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4月份以来，国内菜籽油价格持续
走高。据农业农村部油料市场分析预警团队
监测，湖北四级菜籽油出厂月均价从2020年4
月每吨7420元持续震荡上升至2021年5月每
吨 11321 元，累计涨幅 52.6%。菜籽油价格上
涨体现出多品种联合上涨且相关度较高、近期
涨幅略回落、国内涨幅远小于国际等特征。

一是菜籽油、豆油、棕榈油等多品种价格
联合上涨。据监测，2020 年 4 月至 2021 年 5
月，山东四级豆油出厂月均价从每吨5648元
震荡上行至9472元，累计涨幅67.7%；天津棕
榈油到港价从每吨 5099 元震荡上涨至 9120
元，累计涨幅 78.9%。菜籽油和豆油、棕榈油
价格走势的相关系数分别为96.4%、94.2%，属
于高度强相关。

二是短期内涨幅略有回落。进入5月份，
随着长江中下游油菜籽产区陆续开始收获，国
产油菜籽陆续上市，开秤价大幅高于上年同
期。据监测，5月份，安徽、江苏、浙江、湖北、湖
南、江西、四川、贵州8省的新菜籽入厂均价分
别为每斤2.89元、2.89元、2.92元、3.01元、3.06
元、3.04元、3.09元、3.04元，同比分别涨13.7%、
13.4%、14.25%、16.9%、17.5%、13.05、13.7%、
10.4%。目前大型榨油厂收购国产油菜籽积极

性较弱，浓香菜籽油压榨企业已部分开工，菜籽
油供应量略有恢复，带动5月份菜籽油价格小
幅上涨2.2%，小于3月份5.2%的涨幅。

三是国内价格涨幅远小于国际。2020年
4月至2021年5月，欧洲市场菜籽油价格从每
吨 700 欧元持续上涨至 1307 欧元，累计涨幅
86.7%，远大于国内涨幅52.6%；加拿大油菜籽
CNF价（离岸价加运费）从每吨403美元上涨
至869美元，累计涨幅1.2倍，远大于国内涨幅
13.5%。

全球食用植物油供给偏紧，需
求大幅增加

本轮菜籽油价格大幅上涨，是全球食用植
物油供给偏紧、消费持续回升等因素叠加导致。

一是全球食用植物油供给偏紧。据联合
国粮农组织（FAO）2021 年 6 月数据，2020/21
年度（2020 年10 月至2021 年9 月），全球食用
植物油产量2.41亿吨，消费量2.44亿吨，产不
足需290多万吨。据美国农业部（USDA）6月
份估计，2020/21年度，全球食用植物油期末库
存2275万吨，比上年度减少9.2%，库存消费比
11.0%，为近18年最低。

二是自2019年中国限制进口加拿大油菜

籽后，浓香型菜籽油市场份额增加。据监测，
2019年4月以后，我国进口油菜籽明显减少，
进口菜籽油有所增加，经测算，浓香型菜籽油
占国内菜籽油总供应量的61%以上，比2019年
前增加6个百分点左右。浓香型菜籽油以其
特色风味深受川陕贵滇等地消费者喜爱，价位
远高于进口菜籽油。

三是新冠肺炎疫情得到有效防控后，国内
对菜籽油的需求量大幅增加。据农业农村部
油料市场分析预警团队跟踪监测，2021年4、5
月 份 ，国 内 菜 籽 油 消 费 量 同 比 分 别 增 加
39.2%、29.0%。1-4 月累计进口菜籽油 97.49
万吨，同比增加97.6%。

短期内菜籽油价格仍将高位
盘整，后市存在回落可能

短期内，受国产油菜籽价格高开稳走、国
际菜籽油价格高位运行带动，国内菜籽油价格
预计仍在高位盘整。展望后市，受国产新季油
菜籽产量增加、国内植物油库存回升、2021/22
年度全球油菜籽和菜籽油供应增加等因素影
响，预计菜籽油价格存在回落的可能。

