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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bstract: Potato is the fourth biggest food crop in China and becomes an important part of agriculture and rural economy.

After long-term development, a stable mode of potato production, consumption and utilization has formed in Sichuan Province.

Ebian County is located on the edge of Sichuan basin and the intersection between Daliang Mountain and Xiaoliang Mountain

with all kinds of climate characteristics. The value chain in Ebian County is very typical in Sichuan Province. Field investigation

was implemented to specify the added value of four typical potato value chains in Ebian County. The benefits and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main components in production, storage, processing and market were analyzed and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value chains were also compared. Moreover, suggestions were given for improving farmers' economic benefits

and promoting potato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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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马铃薯是中国第4大粮食作物，是农业和农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过长期发展，四川省已形成了

稳定的马铃薯种植、消费和利用模式。峨边县地处四川盆地边缘，大小凉山交接地带，具有丰富的立体气候，其马

铃薯价值链在四川省具有典型的代表性。通过实地调查，详解了峨边县主要马铃薯价值链的增值情况，对马铃薯生

产、贮藏、加工及市场各个主体的利益及其相互关系进行了初步分析，指出各价值链的优点与不足，针对提高农户

经济效益、促进马铃薯产业的发展提出了相关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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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统计，马铃薯目前已成为世

界上许多国家的重要食品。在四川省，马铃薯已形

成了稳定的种植、消费和利用模式，种植面积和总

产量分别约为 73.33万 hm2和 1 200万 t，均居全国

第1位。峨边县位于四川省西南部的小凉山区，常

年种植马铃薯约 0.47万 hm2，年产鲜薯 7万 t左右，

具有立体气候特点，可春、秋、冬3季种植，是四

川省马铃薯产业重点县之一，种植马铃薯已成为当

产业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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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彝、汉2个主要民族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本研

