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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生态油茶产业化现状及发展策略 

袁德桔1 

(重庆三峡职业学院，重庆 404155) 

【摘 要】;油茶作为我国特有的木本油料植物，有“东方橄榄油”之称，油茶籽油是当前联合国粮农组织作为重

点推广的健康型高级食用油。我国从国家到地方各级政府均非常重视发展油茶产业，众多优惠与扶持政策相继出台，

充分调动了广大农户、种植与加工企业等多方力量积极投身油茶产业的热情。我国油茶产业的发展正处于加速上升

期，重庆是我国重要的油茶种植地区，发展重庆油茶产业对确保国家粮油安全、促进农民增产增收、推进重庆地区

农村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文章首先分析了我国及重庆生态油茶产业发展现状，进而分析了重庆生态油茶产业

的优势与劣势、发展机遇与挑战，并提出了发展重庆生态油茶产业的对策:(1)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加快产业基地建

设;(2)推广高效生态种植技术，提高油茶产量;(3)提高产业集约化水平与精深加工工艺;(4)加强产品质量控制，为

市场提供生态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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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茶作为我国特有的木本油料植物，有“东方橄榄油”之称，油茶籽油是当前联合国粮农组织作为重点推广的健康型高级

食用油。我国 14个油茶主产省(市、区)重庆位列其中，2008-2013 年，重庆已新建油茶产业基地超过 2万 hm
2
，形成了以秀山、

梁平、彭水及酉阳为中心的油茶产业带，24家企业、36个造林大户、19个专业合作社及 2万余农户参与其中，油茶产业正成为

重庆农村的一大富民产业
[1]
。因此研究如何发展重庆油茶产业，对确保国家粮油安全、促进农民增产增收、推进重庆地区农村经

济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该文着重对重庆生态油茶产业的优势与劣势、发展机遇与挑战(SWOT)进行分析，从近年来相关数据的

对比分析出发，提出发展重庆生态油茶产业的具体对策。 

1 重庆生态油茶产业发展现状 

1.1我国油茶生产现状 

近年来，我国油茶产业发展势头强劲，良好的内外部环境为我国油茶产业的快速发展创造了条件与机遇。当前我国有湖南、

江西、广西、浙江、福建、广东、湖北、贵州、安徽、河南、重庆、云南、四川及陕西等 14个油茶主产省(区、市)，油茶面积

约有 300万 hm
2
，年产油茶籽 100 万 t、茶油 26万 t，年产值约 110亿。然而，市场对茶油的需求远不止于此，卖方市场主导为

油茶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动力。首先，各主产区兴建了一批高产无性系(品种)采穗基地，特别是林业科研部门选育的 100

多个优良无性系品种为油茶高产稳产提供了科技保障;同时，目前我国从事油茶加工的企业有 659 家，油茶加工业初具规模，加

工能力不断提升，为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技术支持。从种植到加工，均为油茶产业比较效益上升奠定与积累了巨大的空间
[2]
。

国家及地方各级政府也对油茶产业的发展给予了高度关注，众多优惠与扶持政策相继出台，调动了广大农户、种植与加工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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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多方力量积极投身油茶产业的热情，油茶产业的发展如日中天。 

1.2重庆油茶生产现状 

重庆目前有涪陵、长寿、梁平、丰都、垫江、武隆、秀山、酉阳、彭水等 9个油茶产业重点区，到 2020油茶产业规划在 18

区县建立基地，重点在秀山、酉阳、彭水、梁平、涪陵、丰都等 6区县发展。截止 2013年，重庆新建油茶产业基地逾 2万 hm
2
，

24家企业、36个造林大户、19个专业合作社及 2万余农户参与到油茶产业的发展中来，油茶良种繁育体系初步建成，以秀山、

梁平、彭水、酉阳等 4 个国家级油茶示范县为中心的油茶产业带初步形成。凭借重庆地区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与各级政府的鼎

