价格试点取得成功后，国家下一步将会对油菜籽、玉米、食糖等大宗品种也实施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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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价格改革，甚至在确保粮食安全的前提下，也可能会将小麦、水稻这些主粮品种逐步过渡到目标价格范围之内。 

国家对油菜产业发展的支持将从“黄箱”政策向“绿箱”政策转变。根据中国加入世贸组织（WTO）的承诺，政府对农业的

直接补贴不能超过农业产值的8.5%，而现在我国针对有些农产品的补贴已超过这个限制。“十二五”期间，油菜籽最低收购价

格明显高于国际价格，2015 年临时收储政策已经完全执行不下去了，国家取消了收储政策，改为中央财政给油菜主产区：安徽、

江苏、河南、湖北、湖南、四川、贵州七省油菜籽收购提供补贴，具体收购价和是否收储菜籽油由省级政府确定。因此，我国

油菜产业发展的“黄箱”政策是不可持续的。在这种环境下，国家将会把过去对油菜籽价格的补贴，转变为对农业科研和农业

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补贴，这样就可以实现从“黄箱”政策向“绿箱”政策的过渡。 

总之，“十三五”期间，国家对油菜产业的发展将会朝着针对新型经营主体的精准补贴、目标价格补贴和农业基础设施以

及农业科研补贴的方向去侧重和倾斜，这也意味着农户的生产方式和生产结构要转型升级，以市场为导向调整自己的生产经营

行为。 

2、“十三五”云南油菜产业发展态势分析 

在油菜产业发展进入市场化改革的新常态下，受国际油料市场的冲击，农户种植油菜的积极性将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

“十三五”期间，国内油菜产业的发展将会面临生产规模萎缩的严峻考验，云南也不例外。 

“十三五”期间，就云南而言，油菜市场还会维持供弱需强的总体态势，甚至“供趋弱，需变强”的态势将更加明显。随

着消费需求的提升，菜籽类产品的供需缺口将进一步加大。 

“十三五”期间，通过市场优胜劣汰的选择，保留优势产区，淘汰劣势产区，云南省油菜生产布局将进一步优化，油菜在

农业产业结构中的比重将更加合理。 

“十三五”期间，云南油菜产业的布局和结构通过市场的选择优化，云南省油菜产业技术体系的科技创新和技术引领等提

质增效措施，将使全省油菜产业发展的质量和效益有明显提升。 

四、“十三五”云南油菜产业发展的对策建议 

1、抓两个重点———科技创新和技术引领 

依靠科技增强内涵，打造优质、安全、生态食用油品牌，是云南油菜产业健康发展的必由之路。“十三五”期间，应加快

新品种研发和新技术推广。把选育优质、高产油量杂交油菜品种，集成轻简化高效实用技术，良种良法配套推广；加快油菜良

种产业化，改扩建良繁基地，建立成果转化示范基地；因地制宜开展油菜机械化生产示范推广等列为重点扶持的环节。同时，

加快推进油脂产业建设，积极引导支持油脂加工企业生产低芥酸菜籽油、低硫甙饼粕及其它精深加工产品，着力解决好油菜生

产从土壤→品种→种植→加工→产品以及流通环节的安全性问题。 

要以品质较好的高原油菜籽为依托，建立农业合作组织，开发标准化的特色油脂产业，打造云南高原油菜优质、安全、生

态品牌。此外，还应以典型辐射带动全省油菜产业协调发展。本着巩固大区，发展新区的原则，优先扶持罗平、玉溪、腾冲等

油菜主产区进一步提高油菜种植水平，通过建设科技示范园区、示范样板等方式，带动油菜大面积的高效生产，全面提高油菜

单产、总产和品质。 

2、挖两大潜力———提高单产和提升综合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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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油菜平均单产120Kg/ 亩（与全国平均数持平），云南气候十分适宜油菜生产，有大面积（百亩以上）超过300Kg/ 亩，

小面积超过400Kg/ 亩的高产典型，说明单产提高到150Kg/ 亩的水平是可能的。 

“十二五”期间，云南油菜产业在经济、生态及社会综合方面的效益日趋明显，逐渐彰显了油园、花园、蜜园和菜园（菜

苔作蔬菜，菜苔做腌菜）“四园”经济的特点。“十三五”期间，应继续挖掘全省油菜产业“四园”经济的潜力来规避其比较

效益低的现实，通过迂回战略，提升其综合效益，促进云南省油菜产业健康发展。 

3、打造两个品牌———优质菜籽油和油菜花旅游品牌 

菜籽油是云南最主要的食用植物油，占全省亩产食用植物油的80%，其中双低品种已占90%。利用云南生态和气候条件，建

设绿色生态原料基地，打造双低优质菜油和高油酸（与橄榄油相当）品牌，对提高油菜产业的效益意义重大。 

云南环境优美，旅游资源丰富，可打造油菜花与美丽风光相结合的生态旅游品牌。云南是春、夏、冬油菜产区，一年中6～

9 月，12～3 月都有油菜花。油菜作为花卉的优势：种子便宜，易种易管，花期长，规模大，花与油兼收。油菜产业与旅游产

业互相促进，共同发展，潜力很大。 

4、侧重两个方面———早熟育种与高产栽培研究 

云南具有开展早熟育种和高产潜力研究的优势条件，可利用云南独特的自然气候条件和在国内有特色的小孢子培养、胚直

播成苗高效种质创新技术，创制油菜特异种质材料，培育突破性大品种，为我国一年三熟油菜产区早熟、特早熟油菜品种选育

提供育种材料和技术支撑。 

利用云南有利油菜创高产自然气候条件，应开展油菜高产（>300kg/ 亩）、超高产（>400kg/ 亩）基础研究，开展油菜高

产、超高产的产量构成及相关生理生化指标研究；建立油菜高产、超高产高效栽培技术。云南具有油菜亩产突破500 千克的潜

力，通过加强研究，可为提高云南乃至全国油菜产量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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