究通过分层抽样的方式，对 38户马铃薯生产者

（按性别在峨边县宜坪乡、勒乌乡选取，其中女性

户主18户，男性户主20户）、15户中间商、5户城

市零售商进行一对一的问卷调查，并选择了四川省

峨边县农业局、四川省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加工研究

所、四川省农业科学院作物研究所、四川农业大

学、四川省农业厅，以及工商、税务、金融等相关

单位作为利益相关者代表，选择西昌市科兴薯业有

限公司作为大规模加工商的代表进行了调查。

马铃薯作为主要粮食作物，市场需求量极大。

罗万纯[1]认为，中国薯类产品产量大，但品种质量

较差且缺乏深加工。吕萍等[2]以甘肃定西马铃薯为

例提出，薯源质量低、产品附加值低、产业化组织

程度不高等因素严重影响了农户与专业合作组织的

长期利益。秦建军和马骥[3]调查发现在马铃薯的主

产区，农户收入主要依靠马铃薯的种植，而农户却

处在利益链的末端，在利益分配中处于弱势地位。

赵绪福[4]基于产业结构优化理论，特别强调在产业

链优化中应更加注重农民的利益分配，实现优化管

理的转型。本文以峨边县为例，分析马铃薯产业价

值链中各市场主体的相关利益，指出每条价值链的

优点与不足。

1 马铃薯价值链含义及各环节组成分析

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迈克尔·波特[5]提出，价

值链实质是企业在创造价值的过程中一系列互不相

同但又相互关联的增值活动。Kaplinsky[6]在价值链

基础上，把各生产单位间的联系也考虑进去，将各

生产单位的价值链扩展成了产业价值链。1条完整

的产业价值链应该包括整条产业链上所有涉及价值

增长的环节。峨边县马铃薯价值链主要涉及马铃薯

种植、贮藏加工和市场销售3个环节。通过调查发

现峨边县马铃薯价值链主要有4条，涉及到价值链

中各个环节的主体主要包括：

（1）马铃薯生产者。在峨边县调查的马铃薯生

产者以农户为主，他们将鲜薯出售给上门收购的中

间商和专业合作社，但几乎不签订买卖合同。不能

出售的马铃薯就当作食物或者饲料喂猪，其中勒乌

乡会贮藏一些马铃薯当作种薯。此外，峨边县还有

专门从事马铃薯种薯生产与销售的专业合作社。

（2）中间商。由当地农户或者商人组成，一般

都是上门收购鲜薯，再转卖给零售商或者超市、学

校、工厂等，从中通过赚取差价来获得利润。

（3）专业合作社。峨边县当地的马铃薯专业合

作社一般由当地种植大户或者村支部组建，旨在为

农户销售鲜薯提供便利，收购规模较大，销售半径

广，主要从事马铃薯商品薯、种薯和加工薯的收购

与销售。

（4）加工企业。主要采用鲜马铃薯来生产淀

粉、粉丝和薯片，包括以农户为主体的小型淀粉粉

条加工和大、中型加工企业。

（5）批发零售商。在峨边县批零兼营马铃薯种

薯和马铃薯加工品的商人，此处称为批发零售商。

（6）政府和利益相关者。当地政府、农业科研

部门以及峨边县农业局为主的农业技术推广部门在

马铃薯价值链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当地政

府为马铃薯生产者提供种薯补贴的基础上，峨边县

农业局统一为峨边县宜坪乡和勒乌乡的农户提供马

铃薯种薯，全部按照补贴价格 0.6元/kg出售给农

民。农业局还会随着气候变化和病虫害情况补贴性

发放农药和地膜，在需要打药的最佳时间进行通知

和技术指导，以及通过技术宣讲员和村干部宣讲种

植技术，对防治马铃薯晚疫病等、保证产量与品质

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四川省农业科学院在薯类新品种、栽培和贮

藏加工技术方面与峨边县保持了密切的技术支持

和科研推广与合作，近年来研究和推广了产地适

用的系列薯类贮藏设施和加工新技术。当地政府

和农业局还致力于马铃薯地域品牌的打造，大力

进行高产优质创建，取得了“峨边马铃薯”和“甘嫫

阿妞”种薯品牌，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马铃薯产量

和质量，增加了农民的收入，使农民得到了实

惠，马铃薯已成为峨边县的重点产业和农民家庭

收入的主要来源。

2 马铃薯价值链增值分析

经过调查，峨边县马铃薯价值链主要有以下

4种模式：

（1）鲜薯销售的“农户—中间商—城镇零售商”。

（2）鲜薯销售的“农户—专业合作社—超市、

学校”。

（3）鲜薯加工的“农户—加工企业—批发零售商”。

（4）种薯销售的“农户—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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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农户—中间商—城镇零售商”增值结构

Table 1 ''Farmer - middleman - urban retailer'' value added structure

编号
No.

1
2
3
4
5
6
7
8

增值结构
Value added structure

购买价格（生产成本）（元/kg）
平均售价（元/kg）
新增成本（元/kg）

增值（元/kg）
利润（元/kg）
增值比例（%）

利润比例（%）

利润成本比（%）

农户
Farmer

1.30
1.60
0
0.30
0.30

23.10
24.20
23.10

中间商
Middleman

1.60
2.20
0.05
0.60
0.55

46.10
44.30
33.30

城镇零售商
Urban retailer

2.20
2.60
0.01
0.40
0.39

30.80
31.50
17.60

注：表中数量关系为：4 = 2 - 1，5 = 4 - 3，6 = 4/Σ4，7 = 5/Σ5，8 = 5/（1 + 3）。下同。

Note: Quantitative relation in the table is 4 = 2 - 1, 5 = 4 - 3, 6 = 4/Σ4, 7 = 5/Σ5, and 8 = 5/(1 + 3). The same below.

