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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bstract: Potato industry was not only the dominant industry of agriculture and rural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Wuwei,

but also the important industry of building a well-off society and enriching the mountain peasants. Based on the study of Wuwei

potato industry development situation and existing problems, the potato industry development advantage and competitive

market future were analyzed. The climate and soil in Wuwei was the dominant natural resource for the drought potato industry.

Policy environment, location advantage, planting technology, potato variety advantage and labor force were the basic

advantages for the potato industry. The increasing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demand and agricultural company scale were

also the objective advantages for the potato industry. The advice on establishing virus free seed potato propagation system

and professional high quality commodity potato production system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were put forward through

combination and optimization of above mentioned r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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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马铃薯产业是武威市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优势产业，也是山区农民群众脱贫致富和建设小康社会的

重要支柱产业。在认真调查研究和分析武威市马铃薯产业发展现状、存在问题的基础上，对马铃薯产业发展优势、

竞争力与市场前景进行了系统分析与研究。研究结果表明：武威市优越的气候条件、丰富的土地资源特别是旱地资

源是马铃薯产业健康发展的自然优势；良好的政策环境、区位优势、种植技术、优良的品质以及丰富的劳动力资源

是马铃薯产业发展的基础优势；国内外消费趋势的增加和市内加工企业规模的不断扩大、比较效益的明显提升是马

铃薯产业发展的后发优势。将上述优势进行优化组合，提出武威市马铃薯产业必须走建立脱毒种薯快繁技术体系、

建立优质商品薯生产基地、培育龙头企业提高加工能力、建立专业市场促进商品流通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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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马铃薯生产国，甘肃省

是中国马铃薯生产大省，武威市是甘肃省河西加

工专用型马铃薯生产基地，也是甘肃省新发展的

马铃薯优质高产区域[1]。近年来，随着农业种植业

结构调整和农业产业化进程的加快，作为后发优

势的马铃薯产业，在武威市中部绿洲灌区（灌溉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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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和南部山区（旱作栽培）得到迅速的发展，马铃薯

