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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Potato Industry Situation and Development
Countermeasure in Heilongji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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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otato industry plays a crucial role in taking regional advantages of Heilongjiang province, resolving food
security, increasing farmer's income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Heilongjiang provincial project "billions of pounds of grain
production engineering". This article details the strategic significance of the development of potato industry, analyzes the
traditional advantages and development space of potato industry in Heilongjiang province. The bottlenecks of restricting the
development of potato industry in Heilongjiang province were also analyzed. Basic development ideas and measures were
discussed to make the promotion of potato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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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马铃薯产业的发展对于发挥黑龙江省区域优势，解决粮食安全，促进农民增收及实施黑龙江省“千亿斤粮

食产能工程”等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文章详述马铃薯产业发展的战略意义，分析黑龙江省马铃薯产业发展具有

的传统优势和发展空间，探讨制约黑龙江省马铃薯产业发展的瓶颈问题，并提出促进“小土豆”做成“大产业”的基本思路

及主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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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省马铃薯产业现状及发展对策分析———马广鹏

黑龙江省是我国重要的马铃薯种薯和商品薯生

产基地，栽培历史悠久，资源优势突出，加工业基

础雄厚。近年来，在地方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扶

持下，马铃薯产业逐渐成为加快农业结构调整、保

障粮食安全、促进农民增收、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

支柱产业。

1 战略意义

1.1 发展马铃薯产业是保障国家及区域粮食安全，

实现黑龙江省“千亿斤粮食产能工程”的最佳途径

随着全球粮食价格的大幅上涨，人们对粮食安

全的担忧日益加重。作为世界第四大粮食作物的马

铃薯，备受关注。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指出，马铃

薯将为解决人类吃饭问题发挥重大作用，马铃薯代

替粮食已成为全球趋势[1]。作为一个发展中的人口大

国，我国始终面临着“如何不断解决 13 亿人口吃饭

问题”的巨大压力。因此，如何充分挖掘马铃薯增产

潜力显得尤为重要。大力发展马铃薯产业对提高国

家及区域粮食生产、保障粮食安全发挥重要作用。
2009 年，黑龙江省政府通过了《黑龙江省千亿

斤粮食生产能力战略工程规划》，目标是“到 2012 年

其粮食生产能力达到 1000 亿斤，商品粮达到 800 亿

斤”。黑龙江省在现有耕地面积条件下，若要增加粮

食总产量，只有通过科技等手段提高单产这一途径，

产业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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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目前黑龙江省玉米、水稻、大豆产量均已超过世

