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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国食用植物油总产量目前已超过1000万吨，是世界第一大食

用植物油生产国。但是，国内食用植物油的产量依旧不能满足

市场需求，并且无论是在产品质量和生产成本上我国食用油都

缺乏竞争力，使得每年仍需大量进口。  

从消费总量来看，90年代后我国食油消费总量快速增长，人均食

用油消费保持在以每5年增加1公斤的速度增长。在发达国家，

食用油人均年消费在40公斤左右，中国内地目前只有10公斤

左右。同时，人口的自然增长，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第三产

业的发展等都将增加对植物油需求。因而，中国的食用油市场

是一座刚刚打开的“金矿”，市场发展前景十分广阔。  

加入WTO后，国际油脂油料市场对我国食用油价格的影响将进

一步加剧。根据与世贸组织达成的协议，我国将逐年提高豆油、

菜籽油和棕榈油等的进口关税配额，而且关税将逐年下降，国

外大批量、低价位的油脂将对国内食用油市场形成很大的冲

击，价格下调将使市场的竞争更为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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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植物油产业投资分析报告  1.植物油产业概述  

1.1植物油概述  

植物油是从植物的种子、果实、胚芽中提取的，在日常生活中人们要使用

大量的植物油来凉拌菜、油炒菜或油炸菜等。  

植物油品种丰富，既有从芝麻油等原料中榨取后过滤的油，也有从榨出的

油中把杂质除去后制成的油。  

植物油具有容易被人体吸收、不饱和脂肪含量高、不易凝固的特点。其中

，豆油、玉米油、葵花籽油含不饱和脂肪酸高，棉籽油、芝麻油、花生油

次之。  

现代医学研究证明，多吃肥肉与当前的所谓富裕病 (动脉硬化、肿瘤等 )的

高发有关。所以中国营养学会推荐中国居民少吃肥肉和荤油，而改食植物

油。因为植物油不仅能提供较多的人体必需的脂肪酸，而且其中所含的不

饱和脂肪酸对防治动脉硬化具有良好作用，食后可降低胆固醇，因此被人

们称为“驱除病魔的好友”。  

1.1 .1植物油的种类  



总的来讲，植物油加工业分为食用植物油加工业 (包括豆油、花生油、芝

麻油、菜籽油、棉籽油、葵花籽油、胡麻油等的生产，也包括食用植物油

制品，如人造奶油、起酥油、氢化油、可可脂等的生产。 )和非食用植物

油加工业 (包括桐油、蓖麻油等的生产 )。具体分类见表1 ,1 :  

表1-1 植物油的种类  

具有代表性的植物油，原料是油菜的种子，曾是中国南方的主要食用

菜籽油  油，还曾经被用来作为灯油。  

从大豆的豆粒中提炼而成，是世界上产量最高的油，在中国也是主要

豆油  的食用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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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玉 米 的 胚 芽 中 提 取 ， 用 来 做 色 拉 和 油 炸 食 品 等 。  棕 榈 油  

从 棕 榈 的 果 实 中 提 取 ， 也 用 来 作 为 人 造 黄 油 的 原 料 。  芝 麻 油  

从 芝 麻 的 种 子 里 提 取 而 成 ， 因 其 香 味 独 特 ， 常 用 来 给 菜 肴 添 加 香 味 。  橄 榄 油  

从 橄 榄 树 的 果 实 中 提 取 ， 可 用 来 制 作 色 拉 酱 、 油 炸 食 品 等 。  葵 花 籽 油  

以 向 日 葵 的 种 子 为 原 料 ， 味 道 清 香 爽 口 ， 富 含 维 生 素 E 。  棉 籽 油  

摘 取 棉 花 后 ， 从 棉 花 种 子 中 提 取 ， 常 用 来 制 作 高 级 的 色 拉 油 。  米 糠 油  

从 米 糠 中 提 取 ， 常 被 用 来 做 油 炸 休 闲 食 品 和 油 炸 小 吃 等 。  椰 子 油  

把 椰 子 的 果 肉 经 晾 晒 ， 制 成 椰 仁 干 ， 从 中 提 取 椰 子 油 。  小 麦 胚 芽 油  

从 小 麦 磨 粉 时 去 除 的 胚 芽 中 提 取 ， 富 含 维 生 素 B 1 。  

红花油 (藏花油 )  从红花的种子中提取，有富含亚油酸和富含油酸两大类。  亚麻籽油  

从亚麻的成熟种子中提取，通常作为涂料和药品等的原料。  棕榈籽油  

从棕榈的果实中榨取，除了食用以外，还可作为制造肥皂的原料。  

1.1 .2食用植物油概念的演变  



人们最先熟知的是色拉油，色拉油是一种用菜籽油或豆油、



棕榈油加上各种中介质，经过脱色、脱酸、脱臭后精炼而成，色

拉油在卫生条件方面上了一个全新的台阶，加热后不起沫、不冒

烟、无色无味，一直受到消费者的喜爱。  

但是高温精炼和化学作用改变了作物的原汁原味，破坏了大

量的营养成份，使色拉油成为"好看不好吃的液体"。  

1990年，金龙鱼品牌进入中国首次推出调和油的概念，即将

花生油、芝麻油等同菜籽色拉油混合起来，在卫生安全的基础上，

又增加了营养和美味。食用油市场逐渐从毛油时代进入到色拉油

和调和油时代。  

1998年，花生油进入食用油市场，揭开了健康油竞争的序幕。

金龙鱼和福临门两大品牌推出了花生油、粟米油、葵花油等系列

健康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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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种营养调和油  

