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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产业发展综述♦

广西油茶产业发展现状与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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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广西油茶(Camellia
 

oleifera)资源丰富,种植历史悠久。广西油茶产业虽然初具规模,但是还存在资源

质量不高、产业链条不长、品牌建设滞后等突出问题和薄弱环节,需要进一步加大政策支持力度,推动油茶产业

早日成为乡村振兴的支柱产业。
关键词:广西;油茶产业;发展现状;对策

中图分类号:S79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378(2023)02014204
DOI:10.13657/j.cnki.gxkxyxb.20230517.004

  油茶(Camellia
 

oleifera)是我国特有的木本油

料树种,与油橄榄(Canarium
 

oleosum)、油棕(Elaeis
 

guineensis)、椰子(Cocos
 

nucifera)并列为世界四大

木本油料作物,产油量占我国木本食用植物油的

90%左右,是当之无愧的产油大户[13]。茶油中不饱

和脂肪酸含量为85%-97%,为各种食用油之冠,能
有效防治心脑血管等疾病,素有“长寿油”之称[4,5]。
当前我国食用油自给率仅30%左右,远低于国际公

认的50%安全警戒线,是世界上最大的食用植物油

进口国,同时也是油料进口大国。因此,大力发展油

茶产业,提高茶油在食用油中的比例,将缓解日益紧

张的食用油供给矛盾,保障国家粮油安全[6,7]。

  广西是我国油茶三大主产区之一,种植面积、茶
油产量均位居全国第三。自2008年全国油茶产业发

展现场会召开以来,我区油茶产业在国家的战略部署

下得到了快速发展[8]。截至2021年底,全区油茶种

植面积达850多万亩(1亩≈666.67
 

m2),年产茶籽

45万吨、茶油约10万吨,综合产值超400亿元。虽

然油茶产业的发展健康向好,但是随着产业发展规模

的不断壮大,一些制约发展的新问题亦突显出来。因

此,本文针对目前油茶产业发展中存在的瓶颈,较为

全面地分析我区油茶产业发展中存在的关键问题并

提出相应的对策及发展建议,以期为推动油茶产业成

为乡村振兴的支柱产业和我区生态经济的新增长点

提供参考。
 

1 我区油茶产业发展现状

1.1 油茶种植历史悠久

  在我国,油茶最早记载于《山海经》:“员木,南方

油食也”,已有两千余年的栽培历史[9]。广西是全国

油茶传统产区,也是全国油茶重点产区之一,大部分

地区都是油茶适生区域,全区可用于发展油茶的林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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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0万亩[10]。目前,油茶种植区域已遍及全区

14个市,其中以百色、柳州、河池、贺州4个市最为

集中。

1.2 油茶资源优势突出

  广西地处祖国南端,北回归线横贯中部,水热条

件丰富,被认为是山茶属(Camellia)植物最丰富的区

域之一,主要栽培物种有8个[11,12],包括普通油茶

(C.oleifera)、小果油茶(C.meiocarpa)、陆川油茶

(C.vietnamensis)、南荣油茶(C.nanyongensis)、博
白大果油茶(C.gigantocarpa)、广宁红花油茶(C.
semiserrata)、宛田红花油茶(C.polodonta)和香花