界平均水平，其增产空间十分有限。马铃薯是四大

粮食作物中增产空间最大、产量最高、且经济效益

最好的作物。重点扶持马铃薯产业的发展是利用现

有耕地资源，实现《千亿斤粮食生产能力战略工程规

划》的重要选择。
1.2 发展马铃薯产业是发挥当地优势，促进农民增

收、农业增效的最好选择

《中国农业年鉴》数据资料显示，在马铃薯产量

较高的几个省份，马铃薯种植效益均高于其他农作

物。在黑龙江省，马铃薯的效益是小麦、玉米、大

豆效益的 2 倍以上[2]。而目前黑龙江省马铃薯单产水

平还很低，如单产水平进一步提高，马铃薯的经济

效益则会更大。因此，大力发展马铃薯产业，延长

马铃薯产业链条，提高马铃薯附加值，对于发挥黑

龙江省优势，促进农民增收，实现农民致富奔小康

具有重要意义。
1.3 发展马铃薯产业是满足市场需求，促进国际贸

易，带动其他产业发展的现实选择

马铃薯产业是我国为数不多的具有国际竞争力

的农业产业之一。在我国马铃薯贸易中，马铃薯淀

粉及其深加工制品量的出口仅占据出口总量的 3%。
我国在世界马铃薯市场上的贸易地位与产量规模并

不相称。但近年来我国各类马铃薯产品的出口额均

呈现增长势头，随着我国马铃薯加工企业加工技术

和能力的提高，马铃薯加工品的出口比重将有望进

一步提高。随着发达国家农产品出口补贴的取消，

遵循市场公平竞争原则并依托雄厚资源优势的我国

马铃薯加工业，将会进军欧美等国际市场，形成具

有国际竞争力的、不可多得的优势产业。黑龙江省

作为全国重要的种薯和商品薯生产基地，国内外较

大的马铃薯市场空间，为马铃薯产业发展提供了良

好机遇，同时马铃薯产业的发展也会带动其他相关

产业的发展。

2 产业发展现状

我国马铃薯产业在世界上占有重要地位。全世

界 151 个种植马铃薯的国家和地区中，我国的种植

面积达 488 万 hm2，约占世界的 25%，亚洲的 60%；

总产量占世界的 20%，亚洲的 70%，均居世界领先

地位，但我国马铃薯单产水平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仅排名世界第 83 位[3]。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农业结构的深化调整，

黑龙江省马铃薯逐渐成为促进农民增收和区域经济

发展的优势作物，种植面积稳定在 23 万~30 万 hm2。
2010 年全省马铃薯种植面积 24 万 hm2，实现历史

最高单产 25.65 t/hm2，总产量 616 万 t，单产、总

产分别较 2005 年提高 78%和 36%，每公顷均效益

21 000 元，较 2005 年翻了一番。2010 年微型薯生

产能力实现 1 亿粒、产脱毒种薯 92.5 万 t，全省脱

毒种薯覆盖率达到 30%。80～90 cm 大垄栽培、平

衡施肥、病虫害综合防治、机械化作业等技术模

式得到进一步推广应用，增产效果较传统栽培管

理模式提高 30%以上。黑龙江省内相继建成投产

一批规模马铃薯加工龙头企业，精淀粉加工规模

由“十五”期间 3 万 t 增加到 30 万 t，增长 10 倍，

年产休闲食品 5 万 t，2010 年全省有 200 多万吨马

铃薯进入加工领域，占总产量的近 40%。马铃薯

种薯和商品薯销售日益活跃，外埠市场占有量逐年

增加。2010 年，全省外销种薯和商品薯 128 万 t，
占总产量的 20%，分别销往福建、广西、广东、
山东、河北、广州、上海等省（市），同比增长

25%[4]。
2.1 黑龙江省发展马铃薯产业发展具备的优势

2.1.1 区位优势

一是黑龙江省拥有适合马铃薯种植独特的自然

气候和地理资源，其冷凉的气候、肥沃的土壤及良

好的天然隔离条件，为马铃薯种植提供了最佳的生

长环境。黑龙江省的讷河、克山、嫩江、望奎等市

县历来为省内外马铃薯重点产区和种薯繁育基地，

在种薯和商品薯生产方面有着悠久的历史。二是黑

龙江省拥有丰富的耕地资源，可为马铃薯产业进一

步发展提供充足的耕地资源，地势平坦、土地连片，

十分适合于马铃薯大面积、机械化、标准化作业。
这些优势也是其他省份无法比拟的。
2.1.2 技术成果优势

黑龙江省在马铃薯育种、栽培、质检、品种资

源评价与利用、病害研究与防治等学科处于国内领

先地位。仅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育成的马铃薯品种

就达到 23 个，居全国育种单位之首。省内科研教学

单位在马铃薯种质资源创新、种薯脱毒快繁及质量

检测技术研究等方面拥有大量科研成果，其中，多

项技术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和省部级一、二等奖，

多项技术获得国家专利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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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人才优势

黑龙江省是国内从事马铃薯专业人才最多，科

研成果最多的省份之一。拥有多年从事马铃薯育

种、种薯繁育、质量检测、栽培生理、病害防治、
加工等方面的专业工作人员。拥有多年从事马铃薯

科研、生产、教学、加工业的科研院所、大专院校

和企业，拥有较强的科研、教学和推广队伍。
2.1.4 科技创新平台优势

黑龙江省是我国最早开展马铃薯研究的省份之

一，国内最早成立的马铃薯专业研究所就座落于黑

龙江省。从事马铃薯的研究机构涉及马铃薯育种、
栽培、质检、品种资源的评价和利用、病害研究与

防治等学科。目前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拥有国家马

铃薯改良中心、国家马铃薯种质资源库、农业部脱

毒马铃薯种薯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哈尔滨）、农

业部马铃薯生物学与遗传育种重点实验室、黑龙江

省马铃薯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科技创新服务平台。
同时，黑龙江省又是国家科技部认定的“马铃薯产

