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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rrent Situation and Prospect of Potato Planting in China
XU Ning*, ZHANG Hongliang, ZHANG Ronghua, XU Yakun

( Institute of Economic Crops, Heilongjiang Academy of Land Reclamation Sciences, Harbin, Heilongjiang 150030, China )

AAbstractbstract:: Based on the statistics of potato planting situation in China in recent 20 years (1999-2018), the changes in

planting area, total production and yield per unit area in four ecological regions are analyzed, and also the international

status of China's potato planting industry are analyzed. In 2017, China's potato planting area accounted for 29.88% of the

world's total, with a total output of 25.26% of the world, and yield per unit area of 85.50% of the world. The proportion of

China's potato planting area and total output in Asia fluctuated from 50% to 60% in most years, and its proportion in the

world increased year by year, from less than 10% in 1961 to 30% and 25% in 2017. The yield per unit area increased in

fluctuation and the gap with Asia and the world narrowed. In China, potato accounts for about 3% of food crops total

production and crops total planting area all the year round, while the proportion of potato in planting area of food crops

fluctuates between 4% and 5%. Southwest mixed cropping region and North single cropping region are important potato

production areas in China. The planting area is close to 90% of the national total, and production is close to 85% of the

national total. The planting area of Southwest mixed cropping region is higher than that of North single cropping region, but

the total production of the two regions have no obvious difference. For yield per unit area, the Central double cropp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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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对近 20年（1999~2018年）中国马铃薯种植情况的相关数据进行统计整理，分析了 4个生态区域播种面积、

总产和单产变化情况及中国马铃薯种植业在国际中的地位。2017年中国马铃薯播种面积占全球的 29.88%，总产占 25.26%，

单产为世界平均水平的 85.50%。中国马铃薯种植面积和总产量在亚洲占比，多数年份在 50%~60%浮动，占世界的比例逐

年上升，从 1961年的不足 10%，增加到 2017年的 30%和 25%。单产水平波动中上升，与亚洲和世界差距缩小。在中国，马

铃薯占粮食产量和农作物总播种面积比例常年保持在 3%左右，占粮食作物播种面积比重则在 4%~5%浮动。西南混作区和

北方一作区为中国马铃薯重要产区，播种面积接近全国的 90%，总产量接近全国产量的 85%，播种面积上西南混作区高于

北方一作区，总产数据 2个区域间差异不大。单产方面，中原二作区最高，其他 3个区域水平相当。现今，中国马铃薯种植

业存在单产水平低、种植比例小和区域分布不均等问题。未来中国马铃薯播种面积和总产量会继续占据世界领先地位，所

占比例仍有较大增长潜力。品质提升将成为马铃薯产业未来第一要素，单产受其影响，增长速度将会减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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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铃薯在世界和中国均为第 4大作物，在中