调和油，即以大宗高级食用油为基质油，加入另一种相应的具有功效成分

的食用油，经科学调配，生产出具有增进营养功效的食用油，称之为营养

调和油，以增进消费者健康。  

表1-2 主要的“珍品油”介绍  

红花籽油  为亚油酸型油脂，亚油酸含量最高者占油脂总量的80%。  



核桃油  亚油酸含量高达71.5%，其中α-亚麻酸含量高达16.7%，

而普通植物油多不含或含量较少，是公认的高级营养保健油。

具有营养细胞，尤其是脑细胞，清除血中胆固醇等多种功效。  

杏仁油  为油酸型油脂，油酸最高含量可达油脂总量的76.8%，

油酸为单不饱和脂肪酸。能降低血清总胆固醇和低密度脂蛋

白，且不降低高密度脂蛋白。  

蕃茄籽油  是一种既属高亚油酸型油品，又属高维生素E型油品。

蕃茄籽含有22%的优质油脂，含人体必需的亚油酸60%以上，

维生素E含量高达0.95毫克/克。维生素E具有很好的抗衰

老功能。  

葡萄籽油  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达92%，其中主要成分亚油酸约占

有76.5%，还含有多种维生素和人体必需的矿物质。  

1.2植物油加工技术发展状况 

长期以来，国内食用油主要为传统土法生产出来的“毛油”。从八十年代

中期以来，国外的色拉油引进中国，首先进入广州、北京和一些经济较发

达的城市和地区。色拉油虽然清澈透明，给人以视觉上的好感。但其生产

工艺 (浸出法 )是先用有机溶剂 (六号轻汽油 )浸出，后在260?高温下精炼

，再进行脱色、脱酸、脱臭、脱腊、脱磷等工序。这些工艺改变了作物的

原汁原味，破坏了大量的营养成份，不适合中国人讲究色、香、味的饮食

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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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主要的是极可能造成化学污染，对人体产生危害。  



目前，新的生产工艺 (压榨法 )摒弃了色拉油的化学溶剂提取法，采用物理

机械压榨制油。这种方法的原理是靠巨大的压力让油脂从油料中分离出来

，不使用任何化学物质，最大优点是安全、卫生、无污染，保证产品的原

汁原味。  

但目前我国除了部分花生油是通过压榨工艺生产外，由于浸出法出油率高

，大豆油、粟米油等品类的油基本上都采用“六号轻汽油”浸出法加工制

造。  

1.3我国植物油产业发展简述  

我国的植物油加工业主要是将农业生产的油籽加工成食用油，主要产品是

油脂，副产品是饼粕及油脂精炼的下脚料。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和发展，我国食用油行业经历了一

个结构不断优化与重组的过程 :  

(1 )非“公”字号企业逐渐进入市场，并占据着越来越大的市场份额，在

提高了市场竞争程度的同时也提高了整个行业的规模和效益 ;  

(2 )小包装食用油的出现使一批全国性的品牌应运而生，并显现出其很多

突出的小包装油的优势。  

1.3 .1植物油生产的波浪式发展  

1993至1999的7年间，我国植物油生产呈增产-减产-

大增产波浪式发展态势。1993年国家取消了食油计划收购，放开了收购

价格和收购市场，实行多渠道经营，多年来被抑制的食油需求迅速增长，

导致1993年、1994年食油供给偏紧，收购价格分别上涨20 .7%、57 .6

%。购价上涨，刺激了生产发展，到1995年食油总产量突破800万吨，

是历史最高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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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国际市场的食油大量进入了国内市场。由于进口管理没有跟上

，加上国际市场价格大大低于国内价格，又诱发了大量走私进口。据估算

，1995年合法进口以及估计走私进口的食油总量扣除出口后，净进口食

油达到437万吨，冲击了国内油料生产和油脂加工业，导致1996年国内

食油生产下降，并连续徘徊了3年。1998年打击食油走私取得阶段性胜

利，净进口也有所减少。1999年国内食油总产量恢复并超过1995年，

突破900万吨，创下916万吨的新纪录。  

1.3 .2  食用植物油的产业革命  

中国食用油革命源自深圳。目前，中国最大的食用油生产企业——

嘉里粮油和北方的可口可乐、香格里拉酒店、嘉里地产有着姻亲关系，而

他们都属于全球赫赫有名的郭氏兄弟集团。郭氏兄弟集团在1985年看准

了中国粮油精加工市场的广阔前景，1987年其出资注册的嘉里集团与中

国粮油进出口总公司和南山开发公司共同合作，在深圳赤湾建立了国内的

第一个生产基地——

南海油脂工业 (赤湾 )有限公司，从此开始了中国色拉小包装油市场的开发

。此后，食用油革命开始席卷全中国。消费者的消费习惯也因此得以改变

，食用油行业急速成长起来。  

1.4植物油产业的发展方向  

1、依靠技术创新  

农产品加工业发展的方向是分子水平的加工和农业资源的综合利用。经过

分子水平的加工处理，生产适合人体个体差异需要的并不同于现代饮食的

特殊量化的食品，从而更加有效地满足人类健康的需要。根据人体健康所

需进行不同配制的丰富多彩的农产品，称为分子农产品。分子农产品旨在

保证人体各项生化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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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民生活质量的改善，科学技术的进步，对油脂及蛋白营养功能认识