一是国产油菜籽产量预期增加。据农业
农村部油料市场分析预警团队会商国家气象

中心的初步研判，2021 年夏收油菜籽面积较
上年同期增加400多万亩，单产总体平稳，总
产预计较上年增加3.7%左右。

二是油脂企业开机率提高，植物油库存量
回升。5月底，国内菜籽油、豆油、棕榈油的商
用库存量环比分别增加47.6%、39.1%、4.8%，将
对价格形成一定压制。

三是全球油菜籽和菜籽油供应恢复性增
加。据美国农业部6月份预测，2021/22年度，
全球油菜籽、菜籽油产量分别为 7405 万吨、
2919 万吨，比上年度分别增加 3.6%、1.0%；菜
籽油库存消费比 11.4%，比上年度提高 0.5 个
百分点。

但总体看，我国食用植物油市场运行仍存
在两个较大的风险点：一是食用植物油自给率
较低，二是进口来源国高度集中。为增强我国
食用植物油供给保障能力，稳定菜籽油市场运
行走势，建议：一是提升油菜籽等油料产能，引
导长江流域利用冬闲田和滩涂扩大双低油菜
籽种植。二是拓展进口渠道，积极拓展与俄罗
斯、乌克兰及中东等国家菜籽油的贸易潜力，
降低产业链过度集中的风险。三是加强健康
粮油宣传，采取多种措施，引导居民低油摄入
和减少餐饮用油浪费。

多重因素叠加带动国内菜籽油价格高位运行
建议“开源节流”稳定菜籽油市场行情

农业农村部信息中心 李淞淋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张艳玲

2020 年，四川全省冬油菜种植面积达
1900 余万亩，总产量达到 315.4 万吨，种植面
积和总产量连续19年增长。作为我国菜籽油
的传统优势产区，近年来，不管是从国家层面，
还是四川省级层面，都十分支持四川油菜产业
发展，叠加了产油大县示范工程、“天府菜油”
示范基地县、耕地轮作休耕试点等多个项目，
拿出真金白银推动四川油菜扩种并提质增效。

最近几年，四川油菜籽价格稳中有升。今
年的收购价格比 2019年上涨 10%以上。按照
四川制定的“天府菜油”绿色高效生产技术标
准，油菜生产的“345”发展目标（即亩投入 300
元，亩产优质油菜籽 400斤，亩增收 500元）能
够达到吗？种油菜究竟划算吗？记者采访了
三位规模种植主体。从他们不同的小春生产
布局，可以看出四川油菜生产一线的态势。

种植主体：四川省绵阳市安州龙腾农机专
业合作社

所处区域地貌：丘陵
近年来小春生产布局：逐年增油减麦
受访人：合作社负责人张勇
今年小春，张勇带领合作社继续调减小麦

种植面积。油菜种植面积则从去年的500亩增
加到了800亩，前年这一面积仅为200亩左右。

绵阳市安州区是产油大县，又是“天府菜
油”示范基地县。“政府在油菜种子、病虫害统
一防治、油菜机械化割晒等方面给予补助，支
持种植户与榨油企业签订生产订单，同时对种
植 50亩以上的大户给予 100元／亩补助。”张
勇表示，现在老百姓种油菜的积极性很高。

这几年，张勇的团队一直在琢磨总结油菜
生产的机械化作业。2019 年，他们成功尝试
了无人机直播，效果很不错。油菜机收损耗过
大是个老难题。为此，他们每年都会在不同的
地块试验一段式和两段式收割，慢慢找到一些
技巧。

为了减损，今年安州区主推两段式收割。
“就是先用割晒机将油菜割倒，原地晾晒几天
后，再用机器捡拾脱粒。”张勇解释，油菜籽具
有后熟特性，晾晒几天后油菜籽成熟度逐渐达
到一致，脱粒效果更好。与“收割脱粒一条龙”
的一段式收割相比，两段机收的优点是可以让
油菜籽减损 6%-10%，含水率低 10%左右，缺
点是多了一道工序，把减损的收入几乎全抵消

