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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Progress and Prospect of Potato Mar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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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bstract: The main influencing factors of potato market supply and demand from natural factor, economic factor,

social factor and so on and the main forecast method of the potato market were summarized, research status and

limitation were outlined, and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 was prospected. Present research on potato market mainly

concentrated in status analysis, problem and countermeasures and trend prediction. Research on potato market supply

and demand mainly focused on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market supply; few research was about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market demand, and less research studied the factors of market supply or market demand at the same time.

Research on market forecast and early warning was relatively weak. Research method was mainly qualitative analysis

or quantitative analysis with common models. In future potato market will be researched from innovating study

perspective from microcosmic angle and specific problem, enriching research content by forecast and early warning of

potato market, and improving research method by an ideal system model that includes both demand and supply of

potato mar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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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自然、经济、社会等方面概述了现有研究中影响马铃薯供给和需求的主要因素以及目前马铃薯市场

预测的主要方法，总结了目前的研究进展与局限，展望了未来的研究重点。当前马铃薯市场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

现状分析、问题对策和走势预测方面；供求影响因素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生产供给方面，消费需求影响因素方面

研究较少，且鲜有关于市场供求影响因素的综合研究；市场预测预警方面的研究相对薄弱；研究方法多定性分析，

模型建立较为单一。未来马铃薯市场研究，应不断创新研究视角，从马铃薯市场的微观视角、具体问题切入研究；

拓展研究内容，加强对马铃薯供求关系和市场价格的预测预警研究；改进研究方法，构建同时包含供给和需求的系

统模型对马铃薯市场供求展开动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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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铃薯作为中国第四大粮食作物，在中国地区

分布广泛、周年生产、经济效益好，对于保证中国

食物安全、贫困地区脱贫增收和地区经济振兴崛起

意义重大[1]。近年来，由于市场信息不对称和农户

缺乏对市场信息进行预测的能力，导致马铃薯供给

与需求不平衡，生产与市场的矛盾日渐突出，价格

综 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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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烈波动时有发生，且每隔 1~2年就有 1次较大

区域范围的滞销发生 [2]，对薯农增收以及马铃薯

市场的平稳健康发展造成了不利影响 [3,4]。因此，

开展马铃薯市场分析及预测，对于马铃薯生产稳

定、市场稳定、薯农增收和薯业繁荣具有重要的

理论与现实意义。

农产品价格低迷，会挫伤生产者的积极性，从

而不利于农产品的稳定供给；农产品价格高涨，会

影响消费者的实际购买，从而不利于农产品的需

求。因此，价格的波动，对种植农户、加工企业和

消费者的利益都会产生影响，对于整个社会福利而

言，是一种损害。张培刚[5]指出供与求的关系是影

响农产品价格变动最直接的因素。农产品价格由其

价值决定，但主要受供求关系的影响围绕价值上下

波动。纵观国内外关于农产品价格波动影响因素的

研究，也都是围绕供求关系展开。因此，本文以马

铃薯市场供求影响因素及市场预测为主要研究内

容，综合影响马铃薯市场供给和需求的主要因素以

及目前主要的市场预测方法，以期为进一步研究马

铃薯市场做好准备工作。

1 马铃薯产业市场经济研究进展

近年来，在国家新型粮食安全战略和农业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的大背景下，马铃薯主粮化步伐日益

加快，围绕马铃薯产业的研究日益增多。国内在马

铃薯产业市场经济研究方面，主要围绕以下2个方

面：一是马铃薯产业生产消费贸易现状分析、存在

问题及发展对策等；二是马铃薯市场研究，包括市

场竞争力、供求关系、价格波动和营销策略等。

罗其友等[6]从生产、消费和贸易等角度对目前

中国马铃薯产业发展的现状、特点、发展前景与

主要制约因素作了论述与剖析，同时提出了未来

该产业持续健康发展的建议。米健等[7]对南方冬作

区马铃薯发展趋势、区域格局与增产潜力做了研

究，指出近年来南方冬作区马铃薯播种面积及产

量都在稳步增长，但仍存在较大潜力。何英彬等[8]

