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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bstractbstract:: In 2015, China put forward the strategy of potato as a main staple food crop. The next year, the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issued the Guiding Opinion on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Potato Industry, in which a goal was

established that the planting percentage of potato varieties for staple food processing would reach 30% by 2020, and

the consumption of staple food would account for 30% of the total consumption of potatoes. The regional distribution of

potato as a staple food crop in Heilongjiang reclamation area began in 2016. It is characterized by mechanized

operation during the whole planting period, and matched with high-quality varieties and high-yield cultivation techniques.

The technology model combines the selection of potato varieties, demonstration of high-yielding technology, raw potato

production and processing of main food products to promot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Heilongjiang reclamation area has

excellent facilities for potato planting and product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potato as a

staple food crop could not only fill the lack of nutrients in local conventional foods, but also promote the link between

production and marketing of fresh consumption potatoes, and promote farmers to get rid of poverty and become rich.

Potato processing in Heilongjiang reclamation area is mainly based on potato flake and starch processing, turning to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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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2015年国家提出了马铃薯主粮化战略，2016年农业部下发了《关于推进马铃薯产业开发的指导意见》，

提出了到2020年用于主食加工的马铃薯品种播种比率达到30%，主粮消费占马铃薯总消费量的30%的目标。黑龙江

垦区的马铃薯主粮化区域布局于2016年开始，以全程机械化作业为特色，配套优质品种及高产栽培技术的模式。将

马铃薯品种筛选、高产技术示范、原料薯生产及主粮产品加工等环节紧密结合，促进一体化发展。黑龙江垦区具备

优良的马铃薯种植和产品研发基础。推进马铃薯主粮化发展，既能填补省内主粮营养成分缺失的情况，又能促进鲜

薯产销衔接，带动农民脱贫致富。黑龙江垦区的马铃薯加工主要以全粉和淀粉加工为主，从2017年转向研制主食类

产品。综合分析了黑龙江垦区马铃薯主粮化发展现状和存在问题，提出了促进黑龙江垦区马铃薯主粮产业发展的建

议，引导和推进马铃薯主粮化产业规模化发展，推进马铃薯主粮加工产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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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of staple food products since 2017. Based on the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existing problems of the development of potato as a staple food crop in Heilongjiang reclamation area, suggestions for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potato as main food industry in Heilongjiang reclamation area are put forward, guiding

and promoting the large-scale development of potato as a staple food crop, and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dustry of potato processing into staple food.

Key WordsKey Words:: potato; staple food; Heilongjiang reclamation area

1 黑龙江垦区马铃薯产业的基本情况
黑龙江垦区马铃薯种植始于 1985年，2002年

以前种植面积处于 5 000 hm2左右，2003~2004年
种植面积突破 1万 hm2[1]。2005年作为黑龙江省马

铃薯加工龙头企业的黑龙江北大荒马铃薯产业有

限公司成立，2008年其母公司北大荒马铃薯集团

有限公司成立，2016年北大荒马铃薯集团有限公

司与北京黑土地基金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东北投资有限公司共同出资对黑龙江北大荒马铃