国起到保证粮食安全的重要作用，在脱贫增收方

面也扮演重要角色。随着主粮化进程的深入，未

来马铃薯将逐渐成为玉米、水稻、小麦之后重要

主粮作物 [1]。由于之前马铃薯在国内作为非主要

粮食作物，很多省份未进行单独统计，山东省和

河南省将马铃薯作为蔬菜统计上报，江苏省则将

甘薯和马铃薯共同作为薯类进行统计，造成《中

国统计年鉴》上马铃薯部分统计数据缺失 [2,3]。为准

确了解和分析中国马铃薯种植业情况，合理安排

生产，推动马铃薯产业快速发展，本研究对缺失

数据进行多方查找和科学估算。山东省数据参考

了 2004~2019年的《山东统计年鉴》[4]，河南省数据

参考吴焕章等 [5]以及林献和尹伊君 [6]的文章进行估

算，江苏省则参考孙亚伟等 [7]以及刘爱军等 [8]的文

章进行估算。据此，分析了中国二十年来马铃薯

种植业情况，其中汇总了 1999~2018年中国各省

份马铃薯播种面积、总产和单产，马铃薯占农作

物总播种面积比例，占粮食作物播种面积比例，

占粮食产量比例等数据，并依据数据进行了详细

的分析。

1 中国马铃薯总体情况
据国际粮农组织数据，2017年中国马铃薯播种

面积占全球的29.88%，总产占25.26%，单产为世界

平均水平的85.50%。中国一直是世界马铃薯的重要

生产国，但由于品种和种植技术水平等方面因素的

限制，单产水平不高，始终是大而不强[3]。

1.1 全球马铃薯播种面积变化趋势比较

世界马铃薯的播种面积在 1991年以前呈下降

趋势，之后保持平稳在1 800万~2 000万hm2。而亚

洲和中国的种植面积则一直平稳走高，二者上升趋

势保持高度一致（图 1）。说明，中国马铃薯种植面

积在亚洲占统治地位，自身变化会引起亚洲的变

化。与亚洲和中国相比，世界马铃薯种植面积较为

稳定。

region is the highest, and other three regions have similar level. Nowadays, the potato planting industry in China has some

problems, such as low yield per unit area, small planting proportion and uneven regional distribution. In the future, China's

potato planting area and total production will continue to occupy the leading position in the world, and the proportion still

has great growth potential. Quality improvement will become the first factor of potato industry in the future, and due to this,

the growth rate of yield per unit area will slow down.

Key WordsKey Words:: potato; planting area; total production; yield per unit area; change trend

图1 1961~2017年中国、亚洲和世界马铃薯播种面积变化

Figure 1 Change in potato planting area in China, Asia and the World from 1961 to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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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全球马铃薯总产量变化趋势

世界马铃薯的总产量（总产量数据均按5：1折粮

比计算）一直处于波动变化，在 1991年以前，保持

在 5 000万~6 000万 t，之后往复上升。亚洲和中国

马铃薯总产量的变化趋势一致，在1991年之前小幅

上升，之后上升幅度较大（图2）。说明在马铃薯总产

方面亚洲仍受到中国影响。全球马铃薯的需求在

1991年之后呈逐年上升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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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全球马铃薯单产变化趋势

就单产（单产数据均按 5：1折粮比计算）而言，

中国、亚洲和世界变化趋势较为接近，都是在波

动中上升。整体情况是世界高于亚洲，亚洲高于

中国，三者在不同年份有交互关系，且差距有缩

小趋势（图 3）。说明中国马铃薯种植水平提高较

快，但仍未达到世界平均水平。

1.4 中国马铃薯播种面积及总产占比变化趋势

从图 4可看出，中国马铃薯种植面积在亚洲的

比重一直比较稳定，除 20世纪 60年代末到 70年代

图2 1961~2017年中国、亚洲和世界马铃薯总产量变化

Figure 2 Change in total potato production in China, Asia and the World from 1961 to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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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1961~2017年中国、亚洲和世界马铃薯单产变化

Figure 3 Change in potato yield per unit area in China, Asia and the World from 1961 to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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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这段时间，占比超过 60%，其余时间均在 50%~
60%浮动。总产量在亚洲的比重，1974年之前呈

上升趋势，在 60%左右，1974~1992年有所下滑，

低于 50%。1992年以后，一直比较稳定，维持在

50%左右（图 4）。上述数据说明中国马铃薯在规

模上处于亚洲的主导地位，是亚洲最重要的生产

国。

中国马铃薯种植面积占世界的比例一直呈上升

趋势，从 1961年的不足 10%，增加到 2017年的

30%左右。马铃薯总产占世界比例在 1987年之前，

保持稳定但不足 10%，1987年以后上升明显，从

10%上升到 25%左右（图 4）。说明中国马铃薯在世

界上所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

1.5 中国马铃薯播种面积变化趋势

全国播种面积最高年份是2012年（514.22万hm2），

最低是2006年（433.24万hm2），整体水平维持在450
万hm2。2009年之前波动较大，2009年后趋于稳定，

在 500万 hm2上下浮动（图 5）。说明自 2009年开始，

中国马铃薯种植格局趋于成熟，若无政策性调整，

该格局将会保持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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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1961~2017年中国马铃薯播种面积和总产量占比

