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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深入研究全球环境下我国油料供给中的突出问题!保障我国油料供应安全!推动我国油

菜产业高质量发展!详细调研%分析了全球和我国油菜产业发展现状及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提出相

应对策& 结果表明'全球油菜籽供需缺口较大%油菜产品价格涨幅明显#我国油菜产品产量和消费

量仍维持高位%库存持续减少#我国油菜产业发展在育种%产业化%国民需求和国际贸易方面均存在

一些问题& 基于上述问题!提出通过提升油菜种质资源建设和利用!强化转基因育种研究和应用!

加强适应全程机械化的优质品种研发!提高市场调控和财政补贴!实施差异化战略提升食用油品

质!拓展进口渠道增加油料储备!最终促进我国油菜产业高质量发展和保障油料供给安全&

关键词!油菜产业#发展现状#产业问题#供需#育种#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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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菜是世界四大油料作物之一#作为食用植物

油和植物蛋白的主要来源#油菜在农产品中占有重

要地位% 我国油料作物种植规模&种植业产值和覆

盖农民就业数量均仅次于粮食作物#油料产品的稳

定生产和有效供给是保障国家食品安全的重要组成

部分(#)

% 油菜是我国第一大油料作物#兼具油&菜&

花&蜜&茶&肥&饲等多维度利用价值#其全产业链包

括产前&产中和产后三个阶段#具体涵盖种质资源&

功能基因挖掘利用&育种&绿色高效栽培&品质安全&

脂质营养与油菜产品加工等一系列研发领域% 我国

油菜生产历经三次大变革#但单产和产油量较一些

发达国家仍存在较大差距% 此外#耕地面积减少和

劳动力不足等不良因素的出现#对油菜产业的持续

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 因此#深入分析全球油菜产

业现状#提出保障我国油料供给安全&推动我国油菜

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对策尤为重要%

;<全球油菜产业发展现状

!"!" 年全球油菜播种面积和产量小幅增长#消

费量和贸易量持续增加#油菜籽供需形势总体偏紧%

受市场供应和消费预期叠加效应的影响#油菜籽价

格持续走高#短期内价格仍将高位运行% 在油菜籽

价格大幅走高背景之下#农户扩产复产的积极性较

高#产量预期增加% 与此同时#高价格会抑制消费需

求#油菜供应形势预计略微好转#但供需偏紧格局较

难转变% "除特殊说明外#本文供需和贸易数据均

来源于美国农业部(!)

%$

#<#/全球油菜供需现状

#<#<#/油菜生产小幅增长

!"#I*!"!" 年#全球油菜播种面积和油菜籽产

量分别由 ' 'J!<% 万 62

!

&I (J(<J 万 X上升至

' I#"<% 万 62

!

&% #%(<I 万 X#其中#!"#% 年油菜籽

产量达到高点#为 % !#J<( 万 X#!"#&*!"#( 年连续

下降至 I ("%<+ 万X#!"!" 年有所回升% 全球油菜主

产国包括加拿大&欧盟和中国#!"#I*!"!" 年中国

油菜籽产量稳中有升#加拿大和欧盟则略有下降%

!"!" 年#各油菜主产国油菜籽产量占比为加拿大

!I<+b&欧盟 !!cIb&中国 #(<+b#油菜种值整体呈

现分布广&生产集中度较分散的特点(')

% !"#I*

!"!" 年全球菜籽油和菜籽粕产量持续上升#!"!" 年

菜籽油和菜籽粕产量分别为 ! &J&<# 万X和 J "%'<(

万X#同比增长 #<+b和 '<"b%

#<#<!/油菜籽消费稳步增加

!"#I*!"!" 年全球油菜籽消费量持续上涨#由

!"#I年的 % "!I<J万X上升至 !"!"年的 % '++<'万X#

且以 !"!" 年增长最快#相较 !"#( 年增长率达到

!cIb#其主要原因在于全球菜籽粕消费量的快速增

长#由 !"#I 年的 ' &I"<I 万 X上升至 !"!" 年的

J #""<& 万X#而菜籽油的消费量基本保持平稳%

!"!" 年#全球油菜籽压榨消费 % #"I<J 万 X#食用消

费 I+<" 万 X#饲用消费 #&'<( 万 X#占比分别为

(IcIb&"<(b和 !<+b% 主要油菜籽消费国消费量

占比为欧盟 '"<%b&中国 !!<(b&加拿大 #J<Jb%

#<#<'/油菜籽进出口贸易持续扩大

!"!" 年#全球油菜籽进出口量分别为 # %"(<!

