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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顺县油茶产业发展现状及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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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油茶有“东方橄榄油”的美誉，是国际粮农组织首推的卫生保健植物食用油。近年来，受产业经济发展的影

响和国家政策的大力扶持，全国各地油茶发展很快，四川省自贡市富顺县油茶产业成为当地主导产业之一。但在

发展过程中也存在一些问题，阻碍了富顺油茶进一步发展。因此，为掌握富顺县油茶产业的发展现状，笔者对其进

行了初步调查和研究。通过对产业现状的分析，总结富顺油茶产业发展存在的问题及优势劣势，提出相应的发展

对策，以期为该区域将来茶油产业发展提供科学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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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f Development Statu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Camellia oleifera Industry in Fushun Coun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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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amellia oleifera is known as the Oriental olive oil and is considered as one of the first health-
care plant oils by the international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 IFAO) ． In recent years，under the
influence of industri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 national policy vigorously endorsement，the Camellia
industry in Fushun country，Zigong City of Sichuan province，has become one of the leading industries．
However，some problems appearing in the development progress also hindered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the Camellia industry in Fushun country． Based on the above background，preliminary investigations were
made of the development present situation of Camellia industry in Fushun County． Through analyzing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Camellia industry，a summary description was given of the advantage and disadvantage
of Camellia industry in the present，aiming to put forward scientific references for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Camellia industry in the re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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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茶( Camellia oleifera) 为常绿小乔木，枝叶茂

密，繁花洁白，硕果累累，具有较高的观赏与经济价

值。油茶是我国特有的木本食用油树种，与棕榈

( Trachycarpus fortunei) 、油橄榄( Olea europaea) 和椰

子( Cocos nucifera) 并称为“世界四大木本食用油料

树种”，其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达 90% 以上，远远高

于菜 籽 ( Brassica campestris ) 油 和 花 生 ( Arachishy-
pogaea) 油，比橄榄油高出近 2%，油酸和维生素 E
的含量分别比橄榄油高出 7%和 1 倍，被誉为“东方

橄榄油”，具有极高的营养价值［1 － 3］。油茶又是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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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寿树种，具有一次种植多年收益的特点，稳定收获