薯产业有限公司进行了股权多元化改造，成立了

北大荒黑土薯业有限公司，其下辖的北大荒黑土

薯业有限公司九三分公司，北大荒黑土薯业有限

公司二龙山分公司和北大荒黑土薯业有限公司克

山农场淀粉分公司 3个精淀粉加工厂及北大荒黑

土薯业有限公司克山农场全粉分公司。2005年之

后马铃薯年均种植面积达到 2万 hm2，2008年达

到了 4.4万 hm2的最大种植面积 [1]，跃升为垦区第

四大作物。马铃薯在垦区主要集中种植在黑龙江

省农垦北安管理局、九三管理局和齐齐哈尔管理

局，其均处于省内马铃薯加工薯种植的优势区

域，播种面积分别占垦区马铃薯总面积的 38.35%，

28.95%和 27.84%。总产量达到 53.9万 t，单产平均

水平达到 29.9 t/hm2[1]，高于国内 18 t/hm2和省内的

22 t/hm2水平。

2015年国家提出马铃薯主粮化战略后，2016
年垦区开始了马铃薯主粮化的推进工作。黑龙江

垦区具备生产优良加工薯生产的基础和相关的科

研技术贮备，促进了马铃薯主粮产品产业发展。

垦区为马铃薯加工产业预留 6.7万 hm2土地供马铃

薯倒茬种植，并且拥有专业的马铃薯研究机构提

供技术支持，如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黑龙江省

农垦科学院、北大荒马铃薯研究院等。

2 主粮化对黑龙江垦区马铃薯产业发展的意义
2.1 填补主粮中营养成分的缺失

黑龙江垦区发展马铃薯主粮化的目的，并非

替代传统主粮，而是要填补主粮中的营养缺失。

黑龙江垦区主要粮食作物以水稻、大豆和玉米为

主 ， 分 别 占 垦 区 播 种 面 积 的 53.9%， 26.9%，

15.5%，粮食产量的 68.3%，9.0%，21.1%[1]。

黑龙江垦区种植的三大粮食作物当中只有水

稻作为主粮，其中玉米为工业加工原料和饲料，

大豆为油料作物。但水稻中的维生素B1、B2、蛋

白质等含量较少，碳水化合物（糖）含量较多，容

易造成营养缺乏或肥胖，马铃薯正好可弥补这一

不足。其含有人体所需的全部 7类营养物质（蛋白

质、脂类、碳水化合物、维生素、水、无机盐和

膳食纤维）[2]，碳水化合物的含量仅为大米的 25%
左右，且可补充日常主粮中缺乏的维生素。

2.2 促进种植业调整

黑龙江垦区粮食生产实现“十五连丰”，生产能

力稳定在800亿kg以上，商品粮率稳定在95%左右，

起到国家粮食压舱石的作用。但由于近年来玉米供

大于求，库存量增加，出现了阶段性过剩问题，使

农民所得利润微乎其微，种植效益低[3]。根据2016年
4月农业部下发的《全国种植业结构调整规划（2016~
2020年）》[4]，指出应优化玉米结构，因地制宜发展食

用大豆、薯类和杂粮杂豆。同时资源环境的约束压

力越来越大，消费结构升级的要求越来越高，老百

姓在吃饱、吃好以后还有新的需求，要吃健康。为

此黑龙江垦区2017年较2015年调减玉米种植面积45
万hm2[5,6]，马铃薯则成为种植结构调整的理想替代物。

3 政府对马铃薯主粮化的政策支持
黑龙江省及黑龙江省农垦总局没有出台马铃薯

主粮化方面的政策文件，但2015年以来，黑龙江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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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通过马铃薯良种补贴、农机补贴、马铃薯保险