已逐步由口粮型向经济效益型转变[2]，马铃薯产业已

成为南部旱作区农民脱贫致富奔小康的支柱产业。

但是，由于科技研发基础薄弱、种薯繁育体系不够

健全等因素影响，制约了马铃薯产业向更深更高层

次发展。因此，为了充分利用武威市优越的自然资

源，最大限度地挖掘马铃薯生产的潜力，有效破解

经济发展和生态协调难题，现就武威市马铃薯产业

可持续发展提出一些对策和建议。

1 马铃薯产业发展现状

武威市位于甘肃省河西走廊东部。东南部与

甘肃省白银、兰州两市相连，西北部与甘肃省张

掖市毗邻，西南部紧靠青海省，东北部与内蒙古

自治区接壤，总面积3.32万km2。南部山区和中部

绿洲灌区气候条件适宜，土壤疏松、土层深厚、

土壤有机质含量高且富含钾素，非常适宜马铃薯

的生长发育。南部山区凉爽的气候条件也是甘肃

省优质马铃薯种薯的最佳生产区域之一。

1.1 面积产量持续增长

2000~2012年，马铃薯的播种面积由1.46万hm2

增加到 2.93万 hm2 ，年均增幅 8.41%；总产量由

27.80 万 t 增加到 69.35 万 t，年均增幅 12.46%。

2012年马铃薯播种面积、总产量分别占全市农作

物播种面积、总产量的6.00%和18.60%，占甘肃省

马铃薯播种面积66.44万hm2、总产量1 479.2万 t的
4.41%和4.69%。

1.2 产业地位逐年提升

马铃薯产业现已成为武威市特别是南部干旱

山区农村经济的重要增长点，2012年马铃薯产值

由 2000年的 1.19亿元增加到 5.09亿元，年均增幅

27.3%；总产值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由 2000年的

4.23% 增加到 5.43%。农民人均从马铃薯产业中获

得的收入由2000年的近100元增加到2012年的450
元。

1.3 区域分布日趋合理

武威市马铃薯生产，实现了传统分散种植向

区域化、规模化、产业化生产的转变。目前，已

形成了南部高寒山区、冷凉灌区和中部平川绿洲

灌区及东北部沿沙区四大优势产区，优势产区种

植面积占全市年度种植面积的2/3以上。南部高寒

山区优势产区，包括天祝县的华藏寺、打柴沟、

石门、松山、东大滩、西大滩、哈溪和古浪县的

黑松驿、古丰、黄羊川，凉州区的张义等 17个乡

镇，2012年种植面积约 1.5万 hm2，主要以鲜食薯

和优质种薯生产为主；沿山冷凉灌区优势产区，

包括凉州区的西营、松树、柏树以及古浪县的泗水、

定宁等14个乡镇，2012年种植面积0.27万hm2，主要

以鲜食薯和专用加工薯生产为主；中部平川灌区

优势产区，包括凉州区的武南、永昌、韩佐、康

宁、西营、新华、古城以及古浪县的土门、大

靖、海子滩、黄花滩等16个乡镇，是武威市马铃薯

种植的高产优质区域，2012年种植面积0.23万hm2，

主要以优质菜用薯及专用加工薯生产为主。东北

部沿沙优势产区，包括凉州区的九墩、长城、吴

家井以及古浪县的永丰滩等 4个乡镇， 2012年种

植面积0.12万hm2，是武威市生产优质鲜食薯的最

佳区域。

1.4 种薯繁育体系基本形成

武威市马铃薯种薯来源主要有基地扩繁、外

调供应和农民自行兑换三种方式。古浪县、天祝

县马铃薯原种场和部分企业扩繁供应种薯约占总

用种量的20%；从本省的定西、渭源和青海省等外

地调供约占总用种量的40%；农民自行留种兑换种

薯约占总用种量的40%。近年来，建立了以甘肃陇

玉种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甘肃古浪陇源马铃薯

产业有限公司为主的马铃薯脱毒种薯日光温室或

网室生产技术体系，彻底改变了传统的利用南部

高海拔山区自然隔离生产原原种的方式，大大提

高了生产效率和原原种质量。2012年生产优质种薯

82 707.4万 t，其中原种910 t，一级种薯6 053.4万 t，
二级种薯75 744.0万 t。
1.5 生产技术逐渐优化

在品种方面，主要推广‘陇薯3号’、‘甘农薯3
号’、‘克新2号’、‘大西洋’、‘夏波蒂’、‘费乌瑞

它’等十多个品种，优质种薯普及率达 90%以上。

在栽培技术方面，集成推广马铃薯脱毒种薯应

用、高垄覆膜栽培、秋覆膜、顶凌覆膜、双垄沟

播、测土配方施肥、病虫害绿色防控以及机播机

收等实用技术，单位面积产量大幅提升。在技术

创新方面，先后完成了“马铃薯新品种引试示

范”、“优质、专用型脱毒马铃薯生产基地建设”、

“干旱山区马铃薯地膜覆盖栽培技术研究与示范”

等项目的实施，形成了适宜武威市不同生态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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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点的生产技术体系和栽培技术规程。同时，为

了严把质量关，提升产品市场竞争力，武威市先

后制定了《武威市无公害马铃薯生产技术规程》等

甘肃省地方标准，有力地促进了武威市马铃薯产

业整体生产效益的提升。

1.6 加工销售势头良好

武威市现有大型、中小型马铃薯加工企业20余
家。其中，达利集团拥有全亚洲最大的马铃薯全粉

生产线，是西北地区重要的生产、营销基地，达利

园的六条马铃薯全粉生产线年可生产马铃薯全粉达

到2.7万 t， 2012年销售收入达到8亿元，上缴税款

5 304万元，需原料薯 16.2万 t，年销售收入可达

4.05亿多元，加工增值2.43亿元。甘肃古浪淀粉厂

有限公司年可生产马铃薯淀粉2万多 t，实现销售收

入1.6亿多元，需原料薯12.5万多 t。每年通过马铃

薯加工可实现增加值近5亿元。

2 马铃薯生产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2.1 脱毒种薯生产混乱，种薯质量良莠不齐

