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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bstract:bstract: Potatoes rank fourth in global food production, following rice, maize, and wheat, and are consumed by

over 3 billion people worldwide. Their abundant starch, dietary fiber, vitamins, and minerals make potatoes vital source of

nutrition for the global population, with an annual per capita consumption of 28 kg. Potatoes play a crucial role in ensuring

national food security and human nutrition. The potato processing industry holds a significant position in China's food

transformation strategy. Despite being the world's largest potato producer, China's potato processing industry lags behind

that of developed countries. Disparities are evident in processing potato variety development, cultivation, storage, product

processing, and brand establishment. This review aimed to explore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potato processing industry

in China, focusing on its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In addition, a solution model as a future prospect is proposed

involving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industrial technology development countermea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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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马铃薯在全球粮食生产中位居第四，仅次于水稻、玉米和小麦，全球有超30亿人消费马铃薯。马铃薯富含淀

粉、膳食纤维、维生素和矿物质，是全球居民重要的营养来源之一，人均年消费量达28 kg。马铃薯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

人体营养方面发挥关键作用，马铃薯加工业在中国粮食转型策略中居重要地位。尽管中国是世界马铃薯种植大国，但马铃薯

加工业相对落后。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在加工型马铃薯品种选育、栽培贮藏、产品深加工、品牌建设等方面存在明显差

距。综述总结了中国当前马铃薯加工业发展现状以及现存的突出问题和短板，并重点提出在科技创新、产业技术发展等方面

的具体对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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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铃薯（Solanum tuberosum L.）俗称“土豆”“洋

芋”“山药蛋”，起源地可追溯至南美洲安第斯山脉

心脏地带，即秘鲁和玻利维亚交界处。16世纪，

西班牙殖民者踏入南美洲，马铃薯被引入并逐渐

传播到全球各地[1]。在欧美国家，马铃薯扮演粮食

与蔬菜双重角色，被誉为“第二面包”。在世界人口

持续增长形势下，马铃薯在解决饥饿问题上发挥重

要作用，尤其在亚洲、非洲和南美洲欠发达地区作

用明显。中国马铃薯种植地点遍布全国[2]。2014年，

农业农村部将马铃薯列为继水稻、小麦、玉米之后

保障国内粮食安全的第四大主粮作物[3]。据农业农

村大数据网（http://www.agdata.cn/）统计，中国马铃

薯总产量 68%以上用于鲜食，8%用于加工。中国

马铃薯资源丰富，通过开发薯条薯片、全粉以及

高蛋白薯渣饲料等高经济价值产品，建立农村地

域性新型马铃薯生产利用体系，可有效推动全国

马铃薯价值链提升和产业发展。

1 中国马铃薯种植基本情况

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ood and Agricul‐
ture Organiz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FAO）统计，

2021年全球马铃薯种植面积 1 813万 hm2，总产量

3.76亿 t。2020年中国马铃薯种植面积499.9万hm2，

总产量达8 900万 t，成为全球马铃薯产量最高的国

家（图 1），年产量约占全球总产量 24.53%[4]。马铃

薯具有耐旱、抗病、耐贫瘠土壤、高水分利用率

等优势。中国马铃薯农业生产主要为北方单作

区、西南混作区、中原双作区和南方冬作区[5]，分

别占全国马铃薯种植面积 50%、37%、8%、5%[6]。

北方单作区是主要种薯和加工型原料薯生产基

地；西南混作区是马铃薯播种面积增长最快产

区，四川省是西南混作区播种面积最大省份，占

全国总播种面积 14.16%，其次是贵州省，占

12.64%（图2）。南方冬作区是中国重要商品马铃薯

出口基地，在2~4月淡季上市，该种植区域与中国

农村贫困地区重合度高达 60%以上[7]，在稳固脱贫

成果与促进乡村经济振兴发展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中国马铃薯年产量和需求量呈上升趋势（图3），马铃

