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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化背景下我国芝麻产业宏观问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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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芝麻是我国的特色油料作物之一，在全球芝麻生产、贸易和消费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近年来国内供给不足，

严重依赖进口，且进口渠道占比将长期维持在 70% 以上。从芝麻进口常态化、国际化背景下进行分析，我国芝麻产业发展必须

重视宏观政策制定、国际化品种研发、国内种植重构、国际订单农场、油脂企业发展和全产业价值链等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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芝麻是全球最古老的油料作物之一，在我国古

代又称胡麻、油麻、交麻和脂麻等。据史料记载，芝

麻是西汉张骞出使西域（公元前 139 年）后传入中

国，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但在浙江吴兴钱山漾和杭

州水田畈又先后出土了 4500 年前的芝麻文物。在

全球芝麻生产中，印度、苏丹、缅甸、中国和埃塞俄比

亚等国历来是芝麻的主要生产国。在我国，芝麻也

是八大油料作物之一。

从统计资料看，2002 年我国的芝麻年产量达

到 89.5 万 t，2015 年以来我国芝麻消费总量在 100
万 t 以上。2018 年我国芝麻进口均价为 1288.82 美

元 /t，进口均价同比增长 24.98% ；芝麻出口均价为

1890.34 美元 /t，出口均价同比增长 4.41%。综合海

关及国家统计局数据，到 2018 年我国芝麻表观消

费量增长至 121.80 万 t，其中自产 43.15 万 t、进口

82.82 万 t、出口 4.17 万 t。中国作为世界最大的芝

麻进口国，进口来源国主要是非洲国家 [1]。随着我

国国内需求的稳步增长，我国芝麻对外依存度（进

口量占国内需求量比重）逐年增加，国内芝麻原料

供给不足将成为常态，预计进口渠道占比将长期维

持在 70% 左右。

1　 我国芝麻产业发展必须考虑芝麻进口常
态化国际化背景下的产业政策制定
我国八大油料作物的总产量已超过 6000 万 t，

但仍满足不了人民生活水平快速提高的需求，需要

通过进口来弥补。在油料、油脂进口中，进口大豆及

棕榈油是最多的；近几年来，我国进口芝麻的数量也

不断增加。2002 年起中国开始从非洲少量进口芝

麻，2005 年 1 月 1 日开始，中国陆续对非洲多个不

发达国家的 4000 余种进口商品实施零关税待遇，给

非洲国家出口贸易带来积极影响。中国每年从印度、

缅甸、苏丹、埃塞俄比亚等国家进口芝麻 [2]，从非洲

进口的芝麻数量占中国芝麻进口总量的 85%，几乎

全部来自埃塞俄比亚、苏丹、坦桑尼亚等国，并且高

度依赖埃塞俄比亚。

世界上 55% 的芝麻生产在非洲，非洲是芝麻的

天堂。在埃塞俄比亚政府的高度重视下，芝麻产业

有效地形成了“芝麻串”出口创汇现金作物产业价

值链，从种植户、合作社、农机公司、ATA 农技服务

中心、地方研究院所、出口商联盟、ECX 到农业部，

井然有序，串得周密。芝麻产业价值链从田间地头

规模种植、技术指导、收获归集、保护农户价值、市场

定价分析，特别是国际化接轨与操作方面，把一个小

作物、一粒小芝麻面积窜大、价格窜高、品牌窜红、外

汇窜紧、外商窜牢，一系列做法值得深思。中国芝麻

产业具有优质的品种、先进的技术、适种的土壤和巨

大多元消费市场，如何反向思维立足非洲看国内产

业发展，制定适度全面发展产业政策尤为重要。

一是一味贸易策略操作不利于我国芝麻产业

健康稳定发展。特别是芝麻进口依赖度高达 70%，

在我国各宗油料农产品都在大量进口的背景下，安

全生产红线政策堪忧。建议从发展的角度，与非洲

人民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通过品种、农机等技术

合作，实施国际合作订单农场，帮助非洲国家提高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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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降低成本，从而增加非洲农民收入，稳定市场价