的提高，油料不仅是重要的脂质资源，也是丰富的蛋白和营养素资源。产

品的开发重点已由油脂转向蛋白和类脂物及其重要的衍生物。  

植物油加工业技术上也朝着利于油料内容物的分离提取，有效成分不受破

坏或变化的方向不断革新，例如，混合溶剂萃取、低温脱溶、水溶法、超

临界CO 2萃取等制油方法，均得到了新的发展。  

2、重视综合利用和可持续发展  

农产品加工已进入分子水平，高新技术将在农产品加工业中得到更广泛的

应用，植物油行业也不例外。通过综合利用技术，整株植物的利用成为可

能。这样，不但减轻了对环境的污染，更重要的是从许多废弃的生物资源

中得到大量的具有生理活性的物质，既实现了农产品资源的深度加工，又

提高了农产品的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对植物油加工业而言则包括以下产

品的开发 :  

油脂产品 :烹调油、煎炸油、人造奶油、起酥油、沙拉油、营养调和油，

以及风味油 (香磨油、芥末油、花椒油等 )  ;  

蛋白产品 :分离蛋白、浓缩蛋白、组织蛋白"蛋白粉及其制品 ;  

脂肪酸产品 :混合脂肪酸、油酸、亚油酸、亚麻酸、芥酸、花生四烯酸、

棕搁酸、硬脂酸 ;  

其他产品 :大豆磷脂、天然VE、甾  醇、谷维素、米糠蜡、棉酚等。  

3、注重环境保护  

从国际发展趋势看，各国知名大企业高度重视可持续的生产方式和实施零

排放 (Zero



 

Emiss ion)。“零排放”是指企业界进行生产活动的结果对水体、大气

层及土壤等排出的废弃物为零，以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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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一个良性循环产业为目标。日本从1998年开始，研究开发一种“零

”排放系统。美国农产品加工业在21世纪的重点同样是重视农产品安全

、营养和健康、生物学技术与环境保护。  

4、提高产品的安全性  

农产品安全是所有国家最基本的公共卫生问题，它有两层涵义，即保障食

物充足供给和确保食物安全。1992年FAO/WHO国际营养大会指出，食

品安全性的威胁来自于 :生物性危害、化学性危害、重金属污染、生物毒

素和基因工程农产品等。  

其中，转基因农产品安全性已引起广泛的关注。由于食用转基因食品而引

起的过敏性休克、瘙痒、麻疹、肿胀，以及儿童饮用转基因大豆豆浆产生

过敏反应等见之于报端，因而转基因问题已从单纯生物遗传科学扩大为涉

及生态环境、政治、伦理道德和国际贸易的焦点问题。  

现代农产品加工还应注意可以预见，在不久的将来一个新型的工业化的农

产品加工产业将在我国建成，我国农产品产业也将会获得健康、持续和快

速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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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食用油市场需求的迅速增长，相应刺激和提高了我国食用油工业的发

展规模和水平。近20年来，我国食用油行业在深挖自身潜力的同时，逐

步加大对外开放的力度，引进了国外的设备、技术与资金。目前我国已拥

有乡镇以上食用油生产企业5846家，其中三资企业200多家，7家进入

全国500家最大三资企业行列，2家进入中国企业500强，油料年加工能

力达800多万吨，其中精炼能力为600万吨。但是同外国食用油生产企业

相比，无论是在产品质量和生产成本上我国食用油都缺乏竞争力，使得每

年仍需大量进口。从1997年-

2000年的统计结果来看，虽然近年来我国油脂进口量逐渐呈下降趋势，

但仍然维持在百万吨以上，1997年进口量为274 .8万吨，2000年同199

7年相比虽有大幅度下降，但仍有179 .1万吨之多。  

2.1生产能力  

截至2002年，我国植物油企业共1250家，其中295家亏损，亏损比例为

23 .6%，将近1/4，比例较高。  

表2 ,1  2002年植物油工业综合绩效  

指标名称  2001年  2002年  增长率 (%)  工业总产值 (亿元 )  595 .24 489 .81 -17 .71 

产品销售收入 (亿元 )  742 .72 923 .05 24 .28 利税总额 (亿元 )  7 .50  10 .09 34 .57 

利润总额 (亿元 )  9 .34  19 .03 103 .75 资产负债率 (%)  73 .26 73 .89 -  

数据来源 :国经联 ,工业总产值是据利税总额与产值利税率套算出来的 ,  

由上表可以看出 :  

1、植物油行业整体来看，2002年虽然工业总产值有明显的下降，但利

润总额是2001年的两倍多，说明植物油企业正由粗放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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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转为集约型发展，生产效率、经营效益大为提高。  



