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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棕榈油供需情况 
 

 报告摘要 

 

◼ 全球植物油中棕榈油产销量排名第一，2023 年，全球棕榈

油产量 7774 万吨，占总植物油产量的 35.88%。 

 

◼ 棕榈油自于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两国合计产量占全球

产量约 85%。近十年印尼产量大幅增长，马来西亚产量趋

于稳定 

◼ 各主要消费区消费结构所不同。印尼和马来西亚作为主要

产区持续推进生物柴油政策，棕榈油消费仍处于增长趋

势。印度及中国作为植物油进口大国，棕榈油消费以食用

为主，总体消费量趋于稳定。欧盟地区植物油消费逐渐转

向葵油，生柴政策调整后近几年欧盟棕榈油消费也有明显

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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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棕榈油简介 

油棕榈，为生长于热带地区的木本植物，是一种非常高效的油料经济作

物，分为两种：一种是原产于西非的非洲油棕榈，发源地位于安哥拉至冈比

亚的西非沿海岸地区，是目前最主要的栽培种，广泛种植在马来西亚、印度

尼西亚和西非地区；另一种是原产于中美洲的美洲油棕榈（又称黑果棕榈，

主要分布在洪都拉斯至巴西北部，多为自然生长，目前多作为种质资源，为

培育高抗性和优良脂肪酸表现的栽培品种提供基因资源。 

成熟的油棕树受粉后 5～6 月果串成熟，其果粒上的果肉经物理压榨，制

取的油被称为棕榈油。油棕是目前单位面积产量最高的油料作物，高出其它

油料作物数倍甚至数十倍，也因此，被誉为“油王”。其用途广泛，无论是食

品工业还是日用化学品工业，棕榈油和棕榈仁油都是重要的原料油，棕榈油

也被用来生产生物柴油。 

产品 作 物 单 产

（吨/公顷） 

出油率（%） 油 脂 单 产

（吨/公顷） 

棕榈油较之

倍数 

棕榈油 19.03 20.1 3.83  

大豆油 2.5 18 0.45 9 

菜籽油 1.75 39.4 0.69 6 

葵花籽油 1.25 41.6 0.52 7 

花生油 1.04 43.3 0.45 9 

椰子油 0.52 65.4 0.34 11 

棉籽油 1.28 14.8 0.19 20 

数据来源：Oil World 前期期货 

棕榈树一个商业种植周期一般 25 年左右，在该周期中，自第 3 年或者第

4 年开始收获，至第 7 年，产量快速增长，随后增速开始放缓，约在 17～18

年产量开始缓慢下降，直至第 25 年左右，重新复种。实际生产中，世界平均

水平是 18～20吨/公顷。在马来西亚沙巴州，有记录的是 30～37吨/公顷。 

虽然油棕树常年开花结果，但是主产区的降雨存在明显的季节性，这就

使得油棕果和棕榈油的产量也呈现出明显的季节性特征。由于马来西亚和印

度尼西亚地处东南亚赤道太平洋以西，属于典型的热带雨林气候，全年气候

并不分明，但有雨季和旱季之分。一般来说，马来西亚的雨季为每年的 11 月

至次年 2 月，印尼的雨季为每年的 11 月至次年 3 月。从马来和印尼的月度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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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图上可以看出，棕榈油的旺产期为 9、10 月，11 月份开始回落，低产期为

1、2、3月。 

棕榈果经水煮、碾碎、榨取工艺后,得到毛棕榈油,毛棕榈油经过精炼,去

除游离脂肪酸、天然色素、气味后,得到精炼棕榈油(RBDPO)及棕榈色拉油

(RBD PKO)。根据不同需求通过分提可以得到 24 度、33 度、44 度等不同熔点

的棕榈油。24 度棕榈油普遍用于烹饪和食品加工业，33 度棕榈油普遍用于人

造奶油和代可可脂加工，44 度棕榈油普遍用于肥皂化妆品等日化工业。 

种类 熔点（℃） 游离脂肪酸

（%） 

水分及杂质

（%） 

碘 值

（GL/100g） 

用途 

24 度 ≤24 ≤0.1 ≤0.1 ≥56 烹 饪 、 食

品加工 

33 度 33-39 ≤0.2 ≤0.2 50-55 人 造 奶

油 、 代 可

可脂 

44 度 ≤44 ≤0.3 ≤0.3 ≤48 肥 皂 、 化

妆 品 等 日

化工业 

数据来源：大连商品交易所 前期期货 

 

