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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rrent Statu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Potato Industry
in Liaoning Province

LI Y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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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potato industry in Liaoning Province has its unique environment advantage based on its
superior location, developed transportation, and high level industri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In this paper, current status of
potato industry was expounded, and the main problems was pointed out of the irrational variety structure, the substandard
seed quality, few processing enterprises, and deficient technology and capital investment. Some of development suggestions
and countermeasure were put forward to promote the new variety selection and ensure the seed quality, to improve the
planting structure and balance the development, to build the effective industry chain and expand the processing enterprises,
and to increase the government propaganda and its capital inves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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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辽宁省具有优越的区位条件、发达的交通运输、较高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水平，使得辽宁省马铃薯产业发

展具有独特的环境优势。本文简要阐述了辽宁省马铃薯产业现状，分析了马铃薯产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品种结构不合

理、种薯质量不合格、加工企业少、科技与资金投入不足等。针对目前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进一步发展的建议和对策：

促进品种选择、确保种薯质量；合理完善种植结构、平衡发展；形成有效产业链条、重视加工企业的发展；增加政府宣

传力度和资金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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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马铃薯产业现状与发展对策———刘 宇

辽宁省位于东北地区南部，其地理坐标为东经

118°53′～125°46′， 北纬 38°43′～43°26′，地处欧亚

大陆东岸，属于温带大陆型季风气候区。全省年

日照时数 2100 ～2600 h，全年平均气温在 7～11℃
之间，年降水量在 600 ～1100 mm 之间。辽宁省的

光照、温度、降水量和土壤等自然条件都很适合

马铃薯生长。

1 辽宁省马铃薯产业现状

近年来，辽宁省马铃薯播种面积和产量都较稳

定，2002 年播种面积和总产量分别为 9.49 万 hm2 和

271 万 t，2008 年播种面积和总产量分别为 8.9 万 hm2

和 265 万 t，总种植面积略有下降，但平均公顷单产

有所提高，由 2002 年的 28.55 t / hm2 增加到 2008 年

29.78 t / hm2，远远超出 2008 年全国平均单产水平

（15.18 t / hm2）。可见辽宁省马铃薯产业发展有很大

潜力。

2 存在问题

2.1 品种结构不合理

品种单一，缺乏优良品种是辽宁省马铃薯产业

发展的的限制因素之一。目前辽宁省马铃薯种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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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为两大栽培区：一是辽西和辽北一季作区，以中

晚熟品种为主，如克新 1 号、大西洋、陇薯 3 号等；

二是辽南、辽中和辽东二季作区，以中早熟品种为

主，如东农 303、费乌瑞它、中薯 3 号等。这些品

种主要用于供应当地的菜用薯市场，并不适合加工

企业的需要，所以引进优良品种，尤其是加工用品

种是辽宁省当前马铃薯产业发展的主要任务之一。
2.2 种薯质量不合格

种薯质量是影响马铃薯产量提高的主要因素。
目前辽宁省脱毒种薯繁育体系不规范，脱毒苗和原

原种的生产基地和企业水平差异较大；脱毒种薯质

量监督体系不健全，没有标准的质量认证和检测手

段，导致市场上以次充好、商品薯当脱毒薯的局面；

农民认识不够，农民自留种情况严重。
2.3 加工企业缺乏

辽宁省具有发达的交通运输、较高的工业化水

平，但马铃薯加工业的发展与其不相称。马铃薯可

加工出 2000 多种产品，广泛应用于食品、医药、纺

织、化工等行业。辽宁省马铃薯加工企业规模小，

科技含量低，生产力水平不够，主要以小作坊式经

营，缺少有力的技术支持，从而使得加工产品市场

值不高。同时由于大中型企业的缺乏，加工能力有

限，马铃薯加工产品数量不能满足市场需求。
2.4 科技与资金投入不足

目前辽宁省从事马铃薯研究的单位主要有辽宁

省农科院、本溪马铃薯研究所、沈阳农业大学农学

院以及大连市农科所等为数不多的单位，由于科研

经费的限制和科技体制的改革，更基于马铃薯育种

与栽培研究的长期持续性，许多单位无法进行更多

的研究与创新。而对于农民种植马铃薯的积极性，

又因为国家粮食补贴政策的实施有所下降。

3 发展对策

3.1 促进品种选择，确保种薯质量

加大力度示范推广新品种，引进适合当地气候

条件和种植结构的品种。如加大力度种植推广早熟

品种“超白”（大连市农科院培育）、极早熟品种“早

大白”和早熟品种“尤金”（由本溪马铃薯研究所培

育）。目前“早大白”已成为我国早熟栽培中的主栽品

种之一。引进种植费乌瑞它等黄皮黄肉、适合出口

需求的品种。
对于马铃薯这种无性繁殖作物来说，其种薯抗

病能力差，种性退化程度就快[1]。在辽宁省形成科

研、教学、企业、农技推广等单位参加的马铃薯种

薯繁育体系，成为确保种薯质量的重要方面。
3.2 合理完善种植结构，平衡生产发展

辽宁省的种植结构是一季有余，两季不足，而

与马铃薯间作套作复种，则可实现一年两季收获。
调整区域布局，规模化种植是平衡辽宁省马铃薯生

产发展的重要措施。在一季作区以种植中晚熟加工

品种为主，兼顾优质鲜薯品种；在二季作区种植以

中早熟的鲜食出口品种和南方冬作区的繁种基地为

主，兼顾中早熟加工品种[2]。
3.3 形成有效产业链条，重视加工企业的发展

辽宁省是工业化、城市化较高的城市，且具有

发达的交通运输条件，所以非常有利于马铃薯加工

业的发展。引进马铃薯最新的加工生产线，创办具

有市场开发能力、深度加工、带动基地发展的加工

龙头企业；建立生产、加工、销售一体化的经营体

系，加大力度发展产品深加工行业，并走高档化、
创新化和大型化路子，以推动辽宁省马铃薯产业进

一步发展。
3.4 增加政府宣传力度和资金投入

政府部门要充分发挥职能作用，认真开展市场

调查，及时公布产品价格和市场需求信息；及时准

确发布气候变化和病虫害发生情况；加强对农民的

技术培训和技术指导工作，提高农民对种薯质量、
栽培技术，以及销售通道等方面的认识意识。同时，

需要加大政策与财政支持力度，如 2006 年实施包括

马铃薯在内的主要农作物机械化栽培补贴政策，

2007 年辽宁省实施了包括马铃薯在内的良种补贴政

策，2009 年又实施了马铃薯高产创建工程。国家农

业部及省市政府部门对马铃薯科研及产业发展的支

持，很大程度上影响辽宁省马铃薯产业的发展，所

以应予以高度重视。

[ 参 考 文 献 ]

[ 1 ] 李大春, 吴承金, 戴清堂, 等. 恩施自治州马铃薯产业现状、问

题及对策[J]. 中国马铃薯, 2010, 24(1): 58-60.
[ 2 ] 屈冬玉, 金黎平, 谢开云. 中国马铃薯产业 10 年回顾[M]. 北京:

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0: 102-105.

1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