2、在资产负债率基本不变的前提下，销售收入和利税总额都有大幅度增

长。说明植物油企业整体提高了资金的利用率，而综合偿债能力保持不变

。  

3、我国的植物油产业具有相当好的成长能力，且是以生产和资金使用效

率的提高作保证的，因而可持续性强。  

2.2地区分布  

2 .2 .1企业数量省份排名  

图2-1 企业数量地区分布比例  

河南省其他11 .92%25 .92%山东省

11 .84%

湖南省湖北省

3 .20%9.84%江苏省吉林省黑龙江安徽省9 .12%3.36%7.04%5.92%河北省四川省新疆区3 .92%3.60%4.3

2%

数据来源 :国经联  

图2-2 企业数量地区分布排名  

企业地区分布

160149148140123120114

100888074

60544945424040

20

0 河 南 山 东 湖 北 江 苏 黑 龙 江 安 徽 新 疆 河 北 四 川 吉 林 湖 南

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研究开发部  9  北京国经联信息技术研究中心  



2003年植物油产业投资分析报告  

数据来源 :国经联  

由上面两图可以看出，河南、山东、湖北、江苏、黑龙江、

安徽六省企业数量为全国前六名，其中前四省占全国总量的比例

均约为10%。这些省份主要位于东北及长江、淮河流域 ;且都是

各类油料生产排名前五的大省，下表列出了这些省份盛产的油料

作物，这决定了这些省份植物油的品种。  

表2-2 植物油生产主要省份盛产的油料作物  

省份  盛产的油料作物  

河南  大豆、芝麻  

山东  大豆、花生  

湖北  油菜籽、芝麻  

江苏  大豆、花生、油菜籽  

黑龙江  大豆  

安徽  花生、油菜籽、芝麻  

2.2 .2企业效益的地区比较  

表2-3 各地区企业效益比较  

亏损企企业单位数亏损企业比产品销售收利润总额地区名称  
业单位利润总额占全 (个 )  例 (%)  入 (千元 )  (千元 )  数 (个 )  国比例 (%)  

全国  1250 295  23.6  92304837  1903116  100  100  



111 北京市  4  1  25  223491  –8838  -0 .46  16 .95  

天津市  20  4  20  3986484  122044  6.41  华  北河北省  49  8  16.3  5029355  
188335  9.9  地

区  山西省  16  2  12.5  574546  13355  0.7  

内蒙古  22  5  22 .7  775279  7527  0 .4  

163 辽宁省  36  11  30.6  6331420  147015  7.72  东9 .53  北  吉林省  42  12  
28.6  1317679  40753  2.14  地

区  黑龙江  88  18  20 .5  3783827  –6230  -0 .33  

419 上海市  22  5  22 .7  3231288  69853  3.67  46 .54  

江苏省  114  26  22.8  14868698  310819  16.33  

浙江省  33  9  27.3  4019984  –13553  -0 .71  华  东安徽省  74  29  39 .2  
2512145  9790  0.51  地

区  福建省  9  4  44.4  1022400  –16100  -0 .85  

江西省  19  7  36 .8  288674  –7398  -0 .39  

山东省  148  11  7 .4  19157798  532514  27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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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7 河南省  149  18  12.1  5196123  132741  6.97  22 .16  中湖北省  123  23  
18.7  3973043  65653  3.45  南

地  湖南省  40  9  22.5  2059169  49655  2 .61  区  广东省  25  5  20  7226866  
173760  9.13  广西区  110 13  7  53.8  2280891  94739  4.98  3.46  重庆市  8  
3  37.5  83838  –2060  -1 .08  西  南四川省  45  9  20  1515113  –2114  -0 .11  地

区  贵州省  39  19  48 .7  615437  –3231  -0 .17  



云南省  5  4  80  27104  –3089  -0 .16  

107 西藏区  4  1  25  1374  –65  0  0 .38  陕西省  21  10  47.6  997433  615  0.03  
西甘肃省  20  9  45  77495  –4331  -0 .23  北

地  青海省  7  4  57.1  43776  –1219  -0 .06  区  宁夏区  1  0  0  10854  30  0  

新疆区  54  22  40 .7  1073253  12146  0 .64  

数据来源 :国经联  

我国植物油加工企业分布的地区差异很大 :  

从利润比例来看，华东地区六省一市的利润总额几乎占到了

全国的二分之一，中南、华北地区其次，西南、西北地区的比重

则相当小。这说明，经济发达的沿海省份的植物油企业的经济效

益最好，沿江、及华北油料盛产地其次，而经济落后的西部地区

虽然幅员广阔，但利润很少。  

从企业数量上看，华东、中南地区最多，约占全国的1/3和

1/4，与这两个地区的利润比重相符，说明竞争越充分，市场化越

高的地区，植物油企业效益越好。  

从亏损面看，华东地区除山东省 (7 .4%)外，其他省市均等

于或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有三个省份有1/3以上的企业亏损，说明

市场化高的地方竞争激烈，企业的淘汰率也较高，两极分化明显。

西部地区企业亏损严重，11个省中有7个省的亏损率超过40%，

其中云南高达80%，为全国最高。严重的亏损导致西部省份植物



油企业利润比重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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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3 我国植物油企业的规模结构  

大型中型5%10%

小型

85%

数据来源 :国经联  

表2-4 不同规模企业比较  

各类企业亏各类企业利企业单位数累计利润总亏损企业个损数量占全润额占全国 (个

)  额千元  类型  数 (个 )  国的比重 (%)  的比重 (%)  全部  1250  295  100  1903116  
100  大型  62  16  855166  44.9  5.4  

中型  120  33  242439  12 .7  11.2  

小型  42.3  1068  246  83 .4  805511  

数据来源 :国经联  

我国植物油企业绝大多数规模较小，处理量为30吨、50吨、100吨的油

厂占相当比例，没有形成规模化经营，加之技术装备落后，开发与产业化

程度较低和产品品种单一，导致成本偏高。2002年我国植物油行业的亏

损率为23 .6%;其中中小企业的数量占到94 .6%，而大企业仅为5 .4%，

但是大企业的利润却占到整个行业的44 .9%。  



着主要是由于植物油加工设备投资大，加工工艺复杂，技术要求高。因而

乡镇油厂的发展受到一定的影响。日处理50吨以下的小油厂由于出油率

低，油的质量差，生产成本高，工艺设备不配套，不少已被淘汰，农村油

料加工厂多被城镇规模较大的油厂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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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5 2002年植物油企业的所有制结构  

各类企业数量各类企业利润

企业单位个数占全国的比重利润总额 (千占全国的比重分组名称  (个 )  (%)  元 )  (%)  