薯在中国食品供应链中的重要地位不断提高。随

着人们对健康饮食和多样化食品需求不断提升，

马铃薯作为一种营养丰富、功能多元的农产品备

受关注和重视。因此，促进马铃薯加工业发展以

满足不断增长的市场需求，将成为马铃薯产业发

展的重要方向[8]。

图1 2020年全球马铃薯产量前十国家

Figure 1 Top 10 countries in the world for potato production in 2020

注：数据来源于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https://www.fao.org/home/zh/）。
Note: Data are from the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https://www.fao.org/home/z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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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国马铃薯制品加工业现状

北美和欧盟作为全球马铃薯加工业领导者，

其马铃薯从鲜品到成品的平均转化率为 60%~
70%，而中国马铃薯加工转化率仅为 12%[9]。中国

马铃薯加工产业正迅速发展[10]，主要加工产品包括

图2 2021年中国马铃薯各省产量分布情况

Figure 2 Production distribution of potato by province in China in 2021

注：数据来源于中国农业统计年鉴（http://www.shujuku.org/tag/）。
Note: Data are from China Agricultural Statistical Yearbook (http://www.shujuku.org/tag/).

图3 2017—2022年中国马铃薯总产量、需求量及出口量

Figure 3 Total potato production, demand and exports in China from 2017 to 2022

注：数据来源于中国海关、智研咨询整理（http://www.hgsj.com/）。
Note: Data are from China Customs and Zhiyan Consulting Collation (http://www.hgsj.com/).

省份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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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铃薯淀粉、全粉、薯片、冷冻薯条等主食原料

或半成品，其中油炸薯片薯条占比超60%（图4A）。

据华经产业研究院数据统计，在中国马铃薯消费

结构中，鲜食消费占66%、饲用消费占17%、加工

消费占 8%、损耗及其他消费占 9%（图 4B）。据中

国科学院兰州化学物理研究所统计，中国现有大

中型马铃淀粉生产企业194家、变性淀粉生产企业

13家、脱水马铃薯粉生产企业 38家、薯条生产企

业 35家、薯片生产企业 38家，主要分布在内蒙

古、甘肃、宁夏、陕西、黑龙江省（自治区）等地。

图4 马铃薯加工制品分类和消费结构

Figure 4 Classification and consumption structure of processing potato products

油炸/膨化薯片Fried/Puffed potato chips
油炸/膨化薯条 Fried/Puffed french fries
淀粉 Starch
速冻薯条 Frozen french fries
其他 Other

鲜食消费 Fresh food consumption
饲用消费 Feeding consumption
加工消费 Processing consumption
损耗及其他消费 Loss and other consumption

20%

8%

43%6%

23%

17%

8%
9%

66%

A B

注：A.马铃薯加工制品分类，数据来源于调研样本品类统计；B.马铃薯用途消费结构，数据来源于华经产业研究院（https://www.huaon.
com/）。

Note: A. Potato processing products classification. Data are from research sample category statistics. B. Consumption structure of potato. Data are
from Hua Jing Industrial Research Institute (https://www.huaon.com/).

2.1 马铃薯淀粉与变性淀粉加工业现状

淀粉加工是中国马铃薯加工业重要组成部

分，马铃薯淀粉加工步骤包括清洗、切片、研

磨、混合、分离、过滤洗涤、脱水干燥、粉碎和

包装。根据中国淀粉工业协会统计数据，2018—
2021年马铃薯淀粉产量整体保持在 45万~70万 t，
2020年马铃薯淀粉产量为 66万 t，较 2019年增长