Figure 4 Proportion of potato planting area and total production in China from 1961 to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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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1999~2018年全国马铃薯播种面积变化

Figure 5 Change in potato planting area in China from 1999 to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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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中国马铃薯总产变化趋势

全国总产最高年份是2018年（2 057万 t），最低

是 1999年（1 243.91万 t），总产量呈局部波动，整

体上升的趋势（图 6）。说明市场对马铃薯的需求量

不稳定，但大趋势上需求量在逐年上升，且尚未到

达顶点。

1.7 中国马铃薯单产变化趋势

全国单产最高年份是 2018年（4 718 kg/hm2），

最低是 2000年（3 232 kg/hm2），整体水平维持在

4 000 kg/hm2以上，2004年之前上升较快，2004~
2010年间呈往复波动趋势，2010年以后开始上升，

趋势平稳（图 7）。说明中国马铃薯种植水平整体提

升，不同时期提高幅度不同，2004~2010年有过一

段单产水平波动的停滞期，可能是品种或技术替换

的变革时期，导致单产变化波动较为明显。

1.8 中国马铃薯占作物比例

中国马铃薯产量占粮食产量比重和播种面积占

农作物总面积比重常年维持在 3%左右，马铃薯播

种面积占粮食作物播种面积比例在 4%~5%浮动（图

8）。说明马铃薯在作物中的位置比较稳定，但占比

不高，整体起到补充种植的作用。未来仍有较大发

展空间。

2 中国马铃薯各产区情况

2.1 北方一作区马铃薯生产情况

北方一作区是中国马铃薯的主要产区，包括北

方 7省（自治区）的全部和河北省、山西省、陕西省

和辽宁省北部。其中河北省、山西省和陕西省马铃

薯主要种植区域集中在北部，由于地市级数据难以

详细分离，故将河北省、山西省和陕西省马铃薯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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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1999~2018年全国马铃薯总产量变化

Figure 6 Change in total potato production in China from 1999 to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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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1999~2018年全国马铃薯单产变化

Figure 7 Change in potato yield per unit area in China from 1999 to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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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统计到北方一作区。同理，辽宁省主要种植面积

集中在南部地区，故将辽宁省整体划入中原二作区，

在此不作统计。

从图 9~11可知，北方一作区马铃薯播种面积

维持在 200万~250万 hm2，整个曲线变化分为“降、

升、降”三个阶段，整体趋势下降。第 1阶段在

1999~2006年，播种面积下降，第 2阶段在 2006~
2011年，播种面积上升并达到了顶点，之后为第3
阶段，逐年下降，2018年达到了最低点，在近20年
的数据中首次低于200万hm2。北方一作区马铃薯总

产量呈波动上升的趋势。除前期低产时期外，2005~
2010年也出现了一个产量低谷，产量低于 750万 t。

最高产量出现在 2018年，接近 850万 t，为历年

最高值。

北方一作区马铃薯单产变化以2009年为分界线

分2个阶段，第1阶段单产呈波动变化。第2阶段高

速上升。说明2009年以后北方一作区马铃薯种植水

平有较大的提高。

2.2 西南混作区马铃薯生产情况

西南混作区是现今中国第一大马铃薯种植区，

包括西南 5省（直辖市、自治区）全部和湖北省、湖

南省西部。湖北和湖南两省马铃薯主产区处于西南

地区，因地级市数据难以分离的原因，故将湖北省

和湖南省全省情况放在西南混作区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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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1999~2018年马铃薯播种面积和产量在全国的占比

Figure 8 Proportion of potato planting area and production in China from 1999 to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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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北方一作区马铃薯播种面积变化

Figure 9 Change in potato planting area in North single cropping re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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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北方一作区马铃薯总产量变化