由于马铃薯种薯繁育体系和质量标准体系没

有充分建立起来，科研与生产脱节，脱毒种薯成

本高，质量无法保证，种薯市场管理难度大，严

重影响了马铃薯优质种薯特别是脱毒种薯繁育规

模的扩大和良种的大面积推广；地产优质种薯数

量少，目前大多靠外地调进或农民自留，区域资

源优势和优良种薯增产潜力未能充分发挥；加工

型马铃薯品种相对较少，且大多为进口品种，品

种退化速度快，对环境适应性差，满足不了企业

生产的需要，对产业发展支持力度有限。

2.2 储藏保鲜能力有限，种薯质量难以保障

近年来，天祝县马铃薯原种场 3 000 t种薯以

及甘肃古浪陇源马铃薯产业有限公司 100 t原原种

恒温库、3 000 t种薯储藏库等 1.5万 t标准化贮藏

设施虽已建成，但种薯储藏大多还是采用传统的

以农户为单元的土窖分散贮藏方式，贮藏数量

少，且温湿度难以控制，马铃薯腐烂变质率在30%
左右，难以适应马铃薯产业快速发展的需要。

2.3 科技支撑有限，生产水平不高

马铃薯主产区主要集中在南部干旱山区，不

同年份降雨量多少成为影响马铃薯生产的主要因

子之一，通过推广秋覆膜、顶凌覆膜、膜侧种植

等旱作农业新技术，有效破解南部干旱缺水问

题，是实现马铃薯增产稳产的首要问题；引进品

种居多，本地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品种很少，科

技对产业支持力度不够；品种结构不合理，即高

淀粉品种多，专业加工型和鲜食薯品种较少，造

成生产供应与市场需求错位；合格种薯和脱毒种薯

增产效果明显，但因价格及繁种数量有限而不能大

面积推广应用；栽培模式传统，管理方式粗放，整

体生产水平低；机械化水平只有1%左右，与国际先

进水平70%相比差距较大[3]，产业提升难度大。2012
年，武威市马铃薯平均单产为23.68 t/hm2，低于世

界马铃薯种植大国荷兰平均单产50 t/hm2，但也说明

武威市马铃薯具有较大的增产空间。

2.4 产销服务体系不健全，社会化服务功能不完

善

订单农业在武威市发展较早，但在实际操作

过程中问题不少，主要表现为订单内容不规范，

可操作性较差，订单履约率较低。农村经济合作

组织社会化组织程度低，盲目无序，与市场经济

发展的要求还有一定距离。目前武威市尚无专门

的马铃薯集散市场，大多在农产品批发市场和马

路边设点销售；产品包装差，多以塑料编织袋混

装销售，没有进行分级包装，产品附加值低，无

法体现出地域性马铃薯的品牌效应，影响了武威

市马铃薯产品在终端市场的竞争力。

2.5 生产与加工环节脱节，转化增值能力不高

原料供应是淀粉加工企业发展的关键所在。

2012年加工企业需要原料薯近30万 t，但企业收购

的原料薯仅为8.1万 t，原因是农户种植品种与马铃

薯加工企业所需品种不能有效对接，部分加工用

薯被当做菜用薯进行销售，再加上部分企业贮藏

设施有限、贮藏量小，无法收购企业满负荷生产

所需的原料，致使企业生产能力没有充分发挥出

来，对马铃薯产业和区域经济带动不强 [4]。此外，

个别企业在收购加工原料时故意压级压价，影响

了农民种植专用型加工马铃薯的积极性，导致加

工企业因原料不足和质量不高提高了生产成本，

降低了生产效益。

3 马铃薯产业发展的有利条件与竞争力分析

3.1 马铃薯生产的有利条件

3.1.1 农业气候资源优势

武威市总人口181.02万人，其中农业人口122.48万

武威市不同生态区域马铃薯产业发展及竞争力提升建议——陈其兵，彭治云，唐峻岭，等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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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耕地面积25.28万hm2，人均0.21 hm2，特别是武