了。小农户大多会选择自己动手，用刀把油菜
杆砍倒，晾晒几天后，再雇机手驾驶农机捡拾
脱粒，以节省机收费用。

张勇表示，自己之所以逐年增油减麦，有
政策支持并不是主要原因。“四川并不算小麦
的优势产区，浓香菜籽油的需求却很旺盛，当
地不少农家乐、餐馆等用油大户每年都会直接
找我们榨油，当地榨油厂的订单也很稳定。”张
勇认为，随着油菜机收技术的逐年完善，人工
成本还能进一步下降，效益提升还有空间。

种植主体：四川省崇州市天地宽家庭农场
所处区域地貌：成都平原
近年来小春生产布局：逐年减油增麦
受访人：王茂君
为了吃到春季赏花经济的红利，去年崇

州市出台政策，既发种子又发肥料，鼓励大伙
儿种油菜，打造一年一度的油菜花节。不过，
王茂君不为所动，把农场的 500 多亩地全种
了小麦。

为啥选择种小麦？王茂君心里有自己的
盘算：一是按照成都市的政策，每亩小麦有
200元的规模经营补贴；二是随着种植技术的
不断提高，近几年种粮大户的小麦亩产得到了
大幅度提高，亩产800-1000斤不是太难，而几
年前小麦的亩产不过 500-600 斤。虽然每斤
小麦的价格只有 1.2元左右，但算下来和油菜
籽的收入差距不大；三是小麦生产全程机械化
作业已经相当成熟，油菜机收环节仍然不完
善；四是崇州本地的小麦烘干设施设备充裕，
油菜籽烘干机械相对稀缺。“前几年种几十亩
油菜，还得找人运到附近的空地上晾晒，搬来
搬去，又花钱又麻烦，索性不种了。”王茂君说。

说起油菜机收的损耗，王茂君直言“吃过
亏”。原来，几年前，王茂君种的油菜长势非常
好，村里种了一辈子地的老人路过，都忍不住
停下来夸两句——“这么好的菜籽，一亩地怕
是要打450斤哦。”王茂君忍不住得意，但收菜
籽的时候却傻了眼——一亩地机器只收了不
到300斤，不少都撒落到地里了。

自此一战，王茂君小春就把更多的心思放
在了小麦上。

种植主体：四川省苍溪县金永丰农机服务
合作社

所处区域及地貌：山区
近年来小春生产布局：酌情扩种油菜

受访人：理事长欧小荣
欧小荣所在的苍溪县位于川北山区，最适

宜种油菜的是县城周边相对平坦的土地。欧
小荣的基地得往山上走，海拔在 700 米以上。
因为海拔高，温度低，农作物生长周期长，要种
小春和大春两季，比较吃力，所以欧小荣的策
略一直是主攻大春，小春休耕。

2020年，苍溪争取到为期三年的“天府菜
油基地县”项目，省级财政每年投入资金 1500
万元，三年共 4500 万元支持苍溪油菜产业发
展。按照产业扶持方案，植保、机收、种油大户
各个环节和类目的补贴在130元左右/亩。这
一年小春，欧小荣选了 100 亩条件较好的地，
种上了油菜。

“如果没有补贴，我们这儿种油菜不仅赚

不了钱，而且还要亏钱。”欧小荣说，山区梅雨
季节很潮湿，用直升机直播撒种，种子霉变不
发芽，只能育苗移栽；此外，目前市面上的油菜
收割机块头普遍比较大，更适合平坝丘陵地区
使用，山区用起来还不那么方便，对规模种植
户来说，这个人工成本投入就太高了。