万X和 # %'#<# 万X#同比增长 %<Jb和 &<"b% 纵观

!"#I*!"!" 年全球油菜籽贸易情况#!"#I 年进出口

量分别为 # +%( 万 X和 # I#' 万 X#!"#% 年进出口量

分别保持为 # +%! 万 X和 # I+' 万 X#!"#& 年全球油

菜籽产量下滑#贸易缩紧#进出口量降为 # JIJ 万X和

# JI! 万 X#!"#( 年后全球油菜籽进出口量开始回

升#!"!" 年持续扩大% 油菜籽主要进口国为欧盟&

中国和日本#主要出口国为加拿大&澳大利亚和乌克

兰% 欧盟是全球最大的生物柴油生产国#菜籽油是

欧盟生物柴油行业使用的主要原料#加上农场到餐

桌战略导致欧盟油菜籽产量减少#欧盟油菜籽持续

出现供应短缺#贸易量继续增长#预计每年进口量将

高达 # """ 万X

(J)

%

#<!/全球油菜产业主要问题

#<!<#/油菜籽供需缺口较大

!"!" 年#全球油菜籽期初库存 %+I<+ 万 X#同比

减少 !!<(b!油菜籽库存消费比 I<#+b#较 !"#( 年

下降 !<+! 个百分点#创 !"#I 年来历史新低% 库存

消费比是衡量食品安全水平的重要指标#库存消费

比的连年降低反映出当前全球油菜产业供需矛盾突

出#市场供应缺口较大% 加拿大是全球油菜的主要

生产国#油菜播种面积和产量均居世界首位#其一半

以上的油菜籽用于出口% 同时#乌克兰和澳大利亚

也是重要的油菜籽出口国#其油菜籽出口量分别占

油菜籽产量的 &%<Ib和 %&<&b#而日本和墨西哥所

需油菜籽则基本全部依赖进口%

#<!<!/油菜产品价格涨幅明显

!"!" 年全球植物油期末库存紧张#!"!# 年初植

物油价格持续走高% 截至 !"!# 年 + 月#植物油价格

指数为 #%J<% 点#创该指数自 !"#! 年 J 月以来的最

高水平(+)

#这反映出植物油价格的迅速上涨% !"!#

年 % 月#联合国粮农组织发布报告称#在经历连续

#! 个月的增长后#I 月植物油价格指数首次回落#平

均为 #+%<+ 点(I)

#较 + 月环比下降 #%<! 点"(<&b$#

但较 !"!" 年 I 月仍同比增长 %"<( 点(%)

"&#<(b$%

油菜籽和菜籽油价格随市场继续剧烈波动#中国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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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进口需求增长(I)

#南美收获延迟#价格也随之

走高#加拿大农业部预估 !"!"F!"!# 年度加拿大油

菜籽价格将达到创纪录的 %++ 美元FX

(&)

% 根据KO]

!"!# 年 I 月发布的+粮食展望,报告#!"!# 年菜籽

粕价格持续上涨#!"!" 年 #! 月至 !"!# 年 + 月菜籽

粕国际价格由 '!& 美元FX上涨至 J"& 美元FX%

#<!<'/全球极端天气持续肆虐#加重供需矛盾

!"!# 年夏季#美国和加拿大西北部地区多地气

温打破历史最高纪录#持续的高温和干旱导致水资

源短缺#对农业生产造成剧烈冲击#导致南&北美洲

等主产区油菜籽产量明显下降#进一步加剧全球油

菜籽供需矛盾% 加拿大油籽加工商协会发布的数据

显示#!"!#年 +月加拿大油菜籽压榨量为 &!<" 万X#

环比减少 (<"+b

(()

% 加拿大统计局 !"!# 年 I 月 !(

日发布的播种面积报告显示#!"!# 年加拿大油菜播

种面积上调近 J"<J% 万 62

!

#处于三年来最高水平#

但预计产量会受到极端天气影响(#")

%

#<!<J/油菜转基因生物育种发展呈现区域不平衡

现代生物技术加速了油菜生物育种进程#尤其

是 Ẑ SMf̂ 编辑技术和转基因技术的快速发展#极

大地缩短了油菜生物育种周期#提升了油菜籽产量

和油菜性状#有效缓解了全球油菜产业中长期存在

的供需矛盾问题% 根据 SMOOO数据(##)

#!"#( 年全

球转基因油菜播种面积 # "#" 万 62

!