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理事长单位。这些平台为黑

龙江省马铃薯产业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很好的科技

支撑。
2.2 产业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2.2.1 政策资金支持力度不够，缺少政府引导

作为全国重要的商品粮生产基地，黑龙江省较

重视玉米、大豆、水稻等粮食作物的发展，为保障

国家粮食安全作出了巨大贡献。然而，作为第四大

作物的马铃薯得到的支持相对较少。与甘肃、宁夏、
贵州等省份相比，黑龙江省在马铃薯产业方面的资

金投入明显不足，其中也包括获得中央财政支持的

资金。青海省 2005 年开始试行了马铃薯种子直补，

每千克补助 0.4～0.8 元，促进了该省马铃薯产业的发

展，两年时间内，马铃薯种植面积由 3.33 万 hm2 猛

增到 8.67 万 hm2，马铃薯产业也成为青海农民的主

要收入之一。
2009 年全国人大宁夏代表团提出“关于支持宁

夏马铃薯种薯生产基地”的建议，被全国人大列为

重点建议，并给予大量资金支持。这些优惠政策的

实施，对于推动各区域马铃薯产业快速发展起到了

十分显著的作用。
黑龙江省农业主要还是依靠雨养农业，由于缺

乏资金支持和政策倾斜，马铃薯基础设施相对薄

弱，机械配套率低，科技成果转化率较慢，脱毒种

薯普及率不高，严重限制了马铃薯生产水平的提

高。“十二五”以来，黑龙江省委、省政府高度重

视马铃薯产业的发展，将在资金、政策方面给予大

力扶持，黑龙江省马铃薯产业将在基础设施建设、
政策倾斜及科技创新方面得到迅速发展。
2.2.2 加工增值环节薄弱，龙头企业带动力不强

一是加工技术落后，且加工产品主要以淀粉等

初级产品为主，附加值不高，效益低。
二是企业指导思想不端正，只追求短期效益，

出现压级、压价收购原料等问题，导致大量原料外

流，加工企业存在“吃不饱”或“没饭吃”的问题。
三是注重建厂不注重抓原料基地建设，出现加

工原料短缺，加工能力不能充分发挥，加工成本增

加的问题。
2.2.3 缺乏种薯市场管理，区域优势没有充分发挥

黑龙江省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十分适合马铃薯

种薯繁育，但由于近年来缺少对马铃薯种薯市场的

有效管理，导致马铃薯种薯质量偏差，缺少品牌，

市场竞争力较弱，只能走种薯的低端市场。黑龙江

省拥有国家级的改良中心、种薯质检中心等创新服

务平台，应该充分利用这些平台，更好地为马铃薯

产业发展服务。
2.2.4 营销体系不健全，销售渠道不畅通

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形式下，依然存在自

种、自销的以户为单位的产销模式，产业协会、经

纪人等中介组织不健全，网络建设不够、信息落

后，销售不畅、绿色通道不通等问题，严重影响了

产、销一体化的发展。

3 产业发展建议及对策

3.1 基本思路

黑龙江省马铃薯产业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

建设现代农业为目标，突出黑龙江省马铃薯产区区

域优势，大力推进马铃薯优势产业带建设，提升产

业集中度和产业化水平。坚持“种薯先行、科技兴

薯和产业带动”的战略方向，调整布局、优化结构、
主攻单产、提高品质、深化加工、做亮品牌，实现

种薯供应优质化、生产流程标准化、市场销售组织

化、加工经营规模化，建设完备、高效的现代化马

铃薯产业体系，全面提升黑龙江省马铃薯产业发展

水平，努力将马铃薯产业培育为全省农业战略性主

导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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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主要措施