 

2 棕榈油供需 

2.1 棕榈油供给情况 

全球油脂产量基本呈逐年增长态势。分种类来看，2023 年，全球棕榈油

产量 7774 万吨，占总植物油产量的 35.88%，产量排名第一;全球大豆油产量

5922 万吨，占总植物油产量的 27%，产量仅次于棕榈油;全球菜籽油产量 3288

万吨，占总植物油产量的 15.1%，产量排名第三。 

棕榈油是目前世界上生产量、消费量最大的植物油品种，与豆油、菜籽

油并称为“世界三大植物油”。棕榈油自于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两国合计

产量占全球产量约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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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全球油脂产量结构 图 2 棕榈油主要产国产量 

  

数据来源：USDA 前期期货 数据来源：USDA 前海期货 

印尼 2022/23 年印尼棕榈油产量 4600 万吨，占全球产量约 60%。印尼今

年产量增幅较大，2023 年产量较 2011 年增长近一倍。印尼油棕主要分布于苏

门答腊岛中部及加里曼丹岛的西部和东部地区。前 5 大主要种植省份占总产

量的 65%，2018 年廖内省棕榈油产量占全国产量的 21%，中加里曼丹省占比 

15%，北苏门答腊省占比 13%，南苏门答腊省占比 8%，东加里曼丹省占比 8%。 

 

图 3 印尼主要产区棕榈油种植面积 图 4 马来西亚棕榈油产地 

  

数据来源：USDA 前期期货 数据来源：网络 前海期货 

 

马来西亚 2022/23 年印尼棕榈油产量 1860 万吨，占全球产量约 25%。马

来产量近年来产量相对平稳，自 2007 年以来，基本维持在 1700-1900 万吨。

产区方面，沙巴及沙捞越的面积占比逐年上升，西马的面积占比逐年下降。

截至 2018年，西马占比约 46%，沙巴和沙捞越约占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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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马来西亚主要产区棕榈油种植面积 图 6 印尼棕榈油产地 

  

数据来源：USDA 前期期货 数据来源：USDA 前海期货 

 

2.2 全球棕榈油需求情况 

全球油脂消费整体呈持续增长趋势。2007 年起棕榈油全球总消费超过豆

油后成为全球消费量最高的油脂，近 10 年并维持较高增速。根据 USDA 数据

显示，2021/2022 年度全球棕榈油消费量预计高达 7400 万吨，十年的年复合

增速在 3%，高于豆油 5900 万吨及菜籽油 2900 万吨的消费量。棕榈油消费增

速来看，经过前期消费量的快速增长，棕榈油消费在 2013-2014 年增速限速

放缓，直至 2017 年随着生物柴油掺混比例提升，棕榈油消费重新进入快速增

长阶段。 

图 7 全球棕榈油消费 图 8 全球主要油脂消费量 

  

数据来源：FAS 前期期货 数据来源：FAS 前海期货 

 

分国别看，全球范围内，棕榈油消费量居前的国家和地区依次为印尼、

印度、欧盟及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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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全球棕榈油消费国消费量 图 10 印尼植物油消费结构 

  

数据来源：USDA 前期期货 数据来源：FAS 前海期货 

印尼作为棕榈油的主要生产国，也同样为棕榈油的第一大消费国。从印

尼的植物油消费结构来看，2022/23 年度印尼棕榈油消费量占整体植物油消费

量的 82%，棕榈油及棕榈仁油合计消费量占比达 98%。 

图 11 印尼棕榈油消费结构 图 12 印尼生物柴油消费量 

  

数据来源：USDA 前期期货 数据来源：FAS 前海期货 

 

棕榈油消费分类看，印尼棕榈油食用消费呈稳定增长态势。自 2006 年印

尼开始在国家层面采用生物燃料政策后，印尼棕榈油工业消费持续上升。 

2006 年，印尼颁布了有关生物燃料采购和使用的政府 1 号条例，开始采

用国家一级的生物燃料政策。总统令 10/2006 成立了国家生物燃料发展小组，

负责监督生物燃料项目的实施，并为生物燃料发展制定蓝图。国家能源政策

的目标是到 2025 年可再生能源在整个经济中的使用量达到 23%，到 2050 年达

到 31%。生物燃料对实现这些目标的贡献大致分别为 139 亿升和 523 亿升生物

燃料的使用。随后的政策路径：2013 年规定燃油必须参加 10%的生物柴油，

非补贴燃油必须参加 3%的生物柴油，工业和商业用油须掺加 5%，发电用油掺

加 7.5%。2014 年开始所有燃油需掺 10%的生物柴油，发电用油需掺 20%。

2015 年印尼继续将生物燃油在柴油掺混比例从 10%提高到 15%。2016 年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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掺混比例上调至 20%，并计划 2025 年达到 25%。2017 年 11 月印尼政府计划继