那么，能否按照省上提出的“菜、花、蜜、
游、肥、饲”等综合开发的路子，提高效益呢？
欧小荣认为，理论上是可以的，但实际做起来
不容易。“以油菜薹为例，按每亩产菜薹 1500
公斤算，亩产值可达9000元，但这会大大延后
油菜籽的成熟时间，影响大春生产；最为关键
的是这需要种植大户花大量精力对接蔬菜市
场，如果认真做的话这基本上就已经脱离粮油
生产赛道，进入蔬菜生产领域了。”欧小荣说。

四川油菜种植面积和产量连续19年增长——

种油菜划算吗？种植大户算细账

6 农产品市场 2021年6月16日 星期三

编辑：王斌 策划：韩啸 王晶晶 新闻热线：01084395098 E-mail：qygypp@163.com

价格周报

河南省汝阳县小店镇通过党建引领发展村集体经济，围绕李
村“甜瓜小镇”，积极发展“甜瓜事业”，助力乡村振兴。该镇实施

“党支部+公司+农户”模式，通过“线上线下”销售，带动当地圣王
台、李村、高庄、板棚、秦凹、黄屯等6个村集体经济发展，促进农民
增收致富。图为“甜瓜小镇”的瓜农在温棚内收获甜瓜。

康红军 摄

河南汝阳“甜瓜小镇”日子正甜

据对全国500个县集贸市场和采集点的监测，6月份第1周（采
集日为6月2日）生猪、活鸡、白条鸡、商品代肉雏鸡、牛羊肉价格下
降，鸡蛋、生鲜乳、玉米、豆粕、育肥猪配合饲料价格上涨，商品代蛋
雏鸡、肉鸡配合饲料、蛋鸡配合饲料价格持平。

生猪价格 全国活猪平均价格 17.52 元/公斤，比前一周下降
5.1%，与去年同期相比（以下简称同比）下降 39.4%。全国 30 个监
测省份活猪价格普遍下降。华南地区活猪平均价格较高，为19.42
元/公斤；东北地区较低，为 15.95 元/公斤。全国猪肉平均价格
29.45元/公斤，比前一周下降 4.7%，同比下降 36.0%。全国 30个监
测省份猪肉价格普遍下降。华南地区猪肉平均价格较高，为33.99
元/公斤；东北地区较低，为 23.97 元/公斤。全国仔猪平均价格
63.28元/公斤，比前一周下降 6.7%，同比下降 32.7%。全国 29个监
测省份仔猪价格普遍下降。

家禽产品价格 全国鸡蛋平均价格10.12元/公斤，比前一周上
涨0.2%，同比上涨22.5%。河北、辽宁等10个主产省份鸡蛋平均价
格9.20元/公斤，比前一周下降0.2%，同比上涨50.1%。全国活鸡平
均价格19.54元/公斤，比前一周下降0.5%，同比上涨3.0%。白条鸡
平均价格21.49元/公斤，比前一周下降0.3%，同比上涨0.8%。商品
代蛋雏鸡平均价格为 3.78 元/只，与前一周持平，同比下降 0.8%。
商品代肉雏鸡平均价格为 3.66元/只，比前一周下降 0.8%，同比上
涨10.2%。

牛羊肉价格 全国牛肉平均价格85.81元/公斤，比前一周下降
0.1%，同比上涨4.9%。河北、辽宁、吉林、山东和河南等主产省份牛
肉平均价格 79.00元/公斤，比前一周下降 0.1%。全国羊肉平均价
格 84.62元/公斤，比前一周下降 0.3%，同比上涨 8.2%。河北、内蒙
古、山东、河南和新疆等主产省份羊肉平均价格 83.19元/公斤，比
前一周下降0.3%。

