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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eilongjiang Province is one of important potato production and processing bases in China. But there are still
some problems present in the province about seed potato production system, seed potato quality control, establishment of
potato production base and processing enterprise and single product economy, and these make the industry development so
slow. Therefore, how to deal with the problems is the key point to increase the competitive strength, and enhance the extension
of the potato production of Heilongjiang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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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黑龙江省是我国马铃薯的主要产地和加工基地，具有重要的地位。但是由于黑龙江省马铃薯生产企业在

发展过程中存在种薯繁育体系和质量检测不健全，马铃薯基地建设与加工业发展链条不紧，加工增值环节薄弱，加工产

品单一等问题，导致马铃薯产业发展缓慢。因此，如何解决以上的问题成为提高全省马铃薯企业的竞争力和推动马铃薯

产业发展的关键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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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铃薯产业是 21 世纪的朝阳产业，增产潜力

大、经济效益好，是水稻、玉米、大豆经济效益的

2 倍，是小麦效益的 4 倍。目前，我国马铃薯种植

面积已达到 470 万 hm2，居世界第一位。黑龙江省

地理环境优越，气候环境冷凉，种植马铃薯已有

100 多年的历史，是全国重要的种薯和商品薯基地

之一。
黑龙江省现已经形成了黑龙江北大荒马铃薯产

业集团公司、嵩天薯业有限公司、奈伦公司、大兴

安岭丽雪淀粉厂等一批马铃薯加工企业，其年产淀

粉量占我国总产量的 35%以上，马铃薯食品加工外

资企业有上好佳公司、麦肯集团等。加上政策措施

引导有力，科技支撑切实有效，生产投入逐年增加，

市场需求日趋旺盛，经济效益不断提高，马铃薯产

业规模迅速扩大，在我国已成为马铃薯生产、加工

的主要基地。
但随着国内其他省份马铃薯产业的迅猛发展，

也暴露出黑龙江省马铃薯产业的问题，目前黑龙江

省马铃薯种植面积由全国第二位[1]，下滑到全国第8
位，单产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仅为世界发达国家单

产业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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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水平的 1 / 3，列居全国第 14~16 位。作为全省

继玉米、水稻、大豆之后的第四大作物，在政策支

持、科技投入等方面都远远少于其他粮食作物。

1 黑龙江省马铃薯企业的现状

1.1 种薯繁育体系和质量检测不健全，产品升级

迟缓

制约黑龙江省马铃薯产业发展最主要的问题：

（1）缺乏优良的加工型马铃薯品种，目前适合

黑龙江省淀粉加工品种（淀粉含量在 16%~18%之

间，耐旱、耐寒、耐贫脊、高抗病、高产量）极少，

导致加工产业基本上全用普通菜用薯，淀粉含量

低、产量低、生产成本高。
（2）缺少科学的品种繁育体系，黑龙江省马铃

薯主栽品种是尤金、早大白、克新13、克新 18、
中薯 1 号等老牌品种[2]，这些品种主要是鲜薯食用

型品种，市场上急需的淀粉加工型品种和快餐食品

加工型品种以及早熟型品种还处于小面积试验示范

阶段。新品种更换滞后，品种结构不合理，缺乏自

主知识产权品种，影响了品种的市场竞争能力和产

业的发展。
（3）缺乏健全、有效、统一的马铃薯种薯质量

检测体系，虽然有些企业的科技人员和管理领导认

识到质量体系的建立迫在眉睫，并且投入了大量的

人力、财力，但是仅靠他们自己摸索，是很难建立

起质量检测体系的。由于质量检测体系的缺乏，导

致种植户与种薯生产企业之间的纠纷时有发生。
（4）繁种、供种体系混乱，一些企业和个人甚

至不经考察随意调种，导致生产上仍旧出现品种的

混杂、退化等现象，造成了产出失衡，进一步制约

了新品种的推广进程，延缓了产品升级步伐。
1.2 马铃薯基地建设与加工业发展链条不紧，产

业层次较低

马铃薯加工企业最大的困难是原料问题，在调

研的过程中发现有的公司由于原料严重短缺，2009
年仅生产了 7 d，现在已经处于停顿状态。有些企业

依靠其自身或合作的农场减少土地承包费计划性指

令种植，有的企业计划逐步实现依靠自身承包土地，

生产原料薯，自给自足。究其原因为：

（1）马铃薯加工企业上马具有一定的超前性，基

地建设相对落后。
（2）企业在上游原料基地建设方面投入不足，优

质高产、专用马铃薯品种的种植基地建设严重滞

后，现代种植、管理技术推广应用程度不高，规范

化、标准化生产不够，在技术、资金和服务方面没

有与农户形成密切的合作关系，对农业生产的拉动

力不足。
（3）随着市场的健全和竞争加剧，原料市场的

垄断被打破，农民在市场中被动地位有所改变，造

成一定程度初级产品的外流。
（4）运输成本高，局部地区绿色通道不畅，产

品销售困难。因此马铃薯产业、基地、农民的关系

是一种唇齿相依的关系，只有建立平衡、合理的利

润分配机制才是产业持续、健康发展的价值法则。
1.3 加工增值环节薄弱，加工产品单一

（1）马铃薯淀粉加工技术有待于提高，通过对北

大荒薯业、奈伦公司、大兴安岭丽雪淀粉厂的调研

发现，由于马铃薯淀粉理化指标、工业性能远远高

于其他作物淀粉，生产成本高，生产周期短，导致

马铃薯淀粉加工产品利润空间很低。每生产 1 t 淀

粉，需 6.5 t 鲜薯，纯成本需要 3 900 元，抵扣税之

后为 4 800 元。再加上与欧盟国家出口淀粉进行竞

争，我国国产淀粉的出厂价仅为4000~4500 元。
（2）马铃薯淀粉深加工技术有待于提高，原淀

粉高效加工技术还需要进一步提高。精深加工产

品，尤其是变性淀粉技术远落后于发达国家，产品

品种及应用领域不能有效拓展。
（3）需要较高的变性淀粉科研开发技术，需要

科研能力较高的变性淀粉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
（4）马铃薯市场化产品种类少，仅局限于淀粉、