期长达 80 a 以 上，经 济 效 益 和 生 态 效 益 非 常 显

著［1，4］。据专家测算，与油料农作物相比，每 0. 067
hm2 油茶的产值相比，每 0. 067 hm2 油茶的产值约

为 0. 28 hm2 油菜和 0. 089 hm2 花生的产值［5 － 7］。国

家林业局 2006 年 12 月颁布《关于发展油茶产业的

意见》。2007 年 9 月，国务院着眼于国家食用油安

全战略，出台了《关于促进油料生产发展的意见》，

明确提出要大力发展油茶等特色油料生产［3，6］。因

此，充分发挥油茶资源优势，加快油茶粮油原料林建

设步伐，推进油茶产业发展，提高产品附加值，促进

林农增收。
发展油茶产业，土壤条件是基础，只有选择适宜

栽植油茶立地条件地土壤，才能保障油茶的高产稳

产［4，8］。种苗和种植技术是关键，只有良好的油茶

种苗加上先进的种植技术，才能提高油茶的产油

率［9］。科学管理是油茶产业发展的保障，只有科学

规范化管理手段，才能保障油茶产业良好发展。油

茶为深根性树种，耐干旱，适应性强，对土壤要求不

严，红壤，黄壤，pH 值在 4. 5 ～ 6. 5 间的酸性、微酸性

土壤上均可正常生长，适宜丘陵和山区发展［10］。四

川省自贡市富顺县富有“才子之乡”、“千年古县”之

美誉，地处低山丘陵区，气候温和，四季分明。土壤

主要是山地黄壤和紫色土，有机质含量高，通透性

好。油茶在富顺县表现出良好的适应性，栽培历史

悠久，种植的大红袍和青果( Chinese olive) 小茶等优

良品种单株年产量达 50 kg，干仁出油率 41. 1% ～
44. 2%。

1 富顺县油茶产业发展现状

回顾富顺县油茶发展历程，油茶在富顺的栽培

历史悠久。解放初期，生产力落后，农村农民零星种

植，土法熬油，油茶生产没有生产规模，管理粗放，没

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大面积的油茶林遭到破坏和荒

芜，产生大量的低产林分，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开展

油茶引种驯化试验，20 世纪 70 年代开展油茶品种

对比，扦插等试验。20 世纪 80 年代初，林业与粮食

部门配合，利用国家政策投入，大力推行低产林改造

和高标准新造茶林，油茶面积达到 0. 27 万余 hm2，

使富顺油茶产量呈现辉煌，粮食部门收购油茶曾达

到 40 余吨。后因疏于管理，加工落后，炼油成本高

和大量营造用材林，导致富顺县油茶现存面积 0. 14
万 hm2 左右，全县 16 个乡( 镇) 林区均有分布，分布

较为分散，绝大多数是低产低效林和混交林，疏于管

理，产量低。现存油茶相对集中成片的有四个乡镇，

总面积约 327 hm2。其中，李桥镇 53 hm2，安溪镇 15
hm2，童寺镇 33 hm2，万寿镇 140 hm2。
1． 1 油茶发展条件

一是自然条件好。自贡市富顺位于四川盆地南

部、沱江下游，地势由北向南倾斜，地形以丘陵为主，

占总面积 90% 以上，丘陵多呈馒头状，地势较为平

缓，自然坡度 5° ～ 20°间，坡向以阴坡为主。气候为

中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类型，热量高，雨量丰沛，无

霜期长，四季分明。境内土壤主要是紫色土，其次是

山地黄壤土，一般厚度在 20 cm 以上，土壤有机质含

量高，通透性好，土壤坡面以阴面为主，pH 值 4. 5 ～
6. 5 间，多数土壤属微酸性土壤，少数为碱性土。水

系分布发达。沱江由北向南综贯县境，境内河段长

87. 9 km，年平均流速为 410 m3·s － 1。境内有虎溪

河、正溪河两个流域。以上所有条件均能满足油茶

在全县的广泛种植与良好生长。二是社会经济条件

好。全县总人口 107. 71 万人，其中农业人口 82. 25
万人，农村劳动力充足; 耕地面积 4. 4 万 hm2，其中

旱地达 1. 1 万 hm2，油茶推广有地可种; 境内拥有可

通航水路 209 km，公路里程1 960 km，内宜，成自泸

高速贯穿全县，对外运输方便快捷。
1． 2 油茶发展机遇

2006 年 12 月，国家林业局颁布《关于发展油茶

产业的意见》( 林造发［2006］274 号) 。2007 年 9
月，国务院着眼于国家食用油安全战略，出台了《关

于促进油料生产发展的意见》( 国办发〔2007〕59
号) ，明确提出要大力发展油茶等特色油料生产。
2007 年我国国产食用植物油为1 035万吨，自给率为

46%，我国食用植物油缺口为1 200万吨，远不能做

到自给自足，每年需要花大量外汇进口食用油以满

足国内市场需要，因此我县应充分发挥油茶资源优

势，加快油茶粮油原料林建设步伐，推进油茶产业发

展。以充足的油茶资源，带动木本粮油产业的兴起，

提高产品附加值，促进林农增收。

2 富顺县油茶发展存在问题

2． 1 资源相对分散，经营粗放

由于县域人多地少、人均持有土地分散，一是直

接导致全县部分地区油茶林地资源分布零散，二是

由于部分油茶林分相对零散，三是林农意见不统一

导致油茶土地流转困难，影响全县油茶产业的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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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集约化经营管理。
2． 2 基础设施建设相对薄弱