Figure 10 Change in total potato production in North single cropping re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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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北方一作区马铃薯单产变化

Figure 11 Change in potato yield per unit area in North single cropping region

由图 12~14可知，西南混作区马铃薯播种面积

和总产量变化趋势基本一致。在 2006年明显下降，

2006年前后是 2个明显的上升过程。变化趋势整体

看仍呈上升趋势。说明除2006年的特殊年份外，西

南混作区马铃薯种植面积和产量逐年增加，为中国

马铃薯产业的重要增长点。

西南混作区马铃薯单产变化较为平稳，整体呈

上升的趋势，上升幅度不高。可知西南混作区的马

铃薯种植水平和产量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2.3 南方冬作区马铃薯生产情况

南方冬作区是中国马铃薯种植面积最小区域，

包括南方7省（自治区）。其中台湾省种植面积较小、

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无统计数据，在此不计入统

计。

从图 15~17可看出，南方冬作区马铃薯播种面

积和总产量变化趋势基本一致。在2008年之前呈下

降趋势，2008年到达低点，之后开始上升，变化幅

度较大。

南方冬作区马铃薯单产变化波动大，且无规律。

以2006年为分界线，2006年以前在3 800 kg/hm2下波

动，2006年以后在3 800 kg/hm2上波动。说明南方冬

作区的马铃薯种植水平整体上十分不稳定。

2.4 中原二作区马铃薯生产情况

中原二作区划分情况复杂，包括中原及北方 9
省（直辖市）全部，辽宁省、河北省、山西省、陕西

省南部、湖南省和湖北省东部。河北省、山西省南

部及湖南省、湖北省东部，其划分到中原二作区的

马铃薯种植面积很小，且难于与北方一作区和西南

混作区分开，故数据不计入中原二作区。辽宁省马

铃薯主要种植在南部区域，故将全省数据统计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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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西南混作区马铃薯播种面积变化

Figure 12 Change in potato planting area in Southwest mixed cropping re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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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 西南混作区马铃薯总产量变化

Figure 13 Change in total potato production in Southwest mixed cropping re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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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 西南混作区马铃薯单产变化

Figure 14 Change in potato yield per unit area in Southwest mixed cropping re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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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 南方冬作区马铃薯播种面积变化

Figure 15 Change in potato planting area in South winter planting re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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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6 南方冬作区总产量变化

Figure 16 Change in total potato production in South winter planting re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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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7 南方冬作区单产变化

Figure 17 Change in potato yield per unit area in South winter planting re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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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二作区。山东省、河南省和江苏省马铃薯在统计

年鉴中没有单独统计，分别被统计到了蔬菜、薯类

（包括马铃薯和甘薯）和块茎作物当中，其数据通过

文献及其他资料进行推算。北京、上海无统计数据，

故不计入统计。

从图 18~20可看出，中原二作区马铃薯播种

面积大多数年份集中在 30万~35万 hm2。2006年
是播种面积的最低点，之前呈较大幅度下降，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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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8 中原二作区马铃薯播种面积变化

Figure 18 Change in potato planting area in Central double cropping re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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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 中原二作区总产量变化

Figure 19 Change in total potato production in Central double cropping re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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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0 中原二作区马铃薯单产变化

Figure 20 Change in potato yield per unit area in Central double cropping re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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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 不同马铃薯种植区域播种面积占比

