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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通是云南省委、省政府确定的农特产品加

工基地，马铃薯作为昭通市的第二大粮食作物，是

该基地中的重要农特产品，马铃薯产业是市委、市

政府确立重点培育的八大农业优势产业之一。在分

析昭通马铃薯产业发展的优势和存在问题的基础

上，我们特提出以下产业发展对策。

1 存在问题

1.1 认识不够，加快发展的意识不强

昭通市未能抓住马铃薯被列为云南省优势农产

品的发展机遇，乘势而上，在产业培植、招商引

资、科技创新、开拓市场等方面明显滞后。至今为

止，全市尚未出台马铃薯产业发展意见，有的马铃

薯大县也未将马铃薯列为优势农产品加以扶持，全

市的马铃薯产业基本处于自由发展的状态，致使昭

通市这—全省面积和总产最大的市未能变成一个马

铃薯产业强市。
1.2 科研和推广滞后

至 2007 年底，全市共有种植业方面的农技人

员1 255 人，专业从事马铃薯研究的机构只有昭通

市农科所生物技术研究室 6 人，县（区）农技推广中

心均以兼顾为主，以马铃薯技术推广为主的只有 5
人。

由于投入太少，马铃薯育种基地条件非常简

陋，农田基础设施差、缺乏温网室、科技装备低

劣，工作条件艰苦，交通不便，没有优惠待遇，从

事育种的科技人员少，知识老化等问题长期得不到

解决，一直制约着品种的创新质量和创新数量。
在体系上，由于市农科所同各县（区）农技推广

中心并无隶属关系，也无项目（课题）支持，在科研

推广上均各自为阵，没有形成合力。在新技术的研

发和新品种的推广上，由于认识、投入等原因，种

植水平远不如先进地区，导致平均单产仅达全国平

均水平。
1.3 种薯生产成本高

据多年的生产实践核算，在年生产 100 万粒的

规模上，每粒脱毒微型种薯在不含单位技术人员工

资和设施设备折旧的情况下，生产成本为 0.20 元；

如要由县（区）农技中心来组织统一生产原种，在此

过程中还要加上种植、分级、包装、贮藏、调运的

费用，原种生产成本则达 3 000 元·t-1。在没有政

府补贴的情况下，绝大多数农民都购买不起。
1.4 加工率低，加工行业对马铃薯的带动能力弱

昭通市以昭阳威力淀粉有限责任公司、镇雄华

业有限责任公司的生产能力最大，两家企业的设计

年加工鲜薯能力均为 13 万 t，另有加工炸薯片的鲁

甸理世实业有限责任公司，设计年加工鲜薯能力为

0.5万 t。这三家企业收购原料的政策均为不分品

种，随行就市。2005～2007 年威力公司和华业公司

的年收购加工量总计达 10 万 t 左右，占总产量的

5%左右。加工原料收购价格随普通鲜薯行情的变

化而变化，整体与普通鲜薯市场价持平，加工企业

对全市马铃薯产业发展影响力小。

2 发展对策

2.1 科学规划，合理布局

（1）脱毒种薯基地。到 2012 年，年生产脱毒微

型种薯 1 000 万粒，五年内生产 3 000 万粒；在各

县（区）符合种薯生产条件、便于运输的地方建成原

种、一级种和二级良种扩繁基地 133.33 hm2、0.13
万 hm2、0.67 万hm2。使种薯生产的质量和产量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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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较高水平。
（2）春播马铃薯商品薯基地和高淀粉原料基地。