2.1 农户—中间商—城镇零售商

以马铃薯鲜薯外销为核心的这条价值链主要由

3个部分组成，即从农户种植马铃薯到生产出鲜

薯，再由中间商把鲜薯收购后，由零售商在市场上

销售。马铃薯售价在1.6元/kg左右随市价波动，容

易出现市场饱和、价格过低现象。

通过对该价值链的生产成本效益分析看出，由

于马铃薯种薯由农业局统一提供，价格为 0.60元/
kg，再加上化肥、地膜和人工的费用，得出农户种

植成本为 1.30元/kg，而鲜薯的售价在 1.60元/kg左

右波动，农户所获利润为 0.30元/kg，利润比例仅

占24.20%（表1）。就增值比例而言，中间商环节增

值最多，零售商环节次之，生产环节最少。中间商

对马铃薯外观和大小要求较高，收获中损坏的马铃

薯和小薯只能留作饲料或自食，加之马铃薯产地距

市场距离较远，多为山路，马铃薯运输成本较高，

所以当地农户对中间商上门收购这种模式依赖程度

较高，这就造成当地市场季节性供大于求，特别是

在马铃薯丰收的年份市场销售困难，甚至出现农户

亏损的情况。

2.2 农户—专业合作社—超市、学校

此链条主要在冬作马铃薯种植面积较大的宜坪

乡，且农户收获的马铃薯大多出售给影响范围较

大、经济实力也较为雄厚的专业合作社，对当地马

铃薯增值和产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根据表2中数据可知，该价值链仍然以鲜薯出

售为核心，农户种植成本为 1.30元/kg，将鲜薯出

售给专业合作社的售价为 1.50元/kg，农户所获利

润为 0.20元/kg，利润比例为 16.30%，是价值链各

参与者中最低的。在此价值链中，虽然专业合作社

的收购价略低于中间商的价格，但是合作社对马铃

薯外观和大小的要求较低、收购量较大，基本能全

部收购农户的马铃薯。收购的马铃薯能畅销到周边

县市甚至有少量的马铃薯出现在上海的餐桌上，这

种马铃薯集中收购和销售的形式保证了农民利益，

种植积极性高涨。

2.3 农户—加工企业—批发零售商

该链为加工利用途径，通过对峨边县五旺食品

有限责任公司和西昌市科兴薯业有限公司的调研，

了解到主要产品马铃薯薯片、马铃薯淀粉和粉条

（包括马铃薯水晶粉丝）加工的增值情况。

在加工中，通过分析加工过程的效益成本，看

出新鲜马铃薯加工为淀粉的转化率为71，淀粉进

一步加工为粉条的转化率为11，马铃薯加工为薯

片的转化率为 61，见表 3~5，分别体现了鲜薯加

工成淀粉、粉条和薯片的增值情况。目前，四川省

的马铃薯加工以淀粉加工为主，占总量的 90%以

上，对加工出来的淀粉的利用则以粉条加工利用为

主，其次是作为食品工业原料进行销售，与峨边县

的情况类似。

在这一环节中，加工量大的西昌市科兴薯业有

限公司利用自产的淀粉加工成马铃薯粉条，市场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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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度较高，其中，马铃薯水晶粉条的档次较高，市

场销路好。用于淀粉和粉条加工的马铃薯采用“公

司 + 农户”的形式，公司对农户生产环节有一定投

入，因此农户销售马铃薯的价格较低，相应生产成

本也较低，售价为 0.80元/kg左右，种苗化肥农药

人工等成本约 0.75元/kg，农户所能获得的利润为

0.05元/kg。加工企业按71的转化率加工淀粉，每

生产1 kg淀粉需要鲜薯的成本为5.60元，加工成淀

粉的总成本为 6.00元/kg，产出 1 kg淀粉农户得到

0.35元的利润。企业将鲜薯加工成粉条的成本高于

加工成淀粉的成本，但对于农户而言，产出 1 kg
粉条和产出 1 kg淀粉利润一致。农户出售给加工

薯片的加工企业的鲜薯售价为 1.40元/kg，成本是

1.30元/kg，获利 0.10元/kg。加工企业按 61的转

化率，生产 1 kg的薯片，农户可以得到 0.60元的

利润。

表2 “农户—专业合作社—超市、学校”增值结构

Table 2 ''Farmer - cooperative - supermarket & school'' value added structure

编号

No.