威市近10万hm2的山旱地资源，更为马铃薯产业的

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地域空间。

海拔高度 2 000~2 800 m的南部高寒山区，年

日照时数为 2 570~2 660 h，辐射量近 31.1 J/cm2；

年均气温 5.5℃，日较差为 10～12℃，最热的 7月

份平均气温为 12.8~18.1℃，大于 10℃有效积温小

于 2 131℃；年降雨量 300.1~416.6 mm，生育期降

雨量 213.3~284.1 mm；马铃薯生长期为 95~140 d。
土壤为灰钙土、栗钙土，有机质大于1.98%，速效

钾 0.10%～0.53%。南部高寒山区降水虽少，但其

时空分布与马铃薯生长发育对水分要求相吻合，

是马铃薯脱毒种薯、良种扩繁和优质鲜食薯生产

的最佳区域。

海拔高度 1 700~2 100 m的沿山冷凉灌区，年

日照时数为 2 800 h，辐射量小于 32.3 J/cm2；年均

气温 5.5~7.2℃，日较差为 12~14℃ ，最热的 7月份

平均气温为18.1~20.4℃，大于10℃有效积温2 131~
2 649℃；年降雨量 227.9~300.1 mm，生育期降雨

量 169.4~213.3 mm；马铃薯生长期为 135~150 d。土

壤以灰钙土为主，有机质 1.42%~1.98%，速效钾

0.23%。冷凉灌区降水较少，但该区域主要依靠山

水进行灌溉。冷凉气候有利于马铃薯块茎膨大和

商品率提高，适宜高淀粉马铃薯和优质鲜食薯生

产。

海拔高度1 500~1 700 m中部绿洲平川灌区，年

日照时数为2 730~3 030 h，辐射量32.1～33.0 J/cm2；

年均气温7.2~10.0℃，日较差为12~16℃ ，最热的7
月份平均气温为20.4~23.5℃，大于10℃有效积温2
649~3 160℃；年降雨量 142~228 mm，生育期降雨

量 169.4~213.3 mm；马铃薯生长期为 140~165 d。
土壤以灰漠土为主，有机质 1.0%~1.8%，速效钾

0.18%~0.21%。中部绿洲灌区依靠井水进行灌溉，

降水对马铃薯产量影响不大。光热资源丰富，非

常适宜于鲜食薯错期播种上市和高淀粉马铃薯生

产。

海拔高度 1 350~1 600 m的东、北部沿沙区，

年日照时数大于 3 030 h，辐射量高于 33.0 J /cm2；

年均气温7.8℃，日较差为14~16℃ ，最热的7月份

平均气温为 20.0~23.5℃，大于 10℃有效积温大于

3 200℃；年降雨量少于 110 mm；马铃薯生长期为

140~160 d。土壤为风沙土，有机质 0.76%。该区

域属极干旱地区，因此“非灌不植”，主要依靠井水

进行灌溉。气候、土壤条件极利于马铃薯块茎膨大

和营养物质的积累，是优质鲜食薯的理想生产区域。

此外，基于武威市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市，

区域内工业“三废”污染少，土壤、水体、大气污

染轻，为马铃薯生长发育和品质提升提供了良好

的生存空间。

3.1.2 产品质量优势

特定的气候条件，加上良好的灌溉条件，使

武威市生产的马铃薯薯块大、薯皮光滑、薯型整

齐、含水量低、品质好、耐运输、贮藏，品质优

势十分明显。生产的商品薯不仅可以作为蔬菜食

用，而且可以为马铃薯加工企业提供优质原料。

据专家推算，将马铃薯加工为普通淀粉，可增值

30%，加工成各种粉条、粉皮可增值80%，将马铃

薯进行组合开发利用，增值最高可达30倍[5]。

3.1.3 生产成本优势

武威市约有155万农村人口，乡村劳动力资源

近 90万，从事农林牧渔业生产的劳动力约 53万，

农村剩余劳动力和季节性剩余劳动力约占劳动力

总数的近一半。丰富的农村劳动力资源，决定了

马铃薯生产在劳动费用支出和生产成本等方面具

备比较优势，具有较强竞争力和占有市场的主动

权。

3.1.4 良好的政策环境

随着石羊河流域重点治理项目的推进以及达

利集团等马铃薯加工企业的引进，马铃薯作为武

威市后发优势产业具有广阔发展前景。《马铃薯优

势区域布局规划（2008-2015年）》、《全国优势农

产品区域布局规划（2008-2015年）》、2007年《甘肃

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快发展马铃薯产业的意

见》、《甘肃省特色优势产业增产增收计划实施方

案》等相关规划的出台和农业部马铃薯高产创建

活动、旱作农业、甘肃省马铃薯增产增收等项目

的实施，特别是《全国优势农产品区域布局规划

（2008-2015年）》中将马铃薯作为2个新增品种之一

纳入规划当中，更为武威市马铃薯产业的发展增

加了新的发展机遇和空间。

3.1.5 便利的区位优势

武威市地处河西走廊东端，为古丝绸之路要

冲，新丝绸之路经济带重要节点。国道312线和兰

新铁路纵穿南北，省道308线、干武铁路、双营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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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横贯东西，境内金色大道、武古路等公路共同构