Figure 21 Proportion of potato planting area in different planting regions

后呈较平稳上升趋势。中原二作区马铃薯总产量

与播种面积相关性并不明显，呈稳定的上升趋势。

中原二作区马铃薯单产水平维持在较高水平，变

化平稳，呈上升的趋势。可知，其种植水平在稳

定进步。

2.5 不同马铃薯种植区域比较

2018年全国马铃薯播种面积占比，西南混作区

和北方一作区占全国面积接近 90%，其中西南混作

区更是占比达到50%（图21）。说明中国马铃薯的主

要种植区域在北方一作区和西南混作区，但西南混

作区更有优势。

2018年马铃薯总产量，西南混作区和北方一作

区接近全国产量的 85%，且两个区域间差异不大。

中原二作区总的产量占比达到 13%，也占据较为重

要的位置（图22）。
2018年马铃薯单产水平，中原二作区明显

高于其他地区，其他 3个区域水平相当，北方一

作区略高，西南混作区最低（图 23）。单产水平

也从客观上说明了中国马铃薯不同区域种植水平

的高低。

3 中国各省（直辖市、自治区）马铃薯种植情况

将中国各省（直辖市、自治区）种植情况通过长

期（20年）和近期（5年）两方面数据进行比较分析，

尽量详实的反应出马铃薯在不同省（直辖市、自治

区）的变化趋势。

3.1 各省（直辖市、自治区）马铃薯播种面积

近20年来，马铃薯平均种植面积最高的6个省

图22 不同种植区域马铃薯总产量占比

Figure 22 Proportion of total potato production in different planting regions

西南混作区
43%
Southwes
mixed
cropping re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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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3 不同种植区域马铃薯单产比较

Figure 23 Comparison of potato yield per unit area in different planting regions

（直辖市、自治区）分别为：贵州省（12%）、内蒙古

自治区（11%）、甘肃省（11%）、四川省（10%）、云南

省（9%）和重庆市（6%）（图 24）。这些省份全部集中

在西南混作区和北方一作区，说明中国马铃薯生产

的主要省份都在上述两个区域内。

近 5年以来，种植面积最高的 6个省（直辖市、

自治区）为：贵州省（14%）、四川省（13%）、甘肃省

（11%）、云南省（9%）、内蒙古自治区（9%）和重

庆市（7%）（图 25）。与近 20年的数据比较，主要

种植省份虽然仍集中在北方一作区和西南混作

区，但西南混作区的面积比例上升。现超越北方

一作区成为中国马铃薯种植面积最大的区域。

3.2 各省市区马铃薯总产情况

近 20年来，马铃薯总产量最高的 6个省（直辖

市、自治区）为：四川省（11%）、甘肃省（10%）、贵

州省（10%）、内蒙古自治区（9%）、云南省（8%）和重

庆市（6%）（图26）。马铃薯产量大省仍集中在北方一

作区和西南混作区。

近5年以来，马铃薯总产量最高的6个省（直辖

市、自治区）为：四川省（14%）、贵州省（12%）、甘

肃省（10%）、云南省（8%）、内蒙古自治区（7%）和重

庆市（6%）（图27）。说明与长期数据相比较，近5年
的产量大省仍集中在北方一作区和西南混作区，但

西南混作区的占比有所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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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ngxia

图24 1999~2018年各省（直辖市，自治区）马铃薯播种面积比例

Figure 24 Proportion of potato planting area of provinces (municipality and autonomous region) from 1999 to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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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5 2014~2018年各省（直辖市，自治区）马铃薯播种面积比例

Figure 25 Proportion of potato planting area of provinces (municipality and autonomous region) from 2014 to 2018

图26 1999~2018年各省（直辖市，自治区）马铃薯总产量比例

Figure 26 Proportion of total potato production of provinces (municipality and autonomous region) from 1999 to 2018

3.3 各省市区马铃薯单产情况

近20年来，马铃薯单产最高的 5个省（自治

区）分别是山东省（7 653 kg/hm2）、西藏自治区

（7 516 kg/hm2）、新疆维吾尔自治区（5 955 kg/hm2）、

吉林省（5 677 kg/hm2）和河南省（5 201 kg/hm2）（图28）。

其中西藏自治区种植面积小，其统计数据可能存在

误差，河南马铃薯被统计到薯类（包括甘薯和马铃

薯），现有数据是根据文献估算值，非实际统计数

值。综合以上因素，认为单产最高的 3个省份是山

东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吉林省。

中国马铃薯种植业现状与展望——徐 宁, 张洪亮，张荣华，等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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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7 2014~2018年各省（直辖市，自治区）马铃薯总产量比例