45%，中国淀粉加工产量呈逐年上升趋势[11]（图 5）。

马铃薯淀粉经过理化和生物酶制剂等工艺处理

后，可产生不同性质的变性淀粉和淀粉衍生物，

与传统玉米淀粉相比，马铃薯淀粉颗粒大、黏性

强、热膨胀性好、微量元素含量高，被广泛应用于

食品、药品、石化、建材、造纸、纺织等领域[12]。

根据中国变性淀粉工业协会统计数据，2021年中

国粮食来源变性淀粉总产量为 182.65万 t，较 2020

年增长 7.53万 t，增幅 4.30%。主产区为山东、浙

江、广西、广东省（自治区）等（图6A）。随着马铃薯

淀粉产品科学技术深入发展，已开发变性淀粉种类

超2 000种，主要包括氧化淀粉、复合变性淀粉、阳

离子淀粉、醋酸酯淀粉、磷酸酯淀粉等多个类别

（图 6B）。造纸行业是中国变性淀粉需求量最大领

域，占变性淀粉总消费量57.8%。食品行业是变性

淀粉第二大消费领域，马铃薯变性淀粉在食品工业

中的应用包括增稠剂、凝胶剂、改良剂、填充剂、

膨松剂等形式，占变性淀粉总消费量19.2%。纺织

领域排名第三，占变性淀粉总消费量8.4%。受中国

马铃薯种植区域影响，马铃薯淀粉加工企业分布较

分散，且企业整体生产规模偏小。

2.2 马铃薯全粉加工业现状

马铃薯全粉是对马铃薯进行清洗、蒸煮、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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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制泥、干燥、破碎、筛分等一系列工艺步骤

加工而成的粉状颗粒。由于加工工艺不同，马铃

薯全粉主要分为颗粒全粉、雪花全粉和细粉，在

实际生产中，这3种类型全粉以雪花全粉和颗粒全

粉产量最大。在马铃薯全粉生产过程中，通常采

用滚筒干燥方式，将马铃薯磨成粉末，通过高温

高压方式将水分蒸发，最终形成马铃薯全粉，此

方式能较好保证马铃薯全粉颜色、香味、口感等

指标[13]，同时还能控制各种参数，确保产品品质一

致性。目前大多数马铃薯全粉作为原料生产马铃

薯制品，一方面，马铃薯全粉更易与其他原料混

合，减少产品加工步骤及降低生产成本。另一方

面，马铃薯全粉经脱水后，能作为主粮产品的构

成核心，其营养价值较单纯淀粉更丰富。纯淀粉

产品仅能为人体提供糖分，而脱水马铃薯全粉制

成的马铃薯泥，保留了块茎中淀粉、蛋白质、维

生素、膳食纤维、矿物质元素等营养成分 [14]。因

此，食用马铃薯全粉食品较淀粉食品对人体健康

更有益。马铃薯全粉加工企业主要集中于黑龙

江、内蒙古、河北、山西、甘肃、湖北省（自治

区）等，形成了显著的产业分布格局。随国内外快

餐行业不断发展扩张，马铃薯全粉的市场需求不

断加大，因此，发展马铃薯全粉加工业仍是重中

之重。

图5 2016—2021年中国马铃薯淀粉产量占比

Figure 5 Proportion of potato starch production in China from 2016 to 2021

注：数据来源于中国淀粉工业协会（https://www.siacn.org.cn/）。
Note: Data are from China Starch Industry Association (https://www.siacn.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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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薯片薯条加工业现状