全部  1250  100  1903116  100  国有及国有控453  36.24  80511  4.23  股  

集体  176  14.08  265445  13 .94  股份合作  67  5.36  54665  2.87  

股份制  406  32.48  534260  28.07  外商和港澳台91  7.28  826305  43 .41  投资  

数据来源 :国经联  

我国植物油企业所有制结构不尽合理。虽然国有企业与集体企业数量占到

全行业企业数量的50 .32%，但是由于国有、集体企业的内部管理和市场

竞争机制不能适应新形势下市场发展的需要，其利润总额仅占全行业的1

8 .17%。而占行业数量不到10%的外商投资企业的利润总额却占全行业

的近1/2。这说明目前我国植物油行业的产业结构亟须调整，特别是要加

大对国有及集体企业的产权改革，对于经营规模和技术力量差的长期亏损

企业该“放”的则“放”，同时要做好企业的改制与重组工作，彻底打破

地方保护主义，提高资源的市场化配置程度，优化行业结构，促进行业的

健康发展。  

2.5中外资植物油企业比较  



由于国内榨油的小工厂设备差、环境差，而外资企业拥有先进的精炼设备

和全自动的灌装设备。我国食用油市场大部分为外资以各种方式占领。  



国内贸易部商业信息中心公布的1997年食用油市场综合占有率前十位品

牌 (金龙鱼26 .68%，福临门 l l .28%，火鸟9 .35%，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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狮5 .79%，骆驼唛5 .68%，绿宝3 .25%，红灯2 .57%，花旗1 .73%，

胡姬花1 .71%，金象1 .63%)当中只有海狮和金象没有外资成分，其余

都是外商或合资品牌，尤其是前三位都是外资品牌，它们的市场综合占

有率合计为47 .3%，差不多占整个市场的一半。  

1、外资食用油企业的大量进入  

80年代末期，国内经济迅速发展，人们生活水平提高，但国内油源不能

满足居民消费的需要。外商看中了我国市场的潜力，在我国的港口城市率

先建厂，主要生产散装或190公斤铁桶包装的成品油，如棕榈油、菜籽油

、黄豆油、调和油等等。然后就迅速建了精炼厂，进口毛油在国内精炼再

灌装。由于抓住了时机，这些外资企业的效益非常可观。于是迅速追加投

资，在中国比较大一些的港口城市以及内地战略要地纷纷投资建厂，投入

范围几乎覆盖整个中国。到90年代中期，这些厂已纷纷正常运转。  

2、外资企业的生产能力  

外资企业的设备都是目前世界上领先的，自动化程度相当高，有的已达到

90%的自动化，所有生产过程都几乎使用电脑控制操作。这些外资企业

年加工精炼能力都在10万吨以上，有的能达到40万吨—

50万吨。这些外资企业大多拥有对外开放的码头，有的还自备油轮、路

运油罐汽车及铁路专业油罐车，拥有几万吨的储油罐，还建有配套的大铁

桶制造厂、小包装食用油包装厂，除生产多种小包装食用油外，还拥有先

进的包装容器生产设备。外商非常重视生产的质量保证，有的还获得了 IS

O9002质量体系认证证书。  



3、外资企业的营销和市场开发  

外商非常重视营销，建立了自己的营销队伍，在许多区域设立了分支机构

，有的在全国各个省都设立了分支机构，还培养了一批经销商，建立了自

己的销售网络。他们十分注重品牌的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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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在品牌推广上成本很高。目前，在我国，不论大小城市都能见到

这些外资企业的小包装食用油，有的在农村、乡镇也能见到。目前，有

的外资企业在中国实行集团合并战略，把分散在全国各地的生产厂家各

自独立的营销网络实行择优合并，形成一个由集团公司统一管理的全国

性的营销网络，这将有利于营销网络的统一管理，减少各自为政时不必

要的品牌自相残杀的浪费，同时，营销工作也将会做得更细致、更深入

。  

外商在产品的开发上也总是领先，他们能洞察市场的先机，及时地椎出新

产品。从大包装转向小包装开始，食用油的品种就有花生油、菜籽油、黄

豆油、棉籽油、高级烹凋油，接着又有调和油、粟米油、葵花油等等，现

在还有许多专用食品油脂，如人造奶油、起酥油和面包专用油等。这些产

品的包装也不断出新，开始以16kg铁桶装、2kg塑料包装为主，后来不

断出现2 .5kg、3kg、5kg、2500ml、1800ml，900ml等，随着环保

要求的提高，  

PET塑料包装逐渐取代P?C塑料包装，又出现了5kg、5L、3L、2L、1L

等包装。  

4、我国植物油企业的状况  



同外资企业相比，我国食用油企业在生产设备、生产规模、生产品种、质

量，特别是营销上差距还很大。我国的植物油企业数量很多，各地的粮油

部门都有油厂，尤其各地乡镇企业和个体油坊大多地处油料产地，生产的

产品直接供应当地农村市场。这些厂许多只是榨油厂，而不是炼油厂，生

产规模非常小，生产的产品也只是二级油或一级油，根本不是精炼油。我

国各主要油料产地的粮油部门也建了规模较大的炼油厂，但精炼能力最多

的才几万吨，很少超过10万吨的。 (而外资企业年加工精炼能力都在10万

吨以上，有的能达到40万吨—

50万吨。 )我国的食用油企业在当地比较有规模的大多也只有几千吨的年

产量。有的企业即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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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产质量可以同外企相比，但在市场营销上以及管理上却落后得多。  