#占全部油菜播

种面积的 !%b#种植转基因油菜的国家包括加拿

大&澳大利亚&美国和智利#且美国和加拿大的转基

因油菜普及率分别高达 #""b和 (+b

(#!)

% 而中国

虽尚未商业化种植转基因油菜#却大量进口加拿大

油菜籽% 油菜转基因生物育种的发展呈现区域不平

衡态势#且转基因油菜在不同国家的受认可度不同#

也对转基因油菜的产业化发展造成一定影响%

#<!<+/油料加工重要营养成分流变规律和调控机

制研究尚有欠缺

当前#油料加工特性&储藏特性等原料科学研究

逐渐升温#如 Z678

(#')探究了冷榨和微波预处理对

菜籽油提取率和生物活性成分的影响#从艳霞等(#J)

进行了微波技术对油菜籽压榨品质影响和菜籽油脱

磷工艺的研究#于金平(#+)探析了油脂加工工艺及其

对油脂氧化稳定性的影响#朱云(#I)分析了植物油中

角鲨烯含量及其在油脂加工过程中的变化等% 从这

些研究来看#当前研究更关注油料中的微量活性组

分在制油中数量和质量的变化#但是#考虑到微量活

性组分的多样性和在加工过程中的分解&转化等复

杂性#研究明确油料重要营养成分在加工与储运过

程中的化学&生物学变化及其对油料产品品质的影

响#将是油料品质调控&营养提升的重要理论关键#

目前相关研究尚有欠缺%

#<!<I/油菜多维度功能开发利用有待加强

目前#全球油菜研发的关键点大多在于菜籽油#

然而#菜籽饼粕富含植物蛋白#亦可通过加工技术进

行深度开发利用% 此外#全球在多彩油菜观光旅游&

土壤修复&饲料加工等领域多维度开发利用尚有不

足#但预计前景广阔#相关开发利用有待加强% 实际

上#澳大利亚已利用油菜作为生物载体#通过合成生

物学#将深海鱼油中长链不饱和脂肪酸如 dPO和

0fO合成相关基因经转基因方式导入油菜#从而大

规模人工合成 dPO和 0fO用于商业利用#应用前

景十分广阔%

=<我国油菜产业供需现状和产业发展问题

我国是世界油菜生产大国#产量位居世界前列#

每年提供优质食用油约 +!" 万X#约占国产油料作物

产油量的 +"b#是我国第一大油料作物% 此外#每

年生产高蛋白饲用菜籽饼粕约 &"" 万X#是我国第二

大饲用蛋白源(#%)

% 近年来#我国油菜产业在生产&

消费&贸易方面都有了一定的发展#但仍面临一些问

题需要改善和解决%

!<#/我国油菜产业供需现状

!<#<#/油菜播种面积和产量基本稳定#单产有提升

!"!" 年#我国实现油菜播种面积&总产&单产#

油菜籽含油量和双低品质-五齐升.#油菜播种面积

I&" 万 62

!

&总产量 # J"" 万 X#同比增长 '<'b和

'c&b% !"#+ 年临时收储政策取消后#我国的油菜

播种面积和产量均明显减少#近三年有所回升% 我

国油菜的单产水平不断提升#从 !"##年的 #<&' XF62

!

上升至 !"!" 年的 !<"I XF62

!

#但与欧盟 '<# XF62

!

的单产水平仍有一定差距% !"!" 年我国体系辐射区

油菜籽含油量较 !"#(年同比上升 !<#!b#芥酸&硫苷

双低达标率上升 '<%b#油菜籽品质进一步提升(#&)

%

!<#<!/油菜产品产量和消费量均居世界高位#库存

持续减少

!"!"年#中国菜籽油和菜籽粕产量及在全球占

比分别为 I'+<% 万XF!#<(b和 (I#<( 万XF!'<Jb#菜

籽油和菜籽粕消费量及在全球占比分别为 &!+<"