格，扩大国家外汇收入。中方则得到稳定价格的优

质原料，实现双赢。

二是我国国内芝麻产业政策发展应借鉴非洲

绿色天然有机化与高品质战略，制定国内芝麻产业

发展路线图。应加强“种油一体化”战略研究与产

业发展政策扶持，让种子企业携手种植大户、家庭农

场与合作社规模种植芝麻作物，油脂企业订单收购，

加强从“种子到筷子”的全产业链融通，满足油脂企

业高品质发展需求，解决种植户产销对路对接定制，

保障种植者、油脂企业双受益。

三是非洲需要高产量的芝麻品种和规模化、机

械化作业，这是中国技术能支持非洲芝麻价值链的

核心优势，中国应从全球“芝麻芯片”研发政策角度

升维思考与战略布局。中国最大的油料作物研究

所更是应该面向非洲乃至全球作技术储备与研究；

中国种子企业与油脂企业应携起手来成立“种油一

体化”组织与联盟，开展国际国内芝麻生产与贸易。

全球“非芝系列”品种应具备品质化、适机化、产量

提升与耐旱抗病等特点，用中国全球“芝麻芯片”布

局“一带一路”，实施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为全人

类谋福祉。

2　 我国芝麻种植格局亟待重构，油脂企业产
业化开发利用亟待加强
河南、湖北、安徽和江西等省是我国最主要的

芝麻种植区，种植面积超过全国的 70%[3]，其次为河

北、山西、辽宁等地，其他各省（市）零星种植。21
世纪以来，受机械化程度低、产量波动大、经济效益

少、种植结构调整等因素影响，我国芝麻种植面积

呈震荡下行态势；因此，我国芝麻产业种植重构，

应解决上述四大因素影响。一是加快机械化品种

的研发使用与规模化机艺融合；二是降低成本，提

高产量与效益；三是解决与粮争地、天然有机高品

质供给等问题，如湖北结合“虾稻共作”双水双绿

模式，辅之推行虾稻埂芝麻、塘堰芝麻种植，形成

新的“种养加”循环农业经济模式，有效用地，绿色 
增效。

芝麻作为一种综合利用价值很高的经济作物，

多元化利用途径广泛，加工产品繁多。芝麻油、芝麻

酱、芝麻糊、芝麻糖果、芝麻糕点等产品，深受海内外

人士喜爱。在芝麻油方面，我国每年用于榨油的芝

麻约 100 万 t，能生产芝麻油 45 万 t 左右 [4]。现在，

我国有多达数以百计的芝麻油生产企业，但像合肥

燕庄、益海嘉里、上海富味乡和瑞福油脂等那样规模

的芝麻油生产企业为数不多，加快培育发展粮油骨

干企业和知名品牌，推动粮油企业转型升级、做强做

大，是一项重要工作。我国的芝麻加工业尽管取得

了长足发展和很大进步，但存在企业小而散，产品质

量与各项技术经济指标参差不齐，新技术、新工艺推

广不力，新产品、新用途和副产品综合利用等有待进

一步研发等问题。要推动我国芝麻产业的高质量

发展，我国芝麻加工业应从如下方面重点着手解决

问题。

一是要研制开发芝麻的高效整理和清理设备。

针对国产原料含杂多、品质一致性差等问题，以及进

口不同国家的原料不断增多、品质不一致等实际问

题，需要加快研发灵活高效的芝麻整理和清理设备，

确保芝麻质量符合食品和制油加工的要求，进而确

保芝麻油及其制品的高质量。

二是要加快新技术、新工艺的推广应用力度。

用“水代法”加工小磨香油，是我国特有的、成熟的

传统加工方法，但在炒籽、扬烟、墩油、撇油等环节

存在着费工费时且生产环境差的问题；同时存在着

“焙炒”过度，容易产生 3，4- 苯并芘等一类有害物

质的问题；需要注入现代技术，改造传统工艺。

三是要加大芝麻加工中新产品、新用途和副产

品综合利用的研发力度。要加强研究利用低温压榨

制取烹饪用芝麻油的工艺以及烹饪用芝麻油的特

点和功效，作好宣传，适时扩量，为芝麻产业的发展

作出突破性的贡献；研究开发利用蛋白质、芝麻素、

面膜等功能性芝麻，为人类大健康产品服务，拓展新

用途。

3　 用“产学研用政”相结合的思路，实现芝麻
产业链融合发展

3.1　以“产”为中心　解决芝麻产业化开发中生产

什么品种及规模化生产卖给谁的问题。收购加工企

业要以合约订单的方式作好龙头引领，实施一二三