自贡市富顺县地处川南，是一个典型的丘陵县，

也是以农业生产为主的百万人口大县，县级财政收

入少，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相对落后。油茶基地区域

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低，一是油茶生产区公路建设落

后，除个别油茶基地区域有少数配套的林区公路外，

基地其它区域道路多为泥土路，一到雨季，油茶区道

路通行困难，严重制约油茶产品运输，同时，也加大

油茶生产区的森林防火和油茶有害生物防治的难

度。2008 年基础设施建设调查数据显示，全县油茶

区内标准硬化公路仅为 277 km，远未达到林业产业

强县建设目标的 2 m·hm －2 ～ 3 m·hm －2。二是油

茶区 衔 接 农 家 的 便 民 道 缺 乏，全 县 油 茶 区 域 仅

156. 5 km，74%以上没有实现硬化，造成农户对油茶

丰产经营管理成本过高，挑肥或浇水等丰产措施需

要极大地劳动力成本支撑，加之全县绝大部分的轻

壮年外出务工，留守农村的劳动力只有老弱病残，油

茶区生产便民道缺少成为制约我县油茶产业发展的

又一原因。三是油茶区集雨灌溉系统缺乏，全县油

茶生产区的集雨灌溉池每 16. 7 hm2 不到 1 口( 100
m3 蓄水量) ，油茶健康生长对油茶区水热条件要求

较高。因此，油茶区基地抵御天旱的能力较差。
2． 3 油茶品种混杂，良种推广力度不够

长期以来，自贡市富顺县油茶生产大都采用实

生种子繁殖，生长慢、挂果迟、周期长、效益低，这部

分面积占我省油茶面积的绝大部分，这也是富顺县

油茶一直产量低、效益差的根本原因，严重削弱了发

展油茶的积极性。进入新世纪以来，富顺县大力发

展油茶产业，十分注重新品种的选育，但由于油茶产

业周期长，这些良种在生产中没有得到大面积的推

广应用，油茶良种圃建设方兴未艾，客观上阻碍了油

茶良种产业化发展的步伐。
2． 4 产品精深加工不足，附加值不够高

富顺县现有加工能力的油茶小作坊约 25 个，能

满足全县油茶粗加工，但规模不大，在油茶的开发利

用上，产品开发还不够精深，产品过于单一，有待开

发更多的品牌系列，进一步提高产品附加值。经过

多年科技攻关，茶油精深加工技术已经大大提高，但

茶果规模化脱壳取仁技术已未取得突破性进展。茶

果由果壳、种壳、种仁组成，一般分别占 65%、15%、
20%左右。茶果需要经过采摘、阴藏、曝晒、脱壳、筛
选、取仁等多道工序才能真正获得种仁，由于茶果果

壳厚重、含水量较高，种壳紧包种仁，很难通过工业

手段规模化取得无破碎的种仁，使用人工脱壳取仁，

成本过高，急需加大茶果脱壳技术研究。不能解决

茶果脱壳取仁技术，很难真正推动油茶企业大规模

兴建高产优质茶果生产基地，油茶生产势必回归千

家万户种植、油茶企业直接收购农户种仁进行加工，

原料品质无法保证，油茶产业化也就是空话。
2． 5 企业缺乏竞争力、品牌缺乏影响力

富顺县茶油加工处于低水平粗加工阶段，偏远

产区甚至还沿用土法压榨提取茶油，茶油产品色重

易沉淀，杂质多、品相不好，只有用于农民自用不用

上市。近年来，虽然油茶加工企业蓬勃发展，但总体

而言规模尚不大，未形成知名品牌市场占有率相对

较低，还需要进一步加大政府政策扶持力度，加大财

政投入力度，撬动社会资金投入，形成一批资金实力

雄厚、品牌影响力大、自有原料基地的企业，培育特

色产业链。

3 富顺县油茶产业发展思考

3． 1 把握原则，讲究方法

一要坚持统筹规划，突出重点，科学布局，基地

化带动，示范性引导，适度规模发展。二要坚持市场

为导向，政府积极引导推动，充分尊重农民意愿［11］。
三要坚持以科技为依托，积极推广油茶良种，新技

术，强化管理，努力实现高产、优质和高效。四要建

设因地制宜，新造和低效林改造相结合，分布实施，

稳步推进。五要坚持积极扶持龙头企业，逐步形成

“企业 + 基地 + 农户”的发展模式，实现风险共担，

利益共享新机制。六要坚持政策激励与市场机制相

结合，多渠道多层次、多形式筹集建设资金。
3． 2 强化宣传，树立信心

充分运用广播、电视、网络、报纸等媒体和宣传

车、标语条幅、黑板报等多种形式进行宣传、动员。
一是积极宣传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国家林业局《关

于印发全国油茶产业发展规划( 2009 ～ 2020 年) 的

通知》( 发改农经〔2009〕2812 号) 、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促进油料生产发展的意见》( 国办发〔2007〕59
号) 、国家林业局《关于发展油茶产业的意见》( 林造

发［2006］274 号) 及《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现

代农业产业基地建设的意见》( 川府发〔2009〕21
号) 精神，在农户心中树立林业在社会经济发展中

特殊地位及发展林业产业的大好前景; 二是召开多

层次会议，组织各级人员到核心区、示范户参观，增

强农户的信心; 三是请专家做报告，宣传近期国内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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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产业发展新动向等。通过层层宣传发动，使农户