万XF!(c!b和 # #+#<J万XF!&<#b% 虽然我国是菜籽

油和菜籽粕生产大国#但已连续十年以上产量低于消

费量#主要依靠库存和进口弥补供应缺口#!"#I 年至

今我国菜籽油库存持续下降#菜籽粕库存变化不大%

!<#<'/油菜籽进口略有减少#菜籽油和菜籽粕进口

走势增强

由于国内油菜籽价格明显高于进口油菜籽#加

'

!"!! 年第 J% 卷第 ! 期/////////////中/国/油/脂



之国内旺盛的油料需求#我国的油菜籽进口量长期

保持在高位(#()

#但中加关系紧张导致 !"!# 年以来

中国油菜籽的进口量出现了一定幅度下降% !"!#

年 #*J 月#中国进口油菜籽 II<J 万X#比 !"!" 年同

期减少 #'<J 万X#减幅 #I<&b% 取而代之的是成品

菜籽油和菜籽粕的进口量持续快速上涨#其中#仅

!"!# 年 #*J 月中国已进口菜籽油 (+<" 万 X#比

!"!" 年同期增长 JI<& 万 X#增幅 (%<#b#进口走势

增强明显#进口来源国也更加多样化#除加拿大外#

俄罗斯和澳大利亚也是我国菜籽油的主要进口来

源国%

!<#<J/油菜籽价格平稳#菜籽油和菜籽粕价格上涨

由于国内供应偏紧#加之西北地区减产#下游厂

家采购积极性不高#目前油菜籽价格出现小幅下

跌(!")

#但国产油菜籽所剩库存量少#预计油菜籽价

格下跌有限% 而国际油菜籽供应偏紧#进口油菜籽

偏少&成本较高#加上国内油脂库存处于低位#导致

菜籽油价格呈现震荡上行的趋势% 菜籽粕方面#水

产养殖将迎来旺季#加之水产类价格上涨#菜籽粕需

求将会进一步提升#对菜籽粕价格产生利好(!#)

%

!<!/我国油菜产业发展的关键问题

!<!<#/可用于油菜育种的优异种质资源保有量不

够&精准性不强

保存并广泛收集种质资源是培育新品种的物质

基础% 目前#我国主要以甘蓝型油菜培育为主#而甘

蓝型油菜的驯化历史仅几百年#遗传背景狭窄#遗传

基础单一的问题十分突出#育种同质化严重#伴随着

病虫草害和自然灾害频发#油菜生产对环境的压力

与日俱增% 近年来我国作物"包括油菜$种质资源

库的建设取得了长足进步#但主要以自然资源为主#

利用细胞工程或远缘杂交&Ẑ SMf̂ 基因编辑等生

物技术人工创制的优异资源相对较少#部分优异等

位基因发掘进展滞后%

!<!<!/主产区病菌频发#需要培育耐渍&抗病和适

合全程机械化生产的优异油菜新品种

长江流域为我国油菜主产区#长期遭受严重渍

害#菌核病等病菌高发#对油菜的丰产和稳产提出严

峻挑战% 对武汉市黄陂区"' 月$调查显示#菌核病

病田率高达 #"b g'"b

(!!)

% 此外#虽然随着育种技

术的不断提升#我国已培育出许多优质油菜品种#例

如中油杂系列&华油杂系列等#国家政策的扶持也使

我国油菜全程机械化进入快速发展阶段#!"!" 年湖

北省和湖南省油菜耕种收机械化水平分别达到

%"b

(!')和 I!b

(!J)

#但在我国大部分油菜产区#无论

是品种特性&栽培技术还是施肥习惯等尚难以与机

械性能相匹配#种植&田间管理&收获等方面仍由人

工完成#适宜油菜生产的成熟机型较少(!+)

% 因此#

亟需培育和种植更多适合机械化生产的优异油菜新

品种#在此基础上#才可能改善目前油菜种植分散且

效益低的现状#尽早形成规模化油菜生产体系%

!<!<'/国民对高品质食用油需求逐年提升#国产菜

籽油缺乏有竞争力的品牌

随着收入水平和健康意识的提高#消费者对健

康&安全&高品质食用油需求逐年上升(!I)

#高端食用

油在国内食用油市场中的份额不断增加(!%)

% 而目

前国内市场上优质食用油比例偏低&营养保健品质

较差#同时生物毒素污染&农药残留等风险不断升

高#影响消费者健康% 优质菜籽油的油酸等不饱和

脂肪酸含量高&必需脂肪酸含量丰富且组成合理#对

改善国民脂质营养健康水平意义重大(!&)