分析了与遥感、地理信息系统等手段结合的未来

马铃薯空间模拟研究发展新方向及其目前的研究

进展。刘洋等[9]剖析了新形势和新常态下中国马铃

薯的贸易特点和营销现状，从多角度提出了促进中

国马铃薯贸易和消费的策略方式。

赵永平和韩建民 [10]、史永良等 [11]、孙小龙 [12]、

冯月娇和张德亮 [13]、周蕾和温淑萍 [14]分别在对甘

肃、云南、宁夏马铃薯产业发展现状分析的基础

上，对当地马铃薯产业竞争力作了研究。刘洋和罗

其友[15]利用时间序列方法研究了中国马铃薯批发市

场价格的波动性。高明杰等 [16]分析了 2011年马铃

薯滞销现象和成因，提出了基本对策。刘洋等[17-19]

分别从世界马铃薯生产、消费的角度对世界及各区

域马铃薯生产、分布及变迁做了分析；对影响马铃

薯消费的主要因素、世界马铃薯消费的总体概况和

变动趋势等做了总结。

2 马铃薯市场供求主要影响因素研究进展

马铃薯供给主要来源于国内生产和进口 2部

分；马铃薯需求主要来源于国内消费和出口 2部

分。为简化研究，本文在封闭的假设条件下，即主要

梳理国内外研究中关于影响一国马铃薯生产和一国马

铃薯消费二者的主要因素，不考虑进出口情况。

影响马铃薯市场供求的因素复杂繁多，涉及自

然、经济、社会和文化等诸多方面，目前国内外关

于马铃薯供求影响因素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生产

供给方面，关于消费需求影响因素方面的研究较

少，本文在立足文献的基础上总结了主要的几个影

响因素。

2.1 影响马铃薯供给的主要因素

2.1.1 气候条件

马铃薯耐干旱、耐瘠薄、抗灾力强，全国70%
的马铃薯种植分布在干旱少雨、土壤贫瘠的贫困地

区[1]，但是极其恶劣的自然条件也会对其产量造成

不利影响。李剑萍等[20]模拟了气候变化情景下宁夏

马铃薯的单产变化，研究表明马铃薯生育期内降水

量的减少、块茎膨大期气温显著升高是马铃薯减产

的主要原因。孙芳等[21]研究了宁夏气候变化对马铃

薯生产的影响，结果表明，不同的生育阶段，影响

马铃薯产量的气候因子不同；但是气候暖干的趋势

会对马铃薯生产产生不利影响。高峰[22]指出平均气

温、降水和活动积温等因素均对马铃薯产量产生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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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王怀利等[23]指出马铃薯的最佳播种时期应该是