油茶(C.osmantha)。香花油茶是近两年重点推广种

植的油茶物种,具有“早实、丰产、多抗”等优良特性,
发展潜力巨大[12,1319]。目前,全区已通过审(认)定的

油茶良种有35个,其中包括6个香花油茶良种。

1.3 油茶科技创新支撑有力

  良种是产业发展的“芯片”,油茶良种选育工作于

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在湖南、广西、江西等省区广

泛开展,并进行了深入的系统研究[10,20]。目前,全国

已审定油茶良种375个[8],其中广西油茶良种35个,
并在全国率先实现造林100%良种化。广西壮族自

治区林业科学研究院作为最早从事油茶研究的机构

之一,在油茶种质资源调查收集、丰产栽培配套技术、
低产林改造、茶油产品综合开发利用等方面也进行了

研究与开发,取得了多项成果[6,2131]。

1.4 油茶产业富民成效显著

  油茶产业是特色富民产业,在我区打赢脱贫攻坚

战中作出了重要贡献。油茶是长寿树种,一次种植多

年受益,稳产收获期可达80
 

a以上,进入盛产期的良

种油茶每亩收益可达3
 

000元以上,农户只要种植3
亩左右油茶即可稳定脱贫[6]。据统计,我区54个贫

困县中就有51个县种植油茶,面积达595万亩,占全

区油茶总面积的87%。2017年,仅河池、百色两个市

就有贫困农户19
 

348户、76
 

971人通过发展油茶产

业实现脱贫。

2 制约我区油茶产业发展的突出问题

  近年来,我区油茶产业在取得长足发展的同时,
也存在油茶资源质量不高、产业链条不长、政策扶持

不完善、品牌建设滞后等突出问题和薄弱环节,全区

油茶产业总体上仍处于爬坡过坎、转型升级、做大做

强的关键时期。

2.1 油茶高产高效基地少,低产低效林多

  我区现有的油茶林中,70%以上是低产林,年产

油不足5
 

kg/亩,其中约有30%是解放初期种植遗留

下来的老龄林,其余绝大部分是20世纪60-70年代

种植的非良种普通油茶,病虫害较多、结果较少,部分

油茶林几乎绝收。油茶林集约化程度很低,多为农户

分散经营,许多油茶林基本处于半野生状态。按全区

851万亩现有油茶林产油10万吨计算,平均每亩产

茶油不足12
 

kg,与丰产标准还有较大差距,增产潜

力很大。
2.2 油茶加工能力薄弱

  目前,全区茶油年设计生产能力约17万吨,共有

油茶加工企业110多家,年设计生产能力1
 

000吨以

上的只有13家,而湖南省油茶规模以上加工企业已

达155家,茶油年加工能力超60万吨。我区大多数

茶油加工设备与工艺技术明显落后,缺乏根据茶籽特

性进行加工的设备,特别是高端用油、茶籽精深加工

能力严重不足,导致我区大多数茶油加工企业实际加

工量远远小于年设计生产能力。据统计,广西生产的

茶籽约50%以上被湖南、江西、广东、浙江等地油茶

加工企业收购加工,有些甚至销往台湾,只有不足

50%由本地企业(大部分为农村小作坊)加工生产。
2.3 油茶产品以低端为主,竞争力较弱

  我区目前虽然有少数企业能生产精制食用油、茶
皂素和生物有机肥等中高端产品,但是主要还是以食

用茶油等低端产品为主,原油和精炼茶油占油茶产品

销售收入的85%以上,缺乏高端用油和茶籽精深加

工产品,处于产业链、价值链低端。我区虽然油茶品

牌众多,但是缺少消费者熟知的品牌,各地油茶企业

在品牌运营上大都是单打独斗,产品低水平同质化竞

争现象严重,市场竞争力普遍不强,还没有形成强有

力的广西山茶油品牌。
2.4 油茶企业融资难,产业扶持政策少

  油茶企业普遍反映油茶行业融资难度大,近年来

虽然有些银行出台了支持油茶产业发展的相关信贷

政策,但是贷款门槛高,大多数企业因抵押物不足而

达不到贷款要求,而且贷款手续繁杂,灵活度不高,无
法满足茶籽收购季节的短期快速应对需要。油茶产

业现有的扶持政策多是在油茶种植领域,在加工销售

环节比较薄弱,特别是在税收、用工补助、加工耗电等

方面缺乏配套政策支持。

3 广西油茶产业发展的对策建议

  当前,国家已把油茶生产作为保障油料供给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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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举措,2022-2023年每年启动100个全国油茶重

点县建设,2023-2025年新增油茶种植面积1
 

917万

亩,改造低产林1
 

275.9万亩,支持力度空前。湖南、
江西、湖北等省也在大力发展油茶产业,发展势头迅

猛。2018年湖南将油茶产业确定为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的千亿产业,江西2022年已出台《江西省山茶油发

展条例》,湖北明确2022-2025年省级财政每年新增

5
 

000万元支持油茶等木本油料产业的发展,而广西

急需加快油茶产业的发展。

3.1 加快将油茶产业打造成广西乡村振兴新的支柱

产业

  油茶产业是综合性产业,从种植到产品深加工,
产业链长、环节多,要加强油茶产业发展的顶层设计,
把油茶产业作为巩固脱贫成果和乡村振兴的重要产

业来抓,出台进一步做大做强油茶产业助力乡村振兴

的指导意见,加快整合全区油茶发展资源,提高油茶

产业集中度,将油茶产业打造成广西乡村振兴的千亿

元产业,让油茶产业成为建设美丽广西的新亮点、农
民增收致富的新途径、新时代广西林业发展的新

名片。

3.2 加大油茶产业薄弱环节的工作力度

  一是加快推进低产林改造,建设高产高效示范基

地。我区油茶低产林存量大、产量低,低产林改造见

效快、潜力大。以51个种植油茶的脱贫县为重点,加
大油茶低产林改造补贴力度,加快推进低产低效林更

新改造,建设一批油茶高产高效示范园、示范林,打造

一批油茶产业示范县。二是着力提升精深加工水平。
加强茶籽、茶油特色加工工艺和设备研发,健全茶油

生产、工艺规程等标准,完善产品检测、质量追溯等技

术和制度。加大对茶油全产业链深加工项目的扶持,
鼓励和引导企业加强对茶油系列洗护用品和相关药

物、保健品的研发及生产,提升油茶利用率和产品附

加值。合理布局油茶加工企业,淘汰落后产能和“低
小散”企业,形成粗、精、深加工分布合理,优势互补的

产业集群。三是加强油茶品牌建设和推广。立足我

区生态、长寿资源优势,做好油茶特色定位,找准产品

定位,开展产区、原料、产品认证,集中打造广西茶油

区域公共品牌和企业自主特色品牌,在全国打响“广
西山 茶 油、健 康 长 寿 油”品 牌。四 是 大 力 发 展

“油茶+”等新业态新模式。深入挖掘传承广西油茶

文化,建设一批油茶特色庄园、油茶历史博物馆,推动

油茶产业向“油茶+文化”“油茶+旅游”“油茶+康

养”等方向发展,走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之路。

3.3 进一步完善扶持政策,多渠道扩大油茶产业资

金投入

  统筹整合农业、发改、财政、水利、工信、科技等多

个部门涉农资金,设立油茶发展专项资金,重点扶持

油茶产业发展。协调完善金融支持政策,通过财政贴

息、政府担保等方式降低企业信贷门槛,开发适合油

茶产业发展的“油茶种植贷”“油茶加工贷”等信贷产

品,有效解决油茶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等瓶颈问题。

4 结束语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油

茶等木本油料发展,并强调“茶油是个好东西”“种油

茶绿色环保,一亩百斤油,这是促进经济发展、农民增

收、生态良好的一条好路子。”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油茶产业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以新发展

理念引领广西油茶产业高质量发展,我区作为南方重

点集体林区和油茶重点产区,今后仍需将油茶作为脱

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重要产业统筹推进,组织实施

“千万亩面积、千亿元产值”的“双千”计划,推动油茶

产业成为乡村振兴的支柱产业和我区生态经济的新

增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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