Figure 27 Proportion of total potato production of provinces (municipalities and autonomous region) from 2014 to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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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8 1999~2018年各省（直辖市，区）马铃薯单产

Figure 28 Potato yield per unit area in each province (municipality and autonomous region) from 1999 to 2018

近 5年以来，马铃薯总产量最高省份为山东

省（9 006 kg/hm2）、吉林省（7 019 kg/hm2）、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6 913 kg/hm2）、河南省（6 155 kg/hm2）、西

藏自治区（5 913 kg/hm2）（图 29），单产最高的前 3
个省（自治区）分别是山东省、吉林省和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

4 中国马铃薯种植业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4.1 单产水平低且不平衡

现今中国马铃薯单产方面水平仅为世界平均水

平的85%左右。马铃薯种植水平最高的山东省，单

产已经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但马铃薯的主要种植

94



· ·

区域单产水平仍然很低，尤其是种植面积最大的

西南混作区，单产水平在国内最低，需根据地域

特点，通过品种和栽培技术手段来提高该区域的

马铃薯单产水平。

4.2 马铃薯占粮食作物比例仍有扩大潜力

中国马铃薯播种面积占农作物总面积 3%左

右，马铃薯播种面积占粮食作物播种面积比例在

4%~5%浮动。从种植结构来讲，马铃薯的占比并

不高，其种植面积还有很大的扩展空间。亟需标

准化种植体系的支持，减少马铃薯的种植风险，

提升效益，进而扩大马铃薯种植比例。

4.3 马铃薯种植区域分布不均

中国马铃薯种植区域主要集中在西南混作区

和北方一作区，其中西南混作区马铃薯的种植面

积逐年上升，占比超过 50%，但单产仍然不高，

应从技术和政策方面对西南混作区进行扶持。使

其从马铃薯生产大区向强区方向发展。不均的马

铃薯种植布局不利于马铃薯的全面发展。应增加

其他区域，特别是南方冬作区和中原二作区的种

植面积。

4.4 马铃薯销售途径原始

由于宣传及政策引导不到位，马铃薯销售方

式较以往没有太大改观，仍以普通蔬菜和加工用

原料进行售卖。产品原始，附加值低，影响农民

种植热情。应加大马铃薯健康食品，主食食品的

宣传和研发力度。以营养健康为特色，促使马铃

薯产品的高端化，增加附加值，进而提高农民种

植热情，最终使马铃薯种植业蓬勃发展。

5 中国马铃薯种植业展望

5.1 育种方向

随着国家马铃薯主粮化的不断推进，中国马

铃薯种植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马铃薯主

食产品消费的引导和加工产业的不断完善，加工

薯需求比例将会上升到 30%左右。受加工条件需

求，马铃薯种植品种将由高产向优质过渡，促使

中国马铃薯育种方向的改变，未来 5~10年将成为

中国优质马铃薯品种的增长期。

5.2 种植格局

根据地域特征，中国马铃薯将出现“北方加

工”“南方鲜食”的新格局。北方一作区土地集中，

地块面积大，利于收购和加工，将成为加工薯的

主要供给区域。西南混作区虽然种植面积大，但

种植水平较低，不利于加工，未来会在集中种植

地区进行加工薯种植，其余区域种植鲜食品种。

中原二作区和南方冬作区依然会以鲜食品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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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9 Potato yield per unit area in each province (municipality and autonomous region) from 2014 to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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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5.3 种植面积

未来受加工薯需求影响，北方一作区和西南混

作区种植面积整体会略有增加，鲜食品种种植面积

下降。为弥补缺口，南方冬作区和中原二作区鲜食

品种种植面积会有一定幅度的增加。全国面积将在

稳定中上升。

5.4 产 量

未来受种植面积上升的影响，总产会有所上升。

但受加工需求的影响，马铃薯的品质需求将逐步高

于产量需求，致使单产提高速度减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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