我国的油料资源是很丰富的。但我国粮油系统长期以来在体制上、管理上

、人事上的诸多弊端阻碍了我国食用油企业向前发展。我们的战略眼光、

经营管理、市场营销观念也不如外企。我国并不缺乏人、财、物这些硬件

资源，而是缺乏软件，即健全的管理机制，包括人力资源、财力资源、物

资资源机制等的建立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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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消费需求分析  

3 .1 .1  食用油消费的主要特点  

目前，我国食用油消费呈现如下几个主要特点 :  



(1 )总体上讲，我国食用油的消费量增长较快，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

较大差距，人均消费总量仍不到发达国家的1/3。从食用量的差异性来看

，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城乡差别，而城市与城市之间、农村与农村

之间的差别不是太大。目前城市人均食用油消费量已接近15公斤，一些

大中城市更高，而占总人口80%的农村仅为4公斤左右。  

(2 )食用油消费结构之间的地区差异较大。北京人多爱色拉油，广州人多

爱花生油，成都人偏爱菜籽油，而上海人的口味则较为丰富，色拉油、豆

油和调和油并驾齐驱。  

(3 )从全国中心城市的居民对食用油的购买地点来看，绝大多数消费者将

超市作为其购买食用油的首选，占64 .8%，而人们购买食用油的传统地

点菜市场粮油店比例大为下降，仅占16 .6%。  

(4 )中年女性是食用油的主要购买人群。  

3.1 .2  食用油消费水平  

从人均消费量来看，长期以来，我国食用油消费水平较低，1978年我国

人均食用油消费量仅为1 .6公斤。进入上世纪90年代后，随着我国居民生

活水平的不断提高，食用植物油的消费增长很快。人均食用油消费保持在

以每5年增加1公斤的速度增长。1993年我国人均年消费植物油6 .87公

斤，1998年为8 .47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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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2000年人均已达9 .10公斤，年消费总量突破1000万吨大关。随着经

济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预计2003年这一数字将达到9 .98公斤。

而深圳人均小包装食用油消费增长速度已连续10年居全国之首，每年的

增量均在25%以上，预计2003年总销量将达1 .5万吨。  



从消费总量来看，自1993年国家取消了食油定量供应，放开销售价格和

销售市场后，我国食油消费总量快速增长，“八五”期间国产消费量约9

00-

950万吨。1997年国内食油消费量为860万吨 ; 1998年国内食油消费总

量为1021万吨 ;1999年全国社会消费总量为1133万吨 ;2000年全国社会

消费总量为1245万吨 ;2001年全国社会消费总量为1342万吨。随着人民

生活水平提高，食油消费量增长是必然趋势。  

图3-1消费总量趋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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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中国轻工业年鉴》～2002 

3.1 .3植物油消费的区域差异  

尽管从食用油的总体消费情况看，各城市家庭的平均消费量差异不大，但

由于不同的食用油其所含营养成分不同以及不同地区消费者的消费习惯不

同，每个区域对不同种类的食用油的消费特点具有较大的差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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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被调查的20个城市的总体情况来讲，色拉油的消费家庭数最多，占食

用油消费总体的53 .6%，而花生油、大豆油、芝麻油、调和油以及菜籽

油的覆盖率相对于色拉油明显降低。其中上海、北京、天津、武汉和沈阳

5城市加总的市场份额已超过总体的一半以上，这些区域市场的变动会在

很大程度上影响整体的变化。因此，此处以北京、广州、成都和上海几个

有代表性的城市为例 :  

