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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Advantages and Prospects of Potato Industry in Hulunbuir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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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bstract: Hulunbuir City potato industry has advantages in geographical position, natural conditions, traffic system,

science and technology level, and products. The key factors that determine the development and growth of the local

potato industry include variety development, mechanized production, rational fertilization and fungicide application, pest

control, and product marketing strategy. Only when we make full use of the advantages of local potato production, solve

the problems and shortcomings regarding potato production, and vigorously strengthen the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of

potato industry, shall we depend on the local and achieve leap-forward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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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地理、自然条件、交通条件、科技条件、产品等多方面，呼伦贝尔市马铃薯产业都具有得天独厚的

发展优势，而决定当地马铃薯产业发展壮大的关键因素是品种选育、机械化生产、合理施肥和用药、病虫害防治、

产品营销策略等。只有充分利用当地马铃薯生产的各种优势，解决马铃薯生产中关键环节上的问题和不足，并大力

加强马铃薯产业基础建设，才能立足本地，实现跨越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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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伦贝尔市是内蒙古最大的马铃薯主产区之

一。随着粮食结构的变化，中国将马铃薯列为第

四大主粮作物，马铃薯产业越来越受到当地的重

视，呼伦贝尔市政府不断加大对当地马铃薯产业

的投入、整合及帮扶。结合呼伦贝尔市当地的自

然优势及马铃薯生产加工和出口等其他优势，在

中央和地方的支农、惠农的各项政策引导下，随

着呼伦贝尔地区马铃薯生产、加工、贮存及销售

等环节上的关键问题加以解决，在“十三五”马铃

薯产业发展重大机遇下，呼伦贝尔市马铃薯产业

必将得到长足发展，从而打造出“呼伦贝尔马铃

薯”品牌。

1 呼伦贝尔市马铃薯产业发展现状

1.1 发展现状

2015年呼伦贝尔市马铃薯种植面积6.77万hm2，

占全市农作物总播种面积的 3.7%，产量 30.5万 t。
大型马铃薯加工企业 6 家，加工量达 10 万 t；马

铃薯种薯企业 6 家，脱毒苗年产 630 万株，原种

年产 2 万 t，良种年产 14 万 t；马铃薯专业合作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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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家，流通企业 10 家，初步形成了马铃薯生产