到2012 年要达到 3.33 万 hm2。重点建设两大片区，

即以昭阳区、鲁甸县的平坝至二半山区的乡（镇）为

主，再加上永善县的茂林、水竹、莲峰、伍寨，大

关县的上高桥、玉碗，彝良县的毛坪、龙街、奎

香、树林、龙安建 2.13 万 hm2 商品薯基地和高淀

粉基地；以镇雄县城为中心，在半径 50 km以内的

乡（镇）建商品薯和高淀粉原料基地 1.2 万hm2。
（3）秋冬作种薯商品薯基地。至 2012 年要达到

1.33 万 hm2。以金沙江、牛栏江、其它河谷区为主

建设冬早商品薯基地和秋种薯基地，主要安排在巧

家县、永善县、盐津县、大关县、彝良县、威信县。
（4）高产饲料基地。到 2012 年要发展到1.33 万

hm2，主要安排在交通不便的高二半山以上地区，

在这些地区推广高产饲料型品种，为养殖业提供优

质饲料。
2.2 因地制宜，分类指导

各县（区）要围绕良种繁供体系建设、科研推广

体系建设、市场流通体系建设、加工创汇体系建

设，找准突破口、因地制宜、分类指导。一是要抓

好高产高淀粉品种和优质高产商品薯的示范扩繁、
推广以及市场流通体系建设和加工创汇体系建设；

解决企业、基地、农户之间的稳定的利益联结机制

问题，解决企业、农户之间诚信问题，加强基地建

设，促进产业向产业化经营方向健康发展。二是要

重点抓好优质高产菜用薯的高山种薯基地建设和市

场流通体系建设，要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帮助农

民找市场、抓订单。三是要抓紧新品种引试、脱毒

种薯的更换和高产栽培技术研究。
2.3 千方百计提高马铃薯商品率

（1）建好流通体系。一是是建好大中小型马铃

薯批发市场。各县（区）要在马铃薯集中产区、交通

条件好的地方建设马铃薯专业市场，逐渐形成大中

小配套，集交易批发、分级包装、检疫、配送、贮

藏、物流信息服务、价格信息发布等功能于一体的

流通体系。二是要做好支持马铃薯流通的工作。铁

路沿线政府要与铁路部门充分沟通和协调。三是建

设诚信经营和客商至上的经营环境。各地各级组

织、要指导帮助薯农诚信经营、守法经营，各有关

部门要严格按照各项规章、法规办事。

（2）培植壮大龙头企业。一是突出技术创新，

提升加工档次，开发高精尖产品，延长加工链条。
二是创造条件引进一至两个实力强、起点高、产品

新、机制活、可直接出口的加工企业。三是加快企

业机制创新，建立原料生产和新产品研发机制。形

成政府支持、企业为主、科研单位提供技术支撑的

机制。使企业拥有自己优质稳定的原料基地、自己

的名优品牌和实力强大的企业集团。龙头企业之

间，可以优势品牌为核心，采取多种资本运营方

式，组建企业集团，提高对外竞争力。企业内部要

制定科学、高效的决策机制，建立与当地政府、农

业部门、科技部门的联系制度，创新管理机制。四

是积极协调银企关系，使银行更多地了解马铃薯加

工、流通龙头企业的情况，在专项贷款上给予便捷

优惠的服务。五是加大优化环境力度，按照国家产

业政策指导企业申报项目工作，协调解决项目建设

中的困难问题，在资金投向、项目审批等方面畅开

“绿色通道”实行优惠政策。
2.4 搞好基地建设

一是以市、县（区）、乡（镇）三级政府办基地为

主，通过农业部门的技术指导，目前以规范化种植

为主，积极推广标准化种植。二是支持龙头企业办

基地，实行订单生产，建立起稳固的原料生产基

地。三是引导和支持马铃薯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办基

地，发挥好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作用。四是积极探索

和完善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机制，鼓励科技人员和

能人承包土地办基地，加快对先进适用技术的普及

和推广，啬科技对马铃薯增产的贡献率，提高马铃

薯生产效益。
2.5 大力抓好马铃薯科技研发及推广应用

一是加强马铃薯科技基础设施建设。要加强队

伍建设、育种基地建设、微型薯生产设施设备建

设、原种基地农田水利田间道路建设，从物质基础

上保证马铃薯科研能力的提升。二是加强种薯育繁

技术研究。加强产学研的有效对接，依靠技术创新

提升产业档次，积极主动地与科研院所、种薯集

团、大专院校对接。三是加强马铃薯产业关键技术

研究与示范推广。着重从播种技术、测土配方施肥

技术、病虫害防治技术、贮藏技术几个关键环节入

手，结合新品种示范推广，形成各地的绿色、有机

标准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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