1、北京  

北京家庭食用最多的是色拉油 (88 .2%)，每月平均为3公斤，高于上海、

广州和成都 ;其次是花生油 (29 .2%) ; (两个比例的和大于1，是因为色拉油

是用菜籽油或豆油、棕榈油加上各种中介质，经过一定工艺精炼而成的。

因而色拉油包括花生色拉油，与花生油在概念上不是并列的。这说明北京

家庭买油更多关注的是是否是色拉油，而并不特别在意是以什么原料制作

的油。 )其它种类的食用油食用量则很小。可见，色拉油是北京食用油市

场的焦点所在。  

2、广州  

广州居民最常食用的是花生油 (87 .6%)，其次是调和油 (39 .1%)。  

3、成都  

成都居民偏爱的是菜籽油 (91 .5%)，其食用量是广州家庭的2倍以上 ;其次

是调和油 (43 .9%)。  

4、上海  

上海和北京由于消费群体庞大，食用油总消费量分居前两名，在20个城

市总体市场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市场地位，二城市市场份额分别占总体的

16%和13%。其中，上海居民食用调和油、大豆油和色拉油的比例基本

相当。  

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研究开发部  19  北京国经联信息技术研究中心  



2003年植物油产业投资分析报告  3.1.4主要消费群  

据调查，居民百姓家庭中每月负责食品购买的76 .8%是女性，63 .9%在3

5岁以上，59 .6%具有初高中文化程度。她们是食用油的直接消费群，是

厂家和商家应锁定的重点消费群。  

其中，46 .6%的家庭主妇通常选择购买最便宜的产品 ;71 .2%的家庭主妇

在购物前通常会比较几家商店同类商品的价格，价格是影响她们品牌消费

的重要因素之一。26 .9%的家庭主妇赞同没有时间读杂志，而73 .7%的

家庭主妇表示看电视是最主要的娱乐方式，可见电视是她们获取外界信息

最重要的媒体形式之一。  

家庭主妇与其它消费群相比，具有鲜明的消费特征。然而比较不同区域的

家庭主妇，其消费心理又各具特色。北京人对新品牌的接收速度最快，5

1 .4%的人表示喜欢尝试新品牌。上海人对价格、促销最敏感，37 .7%的

上海人表示常常对商场里正在促销的产品有购买欲，62 .1%的上海人在

购物前会比较几家商店同类商品的价格。广州人更喜欢购买国外品牌，与

北京人、上海人和成都人相比她们对品牌的忠诚度最低。而成都人的秉性

有些让人难以捉摸，成都人是商家最难把握的消费群。  

3.1 .5  消费的品牌偏好  

品牌、口味、价格合理和油烟少是消费者购买食用油主要考虑的前四项因

素，食用油透明度、清纯度和购买习惯也在不同程度上影响消费者的购买

行为，但最主要的还是食用油的品牌。从北京食用油的消费现状不难看出

，居民消费食用油越来越集中到少数几个知名品牌，如金龙鱼、火鸟、绿

宝和福临门等。可见，在市场容量相对稳定的前提下，要增加销量就必须

挤占其它品牌的市场份额，这中间所要做的主要工作就是提高品牌知名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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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3月26日，中国商业联合会和中华全国商业信息中心联合举办了  

“全国大型零售企业2002年度主要经济指标及主要商品销售情况信息发

布会”。其中公布的2002年度国内植物油市场主要商品销售品牌的综合

占有率排名见图3 ,2。  

图3-2 2002年食用植物油品牌综合占有率排名  

25 .00%23.81%

20 .00%

16 .30%

15 .00%

10 .85%

10 .00%8.67%

5 .00%2.64%2.22%1.35%

0 .00%金龙鱼福临门鲁花元宝胡姬花红灯花旗

资料来源 :中国商业联合会和中华全国商业信息中心调查数据  

3.2植物油供求分析及预测  

3 .2 .1植物油供给形势  

1、2002年主要植物油产品供求分析  

国家经贸委贸易市场局与中华全国商业信息中心会同各省、自治区、直辖

市、计划单列市、副省级城市经贸委 (经委 )、有关地方商委 (财贸办、内

贸行业管理办公室 )及有关大型商业企业，对2002年全国植物油供求情况

进行了分析。  



分析结论是2002年我国食用植物油供求基本平衡。2001年油料生产减

产1 .1%。加入WTO 

后，随着关税的降低，食用油脂生产原料的供应环境进一步宽松，中高档

商品的进口数量会有所增加。由于近几年食用油走私势头得到明显遏止，

2002年食用植物油供需总量基本保持平衡，但低档产品和小品种依然供

过于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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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发展趋势上看，随着城乡居民特别是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优质、提

纯的中高档品种的消费需求将较快增长，低档小品种食用植物油市场日

趋缩小。  

具体情况是 :大豆、花生油、菜籽油、芝麻油、葵花籽油、橄榄油、棕榈

油供求基本平衡 ;亚麻籽油、棉籽油、茶油、豆油、米糠油、玉米胚油、

红花籽油供过于求。  

2、2003年供求形势  

国家经贸委贸易市场局公布的600种主要商品2003年上半年全国市场供

求情况显示，国内植物油供求形势趋好。随着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食用

植物油需求在较长时期内仍将稳定增长。  

2002年下半年以来，食用植物油的价格呈现上涨态势，一些地区价格上

涨幅度较大，这表明食用植物油的供求关系趋好。在消费上，居民对健康

、卫生的要求提高，对高档产品的需求增加。目前我国已基本形成长江流

域的油菜、黄淮海地区的花生、东北地区的大豆等油料产区，优质品种植

面积不断扩大，2002年油菜面积六成以上是“双低”油菜，基本上能满

足居民的消费需求。由于2003年关税的进一步降低，食用植物油进口数

量可能会比2002年有所增加，但增幅不会太大，因此2003年的国内食

用物油市场供求矛盾不会加剧。  



3.2 .2植物油供给预测  

据美国农业部农业参赞报道，预计2003/04年度中国植物油总产量为10

82万吨，比2002/03年度修改后数据增加8 .7%，但依然略低于2001/0

2年度。其中豆油产量为425万吨，占39%;菜籽油产量为420万吨，占3

9%;棕榈油产量为220万吨，占20%;葵籽油产量为220万吨，占20%;剩

余为椰子油。  

菜籽油产量下降是导致2002/03年度植物油总产量小幅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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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要原因。由于需求强劲，2002年豆油和菜籽油产量上扬了28%。2

002/03年度以及2003/04年度压榨量增加，预计2003/04年度植物油

进口量下降5%。中国对世贸组织承诺对植物油实行关税配额制度，包

括豆油、菜籽油以及棕榈油，从2002年开始执行。据业内人士声称，

关税配额数量足以满足大部分进口所需。  表3-1  

2002/03年度 ( 10月 /9月 )植物油供给预测  

植物油  豆油  菜籽油  棕榈油  葵花籽油  

压榨量  4099 2330 1000 NA 79 期初库存量  21  21 0  0  0  期末库存量  40  40 0  

0  0  

产量  995 .2  410 350 0  18 .2  

供应总量  1339 .2  518 354 .8  220 18 .3  

进口总量  323 87 4 .8  220 0 .1  

出口总量  19 .5  15 2 .8  220 0 .1  

国内消耗总量  1279 .7  463 352 220 18 .2  



数据来源 :美国农业部  

表3-2 2003/04年度 (10月/9月 )植物油预测  

植物油  豆油  菜籽油  棕榈油  葵花籽油  压榨量  4389 .2  2417 .2  1200 NA 72 

期初库存40 40 0  0  0  

量  

期末库存40 40 0  0  0  

量  

产量  1082 425 420 0  17 供应总量  1430 535 425 220 17 进口总量  308 70 

5  220 0  出口总量  20 .1  20  0  220 0  国内消耗1369 .9  475 425 220 16 .9  总量  

数据来源 :美国农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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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内我国食油供求状况是生产、消费都将处于快速增长时期。尽管政府