加工产业集群。

1.2 存在问题

龙头加工企业少，加之本地加工企业在数量

和加工转化能力上未形成集群效益，产加销产业链

条短，造成本地种植的马铃薯得不到有效消化，以致

于马铃薯上市旺季，销售压力大，价格低。

品牌建设滞后，马铃薯加工企业经营零散，

经济效益低，难以形成竞争优势，企业有名无

牌，或品牌杂乱。

良种普及率低，品种混乱，产品特性往往不

能适应市场需求，退化快、病虫害多，产量低、

效益低。

呼伦贝尔市紧邻偏爱马铃薯的俄罗斯和蒙古

国，具备最有利地理优势。但马铃薯产品不注重

分级、清理、包装，因此附加值低，出口薯一直

未形成批量出口的规模。

2 呼伦贝尔市马铃薯产业发展优势

2.1 自然优势

呼伦贝尔市处于北纬 47°39~53°23'，气候冷

凉湿润，昼夜温差较大，有效积温利用率高，无

霜期短，土质肥沃，夏季降水丰富，非常利于种

植基地在良种繁育，菜薯、专用薯和出口薯的种

植。

2.2 地理优势

呼伦贝尔市有 8 个通商口岸，通过铁路、公

路与俄罗斯及蒙古国口岸相接，满洲里口岸、新

左旗额布都格口岸贸易十分活跃。独特的地理条

件是做大做强马铃薯出口薯最有利的地理优势。

2.3 交通优势

目前呼伦贝尔市初步形成了以滨州、两伊铁

路线、国家高速 G10 绥满高速、海拉尔东山机场

和满洲里西郊机场为骨架，航空、路运等多种运

输方式相互配套的综合交通运输体系。

2.4 科技优势

呼伦贝尔市农业科学研究所依托国家马铃薯

产业技术体系，一直以来致力马铃薯育种繁育工

作，先后培育出蒙审品种‘内薯 7 号’、‘蒙薯 16
号’、‘蒙薯 17号’、‘蒙薯 19号’、‘蒙薯 20’等以

及国审品种‘蒙薯 21’，另外还引进了‘卫道克’、

‘维拉斯’等优质新品种。目前已建成呼伦贝尔市

南繁育种基地，为马铃薯育种搭建了良好平台。

2.5 产品优势

呼伦贝尔市具备生产绿色马铃薯的最好条

件，森林、草原、湿地面积占总面积的 87%，工

业“三废”污染低，种薯及菜薯因品质优良而受到

好评。呼伦贝尔市农牧业产业化协会已经成功注

册了“呼伦贝尔马铃薯”中国地理标志集体商标，

该商标本地区可以共同使用，此商标既是原产地

标志，又是经过国家工商总局商标局正式注册的

商标，还是大草原、大森林、天然绿色无污染的

标志，其广告效益不可估量。

3 呼伦贝尔市马铃薯产业发展关键因素

3.1 品种选育是马铃薯产业发展的前提条件

马铃薯的品种选育作为产业的基础，事关生

产效益和人们的健康需求，因此只有品种适应市

场需求，才能产生良好的经济效益，这就需要选

育优质专用型品种 [1]。 如：加工淀粉的企业需要

高淀粉的马铃薯品种，薯条加工企业需要“荷兰

系列”品种；不同的群体需要不同品质（有机物及

矿物质等含量的多少）的品种，即使同一品种也

存在是否适合贮藏和鲜用之间的矛盾。好的品种

在多年的生产过程中也会逐渐失去市场，因此，

品种选育一直是马铃薯产业的重中之重。马铃薯

要根据需求、用途等进行育种，所采用的育种方

法要结合传统育种方法（杂交育种、芽变育种等）

和现代高科技育种方法（分子标记辅助选择、转

基因育种等）[2]。

3.2 合理施肥、施药是产业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

马铃薯高产对于马铃薯生产是非常重要的，

可是过量施用化肥和农药则产生药物残留，也影

响马铃薯的品质，对人们的健康产生危害，同时

也使土质下降，破坏环境。所以，合理的利用肥

料、农药是今后马铃薯生产的重点之一。

3.3 机械化生产是马铃薯生产的必然方向

随着人工成本的提高，很多种植户增产不增

收，甚至亏损的情况时有发生。所以机械化种

植、收获显得尤为重要，在呼伦贝尔地区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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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药管理及收获基本实现了机械化。在山区的中

小种植户传统机械仍然具有一定市场 [3]，而大型

现代机械则占据主导。但是，在收获后的选薯、

包装的机械化及配套技术上还与世界先进水平有

很大差距 [4]，基本还是以人工来完成，费用相当

高。所以，亟待相关机械生产企业能生产出好的

产品和配套技术措施填补这项空白。

3.4 病虫害防治是马铃薯生产效益提升的关键环节

据报道，呼伦贝尔地区马铃薯的病害有 20
种，害虫种类有 23 种以上 [5]，其中主要病害有马

铃薯早疫病、晚疫病、疮痂病等，对于早疫病、

晚疫病的防治如今已经有防效很好的方案；对于

马铃薯疮痂病的防治，张建平等 [6]的防治方案效

果很好。另据报道，1 000 倍液的氟啶胺对疮痂

病也有很好的防效 [7]。近年来土传病害呈现逐年

增加的态势，应加以重视。对马铃薯害虫的研究

应该加大投入，对虫害的预测预报应引起足够的

重视，以防对马铃薯产业造成冲击。当前，从马

铃薯品质提升，绿色无公害马铃薯生产目标来

看，马铃薯病虫害防治药物的研究开发应以生物

制剂和植物源农药为主要目标[8]。

3.5 产业营销策略是马铃薯产业发展壮大的主要助力

马铃薯产业传统的产销模式处于盲目生产和

被动销售的落后状态 [9]，应该采用“公司 + 基地 +
农户”订单式的现代生产销售模式，以避免马铃

薯的供需失衡，提高生产效益，促进马铃薯种植

户生产积极性的提升。

随着“互联网 +”时代的到来，马铃薯营销也

应借助互联网平台拓宽了马铃薯营销渠道，从而

实现了产业跨越式发展 [10]。如今，呼伦贝尔牙克

石市马铃薯行业商会与豪德集团签订了马铃薯交

易市场发展建设战略合作协议，将当地马铃薯传

统交易模式引向互联网交易领域，打破了行业发

展的瓶颈，拓宽销售渠道，仓贮销售可以直达全

国各地的买家终端，从而为牙克石市马铃薯产业

走向全国市场打下坚实基础，也为牙克石成为呼

伦贝尔市最大的马铃薯互联网交易平台提供强有力

支撑。

依托呼伦贝尔市有利的地理条件，品牌效

应，充分利用有利的交通条件，港口条件，大力

开展马铃薯的出口业务，为中国马铃薯走向世界

创造条件。

4 呼伦贝尔市马铃薯产业发展展望

4.1 做大做强马铃薯种植基地

利用呼伦贝尔市土地资源丰富的优势，引

导、整合、引进马铃薯种植企业，在国家和当地

相应政策指导和支持下，共同打造呼伦贝尔马铃

薯种植基地，发挥模范带头作用。

4.2 建设呼伦贝尔马铃薯产业园

由政府组织马铃薯大型种植、加工龙头企业

和具备大量优质土地资源企业集团，联合搭建呼

伦贝尔市马铃薯产业平台，建成集科研、物流、

仓贮、物流和文化展览为一体的产业园，将产生

巨大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及生态效益。

4.3 大力宣传推广呼伦贝尔马铃薯品牌

通过呼伦贝尔市政府、媒体、企业、种植户等

广泛宣传推广“呼伦贝尔马铃薯”品牌，使品质优良

的呼伦贝尔马铃薯畅销各地的同时品牌誉满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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