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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促进宜宾油茶产业快速稳步健康地发展，分析了当前宜宾油茶生产的现状和存在的主要问题，并结合宜

宾实际情况，针对性地提出加快良种繁育、提升经营水平、完善投入机制、创新经营模式、延伸产业链条等宜宾油茶

产业的发展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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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油茶 （ＣａｍｅｌｌｉａｏｌｅｉｆｅｒａＡｂｅｌ）系山茶科山茶属
常绿小乔木或大灌木，树高一般为２ｍ～８ｍ，树龄
可达１００ａ以上，它生长在中国南方亚热带地区的
高山及丘陵地带，是中国特有的一种纯天然高级油

料树种，有 ２０００多年的栽培和利用历史，是世界四
大木本油料树种（棕榈、椰子、橄榄、油茶）之一，适

应范围广，是宜宾地区优良的乡土树种之一。油茶

树一次种植，收益１００ａ，有“绿色油库”之称，茶油
的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达９０％，远远高于菜油、花

生油和豆油，比橄榄油高１０％ ～２０％，并含有山茶
甙等特定生理活性物质，是优质食用油，具有极高的

营养价值，茶油色清味香，营养丰富，口感上佳，耐贮

藏，易于被人体吸收，长期食用，能有效地预防和治

疗高血压与心血管疾病，国际粮农组织已将列为重

点推广的健康型食用油，也是工业、国防、医药等诸

多方面的重要原料，有着极其广泛的用途，市场前景

广阔，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必然带来巨大的经济效

益［１］。油茶非常适宜宜宾地区生长，具有很大的发



展潜力。但是，目前我市油茶产业发展缓慢、滞后，

效益低，为促进宜宾油茶产业快速稳步健康地发展，

从如何适应我市油茶产业发展需要，强化木本油料

主推品种油茶的宏观决策和管理，我们分析总结了

当前宜宾油茶产业的生产现状，存在的主要问题，深

入思考未来宜宾油茶产业的发展对策，为制定我市

油茶产业发展规划和指导生产提供科学依据［２～３］。

１　宜宾油茶生产现状

１．１　油茶基地情况
我国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开始发展油茶产业，到

２０１２年，油茶种植面积已达３６６６７ｋｍ２［４］，主要分布
在长江流域及其以南的湖南、江西、广西、广东等１４
个省（市、区），其中高产油茶林面积达１３３３３ｋｍ２。
宜宾市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起开始种植油茶，目前，宜
宾市林地面积约５４６６６７ｈｍ２，油茶基地面积约７２００
ｈｍ２（其中良种油茶基地２６１３ｈｍ２、占全市油茶面积
的３６３％）。其中原有老油茶林３８６７ｈｍ２，占全市
林地面积的０７％，分布于宜宾市的各个区县，具备
一定基础和规模；新造油茶基地约３３３３ｈｍ２左右，
占全市林地面积的０６％；主要集中在翠屏区、江安
县、宜宾县、珙县等４个区县（根据２０１７年宜宾油茶
发展情况报告）。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城镇化建设步

伐加快的影响，油茶林经济效益没有得到提升，反而

油茶面积越来越少，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茶

山面积多年荒芜，管理粗放［］，８０％的老油茶林属于
低产林，茶油产量为５

(

·００６６７ｈｍ－２左右，效益
低，油茶产业发展非常滞后。宜宾市各区县油茶基

地情况见表１。

表１ 宜宾市各区县油茶基地情况表 单位：ｈｍ２

区县
成片

老油茶林
零星栽植
老油茶树

新造
油茶基地

合计
良种

油茶占比

翠屏区 １３３ ４００ ８００ １３３３ ５０．０％
南溪区 ６７ １３３ ２００
宜宾县 １３４ ８００ １３３３ ２２６７ ４８．８％
江安县 １３３ ２６７ ６６７ １０６７ ５２．５％
长宁县 １３３ １３３
筠连县 １３３ １３３
高县 ３３４ ３３４
珙县 ６７ ５３３ ６００ ７８．８％
兴文县 １３３ ２００ ３３３
屏山县 ２６７ ５３３ ８００
合计 ８６７ ３０００ ３３３３ ７２００ ３６．３％

１．２　油茶种苗情况
自２０世纪中叶以来，我国科技工作者对油茶良

种选育进行了大量研究，选育出油茶良种２００多个，
年产油水平从４５０ｋｇ·ｈｍ－２到１１２５ｋｇ·ｈｍ－２，成
为油茶生产上推广应用的最主要良种，形成了“湘

林”、“长林”、“赣无”、“桂无”等良种系列［４］。宜宾

市从２００９年开始油茶选育的工作，现已选育出经四
川省良种审（认）定委员会２０１０年、２０１１年认定的
１２个本地油茶优良品种。宜宾市现有一个省级油
茶良种基地，即宜宾市油茶采穗圃基地，是根据国家