1
2
3
4
5
6
7
8

增值结构

Value added structure

购买价格（生产成本）（元/kg）
平均售价（元/kg）
新增成本（元/kg）

增值（元/kg）
利润（元/kg）
增值比例（%）

利润比例（%）

利润成本比（%）

农户

Farmer

1.30
1.50
0
0.20
0.20

15.40
16.30
15.40

专业合作社

Cooperative

1.50
2.00
0.05
0.50
0.45

38.50
36.60
29.00

超市、学校

Supermarket & school

2.00
2.60
0.02
0.60
0.58

46.10
47.10
28.70

表3 淀粉加工的“农户—加工企业—批发零售商”增值结构

Table 3 "Farmer - starch processing company - retailer" value added structure

编号

No.
1a
2
1
3
4
5
6
7
8

增值结构

Value added structure
购买价格（生产成本）（元/kg）

产品销售价格（元/kg）
成本（元/kg）

新增成本（元/kg）
增值（元/kg）
利润（元/kg）
增值比例（%）

利润比例（%）

利润成本比（%）

农户

Farmer
0.75
0.80
5.25
0
0.35
0.35

12.70
18.90
6.70

加工企业

Processing company
0.80
7.00
5.60
0.40
1.40
1.00

50.90
54.10
16.70

批发零售商

Retailer
7.00
8.00
7.00
0.50
1.00
0.50

36.40
27.00
6.70

注：表中1a表示单价，1表示单位成本（即1a乘以转化率）。在计算中，代入公式的2值根据加工者的不同，需要乘以转化率。下同。

Note: In the table, 1a is unit price and 1 is unit cost (1a × conversion rate). In calculation into the formula 2 value multiplied the conversion rate ac⁃
cording to different processors. The same below.

在马铃薯加工价值改变的过程中，主要有 3
个质的改变，即“马铃薯—淀粉”、“马铃薯—粉

条”和“马铃薯—薯片”，这 3个质的改变都发生在

加工企业中，在价值增值过程中，农户始终处于

较低的利益地位，增值比例和利润比例都最低，

尤其是在粉条、薯片加工价值链中，农户的利润

比例分别为 8.00%和 9.70%。而 3种增值结构的相

同之处在于：（1）马铃薯价值发生最大改变的环

节都是在加工商将鲜薯变为产品（淀粉、粉条、

薯片）的环节；（2）3种增值结构中，加工企业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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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获利最多的参与者，而农户是获利最少的参与