薯类休闲食品按制作方式分为天然型和复合型

两大类，天然型食品大多由专用薯直接切片切段后

油炸制成，包括切片式薯片和速冻薯条。复合型食

品一般由专用薯全粉、淀粉等原料复合挤压成型后

再油炸而制成，包括复合薯片和薯条。

国家标准GB/T 31784—2015[15]马铃薯商品薯分

级与检验规程对加工型马铃薯品质要求有严格规

定，包括薯片、薯条加工型马铃薯块茎外观、内部

结构、干物质含量及还原糖含量。首先，块茎要求

表皮光滑、芽眼少、皮色为乳黄色。其次，薯肉要

求为奶白色，炸薯条也可用淡黄色块茎。再次，一

般油炸食品干物质含量要求 22%~25%、还原糖含

量一般要求为鲜重 0.1%，炸片型马铃薯不高于

0.3%、薯条型不超过 0.5%。薯片主要制作工艺依

赖于新鲜马铃薯油炸烹调，通过去皮、切片、漂

洗、油炸、调味和包装，制成薄脆片状休闲小吃。

据中国淀粉工业协会统计，中国年产天然薯片约

40万 t，复合薯片约37万 t，总销售额200亿元，占

马铃薯产业规模 3.5%。据中国食品报网（ht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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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cnfood.cn/）统计，2021年中国青年群体对薯片

类食品偏好度为 81.5%，全国薯片购买普及率达

76%，薯片产业占整体休闲食品行业29%。制作马

铃薯速冻薯条步骤包括去皮、切条、漂烫、脱水、

油炸、脱油、速冻、包装。其加工技术关键是控制

原料品质、褐变情况、漂烫温度及时间、添加剂使

用量、烘干温度及时间。据观研报告网（https://
www.chinabaogao.com/）统计，2014—2022年中国薯

条市场规模由280亿元增长至391.22亿元，2022年，

中国冷冻薯条年产量 48.86万 t，同比增长 18.45%。

中国薯片和薯条市场规模逐年增长，发展前景

良好。

图6 2021年中国变性淀粉产区分布和马铃薯变性淀粉分类结构

Figure 6 Distribution of modified starch producing areas and classification structure of
modified potato starch in China in 2021

山东省 Shandong Province
浙江省 Zhejiang Province

广东省 Guangdong Province
江苏省 Jiangsu Province

其他 Other

氧化淀粉 Oxidized starch
复合变性淀粉 Commplex modified starch
阳离子淀粉 Cationic starch
醋酸酯淀粉 Starch acetate
磷酸酯淀粉 Phosphate st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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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A. 2021年中国变性淀粉产区分布；B. 2021年中国马铃薯变性淀粉分类结构。数据来源于中国变性淀粉工业协会（https://www.siacn.
org.cn/spdzi/PMcAtVVDUh.html）。

Note: A. Distribution of modified starch production areas in China in 2021; B. Classification and structure of modified potato starch in China in
2021. Data are from China Modified Starch Industry Association (https://www.siacn.org.cn/spdzi/PMcAtVVDUh.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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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马铃薯主粮化加工战略

2013年，农业部启动马铃薯主粮开发战略。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在《2015年农业工作要

点》提出积极推进马铃薯主粮化产品及产业发展，

中国马铃薯主粮化战略全面实施。2016年，中央

一号文件提出，中国将推进马铃薯主粮化发展。

推进马铃薯主粮化，开发马铃薯主粮化产品，

延伸马铃薯深加工产业链，提高产品附加值。以马

铃薯为原料制作主粮产品包括馒头、面包、面条以

及各类烘焙点心等。满足中国传统饮食文化与马铃

薯加工业相结合需要[7]。当前马铃薯主粮加工产品

尚不足以满足消费者对高营养马铃薯主粮的期待。

产品种类匮乏、能耗大、加工适应性不足以及消

费体验不佳等问题，严重阻碍马铃薯主粮化普

及[16]。加快推动马铃薯品种专业化、种植地域化、

经营产业化，构建多样化深加工产品体系，对实

现马铃薯主粮化战略至关重要。中国实施马铃薯

主粮化战略有现实可行性。马铃薯营养价值丰

富、口感优良，生长周期较短，种植适应性广

泛，单位面积产量高，抵抗恶劣环境能力强[17]；马

铃薯便于加工且保存性能优异，适宜长期存储。

随着马铃薯加工业不断发展，马铃薯主粮化加工

战略提出为马铃薯加工业发展带来新的契机，对

马铃薯增收、提高马铃薯产业化水平有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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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国马铃薯加工业现存问题