令马铃薯生育期同当地的农业气象变化相一致，因

为光、温和水等自然因素直接影响了马铃薯经济产

量的高低。叶明珠[24]认为影响乌兰察布市马铃薯种

植的自然灾害主要包括干旱和冰雹，其影响了马铃

薯的产量或品质，从而影响了马铃薯的供给。

2.1.2 种植面积

一种农产品生产的总量为种植面积与单位面积

产量的乘积，因此在一定的技术水平下，农产品的

产量主要取决于种植面积的多少，种植面积的减少

将直接导致农产品产量的减少。蔡海龙[3]指出，马

铃薯种植面积和单产的不稳定直接导致了其产量的

波动，当二者同时同向作用时，就导致产量剧烈波

动。刘勇等[25]运用“蛛网模型”分析了甘肃省马铃薯

价格的变化，结果表明，甘肃省马铃薯市场价格在

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后期的播种面积。实质上，一种

作物的种植面积，是自然资源禀赋、要素投入、市

场需求、种植制度和政府政策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

的结果[26]。

2.1.3 要素投入

要素投入主要包括化肥、机械等生产资料投

入、劳动力投入、农业科技与技术投入、组织管理

投入等，要素投入的多少直接影响了作物的单位面

积产量，投入要素的价格即生产成本直接影响了总

产出水平。一般情况下，单位产品生产成本与产出

是负相关关系，即单位生产成本降低，会刺激产量

增加；反之，生产成本上升，产量增加受到抑制。

Joseph[27]认为生产投入品的价格、利润选择等因素

影响了农户马铃薯种植决策。李勤志等[28,29]运用面

板数据模型对中国马铃薯生产的投入产出数据进

行了分析，结果表明，目前中国对土地投入的动

力费用已经过剩，但是增加对土壤改良和劳动等

生产要素的投入对目前中国马铃薯的生产具有积

极的影响。

农业科技投入对农业生产的影响格外明显。科

技进步可以在不增加投入的情况下提高农产品的供

给量，科技水平直接影响了农产品的单位面积产

量。科技水平主要体现在新品种、新药剂和新技术

等的采用。顾焕章和王培志[30]、朱希刚[31]实证证明

了农业技术进步有力推动了农产品供给的增长。

受政策鼓励，近年来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和农

民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如雨后春笋般。新型经营

主体具有较好的组织管理水平，可以在要素投入一

定的条件下，进一步提高作物的单位面积产量。侯

媛媛[32]认为农业生产中日益增多的“公司 + 农户”、

“合作社 + 农户”和“公司 + 合作社 + 农户”等多样

化的合作经营模式，不仅有助于土地、劳动、资本

和技术等生产要素的有效融合，更有利于规划化和

规模化发展、形成利益共同体、改善市场地位、增

加利润收入，推动农业产业化经营和农业结构调

整。李亚杰等[33]在综合分析目前国内外马铃薯生长

模型的基础上，展望了其未来发展方向与研究重

点，指出科学合理的管理方式，将有效促进马铃薯

增产。

2.1.4 栽培模式

不同的种植方式、播种密度等都会影响马铃薯

的产量。李德明等[34]利用二次通用旋转组合设计及

计算机模拟寻优的方法探索了种植密度、氮、磷、

钾肥施用量及配比对‘定薯1号’产量、出苗率等的

影响，得到了高产的农艺组合方案。许爱霞等[35]采

用二次回归三因子五水平饱和D-最优设计方法，

研究了氮肥、磷肥和钾肥对‘大西洋’品种马铃薯产

量的影响，得到了最高产量的施肥量组合。

2.1.5 其他因素

除了气候条件、种植面积、要素投入和栽培

模式等因素外，马铃薯加工能力、病虫害等因素

对马铃薯生产的影响作用也不容小觑。Holland和

Beleiciks[36]采用投入产出模型分析了华盛顿州和俄

勒冈州的马铃薯产业的投入产出情况，结果表

明，冷冻马铃薯加工业的发展是影响华盛顿州马

铃薯产出的直接因素，间接因素则是其他产业对

马铃薯产品的需求。Blas和 Petrescu[37]指出，秘鲁

地区马铃薯生产最大的限制是晚疫病、病毒病和

细菌性枯萎病等生物影响，其次是干旱、温度、

土壤酸碱性以及土壤质量等非生物胁迫，再者当

地种植马铃薯的技术是通过口头传述，而年轻人

不断涌入城市导致马铃薯传统种植面临后继无人

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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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影响马铃薯需求的主要因素

2.2.1 收入水平

经济因素是影响农产品消费的主要因素，决定

了居民的消费水平和消费能力[38]。经济因素主要包

括消费者收入水平、农产品自身及其替代品的市

场价格等。

Hinton[39]指出相比高收入者，低收入者对价格

更为敏感，因此不同收入水平的消费者具有不同

的马铃薯消费需求，贫穷国家的马铃薯需求价格

弹性大于富裕国家。

2.2.2 市场价格

高飞 [40]认为影响农产品消费量最直接的重要

因素是食品消费水平，食品消费水平主要由消费

者的收入和农产品的价格决定。一般而言，在其

他因素一定的前提下，消费者的收入水平越高，

农产品的价格水平越低，农产品的消费需求越

大。Horton[41]指出人们对不同品种马铃薯的需求

价格弹性不一致，说明马铃薯品种影响人们的消

费需求。

2.2.3 营养品质

研究表明，马铃薯的质量、颜色和外观是影响

消费者决策的重要因素。美国马铃薯协会（United
States Potato Board）2002年的实证调查表明，57.2%
的当地消费者将质量、外观和颜色三者排在影响其

购买决策影响因素的最前面，只有18.2%的消费者

首先考虑价格因素[42]。Iwanzik等[43]、Lachman等[44]、

Brown等[45]指出，彩色马铃薯富含花青素、类胡萝

卜素等，具有明显的抗氧化价值，能有效增强人

体抵抗力，增强体质，延缓衰老等。Jemison等 [46]