者。由此得出马铃薯精深加工的总体效益较好，

前景广阔。但是还需要积极开发加工新产品，特

别是发动农户参与初加工，并采取一定的利益返

还政策，提高农户的经济收入和对产后加工增值

的积极性。

表4 粉条加工的“农户—加工企业—批发零售商”增值结构

Table 4 ''Farmer - noodle processing company - retailer'' value added structure

编号
No.
1a
2
1
3
4
5
6
7
8

增值结构
Value added structure

购买价格（生产成本）（元/kg）
产品销售价格（元/kg）

成本（元/kg）
新增成本（元/kg）

增值（元/kg）
利润（元/kg）
增值比例（%）

利润比例（%）

利润成本比（%）

农户
Farmer
0.75
0.80
5.25
0
0.35
0.35
4.00
8.00
6.70

加工企业
Processing company

0.80
12.00
5.60
3.90
6.40
2.50

73.10
57.50
26.30

批发零售商
Retailer
12.00
14.00
12.00
0.50
2.00
1.50

22.90
34.50
12.00

表5 薯片加工的“农户—加工企业—批发零售商”增值结构

Table 5 ''Farmer - chips processing company - retailer'' value added structure

编号

No.
1a
2
1
3
4
5
6
7
8

增值结构

Value added structure
购买价格（生产成本）（元/kg）

产品销售价格（元/kg）
成本（元/kg）

新增成本（元/kg）
增值（元/kg）
利润（元/kg）
增值比例（%）

利润比例（%）

利润成本比（%）

农户

Farmer
1.30
1.40
7.80
0
0.60
0.60
2.20
9.70
7.70

加工企业

Processing company
1.40

32.00
8.40

20.00
23.60
3.60

86.80
58.10
12.70

批发零售商

Retailer
32.00
35.00
32.00
1.00
3.00
2.00

11.00
32.20
6.00

2.4 农户—市场

从表6可以看出，从农户直接到市场的价值链

最短，且农户作用的环节增值比例和利润比例都

是最高，均占到 4成以上。与“农户—中间商—城

镇零售商”价值链和“农户—专业合作社—超市、

学校”价值链相比，减少中间商/专业合作社环节，

大大提高了农户的利润，体现农户在马铃薯价值

增长过程中的作用。但是马铃薯产地距市场距离

较远，多为山路，农户自己将马铃薯运输到市场

的成本较高且耗时耗力，尽管该价值链实现利润

最大，但是选择此价值链的农户少，甘愿放弃了

更多的收益，而选择将马铃薯卖给上门收购的中

间商或加工企业。

3 马铃薯价值链增值情况分析

从所获利润多少来看，销售的产品是否适合市

场需求以及价值链的模式对参与各方的收入和产业

发展的影响最大。农户直接将马铃薯用作鲜薯出售

给市场和中间商所获得的收益最多，出售给合作社

所获得的收益次之，但承担的风险相对较小，出售

给加工企业获得利润最少，农户所获利润比例从大

到小的排列是：“农户—市场”价值链 >“农户—中

间商—城镇零售商”价值链 >“农户—专业合作社—

超市、学校”价值链 >“农户—加工企业—批发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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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商”价值链。农户由于没有贮藏手段、销路信息

不灵，在收获以后几乎没有讨价还价能力，利润比

例低；中间商与专业合作社所获利润相对于农户来

说比较大；零售商的销路和利润取决于整个马铃薯

的市场需求、消费者偏好与马铃薯品质。比如勒乌

乡的黄肉高淀粉马铃薯在当地市场特别受欢迎，其

售价高于其他马铃薯，销路好；加工企业通过对鲜

薯加工获得了绝大部分经济利益，利润比例均高达

50%以上。

从利润成本比来看，中间商、合作社和零售商

的利润成本比比农户大，由于问卷调查未详尽统计

农户种植马铃薯的全部成本，但是可以推测在除去

人工成本和土地的机会成本后，农户种植马铃薯的

利润成本比会更低。所以中间商、合作社和零售商

的投入产出比绝对高于农户。

4 马铃薯价值链的优点和不足

在“农户—中间商—城镇零售商”价值链中，农

户将鲜薯直接销售给中间商再通过零售商直接进入

到市场的末端，虽然价值链较短，但是马铃薯能够

较快的进入市场实现其价值增值，农户、中间商和

零售商也能较快的从马铃薯的销售过程中直接获得

收益，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价值链中各个主体承担的

风险。同样在“农户—市场”价值链中，马铃薯直接

由农户进入市场，农户同样在较短时间获得收益。

较短的价值链能迅速满足市场需求，间接达到了平

抑物价的目的。但是由于价值链较短，马铃薯在流

动过程中没有实质上的附加值增值，在根本上限制

了价值链参与者的利润分配，不利于马铃薯产业的

长远发展，无法将其作为一个地区的主要农业产

业，需要完善。

在“农户—专业合作社—超市、学校”价值链

中，合作社体现了当地政府对发展马铃薯产业的支

持，合作社在一定程度上也减少了农户贩卖马铃薯

的成本，与中间商形成竞争态势，间接的影响马铃

薯的收购价，对农户的增收起到积极作用。而且合

作社收购的马铃薯销售半径较中间商更广，在扩大

当地马铃薯的知名度和实现马铃薯增值等方面起到

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但是目前合作社收购的马铃薯

仍然只局限于鲜薯出售，为了提高马铃薯的价值和

延长价值链，仍需进一步扩大合作社的规模，提高

影响范围和覆盖面积，增加资金投入和其抗风险的

能力。

在“农户—加工企业—批发零售商”价值链中，

由于最终产品的不同，涉及的加工环节也不同。这

种价值链，马铃薯能实现最大的价值增长，相应的

利润空间也大于直接出售鲜薯。但是该价值链的3
种增值方式，最大改变马铃薯价值的环节都是在将

鲜薯变为加工产品（淀粉、粉条、薯片等）环节，并

且获利最多的参与者都是加工企业。在实现价值增

长的过程中，农户获取利润的利润比例除淀粉外不

足10%，因此需要产地农户协同加工或利益返还的

新机制。目前，峨边县及其周边的马铃薯加工产品

主要是淀粉、粉条和薯片，企业在收购马铃薯时，

为了降低企业生产成本往往压价收购，这会使农户

只能得到最少的经济利益。再加上马铃薯鲜薯市

表6 薯种销售的“农户—市场”增值结构

Table 6 ''Farmer - seed potato market'' value added structure

编号
No.