% 高油酸

双低油菜的培育和生产将成为未来我国食用油的发

展方向之一% 经过多年发展#我国食用油加工企业

逐渐规模化#油料加工设备大型化#技术更先进(!()

#

但目前国产菜籽油缺乏有影响力和竞争力的品牌#

加工企业竞争力较弱#国产菜籽油的品质和价格优

势都有待提升('")

%

!<!<J/我国进口依赖度仍将维持较高状态

近年来#我国油料自给率稳步提升#除国产大豆

和油菜籽产量双增长外#还大力发展花生&葵花籽等

油料作物#增强了我国食用油供应保障% 但由于国

内强劲的消费需求#仍需消耗国内库存和大量进口

油菜产品% !"!" 年我国油菜籽&菜籽油和菜籽粕进

口量分别为 '!"<"&#("<" 万 X和 #("<" 万 X#菜籽油

进口量的逐年递增#形成了国内油企以进口油菜籽

或进口菜籽油加工为主#国产菜籽油制炼为辅的局

面('#)

% 受到资源和经济效益低等因素制约#我国油

菜播种面积和产量短期内难以大规模增加#仍需通

过进口补充缺口% 尽管近年来油菜籽进口来源地趋

于多元化#但对加拿大的进口依赖度依然很高#存在

较大的国际贸易风险%

><推动我国油菜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对策"建议

'<#/加强油菜种质资源的收集%创制%保存和转基

因育种研究及应用

'<#<#/加强种质资源库建设#建立健全保护体系

油菜产业的高质量发展#首要问题是育种#重中

之重是资源% 要加强油菜等油料作物的种质资源库

建设#除自然资源外#充分利用基因编辑&转基因等

生物技术加强人工创制资源的保存&共享和利用#并

J

ZPSUO]SRM OUdKOLM//////////////!"!! e@5cJ% U@c!



对种质资源开展精准的鉴定评价#建立健全包含中

期库&长期库和复份库的完整保护体系和管理制度%

'<#<!/加强转基因育种研究及应用#提升科技创新

水平和竞争力

加拿大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油菜主产国#转基因

油菜种植普及率高达 (+b#我国虽尚未商业化种植

转基因油菜#但每年大量进口加拿大油菜籽和相关

产品#产业自给力不足% 近年来#我国在转基因油菜

育种领域发表的 MZS论文数量和公开的专利数量远

超欧美国家('!)

#科研实力逐步增强% 在此基础上#

我国要继续加强转基因育种研究#充分挖掘利用优

良基因#提升分子育种和基因组设计育种水平#加强

油菜转基因育种技术和材料储备#丰富现有油菜遗

传变异#筛选集高产&高油&抗倒伏&抗病虫等多种优

异性状聚合的突破性种质#挖掘转基因油菜种植潜

力和增产潜力% 与此同时#国家也应出台一系列政

策保障农业转基因研发和应用健康有序发展#通过

各种途径向公众普及转基因相关研究成果及其安

全性%

'<!/加强优质品种研发和财政补贴!提高机械化水

平和种植效益

'<!<#/结合科技优势力量和政策#开发优质品种

我国在油菜育种和品种培育方面已形成良好的

科研基础#应通过集中国家油菜产业体系的优势科

技力量#培育单产高&高含油&高油酸&适合全程机械

化生产的优质品种% 通过一系列政策扶持#加大品

种产业化开发支持力度#遴选出能满足生产需要&符

合市场需求的油菜品种#简化审批流程#才能打通由

研发到应用的关键环节#加速成果产业化应用(!&)

%

'<!<!/加强机械化设备研发#科学选择种植*管

理*收获模式

油菜机械化设备的质量及与油菜种植方式的适

应情况#都会影响油菜全程机械化的发展% 因此#要

加快产前&产后成套装备研发#实现产中各环节机械

化均衡发展('')

#加大油菜机播&机收等各方面的机

械研制#对于油菜播种机中所存在的问题#例如播种

均匀度较差&收获损失率较高等都需要重点解决#从

而提升油菜机械的适应性% 但无论是种植方式还是

收获方式#都需要根据我国各地区的油菜生产情况

对机械化设备进行科学的选择('J)和智能化田间管

理#利用无人机喷洒农药#通过 +V通讯和卫星等对

田间生长状态进行实时监控%

'<!<'/将政策引导与市场机制结合#实现-一菜多用.