补贴、产业补贴、产业配套设施政策推动马铃薯主

粮化发展。为落实国家推进马铃薯主粮化产业开发

政策，黑龙江省启动建设现代农业产业技术协同创

新体系，马铃薯从经济作物体系中分离出来，单独

成立马铃薯现代农业产业技术协同创新体系。

3.1 良种补贴

政府对从事马铃薯脱毒种薯生产、对俄出口

鲜食薯的生产者进行补贴。补贴具体要求：（1）
马铃薯脱毒种薯生产及对俄出口鲜食薯种植面积

不少于 33 hm2；（2）补贴 1 500元/hm2；（3）直接的

资金补贴方式 [7]。

3.2 农机补贴

马铃薯种植经营者购买大型马铃薯种植和收获

机械时，由同级政府按农机价格的 10%给予补贴，

推动马铃薯种植区域探索组建大型马铃薯农机租赁

公司[8]。

3.3 马铃薯保险

马铃薯龙头企业和马铃薯种植合作社的种植保

险费用政府承担50%[8]。

3.4 马铃薯产业补贴

黑龙江省政府对主营业务收入达到 4亿元以上

的马铃薯主粮化和休闲方便食品加工企业，由同级

政府给予年销售收入的1%、最高1 000万元的补贴，

用于品牌打造。对加入种薯联盟的经营主体统一种

植品种和销售，对销往省外种薯量达到2 000 t及以

上的经营主体，由同级政府补贴50元/t[8]。
4 马铃薯主粮化的推广
4.1 主推品种

根据黑龙江垦区自然条件、主粮化原料薯加工

需求及适宜机械化作业的特点，适宜本地种植的品

种 40余个。2016~2018年，开展了马铃薯主粮化品

种示范，共建示范基地210 hm2。最后将产量及品质

数据表现好的‘大西洋’、‘延薯 4号’品种列入到黑

龙江省主推目录[9]。

4.2 主推技术

根据主粮化加工薯的特性、自然环境特点及影

响马铃薯干物质含量的因素等，整合形成适宜东北

地区的主粮化加工薯高产优质的全程机械化配套栽

培技术与模式。其中，马铃薯主粮化加工型品种

‘大西洋’高产栽培技术申报了地方标准。

4.3 推广面积

2016~2018年，黑龙江垦区种植的主粮化示范

区累计种植马铃薯面积在 10 000 hm2以上，种植品

种以‘大西洋’和‘延薯4号’为主。

‘大西洋’，2016年前茬作物为大豆，种植面

积 667 hm2，2017年前茬作物为玉米，种植面积扩

大到 1 000 hm2，2018年前茬作物为大豆，面积调

整为 800 hm2。生产机械化率稳定在 97%。平均单

产 24.5 t/hm2。

‘延薯4号’，2016年前茬作物为玉米，2017年
前茬作物为大豆，2018年前茬作物为玉米。平均年

种植面积为2 667 hm2，机械化率为97%。单产水平

稳定在27.0 t/hm2以上。

4.4 经济效益

4.4.1 ‘大西洋’的种植效益

‘大西洋’在黑龙江省克山农场示范种植，平均

种植成本稳定在17 000元/hm2，三年（2016~2018年）

分别为16 275.0，17 565.0和17 452.5元/hm2。其中，

肥料费用从 2016年的 1 950元/hm2，降低至 2017和
2018年的 1 650元/hm2；人工费用从 2016和 2017年
的3 750元/hm2上涨到2018年的4 200元/hm2；地租费

用从2016年的1 950元/hm2，上涨至2017年的2 640
元/hm2、2018年的 3 465元/hm2。种子费用保持在 4
425元/hm2。

2016~2018年，商品薯平均净利润连年下降，从

2016年的26 677.5元/hm2，下降到2017年的675元/hm2，

在2018年，农户马铃薯亏损1 369.5元/hm2[10]。

4.4.2 ‘延薯4号’的种植效益

‘延薯4号’在黑龙江省二龙山农场示范种植，平均

种植成本逐年上升，从2016年的14 628.0元/hm2，上涨

到2017年的18 112.5元/hm2、2018年的21 217.5元/hm2。

种子费用从 2016年的3 006元/hm2，上升到 2017年
的5 301元/hm2，后微调为5 280元/hm2；肥料从2016
年的 1 657.5元/hm2，上涨到 2017年的 1 728元/hm2，

再下调到 1 413元 /hm2；人工费用从 2016年的 4
440 元/hm2，先上升到 2017 年的 4 687.5元/hm2，

在 2018年下降到 2 413.5元/hm2。农药费用从 2016
年的 871.5元/hm2，上升到 2017年的 933 元/hm2、

马铃薯主粮化在黑龙江垦区实施进展及存在问题——许亚坤，徐 宁，张洪亮，等 123



中国马铃薯，第34卷，第2期，2020· ·

2018 年的 1 680 元/hm2；地租费用从 2016年的

1 950元/hm2上升到2017年的2 430元/hm2、2018年的

5 310元/hm2。

商品薯平均净利润连年下降，农户在2018年亏

损，从 2016年的 4 272.0元/hm2，下降到 2017年的

349.5元/hm2，到2018年农户亏损4 747.5元/hm2[10]。

4.5 马铃薯加工情况

黑龙江垦区马铃薯主粮加工主要以全粉和淀粉

为主，垦区推广的主粮化品种‘大西洋’与‘延薯 4
号’分别对应全粉加工和淀粉加工，实现专品专用。

从2017年开始，黑龙江农垦科学院经济作物研究所

转向研制适合本地区饮食习惯的两款马铃薯主粮产

品——马铃薯大列巴和马铃薯发糕。计划与具备加

工生产马铃薯主粮产品条件的企业合作，建立生产

线，将已研发成功的马铃薯大列巴与马铃薯发糕推

向市场。

黑龙江垦区马铃薯主粮化产业尽管起步较早，

但主要力量集中在原料薯生产方面，真正投入生产

并推向市场的主粮产品数量却有限，市场占有率不

高，这和产业定位及马铃薯加工企业的数量和规模

存在直接的关联。

5 市场推广与消费者认知
5.1 马铃薯主粮产品市场认可度

目前，马铃薯主粮产品与传统马铃薯主粮产品

粉条、粉丝相比较销量不佳。马铃薯主粮化产品作

为一种新的消费产品，要被广大消费者所接受可能

仍然需要一段相当长的时间，首先需开发符合消费

者膳食需要的主粮产品，如面条、米粉、年糕、“人

造米”等[11]。其次改变消费者固有的消费观念，最后

应改变产品的营销策略。当前销售模式为仅限于某

些特定商场及超市的销售，普及度不够，直接限制

了居民的购买力，而且缺少系统化的宣传模式，影

响了市场销售量。应引导支持多种经营方式，开展

专业市场建设，鼓励跨区域销售，完善“农商对接”