力支持，重庆油茶产业通过广纳社会资本、整合广大农户与企业力量，油茶产业发展模式得以不断创新。重庆油茶产业发展正

迎来新高潮
[3]
，预计到 2020 年，在重庆油茶产业发展规划中的 18 个区县的油茶基地总面积将达到 6.67 万 hm

2
，每年将带来 40

亿元的收入。 

2 重庆生态油茶产业 SWOT 分析 

2.1重庆生态油茶产业发展优势 

重庆位于四川盆地东部，北纬 28°10′-32°13′之间，低山丘陵地形地貌特点突出，森林覆盖率达 42.1%，年平均气温

16-18℃，降水丰富，适宜的自然条件是油茶稳产高产的基础。另外，一方面油茶产业属劳动密集型产业，从生产到销售各个环

节都需要大量的劳动力资源。截止 2014年末，重庆市总人口达 2991.4 万，其中农业人口 2003.08 万
[4]
，大量的农村劳动力资源

为重庆油茶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保障。另一方面重庆市林业科学研究院多年来一直为当地油茶产业发展提供强有力

的技术支撑，在油茶良种选育与丰产栽培等方面研究成果显著。依托重庆市林业科学研究院的科研优势，重庆油茶采用优良高

产油茶品种与丰产栽培系列配套技术，达到良种化与产业化的统一，最终形成规模效益。 

2.2重庆生态油茶产业发展劣势 

当前重庆油茶存在单位面积产量低的问题，这既与老残林比重高、新建良种油茶林所占比例小有关，也与大多农民种植户

生产方式落后、经营管理粗放密不可分;油茶幼树生长缓慢，从幼苗定植到进入始果期至少需要 4 年
[5]
。一个油茶基地的投资回

收期需要 10 年甚至更久，而油茶的产前投入平均为 4.5 万元/hm
2
，这么一个投资大、见效慢、回报周期长的产业，一般企业与

农户很难承受。虽然国家对油茶新造林给予经济补助，重庆地方财政也对油茶产业实行财政专项补贴。但大多种植企业与农户

仍感资金压力大，严重制约产业的进一步发展;同时重庆缺乏有规模与有实力的龙头企业发挥辐射与带动作用，重庆只有酉阳县

康友粮油有限公司在 2011 年被国家林业局授予“全国油茶产业重点企业”称号，而在 2013 年中国粮油协会评选的油菜籽油加

工企业 10强中，重庆企业榜上无名。大多数重庆地方油茶加工企业规模小、资本少、研发能力弱，严重影响了产品的开发与市

场的拓展，制约了油茶种植面积的扩大与产业的良性发展。 

2.3重庆生态油茶产业发展的机遇 

虽然目前我国的植物油产量呈逐年上升趋势，但远无法满足巨大的国内食用油市场需求，我国每年都从国外进口相当数量

的植物油来弥补国内供应量的不足，国家粮油食品安全存在一定的隐患
[6]
。油茶种植与大豆油、花生油、棉籽油等植物油相比具

有一定的优势，我国可新开发利用的耕地面积相对有限，而油茶适宜在荒山坡地上种植，其扩大种植面积不需要争占粮食耕地。

因此加快发展油茶业，符合我国粮油发展战略，能够有效缓解食用油的市场供需矛盾，保障我国的粮油食品安全。同时近年来

国家与各级地方政府都对油茶产业的发展高度关注，2006年年底国家林业局就出台了《关于发展油茶产业的意见》，在资金与政

策层面积极推动与扶持油茶产业的发展;2009年国家林业局、发改委、财政部更是联合发布了《全国油茶产业发展规划(2009 一

2020)》，确定了重庆 15个县(区)为适宜栽培区，纳入到全国油茶产业发展建设布局中，为重庆油茶产业发展提供了极佳的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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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重庆生态油茶产业发展面临的威胁 