续扩大生物柴油的补贴范围。2018 年开始要求所有交通工具及重型机械强制

使用 B20 掺混生物柴油的燃料。2019 年印尼政府决定加快试用 B30。2023 年

2 月起开始实施 B35 生物柴油政策。2023/24 年度美国农业部预计印尼棕榈油

工业消费将达 1260 万吨，未来继续实施 B40 政策后，或将增加逾 300 万吨消

费量。  

图 13 印度植物油消费结构 图 14 印度棕榈油消费结构 

  

数据来源：USDA 前期期货 数据来源：USDA 前海期货 

 

印度为棕榈油第二大消费国。印度国内植物油的消费结构上以棕榈油、

大豆油、菜籽油为主，其中棕榈油占比约 40%。同时作为进口大国，印度棕榈

油消费整体以食用为主，占棕榈油消费量的 95%。印度棕榈油消费量在 2015

年达到 900 万吨后，棕榈油消费在 800 万吨至 930 万吨区间波动，整体趋于

稳定。 

图 15 欧盟植物油消费结构 图 16 欧盟棕榈油消费结构 

  

数据来源：USDA 前期期货 数据来源：USDA 前海期货 

 

欧盟作为第三大棕榈油消费国植物油消费主要为菜籽油、棕榈油和葵花

籽油。棕榈油消费在 2021 年以后棕榈油消费逐步从 26%降至 20%以内。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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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以来欧盟棕榈油食用消费逐步下滑 2021年后逐步稳定在 200万吨左右。 

受生柴政策影响欧盟棕榈油工业消费 2019 年开始出现下滑，2021 年后出

现明显减少。具体调整情况为：在 2018 年发布的《可再生能源指令》（修订）

也被称为“RED II”，首先直面的问题是欧盟要求成员国在 2021 年 6 月 30

日将该指令下的绿色能源目标转转变为国家立法。 

该指令将于 2021-2030 年生效，其中将棕榈油和豆油制成的生物柴油列

为导致森林砍伐和比使用华氏燃料排放更多温氏气体的高风险能源。欧盟成

员国不能再将棕榈油生物燃料计入其可再生能源和气候目标。 

自 2021 年 1 月以来，法国率先响应这项运动，并淘汰了棕榈油生柴。奥

地利、比利时和德国将分别于 2021 年 7 月、2022 年 1 月和 2023 年 1 月之后

淘汰棕榈油生柴。 

欧盟整体棕榈油在食用和工业领域消费量仍处在下降趋势中。 

 

图 17 中国植物油消费结构 图 18 中国棕榈油消费结构 

  

数据来源：USDA 前期期货 数据来源：USDA 前海期货 

中国也是棕榈油消费大国之一。但在植物油消费以大豆油为主，2022/23

年度大豆油消费占植物油消费 40%以上，棕榈油消费在 17%左右。中国棕榈对

外依存度为 100%，总体消费量相对平稳。工业需求方面，主要使用的精炼棕

榈油，要求溶点不低于 44℃，主要用于制造肥皂、硬脂酸及甘油。2018 年后

除 2021/22 年度受疫情影响降至 180 万吨，其余年份基本维持在 230 万吨左

右。2023/24 年度 USDA 预计将升至 250 万吨。食用需求相对波动较大，目前

仍占主要地位，2023年度占整体需求的 64%左右。 

总体来看，棕榈油消费以食用为主，各主要消费区也有所不同。印尼和

马来西亚作为主要产区持续推进生柴政策，棕榈油消费仍处于增长趋势。印

度及中国作为植物油进口大国，棕榈油消费以食用为主，总体消费量趋于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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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欧盟地区植物油消费逐渐转向葵花籽油，生柴政策调整后近几年欧盟棕

榈油消费也有明显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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