3.1 马铃薯加工发展水平低

中国马铃薯加工业水平偏低，加工品类少，

且多为初级产品，缺乏高附加值产品，而发展深

加工产品则面临技术上的挑战。一方面，中国马

铃薯加工业深加工程度低，表现在加工产品结构

单一，加工副产物功能特性尚未完全了解。马铃

薯加工技术水平较为落后，导致马铃薯深加工能

力滞后，在马铃薯淀粉加工中，所得干物质含65%
淀粉，6.5%蛋白粉、11%粉浆水和13%薯渣，其中

粉浆水和薯渣资源利用问题亟待解决 [18]。另一方

面，中国加工业起步较晚，马铃薯加工创新能力

薄弱，加工企业科技创新水平和工艺水平不高，

企业创新能力不足，缺乏自主创新和核心技术，

仍停留在淀粉、全粉、薯片薯条等加工方式上，

产品形态较单一，利润和产品竞争力低。

3.2 优质马铃薯专用型品种缺乏

据 2021年农业农村部统计数据 [19]，全国登记

马铃薯新品种总数为351个，其中用于鲜食的品种

有278个，占比79.20%。中国长期以来育种策略主

要侧重于提高产量和稳定性，培育适合鲜食的品

种[20]。中国马铃薯品种选育主要依赖传统方法，改

良品种抗逆性、加工特性和营养品质较为困难。

同时，专用型加工的国产品种相对较少，国产品种

常表现出干物质含量不足，块茎形状不规整，芽眼

深度较大且表皮粗糙等特性，这些特性与加工行

业标准存在差距。2023年，农业农村部首次发布

《国家农作物优良品种推广目录》，有4个特专型用

途品种被记录在内，包括用于鲜食和淀粉加工品种

‘中薯早39’，专用于淀粉加工品种‘东农310’，鲜

食、炸片和炸条类型品种‘克新 30号’，以及适用

于炸片、炸条和富锌薯片加工品种‘云薯304’。随

着快餐行业兴起，许多海外生产商专注于油炸薯

片和休闲零食生产，尽管国内部分厂商也引入生

产线跟进，但在产品质量尤其是色泽和口感方

面，与国际标准品仍存在一定差距，缺乏优质马

铃薯加工专用品种是关键问题之一。

3.3 加工型马铃薯栽培技术落后

马铃薯是中国重要经济作物之一，种植马铃

薯涉及广泛决策因素，包括天气条件、地质特

性、地理位置的局限以及精准的品种选择[21]。随着

农业经济体系转型和社会演进，农户当前能依据

市场动态及经济收益自主规划马铃薯种植策略，

实施管理手段，并调整生产投入。但各地自然环

境、经济条件和农业生产技术水平差异以及农户

自身思维观念和种植传统难以改变，问题涌现。

如选择品种错误和气候变化导致马铃薯出现生长

异常，产量受限；连续多年反复种植或者错误选

择作物与马铃薯轮作，加重土壤压力、破坏土壤

肥沃程度 [22]；盲目增大种植密度导致营养吸收受

限、产量下降、畸形率升高[23]。传统种植模式人工

投入多，劳动强度大、效率低且成本高。此外，

市场上部分马铃薯收获机械还存在适应性差、同

质化严重、产品种类少及功能单一等问题。

3.4 马铃薯贮藏保鲜技术薄弱

马铃薯消费方式以鲜食为主，占总消费方式

60%以上。国外马铃薯贮藏体系已趋于完善，大多

数马铃薯加工企业都配备专用储存仓库，确保损

耗率在 5%以下。而中国马铃薯贮藏保鲜过程中，

受贮藏设施、管理技术、保鲜技术等因素影响，

产生腐烂、发芽、失水、低温伤害等损失，贮藏

损失高达15%，马铃薯贮藏保鲜技术亟待提升。中

国鲜薯保鲜贮藏相对落后，北方地区农户多采用

窖藏方式，南方地区农户主要沿用室内或楼底堆

藏方式，难以满足现代化生产要求。低温贮藏可

抑制马铃薯发芽，种薯在3~5 ℃下贮藏，待后期播

种时再升高温度；加工原料薯在7~8 ℃下贮藏，加

工时再进行回暖处理；而鲜食马铃薯需在2~5 ℃下

贮藏。国内仅有少量种薯采用机械制冷恒温库进

行贮藏，但设施整体智能化程度偏低。近年来新

建的通风贮藏库普遍存在控制系统智能化程度

低、控制精度差问题，需进一步加强技术改进和