生鲜乳价格 内蒙古、河北等10个奶牛主产省份生鲜乳平均价
格4.27元/公斤，比前一周上涨0.2%，同比上涨19.6%。

饲料价格 全国玉米平均价格 3.00 元/公斤，比前一周上涨
0.3%，同比上涨 35.1%。主产区东北三省玉米平均价格为 2.75 元/
公斤，与前一周持平；主销区广东省玉米价格3.14元/公斤，与前一
周持平。全国豆粕平均价格 3.75元/公斤，比前一周上涨 0.3%，同
比上涨 15.4%。育肥猪配合饲料平均价格 3.62元/公斤，比前一周
上涨 0.3%，同比上涨 14.6%。肉鸡配合饲料、蛋鸡配合饲料平均价
格分别为 3.63 元/公斤、3.35 元/公斤，均与前一周持平，同比分别
上涨12.4%、13.6%。

本栏目稿件由农业农村部市场与信息化司、农业农村部信息
中心提供

集贸市场
牛羊肉价格下降

流通大观

据农业农村部监测，2021 年第 22 周（2021 年 5 月 31 日至 2021
年6月6日，下同）“农产品批发价格200指数”为113.33（以2015年
为100），比前一周降1.22个点；“‘菜篮子’产品批发价格200指数”
为114.42（以2015年为100），比前一周降1.43个点。

猪肉价格继续下跌，鸡蛋价格略有上涨 猪肉批发市场周均价
每公斤 24.92 元，环比跌 4.2%，为连续 6 周下跌，同比低 35.6%；牛
肉每公斤 76.83 元，环比跌 0.4%，同比高 8.6%；羊肉每公斤 75.61
元，环比跌 0.5%，同比高 12.2%；白条鸡每公斤 16.99 元，环比跌
1.0%，同比高 4.2%。鸡蛋批发市场周均价每公斤 9.13 元，环比涨
0.9%，同比高 43.6%。

多数水产品价格小幅上涨 鲫鱼、白鲢鱼、鲤鱼、花鲢鱼和草鱼
批发市场周均价每公斤分别为23.95元、11.27元、18.76元、20.20元
和21.84元，环比分别涨3.0%、2.7%、1.6%、0.5%和0.2%；大带鱼和大
黄花鱼批发市场周均价每公斤分别为 44.93 元和 45.16 元，环比分
别跌1.1%和0.1%。

蔬菜均价小幅下跌 重点监测的 28 种蔬菜周均价每公斤 4.12
元，环比跌 2.4%，同比高 9.6%。分品种看，20 种蔬菜价格下跌，8
种上涨，其中，大葱跌幅较大，环比跌 16.7%，黄瓜、西葫芦、南瓜、
青椒、平菇和豆角环比分别跌 7.2%、6.3%、6.0%、5.5%、5.3%和
5.2%，其余品种跌幅在 5%以内；菠菜环比涨 5.5%，其余品种涨幅
在 5%以内。

水果均价继续小幅下跌 重点监测的 6 种水果周均价每公斤
6.64元，环比跌 0.6%，同比高 10.3%。分品种看，西瓜、富士苹果和
香蕉周均价环比分别跌 6.6%、3.1%和 2.0%；菠萝、巨峰葡萄和鸭梨
环比分别涨2.8%、1.3%和1.0%。

批发市场
猪肉价格继续下跌

□□ 刘延年

眼下正是金银花绽放的季节，在安徽无
为市赫店镇赫店村，由梅凤云建立的弘鼎家
庭农场种植的金银花，清香四溢，一派丰收
景象。采摘下来的金银花经过烘干、分拣等
工序后，最后被加工成具有清热解毒功效的
中药材。

在这家农场金银花基地里，有十多位村民
正忙碌着，他们一边采摘，一边聊着家常。“我

们六十几岁人，一天能摘 25 斤多，挣 100 元，年
龄大的一天也能挣 60-70 元钱，一轮摘过来是
8 天，10 天就换一季，有 4 季，到下霜就没有
了。”据了解，村民们采完花送到金银花加工
厂销售，每日有 60 元到 200 元不等的收入，每
年家庭可增加收入 3000-8000 元。去年，家庭
农场负责人梅凤云与丈夫从外地朋友处得知
种植金银花的经济效益，当年 2 月便在村里流
转 120 余亩土地种上金银花，共产花 5000 多公
斤，收入 3 万多元。今年，他们加强金银花种