3.3.1 加大政策倾斜和资金扶持力度，正确引导产

业发展

充分发挥政府配置社会资源的作用，加强对马

铃薯产业的协调与引导作用，制定相关产业政策。
一是实施科技创新优惠政策。每年拿出一定资金作

为马铃薯产业发展专项科研基金；在科技特派员

创业活动和农业科技入户中，对马铃薯产业重点

倾斜。二是实施种薯生产经营优惠政策。实行马

铃薯良种补贴；集中投资建设或扩建马铃薯脱毒

苗和原原种工厂化生产设施，增加种薯供应量；

加大种薯质量认证与市场准入工作的资金投入和

相关管理制度的建立与实施；实行种薯储窖补贴，

以延长种薯供应周期；对从事种薯生产经营的单

位和个人予以支持，享受银行信贷等方面的优惠

政策。三是实施基地建设农机补贴优惠政策。对

基地建设所需指针式喷灌和其它节水灌溉设施进

行补贴；对基地建设所需大型农机具进行补贴，

如拖拉机、播种机、收获机等；对基地建设所需

机井配套设备进行补贴。四是实施产业协会发展

优惠政策。给予马铃薯专业协会农资经营权，切

实降低马铃薯生产成本；对已形成规模的马铃薯

产业协会在资金、设备、设施上进行重点扶持，

充分发挥其桥梁纽带作用；对举办好的产业协会，

实行以奖带补的政策，促进协会的发展壮大。五

是实施加工企业发展优惠政策。
3.3.2 加大科技投入，提高科技创新与示范推广能力

黑龙江省马铃薯产业的快速发展急需科技支

撑，通过“抓两头，带中间”（上头：种薯。中间：

标准化种植。下头：加工）的方式来实施，围绕产

业发展关键技术瓶颈设立攻关项目，重点在专用品

种选育、种薯繁育、高效栽培、病害防治、窖储、
产后加工及加工废弃物利用、处理等方面开展立项

研究。加大标准化高产栽培技术集成示范与推广工

作，建立适合不同区域、不同用途及不同种植条件

的高产栽培技术模式。
3.3.3 加强市场流通和组织营销，做亮马铃薯品牌

根据马铃薯产区地域分布，建立马铃薯专业批

发市场，形成网络化销售渠道。加强马铃薯市场信

息化销售平台建立，充分发挥农业经济合作组织和

专业合作社在市场调研、组织营销等方面的作用。

加大对外宣传力度，通过多种渠道提升马铃薯产业

知名度。发挥自然优势，打造“脱毒种薯”和“绿色

无公害马铃薯”品牌。
3.3.4 建立健全科技服务体系

紧紧围绕标准化基地建设、加工转化、贮藏销

售 3 个环节，重点做好以下 4 方面的工作。
一是加快成立“黑龙江省脱毒核心种苗提供中

心”和“脱毒马铃薯种薯质量检测中心”。利用两个

中心技术优势和实验条件为全省统一提供核心脱毒

苗，保障种薯质量源头关。
二是建设 3 个基地。即建立马铃薯脱毒原原种

繁育基地，向全省统一提供脱毒原原种。在北部及

西部区域，建立大田种薯繁育基地，在中西部区域

建设种薯繁育及加工原料薯生产基地，在中南部区

域建设商品薯和加工原料薯生产基地。
三是推广 4 项技术。即推广马铃薯大农场大垄

深松标准化栽培技术、小农户小垄高产栽培技术、
马铃薯复种高效栽培技术和病虫害综合防治技术。

四是完善 5 个体系。即种薯繁育体系、种薯质

量跟踪溯源体系及市场监督管理体系、市场营销体

系和加工转化体系。

4 总 结

黑龙江省作为全国重要的马铃薯种薯、商品薯

生产及加工基地，其产业发展对全国马铃薯产业都

起着重要影响，具有举足轻重的战略地位。黑龙江

省应充分利用其技术、资源、地源优势，充分发挥

政府引导作用，进一步加强马铃薯产业政策支持和

组织管理，发挥科技示范引领作用，主打“脱毒种

薯”和“绿色无公害”品牌，走“深加工”发展之路，实

现马铃薯产业的科学发展，做大做强马铃薯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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