设施更新。

3.5 马铃薯品牌建设意识淡薄

尽管中国在马铃薯品牌建设方面已初步构建

框架，但其市场影响力和公众认知度仍相对较

低，品牌特征差异化不足，品牌聚集度低，主力

产品缺少以及市场渠道的不规范性等造成品牌效

应不明显[24]。一方面，龙头企业推动力量不足，资

182



· ·中国马铃薯加工业现状调查分析及发展对策——韦 孟，许慧珍，张 宁，等

金和技术资源受限，导致马铃薯主导企业运营规

模有限，无法有效驱动马铃薯产业现代化和提升

农户经济收益。另一方面，企业主要专注于初级

加工产品的生产和销售，导致产业链较短，销售

渠道狭窄。此外，中国在利用新媒体进行马铃薯

品牌宣传方面还有待加强，未能充分利用新媒体

网络平台加大宣传力度，地方品牌的传播方式也

未能跟上网络化生活的新趋势。

4 中国马铃薯加工业发展对策及建议

4.1 马铃薯加工技术高新化

当前，国外马铃薯企业广泛采用高新化技

术，以提升整体科技创新水平为目标。因此，中

国马铃薯产业在加工环节需加大投入力度。通过

深加工技术实现马铃薯薯渣和粉浆水资源回收利

用，其中粉浆水可用于回收蛋白、生产生物絮凝

剂和能源气体，而薯渣则可用于生产动物饲料、

沼气和有机菌肥。首先，应对马铃薯加工产业关

键技术进行改革创新，研发出与产品加工相匹配

的机械设备，提高机械利用率，降低生产成本。

其次，要积极引导加工企业应用信息技术装备，

推动大宗马铃薯制品产业向节水、节能、高效、

高得率的方向发展。同时，为落实马铃薯主粮化

战略，推进马铃薯深加工发展，并集成工艺技术

及生产设备，提高马铃薯制品加工效率和质量，

向市场推出不同种类、不同风味的马铃薯商品，

形成“加工带动消费，消费促进生产”良性循环，

进一步拓展马铃薯产业链，推动马铃薯深加工技

术发展[25]。
4.2 马铃薯加工品种专用化

根据全球经济发展需求，应以选育不同马铃

薯加工品种为研发重点。根据不同加工用途，马

铃薯需特化专用品种，包括专用于淀粉制取、全

粉生产、油炸、蔬菜以及烘烤加工的品种（表 1）。

加工型品种应符合适应环境能力强、长势强、抗

病虫害能力强、抗逆性强及适宜大面积种植要

求。长期以来，中国马铃薯产品生产以保证高质

量为首要任务，但适用于企业化生产的专用型马

铃薯品种极为短缺。因此，必须加强新品种培育

和推广工作，政策支持优良品种引进、加大科技

投入、新技术试验示范，促进农业增收和农户收

入。同时，企业应朝着全面加工生产和提高产品

质量的双重目标发展，完善专用化原料工厂建

设，配套机械化生产设备和产地商品化技术体系。

表1 不同品种的专用型马铃薯分类

Table 1 Classification of different specialized potato varieties

专用型马铃薯品种分类

Classification of specialized potato varieties
鲜食专用型 Fresh consumption special type
淀粉专用型 Starch special type
全粉专用型 All-powder special type
薯片专用型 Potato chip special type
薯条专用型 Potato French fries special type

代表性品种

Representative varieties
克新1号、冀张薯8号、费乌瑞它、庄薯3号
陇薯3号、青薯9号、垦薯1号、华薯1号
陇薯1号、东农310、青海5号
大西洋、晋薯2号、张薯7号、鄂马铃薯3号
夏波蒂、旭美1号、旭美2号、旭美3号、旭美4号

注：数据来源于调研样本品类统计。

Note: Data are from the survey sample category statistics.