植管理，整个基地预计产花 3 万多公斤，收入
可达 70 多万元。

在众多采花村民增收的带动下，越来越多
周边村民每天早晨赶来采摘。农场给采摘村
民进行结算，解决了他们的后顾之忧。为扩大
经营加工规模，在当地市场监管部门帮扶下，
去年注册成立了弘鼎金银花农业生产合作社，
并吸引周边村庄村民 100 余人前来采摘金银
花，按每斤 5 元收购，产生了较好的经济效益
和社会效益，金银花种植已逐渐成为当地群众

增收的新路子。为做大做强金银花产业，带动
农户走产业化发展之路，合作社按照种植规模
化、生产标准化、管理规范化、经营产业化、产
品品牌化的思路，实施“合作社+农户”的联营
经营模式，合作社和农户签订回收协议，让农
户吃上“定心丸”，并给农户提供技术服务，实
现统一采收、统一烘烤、统一收购、统一加工，
延伸产业链条，做到“三产”融合发展，让更多
的采花村民能有稳定的收益，有效巩固拓展了
脱贫攻坚成果。

安徽无为赫店村：金银花“香溢”致富路

四川是菜籽油的生产大省也是消费大
省。2018 年，四川启动“天府菜油”行动，
打出国内食用油行业首个区域公共品牌，
以破解四川菜籽油加工无龙头、无品牌、无
标准的尴尬局面。日前，四川省粮食和物
资储备局、四川省财政厅、四川省农业农村
厅又联合印发《四川省“天府菜油”行动三
年计划（2021-2023年）》，进一步明确未来
3年的目标、任务和路径。其中，实施原料
基地量质提升工程是内容之一，明确到
2023年，全省油菜种植面积稳定在2000万
亩左右。从今年四川全省油菜的种植情况
看，完成这一目标不算难，但深入生产一线
细看，四川油菜基地建设仍然存在较大优
化空间。

从生产主体看，目前四川油菜种植仍
然以小散户种植为主。四川农民因为有自
用菜籽油的需求，因此小春基本没有放弃
种植油菜，成为四川油菜种植的主力。据
统计，从 2010 年开始，四川油菜籽播种面
积超过小麦，成为小春第一大作物。在这
种自给自足的生产动机下，农户种植管理
粗放，缺乏科学施肥、合理灌溉的意识，把
菜籽品质更多寄托于生产期间的“风调雨

顺”，放弃了高品质高价格高收益。
随着粮食适度规模经营的不断推进、

农村劳动力成本的不断上涨，加快油菜的
全程机械化作业进程显得愈发迫切。四川
省成本调查监审局在2020年发布的《四川
油菜籽生产成本收益调查》中指出，2019
年四川油菜籽生产成本中，人工成本比重
高达 74%，是湖北的 1.92 倍，湖南的 1.76
倍。目前看来，机收环节的技术攻关是重
点，每亩多收40斤，增收超过120元。

其次，产业扶持政策实施的精准性、有
效性有待进一步提高。记者曾深入调查，
了解到一些县在项目实施中，方法简单粗
放，种、药、肥“一发了之”，农民种植技术没
有得到提高，反而加大了农业面源污染的
风险。

需要注意的是，加工环节与种植环节
相辅相成。四川菜籽油加工企业仍然处于
培育阶段，随着天府菜油品牌市场占有率
和知名度的提升，优质原料价格必然水涨
船高，这需要一个过程，我们应该保持耐
心；同时，要重视的是，没有优质的原料基
地，菜油的品牌建设也无从谈起。因此，种
植和加工的扶持政策不能脱节。

提质增效还需打通关键环节

分析预测

记者观察

记者调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