重庆油茶产业发展水平在全国 14个主产省(区、市)中的排名靠后，在资源优势、企业实力、科技水平等方面与湖南、江西、

广西等省份相比存在不小的差距。重庆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与品牌少，油茶产品市场占有率低，在当前日趋激烈的市场竞

争中处于劣势地位。虽然重庆的“酉阳油茶”获得了国家地理标识证明，但与广西的“莫老爷”与湖北的“麻城茶油”等国内

知名品牌相比
[7]
，无论是销售范围、市场占有率还是消费者认知度方面，都差距明显。同时随着近年来油茶生产的各种原材料价

格的不断上涨，劳动力成本的不断增加，油茶产品的利润空间在一定程度上被压缩，当前重庆油茶产业的发展同样面临竞争所

带来的冲击与挑战。 

3 重庆生态油茶产业发展对策 

3.1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加快产业基地建设 

虽然自 2000年以来国家与重庆市政府出台了相关的支持政策并加大了专项资金投入力度，对重庆油茶产业的发展起到了一

定的推动作用。但企业与农户的资金压力并未得到真正缓解，油茶产业发展后劲不足
[8]
。因此重庆市政府应进一步加大对油茶产

业的扶持力度，一方面可以从国家有关部门争取到专项资金，提高油茶新造林补贴标准;另一方面设立油茶专项信贷资金，解决

企业与农户融投资难的问题;同时加快油茶产业基地的建设，采取“公司+农户+基地”的方式，在各油茶发展县建立成规模的高

产栽培示范园，向规模要效益。积极稳妥地推进重庆地区集体林权制度改革，通过租赁、农民入股、拍卖等途径，让更多有能

力的生产与经营者加入到重庆油茶发展大业中来。 

3.2推广高效生态种植技术，提高油茶产量 

产量是衡量油茶经济效益的重要标志之一，当前油茶同茶叶、柑桔等经济林比较，产出效益差距悬殊
[9]
。因此推广高效生态

种植技术，通过选育新品种来实现油茶的高产与稳产、优质与高效是重庆油茶产业发展的当务之急。重庆的科研院所、院校应

在政府相关部门的大力扶持下，与兄弟省份的科研部门加强合作，积极开展良种选育与科学高效栽培技术的研究工作，加大油

茶的良种化率，为提高重庆地区的油茶产量打下坚实的技术基础。 

3.3提高产业集约化水平与精深加工工艺 

油茶具有食用、医疗保健、抑菌杀菌、生物农药及饲料等多种用途
[10]
，油茶的深加工与油茶产品的综合利用是发展油茶产

业的一个有效路径
[11]
。针对重庆油茶产业集约化程度不高的现状，应通过优惠政策与融投资等形式，扶持建立本土化的大型加

工企业作为典型，扶持拥有先进技术、全新设备及高研发能力的典型企业，深度开发油茶产品，实现油茶在食品、化工及医药

等领域的多点开花，走高端路线提升产品的附加值，从而提高油茶产业的整体经济效益。另外，油茶深加工企业应更加重视加

工及产品研发过程中自主知识产权的保护与开发，树立自主知识产权品牌意识，加大对相关产品与技术专利的投入与保护，以

提高油茶产品市场的占有率。 

3.4加强产品质量控制，为市场提供生态产品 

重庆应认真学习与借鉴油茶发达省份的先进经验与做法，加速对本地优质油茶产品进行有机食品、质量安全等方面的国际

与国内的各类认证步伐。只有切实加强油茶产品的质量安全控制，为市场提供优质、绿色、无污染的产品，才能在愈加激烈的

油茶市场竞争中站稳脚跟并不断前行。建立健全油茶标准化技术体系是产品质量控制的关键所在
[12]
，通过严格控制油茶从种植、

加工到销售的每一个技术环节，营造重庆油茶绿色产业环境，提升重庆油茶产品的品牌美誉度与市场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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