在美国缅因州的实证调查表明，马铃薯表皮质量

和原产地是影响当地消费者马铃薯鲜薯购买最重

要的特征，白色或紫色外皮黄色果肉的马铃薯最

受欢迎。Catherine等[42]实证研究表明，对健康的兴

趣使美国年轻消费者对彩色马铃薯的购买意愿更

强烈。

2.2.4 其他因素

除了消费者收入水平、马铃薯及其相关品市场

价格、马铃薯营养品质等因素外，刘洋 [47]指出性

别、种族和地域等因素都会影响马铃薯的消费需

求，男性马铃薯消费量高于女性，西班牙裔和亚

裔的美国人马铃薯消费量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城

市居民人均马铃薯消费量明显低于农村居民。

3 马铃薯市场预测研究进展

关于马铃薯未来供求预测方面的研究，王瑞英

和长青[48]选取了影响马铃薯总产量的播种面积、市

场价格、科技投入和受灾面积等基本因素，分别

从线性与非线性角度建立模型预测马铃薯的产

量，并对预测结果进行了分析。米健等[49]以过去30
年马铃薯产量和消费量数据为样本，分析了马铃

薯供求的历史趋势，建立了时间序列模型，预测

了马铃薯的中长期生产和消费情况。王静怡等[50]通

过建立包含马铃薯供给、需求和进出口方程的局

部均衡模型，利用三阶段最小二乘法对2015~2025
年中国马铃薯市场供求情况进行了预测。

关于马铃薯价格波动及预测研究，唐占彪和王

炳文 [51]通过建立ARIMA模型，利用甘肃省重点农

产品市场采集分析系统采集的数据，对马铃薯平

均价格的波动特征进行了描述性分析，预测了马

铃薯 2015年各月份整体平均价格。曾琼霞和张德

亮[52]对云南省马铃薯价格进行了警源分析，构建了

云南省马铃薯价格预警指标体系。叶明珠[24]采用回

归分析得出，影响乌兰察布市马铃薯价格波动的

因素有马铃薯预期价格、大白菜价格指数、城镇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自然灾害。王晶晶和陈永

福 [53]以 2008 和 2009 年马铃薯月度价格数据为基

础，运用计量经济学中的时间序列分解方法对其

2010年的月度价格进行了预测。李哲敏等[54]利用中

国马铃薯日度价格数据建立了动态混沌神经网络

时间序列分析预测模型，对模型性能进行了评价

和分析，并将模型的预测结果与传统ARIMA模型

的预测结果进行了比较。

4 研究展望

目前关于马铃薯市场方面的研究大都是结合统

计数据、市场调研及个人掌握的情况分析某地区

或者全国马铃薯产业发展现状、存在问题及相应

对策，或者在对当前市场行情分析的基础上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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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走势。关于马铃薯供求影响因素方面的研究

主要出现在国外，国内相对较少；研究角度主要

集中在生产供给方面，关于消费需求影响因素方

面研究较少；且大多数文献分别对影响马铃薯生

产和消费的因素甚至某单个因素进行研究，鲜有

关于马铃薯市场供求影响因素的综合研究。马铃

薯市场预测预警的研究相对较少，内容相对薄

弱；研究方法大多是基于个人观察基础上的定性

分析，部分通过田间试验、问卷调查或者建立计

量模型等进行数据化的定量分析，但是或仅采用

经典的时间序列或者局部均衡模型进行估计，或

局限于少数影响因素进行分析。

未来需要从以下几方面强化马铃薯市场研究，

支撑马铃薯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一是创新研究视

角，避免空、大、泛，从马铃薯市场的微观角度、

具体问题切入研究；二是拓展研究内容，开展马铃

薯市场警源辨析，构建市场预警指标体系，加强马

铃薯供求关系和市场价格预测预警等；三是改进研

究方法，增加马铃薯市场相关的定量分析和实证研

究，构建同时包含供给和需求的系统模型对马铃薯

市场供求展开动态研究，考虑模型变量的内生性问

题，对模型的适用性进行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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