除中储粮外#引入油脂加工龙头企业共同参与

油菜籽的托市收购#并由中央统一进行收购补贴#既

可调动农民种植油菜的积极性#又能帮助国内油脂

加工企业获得足够的加工原料#保证市场供应('+)

%

另外#根据王汉中('I)院士提出的-双全战略.#对油

菜各生育期的全价值链发掘和对各价值点的全产业

化开发#能充分发挥油菜的油用&菜用&花用&蜜用&

肥用和饲用等多种用途#充分挖掘油菜利用价值#综

合提高油菜种植效益%

'<!<J/加大补贴力度#支持良种繁育和产业薄弱

环节

加大优质油菜籽补贴力度#鼓励土地流转#让分

散的油菜地连接起来#形成大规模种植('%)

#并重点

补贴 ''<'' 62

!

"+"" 亩$以上的种植大户#提升农户

种植良种的积极性% 对粮油加工企业进行低息和贴

息支持#对加工销售国产油菜籽的企业给予加工补

贴#促进国产油菜籽加工% 增加对油菜生产和加工

薄弱环节的补贴#加大机收&烘干&储藏等环节的补

偿投资#解决农户的后顾之忧%

'<'/实施差异化发展战略!提升食用油品质

'<'<#/实施差异化发展战略#开发功能型菜籽油

双低菜籽油是大宗食用植物油中饱和脂肪酸含

量低&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的食用油品种('&)

% 近年

来#开发的优质技术装备如中国农业科学院油料作

物研究所开发的功能型菜籽油 %d绿色加工新技术

与装备('()和选育的优质品种如华中农业大学傅廷

栋院士选育的华油杂 I!^品种(J")等#若能实现产业

化#不仅能生产出优质油料产品#以满足消费者高品

质需求#还能实现我国油料产品与国外产品的差异

化#提升国际市场竞争力% 此外#还应健全适应我国

生产消费需求的菜籽油国家标准体系#依靠科技促

进菜籽油加工产业升级#科学规划油菜种植#确保不

同地域油菜种植特色和菜籽油加工特色(J#)

%

'<'<!/建立全过程控制管理体系#提升食用油品质

食用油品质应从加强生产过程控制和提升质量

管理技术入手#严格管控原料质量(J!)

#加强监管力

度(J')

% 规范油料产品特征标识(JJ)

#选择优质油菜

籽原料#基于先进绿色加工技术#进行生产全过程质

量控制和监管#确保种植&收割&仓储&物流&加工&质

检全流程的质量#对出现劣质产品的企业持续追踪

和抽检% 完善认证管理模式#建立从-农田到餐桌.

的质量管理体系#并运用国际通行规则将食用油扩

大到国际市场(J+)

#增强我国高品质食用油的国际竞

争力%

'<J/增加油料储备!拓展油脂油料进口来源渠道

'<J<#/增加油料储备规模#做好油菜进口风险预警

加强油料储备管理#适当增加油菜籽等各类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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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作物和食用油储备规模#完善油料储备体系% 逐

步建立政府主导&企业参与&市场调节的经营模式#

科学核定油料静态库存和管控动态库存变化% 密切

监测市场油料供需动态#及时调整各级储备水平#加

强引导国内各大粮油加工企业保持合理的周转库存

量#保障我国油料安全%

'<J<!/建立多源头油菜籽进口体系#健全进出口

机制

在努力提升国内油料自给水平&巩固传统进口

来源地的基础上#不断拓宽油菜籽进口渠道#主动加

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合作与贸易(JI)

#通过

向-一带一路.沿线适合种植油菜的国家推广现代

化栽培技术#提升这些国家的油菜产业水平#为拓宽

我国进口渠道做储备% 支持具备国际资源整合能力

的企业开展产业链上下游并购#支持国内企业在海

外布局油菜种植&仓储&物流市场等#掌握更多油料

油脂资源#提高我国企业的国际贸易影响力%

?<结<语

粮油事关国计民生#保障油料供给安全是国家

安全的基础% 我国是油料消费和进口大国#针对我

国油料供给中的突出问题#要在充分研判国际和国

内形势的基础上#通过加强种质资源建设利用和转

基因育种研究应用&加强优质品种研发以提高机械

化水平&实施差异化战略以提升食用油品质&增加油

料储备拓展进口渠道等举措#促进我国油菜产业高

质量发展和保障油料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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