林业局（林计批字〔２００９〕６４号）文正式批复建设的
四川省第一批省级重点林木良种基地，分为翠屏区

分圃和江安县分圃，总面积１０１ｈｍ２，每年可为各项
工程造林提供优良油茶种苗５０万株、每年可提供嫁
接用穗条４００万条，为宜宾市油茶产业发展提供优
质种苗来源。

１．３　油茶加工情况
全市茶油加工环节薄弱，目前没有精加工企业，

部分乡镇尚存几家作坊式榨油厂，油茶基地生产大

都以卖茶果和茶籽为主。

２　主要问题

２．１　油茶品种老化混杂，规模化程度不高
宜宾市的油茶大部分是 ２０世纪 ６０年代种植

的，主要为实生繁殖，品种混杂。老油茶林面积占全

市油茶林面积的５４％，占比较大，现有油茶品种退
化，树龄老化，处于良莠混杂的状态，且大部分已在

盛产期后期，或进入了衰产期，产量逐年下降。随着

我市油茶良种选育工作的启动（２００９年），培育出了
部分优质油茶种苗，从２０１０年至２０１７年底共新发
展油茶基地３３３３ｈｍ２，其中良种油茶基地２６１３
ｈｍ２、占新发展油茶面积的 ７８４％，良种化程度不
高；８ａ时间内发展油茶面积少，良种化进程缓慢，良
种的推广与油茶产业的发展相差甚远。大部分油茶

种植户，各自经营，随意性大，林农单兵作战，种植零

星分散；少数油茶企业才开始发展，规模化油茶基地

建设发展缓慢，难以形成规模化、集约化、商品化生

产，油茶加工原料基地难以保证，加工企业难以做大

做强，产业化发展程度不高［１］，难以形成产业化管

理和规模化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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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油茶经营管理粗放，经济效益低
由于群众科技水平不高，沿袭过去原始的油茶