产业融合的关键在于加工企业壮大发展。加工企业

合约应长期稳定有保障，生产基地应稳步建设抓好

生产保证供给。目前，生产基地有多种类型主体，有

选择地打造强有力且稳固的生产基地，是“产”的关

键。利用这种思路，将芝麻产业延伸至海外，建立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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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区块链技术在种业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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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区块链技术是未来解决信息安全和真实性问题的重要技术手段。农作物种子是农业生产中基础性的、不可替代性

的核心资源，对农业产业发展和国家粮食安全战略至关重要。依据区块链技术区块化、信息公开透明、不可篡改性和共识性等

基本特征，着重探讨在农作物种业研发生产过程中，运用区块链技术进行种子真实性的信息溯源，彻底解决种业市场上品种的

真实性和市场的监管难问题，为国家粮食安全和保护种植户利益提供技术保障。

关键词：探索；区块链；种业；应用

近年来，科技进步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颠覆着人

们的认知，改变着人们的生活。区块链技术是近年来

新兴的一项信息处理技术。其本质是一个公开透明、

可信赖的账务系统，它能安全地存储交易数据，并且

无需任何中介化机构的审核，这个过程完全是由整个

网络来完成的。因此，该技术具有区块化、公开透明、

不可篡改和机制的共识等核心特性；通过去中心化、

自我管理以及集体维护客观地记录真实数据，全程公

开透明并且单方面不可篡改，使信息的安全性和真实

性得到保障，在如今信息大爆炸的社会背景下，区块

链技术无疑具有巨大的吸引力和商业应用前景。

1　区块链的概念和原理
1.1　区块链的概念　区块链是指用来管理以时间

为记录顺序的数据，并保证数据不可篡改的分布式

数据库，其数据结构是由以时间顺序排列的数据块

组成，每个数据块都包含一段时间内的交易信息，并通信作者：张爱瑛

外订单专属农场，藏“油”于外，可同时解决国内供

给不足和国际贸易市场芝麻价格波动对国内加工企

业生产造成的不良影响。

3.2　以“研”为核心　建立有效的科企合作机制，研

发目标来自市场，品种选育目标明确。因此，研发需

求和研发投入的主体是企业，研发出的新品种应授

权企业专属生产，通过转化实现经济效益。

3.3　以“用”为主体　解决企业生产与销售降本增

效问题。生产基地和加工企业必须联手开展生产技

术研究和推广，共同把生产技术搞上去，使生产成本

降下来。生产环节有自然灾害风险和技术风险，生

产方和收购方都应建立风险分担方式。

3.4　以“政”为主导　具体模式与路径上形成“政

府作主导、企业为主体、研发为核心、种油一体化、全

产业链运营”。以政府为主导首先要解决如下核心

关键技术问题：一是品种，“芝麻芯片”应加快选育

特色明显、符合产业需求的新品种，如选育高芝麻素

品种和适合机械化生产的品种；二是技术，开展芝麻

机械化生产综合配套技术研究和示范推广，形成生

产技术标准，进行标准化管理，统一作业，提高产量

和质量，实现降本增效的目标；加快芝麻收割机械的

研制，实现芝麻生产全程机械化。国家行业主管部

门应加大研发投入，积极组织、大力推动科企合作攻

关，合力解决上述关键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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