粉条、薯条等，如将马铃薯加工成麦当劳的薯条，

可升值 50 倍，加工成肯德基的薯泥，可升值40
倍。加工成油炸薯片，可升值 25 倍，加工成薯类

膨化食品，可升值 30 倍。英国 Leatherhead 食品研

究协会的最近统计数字表明，世界休闲食品市场的

年销售额超过 400 亿美元, 马铃薯片占销售总额的

50%[3]。因此需大力开展马铃薯休闲食品、鲜食和

速食的研究。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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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不饱”或“没饭吃”。
（6）注重建厂不注重抓原料基地建设，出现加

工原料短缺，加工能力不能发挥，成本增加的问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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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马铃薯产业废渣和水污染问题渐趋严重，亟

待解决

近年来，马铃薯产业废渣和水污染问题渐趋严

重，群众反映强烈，迫切要求治理。马铃薯淀粉加

工废水工厂化处理投资巨大、耗能多、费用昂贵，

北大荒薯业集团每年仅废水处理费一项就高达

4 000 万元。马铃薯淀粉加工过程中，每消耗 1 t 鲜

薯，即可产生 1 t 废渣，因为废渣价值低、结晶水含

量高、脱水难、果胶含量高，在目前的技术条件下，

企业和政府均无力承受。虽然有关于高效发酵饲料

的研究，但加工技术上不成熟，核心技术仍处于研

发阶段。这些障碍严重阻滞了马铃薯产业链条的延

伸，使得马铃薯产业的潜力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和

利用，综合经济效益提高受到了极大的制约。

2 发展对策

2.1 完善种薯繁供体系，加强种薯质量监督检测

体系

品种对马铃薯及其加工制品的质量具有直接的

影响，是马铃薯产业的基础。首先，通过充分利用

现有的马铃薯国家重点实验室、省级工程中心、科

研机构、大学院校、企业技术中心等现有科研条件，

积极选育、引进、筛选和推广适合马铃薯淀粉加工、
炸条专用品种和其他专用型高利润品种。

从育种品种筛选引进繁种体系，高产栽培模式

的形成，检测体系的建立，着重解决黑龙江省马铃

薯单产低的问题，在短期内使主产区马铃薯单产有

一个大幅度提高。
我国马铃薯种植面积超过 500 万 hm2 年用种量

需 800 万t 左右，是世界上最大的种薯市场。种植脱

毒种薯是提高马铃薯产量和质量的有效途径和重要

保证，随着全国“科技兴薯”战略的大力推进，脱毒

种薯需求将逐渐扩大，根据《农业部关于加快马铃薯

产业发展的意见》，2010 年全国实现脱毒种薯应用

面积平均 55%的目标，国内脱毒种薯需求量将达到

450 万t。随着农民对脱毒马铃薯认识的不断提高，

需求量还将大幅度的增加。
2.2 加快基地建设，保证马铃薯产业链条

马铃薯原料基地是马铃薯产业发展的关键，针

对现有基地存在的问题，黑龙江省必须搞好基地建

设，应该因地制宜，根据不同地区建立不同类型的

马铃薯生产基地，马铃薯加工大型企业基地建设应

充分发挥企业优势，做到公司 + 基地 + 农户的模

式，在种植前由公司和农民签订合同，双方承诺。
在生产过程中由公司的技术人员统一提供操作规程，

提供产前、产中、产后的一系列服务。收获后由公

司统一收购、加工、销售。这样利于高效优质的管

理模式的推广，降低生产成本，同时使农民的收入

得到最大的保障。
2.3 加快马铃薯产业发展速度，做大做强黑龙江省

马铃薯企业和品牌

关于黑龙江省马铃薯产业的发展建议已有多位

专家[4-5]阐述达成共识。笔者也认为发展马铃薯产业

是马铃薯生产的最终出路，扩大加工企业生产规模,
拓宽和延伸产业链是发展马铃薯产业、增强龙头企

业带动能力的必要手段。结合马铃薯产业重大技术

需求，加快行业基础科学、前沿技术、应用技术和

配套装备综合能力的提高。在政策、资金等方面应

对龙头企业进行扶持, 使企业扩大生产规模, 提高

对市场风险的抵御能力。逐步发展黑龙江省马铃薯

企业品牌，逐步建立黑龙江省马铃薯产业在我国的

地位。
2.4 进行产学研结合，解决产业发展技术瓶颈问题

马铃薯战略联盟以提高我国马铃薯综合生产

能力，为马铃薯企业服务，搭建科技支撑技术平

台，解决马铃薯产业发展中关键、重大技术问题，

实现马铃薯产业的工程化，促进马铃薯综合配套

技术措施的实施和马铃薯现代化机械化生产及加

工利用。联盟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建立

产学研相结合的马铃薯产业技术创新体系，引导

和支持创新技术向企业集聚，促进科技成果向现

实生产力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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