筑了发达的交通网，是河西走廊重要的交通物流节

点，为马铃薯鲜薯及加工品流通提供了极大的便

利。

3.2 竞争力分析

马铃薯是 21世纪人类最具有价值的食物营养

来源之一。马铃薯产业的发展，既要充分利用好区

域固有的自然优势和已有的基础优势，同时还要敏

锐把握产业发展中潜在的各种机遇[6]，以便在国内

外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占据有利位置，并将这些优势

转化为马铃薯产业发展的后发优势。

3.2.1 种薯市场需求量大

由于各地生态条件各异、气候条件和耕作栽培

制度的不同，在生产上对于马铃薯品种的要求和留

种制度也有所不同。中国南方沿海省份邻近港澳台

及东南亚，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利，是出口贸易

的窗口，但不能就地留种，必须每年从北方大量调

入种薯以保证当地马铃薯的正常生产。而武威市大

部分地区为适宜留种区，尤其是南部山区更是马铃

薯种薯生产的生态适应性最佳、生产基础最好、生

产潜力最大的地区[7]。

3.2.2 鲜薯市场需求旺盛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消费结构的改变，

食品结构也会从传统的偏重主食向合理平衡营养方

向转变，以马铃薯为加工原料的保健类食品作为一

种消费时尚将会进入寻常百姓家。同时，随着快餐

和休闲保健类食品的快速增长、食品加工业的快速

发展，国内马铃薯消费量必将不断增加，马铃薯鲜

薯市场前景将更为广阔。据国际马铃薯中心统计，

中国未来对马铃薯消费将会以每年 5%的速度增

长，年人均消费量按未来人均达到世界平均水平

50 kg推算，每年将增加消费量1 000~1 200万 t[8]。
3.2.3 加工原料薯市场广阔

近年来，中国马铃薯加工业发展迅猛，马铃薯

加工原料薯需求量急剧增加。据粗略估算，目前国

内马铃薯加工业对加工专用原料薯的需求量已达

800万 t以上。此外，随着科学技术水平的不断提

高和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以马铃薯为主的保健类

食品市场容量逐年增加，未来中国马铃薯消费方式

将由以鲜食为主向加工产品为主的转变，加工消费

品比例额将会提高到50%以上，马铃薯作为综合加

工和深加工原料薯也将会持续增加。2012年，依

托达利、今麦郎等食品公司的甘肃省方便食品动员

中心在武威市的落成，也必将为武威市马铃薯产业

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契机。武威市目前年需加工原

料薯近 30万 t，每年有近 20万 t的缺口，加工型马

铃薯生产大有可为。

3.2.4 加工产品的市场潜力巨大

发达国家马铃薯加工量约占总产量的 50%左

右，如荷兰 47%，法国 59%，美国 48.2%，英国

40%[9]。中国马铃薯 85%用于鲜食，加工比例只有

15%左右，加工产品消费比重低，且大多以中低端

产品为主，高附加值产品比重很小，马铃薯淀粉及

衍生物需求量有60%以上需依赖于进口[10]，马铃薯

产品贸易总体进口多于出口。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

提高和生活方式的转变，消耗结构将持续变化升

级，马铃薯鲜薯消费比例将会逐步降低，加工制品

消费将提高到50%以上，届时将引导马铃薯加工能

力达到8 000万 t以上[11]。此外，世界马铃薯年加工

贸易量 7 400亿美元，与西欧、北美等主要马铃薯

输出国相比，中国具有明显的区位和地理优势，马

铃薯淀粉、种薯和鲜薯出口前景广阔。

4 发展对策

4.1 建立脱毒种薯快繁技术体系

优势种薯生产在马铃薯产业链条中居于基础

性、全局性和战略性地位和作用，如果不能在马铃

薯种薯生产的技术、质量和规模上占有制高点，也

就难以在激烈的市场上有一定的影响力和竞争力，

马铃薯产业也就失去了做大做强的主要的基础和前

提[12]。组培脱毒快繁技术是解决马铃薯种性退化、

提高种薯繁殖系数的一项高新技术。必须建立脱毒

种薯快繁技术体系和质量标准体系，研发优质、高

效、低成本的马铃薯脱毒种薯生产技术，建立专用

薯脱毒种薯基地，提高种薯质量，降低种薯销售价