“农超对接”“直销直供”“连锁经营”等产销模式，规

范交易行为[12]。

5.2 消费者对马铃薯主粮化的认知

从2017年开始，黑龙江省上市了馒头和花卷两

种马铃薯主粮新产品，通过市场回馈，消费者对马

铃薯主粮产品的营养价值和功能的了解程度一般，

但普遍接受并购买这两种主粮产品。同时，确定两

款新主粮产品即马铃薯大列巴与马铃薯发糕，未来

将通过旅游途径将产品宣传推广。

通过市场调查发现，黑龙江省的消费者对马铃

薯主粮产品的评价为口感不错，但对马铃薯主粮化

产品的认同度不高，产品的选择仍处于初级阶段，

究其原因：一是对马铃薯主粮化产品营养价值的认

知度还不是很高，二是本土企业无较高知名度的品

牌产品，三是饮食的惯性造成短时间内难以改变，

四是由于主粮产品原材料采用马铃薯全粉，成本高

于普通小麦粉，马铃薯主粮化产品的销售价格高于

米面等主粮产品。

6 项目实施后的成效
6.1 主粮化品种种植面积扩大

政府对马铃薯产业的支持促进了推广面积扩大、

薯农增收、鲜薯食用方式多样化、加工产品产量和

销量上升。在克山农场和二龙山农场，项目实施后，

马铃薯主粮化品种推广面积逐年扩大，从2016年的

0.13万 hm2增加到 2017年的 0.35万 hm2、2018年的

0.36万hm2。

6.2 马铃薯食用方式更加丰富

马铃薯主粮化项目实施前，马铃薯的食用方式

主要是菜用，具体方式以切块炖、切片或丝炒、切

条炸、制成土豆泥、烤土豆、蒸土豆等。项目实施

后，马铃薯可以加工成全粉、淀粉、薯条、薯片、

粉条、粉丝等产品。

7 存在的问题
7.1 主粮品种种植

政策实施后，由于马铃薯本身特点及气候等因

素的影响，种植存在生产成本提高，尤其是地租补

贴的减少及企业收购标准的提高，导致收益不稳定。

7.2 主粮产品

马铃薯主粮产品市场推广方面存在 3个主要问

题：一是产品定位，如何给产品一个合理的定位让

消费者接受；二是宣传力度，如何加大宣传力度，

给消费者正确的消费引导；三是生产成本，如何降

低生产成本，增加市场的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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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小 结
黑龙江垦区马铃薯主粮化区域布局推进是以主

粮产品为核心，筛选适宜的加工品种，配以相应的

高产栽培技术。黑龙江垦区具备优良的马铃薯种植

和科技研发基础，推进主粮化发展，既能填补省内

面食主粮化中营养成分的缺失，又能促进鲜薯产销

衔接，带动农民脱贫致富。2015年以来，黑龙江省

政府通过马铃薯良种补贴、农机补贴、马铃薯保险

补贴、产业补贴、产业配套设施政策推动马铃薯产

业发展，促进了面积扩大、鲜薯食用方式多样化、

加工产品产量和销量上升。马铃薯主食化政策实施

后，2016~2018年，黑龙江省开展了以‘大西洋’、

‘延薯 4号’为代表的马铃薯主粮化品种示范，并列

入黑龙江省主推目录。黑龙江垦区将马铃薯生产、

加工、销售等环节紧密联合在一起，主粮品种的马

铃薯种植采用适宜东北地区的全程机械化作业、立

体化施肥的种植模式。农户种植的品种为‘大西洋’

和‘延薯 4号’，垦区的马铃薯加工主要以全粉加工

和淀粉加工为主，从2017年转向研制和生产马铃薯

大列巴和马铃薯发糕两种特色主粮产品，但由于消

费习惯和销售模式局限，消费者对产品的认同度不

高，市场推广程度不高，销售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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