采取了“稳粮压棉扩油”的方针和调整结构，发展高含油作物，但食油供

给仍难以满足需求，只能立足自给，适度进口。当前我国进口的方针是 :

多以油料为主，控制毛油比例，进口的原料多以大豆为主，兼顾蛋白资源

。  

根据有关资料，对国内油料生产及食油消费需求的发展趋势预料如下 :  

1、生产方面  

按不同时期各种因素综合计算，“十五”期间年产量平均增长8 .5万吨，

到2005年食油总产量1043万吨，到2010年年产量平均增长11 .2万吨，

植物油料折油总产量将达1099万吨。  



2、消费方面  

(1 )食油消费需求将继续增加  

一是人口自然增长率将对植物油的需求增加，到2005年人口

-8170万人，全国总人口达13 .3-13 .4亿人，食油消费需增加7170

求将要增加64 .5-

67 .5万吨，人均社会消费总量为9 .9公斤 (其中城镇人口13公斤，农村人

口7 .6公斤 )，社会消费需求总量为1316 .5-

1325 .5万吨。预计到2010年人口增加1269万人，食油消费需求相应增

加134万吨，人均社会消费10 .58公斤，比2005年增加0 .68公斤，社会

消费为1466万吨。  

二是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增加对植物油的需求。  

三是我国正在加快小城镇建设和大力发展旅游业、假日经济、第三产业的

发展等都将增加对植物油需求。  

(2 )需求总量预计  

按照社会购买力计算消费，2005年社会需求总量为1410万吨，到2010

年为1627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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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食油产销平衡缺口预测  

食油产销平衡缺口有所扩大 :预测2005年缺口270-

367万吨，2010年为367-

528万吨，都比现在有所扩大。未来食用植物油消费需求空间较大。  



3、价格预测  

一是国内食用油市场辉煌的时代已经过去，整个油脂市场已经开始在走下

坡路，食用油的价格下调将是必然的趋势。近年来，虽然我国人均食用油

消费每5年增加1公斤，保持着较快的增长，但由于国内油料连年丰收，

国际油脂油料市场货源充足，并保持着较高的进口水平，使得市场供给增

长速度明显大于市场需求增长速度，导致我国食用油价格呈现持续低迷状

态，市场上主要的食用油品种的零售价几乎接近了成本价。  

加入WTO后，国际油脂油料市场对我国食用油价格的影响将进一步加剧

。根据与世贸组织达成的协议，我国将逐年提高豆油、菜籽油和棕榈油等

的进口关税配额，而且关税将逐年下降，国外大批量、低价位的油脂将对

国内食用油市场形成很大的冲击，价格下调将是必然的趋势。  

表3-3 1996-2000年油料食油年平均价格  

单位 :元/吨  品种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大豆  2836 2916 2340 2013 

2099 花生仁  4657 6150 4647 4264 4083 油菜籽  2698 2629 2676 2384 

1983 芝麻  NA NA NA 6477 5966 菜油  NA NA 7719 7451 5644 豆油  NA 

NA 7383 7385 5629 花生油  NA NA 9000 8409 7708 

数据来源 :海关总署  注 :油菜籽是集市贸易价  

二是价格战使食用油价格全面下调。我国食用油行业的两极分化趋势越来

越凸显，以金龙鱼、福临门为首的行业巨头将长期独霸我国食用油市场。

行业的集中度也越来越高，随着小包装食

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研究开发部  25  北京国经联信息技术研究中心  

2003年植物油产业投资分析报告  



用油市场的不断扩大，消费者品牌消费的特征越来越明显，价格战的“

枪声”依稀可见。从2002年8月初开始，全国各地大商场超市包装食用

油价格全面下调，福临门、金龙鱼、海狮等上百家食用油品牌平均降价

幅度达到5%，部分品牌甚至超过了8%。在一些地方，5升食用油价格

降至23元，已基本接近28元的平均成本。  

3.3植物油进口情况分析  

3 .3 .1植物油进出口情况  

1、进出口量  

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由于消费增长，自给平衡出现缺口，我国已成

为世界食油净进口国 ;进口油料逐年增长，主要是大豆，其用途于榨油行

业。  

(1 )2002年进口菜籽油4 .9万吨，比上年的7 .5万吨下降34 .7%;进口油菜

籽172 .4万吨，比上年的296 .9万吨下降41 .9%。进口下降的主要原因是

2002年5月份以来，国际油菜籽和菜油价格居高不下，而国内菜油价格

只降不升，形成进口成本与国内销价倒挂。另外，国际市场棕榈油、豆油

价格低于菜油价格，致使我国进口油菜籽、菜籽油数量下降较多。  

(2 )2002年进口大豆数量虽然减少，但我国进口豆油的油源仍然增加。近

两年我国大豆的进口呈现快速增长之势，自1999 

年年进口量首次突破1000万吨以后，2001年又达到了创纪录的1320万

吨。据海关总署提供的数据显示，2002年我国共进口大豆1132万吨，

预计2003年我国大豆进口数量将很可能增至1500万吨的历史最高水平

，比2002年的实际进口数量增长30%以上。如果将进口大豆按20%折油

率折合豆油计算，2002年进口大豆油及大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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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油数量为227万吨。大豆2002年用于榨油的量占总量的63 .3%，20

01年用于榨油的量占总量的66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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