对油茶发展的意义、前景、收益有比较清晰的认识，

激发林农投身油茶产业建设的热情。
3． 3 政策扶持，资金保障

一是结合工程项目资金推进产业基地建设。要

结合天然林保护工程、退耕还林工程及其配套工程、
金土地工程、农业综合开发、森林防火、林业有害生

物防治、农村公路建设等项目资金推进油茶产业基

地建设。二是积极争取财政资金推进油茶产业基地

建设。要建立省、市、县三级联动投入机制，积极争

取三级财政资金、使预算内基建资金更多地投向现

代林业产业基地建设。三是通过其它方式筹措资金

推进产业基地建设。要采取造( 营) 林直补、贷款贴

息、保费补贴、企业捐资等方式，筹集和建立油茶产

业基地建设培育基金。着力引导民间资金、社会资

金、信贷资金参与到油茶产业基地建设中来。全面

落实产业发展的各项税费减免及其它优惠政策，加

大融资扶持。
3． 4 创新体制，完善机制

深入推进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完善配套改革政

策措施，规范林权流转行为，充分调动投资主体和林

农参与基地建设的积极性，推进油茶产业基地的规

模化、集约化经营。一要建立完善利益联结机制。
鼓励和引导龙头企业与基地、农户及中间商建立稳

定的产销协作关系和多种形式的利益连结机制，推

广“专业队承包”、“大户承包”、“专合组织”、“企业

和农户联营”等新型经营模式［12］。形成“风险共担，

利益均享”的利益共同体。油茶龙头企业大力发展

订单产业，确定最低收购价，并对农户肥料补贴，以

提高农户种植管理油茶的积极性。坚持产业化开发

模式，注重深度加工，延长产业链，提高产品附加值，

扩大市场占有率，增强出口创汇能力［3，13，14］。同时，

积极推进政策性油茶保险试点，降低林业产业基地

培育的风险，提高林农、金融机构、社会人士投资油

茶产业的积极性。搭建信贷融资平台，完善合作机

制，加快推进林权抵押或信用贷款，缓解资金瓶颈。
二要积极引导土地流转和实现规模经营管理。鼓励

善经营、会管理、懂技术、守诚信的单位和个人采取

承包经营、租赁、购买、作价入股等形式，流转分散农

户的油茶，实行规模经营、集约化管理。三要扶持龙

头企业、建设原料基地。四要扩大油茶资源规模。
鼓励业主和农户实施成片栽植油茶，促使现有部分

零星分散的油茶地逐步连接集中成片，便于管理和

采收。五要提高综合利用率。积极开展茶油及副产

品的综合利用，提高油茶原料的综合利用率和经济

效益。
3． 5 多管齐下，加大投入

一是结合油茶产业市场，加大信息服务投入力

度。积极搭建集信息发布、政策咨询、技术指导、产
品营销、融资担保等多功能为一体的服务平台，为企

业和业主提供一站式服务。二是以强化基层林业工

作站为主要抓手，加大基层林业科技推广投入力度。
加快建立、健全森林资源资产评估、种苗和茶油产品

质量监管、森林火灾和油茶有害生物监测、科技推广

和政府服务等公共服务机构，创新管理机制，提高服

务效能。三是加大基地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力度。通

过项目打捆、整合资金、企业贷款、招商引资、农户投

劳、社会助资等多种方式，抓好基地区的基础设施建

设［15］。四是加大对农户直补、专合组织及协会扶持

力度。采取对农户销售油茶产品现金补贴; 采取以

奖代补、专项扶持等方式为农民专业合作社、专业服

务公司、专业协会等提供多种形式的生产经营服务，

提高竹农的组织化程度。五是加快培育、加大油茶

产品流通企业和农民经纪人队伍投入力度。大力推

进林产品网上交易、连锁经营、直销配送，拓展全县

油茶产品市场。

4 小结

富顺县油茶产业发展需要先进技术的支撑，同

时还需要建立良好的经营管理制度，这样才能够更

好的提升其发展质量，才能够促进该地区产业水平

的提升。虽然，富顺县的油茶产业发展还存在一定

的问题，但通过相应改进，积极引进先进的技术人

才，加强田间的科学管理，以市场为依托，发展相关

产业，就能够改善当前油茶生产的产量，提升油茶的

市场竞争地位，最终带动富顺县社会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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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3 4 种不同处理的多重比较分析

从表 2 可以看出: 4 种不同处理的树高生长在

0. 05 水平间差异显著，在 0. 01 水平间除处理 2 和

处理 3 间差异不显著，其它处理间差异显著。地径

生长量在 0. 05 水平和 0. 01 水平间差异均显著。

表 2 4 个处理间的树高、地径生长量的多重比较

树高 地径

处理号 树高均值 5% 显著水平 1% 极显著水平 处理 地径均值 5% 显著水平 1% 极显著水平

处理 1 136． 4 a A 处理 1 4． 13 a A
处理 2 124． 4 b B 处理 2 3． 78 b B
处理 3 117． 7 c B 处理 3 3． 44 c C
处理 4 105． 9 d C 处理 4 2． 93 d D

4 结论与讨论

( 1) 施底肥是提高林木速生的主要措施之一，

施底肥对思茅松幼林林木的树高、地径生长有一定

促进作用。这与思茅松人工林大面积发展过程中过

分强调它耐瘠薄的特性形成明显的差异。
( 2) 试验结果表明: ，随着施底肥量减少，树高

和地径生长量也随着减少。在施底肥量是 200 g 的

范围内，随着施底量的增加，树高和地径也随着增

加。这是在平时施底肥量的经验上确定的施肥量，

对更大量的施底肥量还有待于进一步的试验、观测、
研究。

( 3) 试验结果表明: 在思茅松的施肥处理间存

在极显著差异，该差异成为思茅松幼林施底肥选择

的基础，也是对幼林前期培育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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