4.3 马铃薯栽培技术高效化

马铃薯在实际栽培中受多种因素影响，如农

民教育背景、地理气候条件、管理技术等，这些

因素限制现代农业技术的成效。一方面，需大力

开展农民技术培训，积极推广马铃薯栽培实用技

术。另一方面，通过媒体宣传、示范推广等方

式，逐步推广机械化农业技术。首先，科学选种

是关键，马铃薯通过块茎繁殖，因此播种前需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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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种薯，选用早熟高产、抗早疫病、晚疫病与炭疽

病的高抗专用品种，以降低田间病株数[26]。其次，

要合理施肥，根据农田的具体状况，适时施用有机

肥料，以保障土壤中有机质充沛。再次，规范田间

管理，进行机械化土地整理，确保土壤表面平坦，

消除低洼区域，以免降雨时土壤过于湿润。最后，

采用科学的方法进行秧苗处理，利用薯秧粉碎机破

碎薯秧并还田，促进后续机械化收割作业顺利进

行。鼓励农艺农机相结合，大力推广马铃薯生产全

程机械化，马铃薯生产机械研发部门深入了解农户

实际需求和问题，开展针对性研发设计工作，提供

适应性强、效率高的马铃薯机械化设备。

4.4 马铃薯贮藏库建设标准化

为延长马铃薯加工周期，保证贮藏期内马铃薯

品质，减少贮藏期病害，马铃薯收获后的贮藏成为

马铃薯产业发展关键环节。马铃薯贮藏库包括通风

库、冷库、气调库等，但存在贮量小、智能化程度

低、管理方式不当和贮藏效果不佳等问题。需鼓

励、引导贮藏库由大量、分散、小规模向少量、集

中、大规模方向发展，使马铃薯贮藏的集约化程度

不断加大。积极推动马铃薯智能化贮藏设施建造及

通风技术研发[27]，通风设施智能化管理一般采用自

主研发的控制仪，通过应用数字化技术、自动识别

技术、温控感应技术等，实现对马铃薯温湿度和气

体自动调节控制。加强政策支持标准的贮藏库建设

和管理技术优化[28]，优先推广主产区进行示范，带

动马铃薯产业发展。对已建立的大型恒温库、机械

冷库、气调库等，提供程序监控技术支持，加强市

场运作管理，实现效益最大化。

4.5 马铃薯产品品牌创新化

品牌影响力对企业效益至关重要，采用合适的

宣传方式是扩大品牌影响力、提升企业效益的重要

手段。首先，在营销方面以农产品品牌推广为基

础，马铃薯产区可充分利用网络平台进行品牌宣传

推广，并借助大数据算法对企业进行精准营销和推

广 [29]。其次，支持领军企业在商品薯产业开展投

资，通过定向投资、提供专属服务、实施重点收购

等措施，与农户合作发展稳固马铃薯生产基地。再

次，对品牌建设进行整体规划，以各省份优质特色

马铃薯加工产品为主要卖点，突出地区特有产品品

牌。此外，还应进一步拓宽技术咨询服务范围，提

供高质量的服务支持[30]。将品牌推广与马铃薯加工

技术创新相结合，与各大高校和科研院所深入交流

合作，完善产品体系，赋予品牌“科学创新”理念，

有利于加强人民群众对品牌的信赖度。积极推动农

村新型经营实体、企业及专业合作社注册，并利用

马铃薯品牌，争取获得绿色食品和有机食品的官方

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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