1
2
3
4
5
6
7
8

增值结构
Value added structure

购买价格（生产成本）（元/kg）
平均售价（元/kg）
新增成本（元/kg）

增值（元/kg）
利润（元/kg）
增值比例（%）

利润比例（%）

利润成本比（%）

农户
Farmer

1.30
1.60
0
0.30
0.30

42.90
46.20
23.10

市场
Market

1.60
2.00
0.05
0.40
0.35

57.10
53.80
2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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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的价格往往较高，许多农户不愿意将马铃薯出

售给当地的加工商，这也就造成了加工企业会出

现原料不足导致产能较低、开工不足。淀粉加工

企业既要承受市场风险又要承受原料价格高的风

险。在此价值链中，由于原料来源不稳定，原料

品质和价位不理想，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马铃薯

淀粉加工企业的发展壮大。当前，国家马铃薯主

食化发展战略为马铃薯加工业带来了转型升级的

历史机遇，一要改变产品结构，开发马铃薯系列

主食食品和特色方便新产品，以进入市场的主

流；二要在现有淀粉、粉条和薯片的基础上注重

开发新产品和精深加工产品。

5 发展建议

（1）峨边县马铃薯经过多年发展，基于“高、

中、低”3个分布带独特的气候特点，建立了原种

扩繁基地以及脱毒马铃薯良繁基地约 200 hm2，集

成推广了高山“马铃薯-蔬菜”，中山“马铃薯/玉米/
蔬菜/蔬菜”，低山“马铃薯-水稻”的耕作模式和山

区高产优质栽培技术，产量和品质都得到明显提

高，2012年创四川省冬作马铃薯高产示范项目的3
个第一，构建了现代农业发展模式，这是马铃薯

产业得以持续发展的重要条件。

（2）目前峨边县马铃薯的增值渠道主要是通过

“农户—中间商—城镇零售商”价值链和“农户—专业

合作社—超市、学校”价值链的鲜销方式来实现的，

形成了以种薯和商品鲜薯销售为主的价值链，在产

后加工方面还处于发展初期，规模较小、品种单

一，需要进一步提高经济效益，进行机制创新，大

力推进产加销模式发展，着力构建“公司 + 基地 +
专业合作社 + 农户”的模式，积极扶持种薯龙头企

业、蔬菜薯销售企业和加工龙头企业。

（3）贮藏是发展马铃薯高附加值价值链，促

进马铃薯产业发展的重要基础。针对当地马铃薯

大量采收的季节处于高温高湿的天气，产地贮藏

设施缺乏的问题，应积极发展先进适用、自动控

温、控湿的产地规模化贮藏设施，才能从根本上

解决当地马铃薯贮藏中普遍出现的腐烂、发芽和

失水问题。同时，在海拔较高的冷凉地区适度发

展中小规模的能通风、控湿、保温的简易贮藏

库，以适应种薯、商品薯和加工薯等不同用途和

贮藏规模的需要[7]。

（4）大力发展马铃薯主食化加工产业，扶持

重点专业合作社和龙头企业，引进专用新品种和

加工新技术，与贮藏结合，开发马铃薯主食化系

列加工新产品，打破目前马铃薯加工以淀粉、粉

条为主，产品单一的局面，这对进一步提高马铃

薯附加值，改善人民的膳食习惯和健康营养状况

有重要作用。因此，要积极开发马铃薯挂面、马

铃薯风味薯泥、烤马铃薯等特色产品，并注意发

展产地初加工，协调和完善原料生产与贮藏加工

销售环节相互配合的利益关系[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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