格，提高脱毒种薯覆盖率，发挥脱毒种薯增产、增

收潜能。要以天祝、古浪马铃薯种薯繁育场以及甘

肃陇玉种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甘肃古浪陇源马铃

薯产业有限公司，形成“政府扶持、企业主导、市

场运作”的运行机制，在南部山区建立标准化种薯

繁育基地，使种薯产业步入良性发展轨道 [13]。此

外，农业科研单位应当在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专用

型品种的研发上要有新突破，特别是要选育出适合

本地气候和土壤条件的优质高产专用型新品种，从

武威市不同生态区域马铃薯产业发展及竞争力提升建议——陈其兵，彭治云，唐峻岭，等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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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本上解决马铃薯产业的良种制约问题。

4.2 建立优质商品薯生产基地

优质商品薯、专用加工薯生产基地的建设，是武

威市马铃薯产业发展的根基。依据武威市农村经济、

生产水平和马铃薯种植气候区划，在各个优势产区大

力推广马铃薯脱毒种薯、机播机收、测土配方施肥等

标准化生产技术，全面提升马铃薯种植水平。南部高

寒干旱山区以优质鲜食薯和脱毒种薯生产为主，主推

‘陇薯3号’、‘陇薯6号’、‘青薯2号’、‘青薯 3号’、

‘克新 6号’、‘大西洋’、‘夏波蒂’等品种；沿山

冷凉灌区以专用加工薯和优质鲜食薯生产为主，主

推‘陇薯 3号’、‘大西洋’、‘荷兰薯’、‘夏波蒂’、

‘克新 2号’等品种；中部平川灌区和沙漠沿线以

优质鲜食薯和加工专用薯生产为主，主推‘陇薯 3
号’、‘甘农薯2号’等品种。武威市2012年旱作马

铃薯面积为 2.01 万 hm2，每公顷产量、产值达

26.35 t和 2.64万元，相比小麦等粮食作物在气候、

水肥条件上的制约，马铃薯增产潜力更大，同时也

说明种植马铃薯也可有效缓解耕地和水资源不足的

矛盾，扩大食物来源，提高保证粮食安全的系数。

2012年天祝县 6.3 hm2机播机收马铃薯示范田每公

顷产量、产值达 33.75 t和 3.38万元，分别较露地

增加 44.54%和 30.83%。说明要实现马铃薯生产产

业化、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市场化，就必须

推广应用机械化生产技术和配套机械，节约生产成

本，提高马铃薯产量和质量。

4.3 加强贮藏设施建设力度

为了满足市场需求变化，延长鲜薯实施时间，

缓解集中上市压力，确保鲜薯价格稳定增长，就要

加大贮藏设施配套建设，防止出现鲜薯市场淡旺季

分明和加工企业原料不足。

4.4 培育龙头企业，提高加工能力

马铃薯产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深加工[14]。发展马

铃薯加工业是马铃薯生产的最终出路 [15] 。要扶持

和发展带动力强的龙头企业，研发适宜中国国情的

马铃薯加工产品和技术，培育知名品牌，促进马铃

薯深加工，延长马铃薯产业链和增值空间，逐步形

成具有规模效应的马铃薯加工产业集群；企业也要

进一步加大优质马铃薯生产基地和贮藏设施建设，

保证企业加工原料供应和正常生产。同时，在进一

步规范现有加工专业村、专业户生产和管理的基础

上，引导和扶持加工专业村、户向高层次发展，提

高加工增值能力，逐步形成专业化分工协作的产业

集聚效应。

4.5 建立专业市场，促进商品流通

要实现马铃薯优势区域开发，必须加快流通体制

改革，引导和扶持私营企业、个体经营户向集团化迈

进，大力发展农工商和贸工农一体化组织；探索产销

直挂、连锁营销、网上交易、产品期货等新的方式。

重点是有计划地新建一批马铃薯初级批发市场，

完善中高级集散市场。建立完善马铃薯购销网点，力

争使优势产区80%的马铃薯产品实现市场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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