生产方式，少有实施垦抚、施肥、修剪、病虫害防治等

抚育措施，油茶林长年疏于管理，长期得不到管护，

现已演退为马尾松、杂木、油茶混交林，杂草灌木丛

生，病虫害严重，品种混杂且退化严重、树龄老化、大

部分成为低产低效油茶林，大部分老油茶林得不到

有效改造，林分质量差，经营管理粗放、油茶产量低，

存在 “人种天养”［１］、采多少算多少，效益差。宜宾

市油茶经营管理技术力量还较薄弱，技术推广和培

训明显滞后，许多地方没有专业技术人员，未能掌握

先进栽培管理技术；油茶经济林的发展需要较高的

资金投入，长期以来，各方对油茶产业的投入少，重

视不够，油茶造林上的补贴扶持政策少，科研开发力

度不够，油茶产业的发展缓慢，茶油的生产主要依赖

于小作坊式榨油坊，没有油茶精深加工企业，使得油

茶产业断链，种植油茶未能收到应有的经济效益，效

益低，反过来也影响油茶种植户的积极性。目前，湖

南、江西油茶产业大省，选育出的优良油茶品种，鲜

果产量高达 ６００ｋｇ·００６６７ｈｍ２ ～１０００ｋｇ·

００６６７ｈｍ２，茶油产量达到５０ｋｇ·００６６７ｈｍ２～７０

ｋｇ·００６６７ｈｍ２，而我市油茶林平均产鲜果仅有１００

ｋｇ·００６６７ｈｍ２左右，产初级茶油 ５ｋｇ·００６６７

ｈｍ２左右，００６６７ｈｍ２平均产值不到 ２００元，效益

低，差距甚远（根据 ２０１７年宜宾油茶发展情况报
告）。

２．３　油茶加工工艺落后，综合利用率低
去年，宜宾市油茶鲜果产量约１５００ｔ左右，以

茶籽销售和小作坊加工为主，仅盛竹园林有限公司

收购了约３０ｔ干茶籽，送到自贡市荣县弘鑫农业公

司委托精深加工，产精油３５ｔ，以１６０元·ｋｇ－１价

格进入市场销售。全市油茶加工能力非常薄弱，缺

乏精深加工，经济效益低，附加值不高。目前没有精

加工企业，仅有少数小作坊，油茶种植户大都以卖鲜

果、茶籽为主。油茶产品开发主要集中在食用油上，

在高等级的保健茶油开发、化妆品茶油的炼制、茶枯

茶皂素的提取、茶壳综合利用等产品精深加工方面

尚未起步，生产加工工艺落后，加工技术的整体优势

没有得到充分发挥，油茶产品单一，综合利用率低，

产值不高。

３　发展对策

３．１　加快良种繁育，建设产业基地
加强油茶优良品种的选育与推广，要想提高产

量、发展油茶产业，必须走良种化道路。通过油茶良

种选育，选出产量大、含油率高、皮薄、果大、抗性好，

适应我市气候、立地条件种植的优良新品种，建立油

茶良种繁育基地，实现油茶生产良种化、标准化、基

地化管理，加快良种推广力度，提高良种使用率，提

高油茶单位产量；要大力培育油茶良种壮苗，实行定

点育苗、定向供应，凡是新造油茶林一定要坚持使用

经国家和省审认定种苗，坚决杜绝使用劣质种苗。

坚持适地适树，因地制宜，建设油茶集约化、标准化、

规模化产业基地，推进油茶产业化经营，有规模才能

出效益，因此，好的品种，必须具备一定的规模，才能

吸引外商来发展，促使产业良性循环。

３．２　提升经营水平，大力示范推广
要想增产，品种是其一主要因素，油茶经营管理

技术也是关键；加大油茶产业科技投入，加强科技支

撑体系建设，建立油茶产业发展的产、学、研结合的

生产技术服务体系和油茶产业协会，指导油茶生产

经营、加工销售、保障油茶产业健康发展，引进专业

人才，研发新品种、新技术、新机制，推广新成果，尽

快把先进实用的生产技术送到群众手中，专门服务

于油茶生产加工遇到的问题，加强与四川省林科院、

四川农业大学、宜宾市林科院、翠屏区和江安县省级

油茶良种基地及省内外有关专家的指导和技术服务

联系；抓好油茶栽植技术的组装配套，大力推广油茶

丰产栽培技术和油茶低产低效林改造技术，建设高

产稳产标准化的油茶示范林，为广大茶农学习油茶

栽培管理技术提供样板，产生示范效应，带领当地业

主农户按照良种化、集约化、标准化的要求来经营油

茶林，实现油茶规模化发展、产业化经营，高效生产，

激发种植油茶的积极性；通过送科技下乡、举办培训

班、现场指导等方式，向广大林农、大户、企业大力推

广油茶良种良法［６］，尽最大努力让群众掌握油茶的

丰产栽培技术，逐步改变人种天养的落后生产经营

方式，提升油茶经营管理水平，使农户从油茶产业中

得到实效。

０５１ 　　 四　川　林　业　科　技 ３９卷



３．３　扶持龙头企业，延伸产业链条
扶持龙头企业，带动周边农户发展油茶基地，延

伸油茶产业链，促进当地经济发展。通过农业信贷、

政策补贴、项目资金扶持，鼓励生产企业做大做强，

走规模化发展油茶基地和集约经营，延长产业链；加

快企业技术改造，往茶油精深提取加工方面发展，提

升产品科技含量，产品升级换代，增强产品竞争力；

加大油茶产品开发力度，茶油除了食用，还可开发日

化、医药等用途，包括茶油保健品、化妆品开发，茶枯

精深加工可生产茶皂素、抛光粉和饲料，茶枯茶壳可

作有机肥等，提高综合利用率，增加油茶附加值，提

高经济效益，开发一系列油茶产品，打造自己的品

牌，拓展茶油的消费市场。

３．４　完善投入机制，创新经营模式
为确保油茶产业稳步、持续、健康、科学地发展，

实现产业增效、林农增收，应加强油茶产业的科学规

划，把油茶的发展作为调整山区农村产业结构和培

育新的经济增长点的主要手段。切实转变政府职

能，做好引导和服务，将油茶作为我市木本油料发展

的第一树种和主打产业，加强扶持的力度，出台一些

油茶种植的补贴政策，整合农业综合开发、扶贫、科

技创新等项目资金，落实信贷支持、林业贴息贷款和

税收优惠政策，对于改造新造油茶林的林地优先批

准采伐、安排采伐指标，完善投入机制，提高种植积

极性，引导更多的资金投入到油茶产业，大力扶持油

茶产业发展，为油茶产业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要鼓励、引导全市广大干群、林农、企业等各种投资

主体投入油茶产业，培育新型经营主体，实行多元化

投入，多模式发展。一是鼓励林农大力种植油茶和

低产低效油茶林改造，形成千家万户经营模式；二是

鼓励大户规模连片种植油茶［１］，通过流转、承包、转

让和联营等途径规模化发展，形成有实力、懂技术、

善经营的大户经营模式；三是鼓励发展专业合作社，

整合资金、土地、技术优势发展油茶产业，掌握实时

行情，提高技术水平，保障农民利益；四是鼓励油茶

加工企业，通过租赁或与农民股份合作、与专业合作

社联营等方式规模开发，建立原料林基地，实现产供

销一体化，形成“公司 ＋基地 ＋农户”［７］、“公司 ＋
基地”、“公司＋基地＋专业合作社”、“公司＋基地
＋农户＋专业合作社”等经营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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