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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黑龙江省与全国马铃薯种植面积、总产量、单产比较

资料来源自《中国农业统计年鉴 2000~2005》, 经整理计算所得。

黑龙江省具有适宜种植马铃薯的自然条件和传

统 优 势 , 是 全 国 重 要 的 种 薯 和 商 品 薯 基 地 之 一 。

2004 年 黑 龙 江 省 马 铃 薯 播 种 面 积 约 34.0 万 hm2,

占全省粮食播种面积的 4.0%, 仅次于大豆、玉米

和水稻, 马铃薯产业在黑龙江省农业结构调整和促

进农民增收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1 黑龙江省马铃薯产业现状

1.1 生产发展状况

1.1.1 播种面积与产量

黑龙江省作为全国马铃薯主产省之一, 种植面

积居于全国前列 , 自 2001 年突破 40.0 万 hm2 后 ,

各年略有变化 , 2004 年达 34.0 万 hm2, 约占全国

马铃薯总播种面积的 7.4%。在黑龙江省种植业结

构比例上 , 2004 年马铃薯播种面积占全省粮食播

种面积的 4.0%, 比 2003 年降低了 0.5 个百 分 点 。

从 1999 年到 2003 年来看, 马铃薯播种面积在全省

粮食播种面积中的比例平均为 4.3%左右 , 约占农

作物总播种面积的 3.0%, 比例仍然偏低。

总产量和单产水平各年变化较大 , 2004 年总

产量达 515.0 万 t, 单产 15.2 t·hm- 2, 分别居 于全

国第 6 位和第 16 位。从近几年看 , 黑龙江省马铃

薯种植面积和总产量在全国占有较大比重, 但单产

水平一直不高( 详见表 1) 。

年度
面积( 万 hm2) 总产量( 万 t·年- 1) 平均单产( t·hm- 2)

黑龙江 全国 占全国比例( %) 排名 黑龙江 全国 占全国比例( %) 排名 黑龙江 全国 占全国比例( %) 排名

1999 31.2 441.8 7.1 5 373.0 5609.7 6.6 6 12.0 12.7 94.2 18

2000 39.0 472.3 8.2 4 404.5 6628.2 6.1 7 10.4 14.0 74.0 22

2001 42.1 471.9 8.9 4 616.5 6456.4 9.5 3 14.7 13.7 107.1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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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种植区域与主栽品种

马铃薯在黑龙江省种植广泛, 全省种植马铃薯

的农户约 400 万户, 几乎各市县都有分布, 但主要

产区集中在松嫩平原北部地区和北部大小兴安岭地

区, 包括齐齐哈尔市北部的讷河、克山、克东、依

安、拜泉、海伦和黑河市南部的嫩江、北安、五大

连池等市县及大兴安岭地区, 这些地区不仅是马铃

薯集中产区, 也是全国重要的种薯基地。

在种植品种上, 早熟品种约占总种植面积的一

半 , 主要有东农 303、克新 4 号、早大白、尤金、

黄麻子、费乌瑞它等, 淀粉专用品种主要种植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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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新 12 号、中大 1 号 , 炸片专用品种大西洋 , 炸

条专用品种夏坡蒂等也有种植, 种植的晚熟食用品

种主要是克新 13 号和克新 16 号。

1.2 销售及加工状况

黑龙江省马铃薯在全国市场占有重要地位, 其

鲜薯销售集中于东北三省, 随着内蒙、辽宁、吉林

等周边各省马铃薯产业的发展, 鲜薯市场份额呈下

降趋势。种薯是黑龙江省优势产品, 一级种薯市场

价 1 000~2 000 元·t- 1, 经济效益远高于鲜薯。生产

的种薯除满足本省需要外 , 远销中原及南方市场。

加工专用型品种种植较少, 淀粉用原料多采用鲜食

菜薯加工。薯片、薯条加工 用原料品种 种植面积

小, 市场需要量大。

随着马铃薯生产规模的扩大, 加工业也得到快

速发展。目前, 全省有一定规模的马铃薯加工企业

已发展到 500 多家 , 年加工能力达 150 多万 t。淀

粉加工是黑龙江省马铃薯加工利用的主要渠道, 全

省较大的马铃薯淀粉加工企业有黑龙江省银河淀粉

集团、黑龙江省港进粉丝有限公司、大兴安岭丽雪

精淀粉公司、黑龙江沃华马铃薯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和黑龙江奈伦淀粉有限公司等, 以及正在建设中的

大型产业化 龙头企业—北大荒马铃 薯产业有限 公

司。全省传统马铃薯加工业包括淀粉加工和粉条、

粉皮、粉丝加工, 薯片、薯条及全粉加工较少, 近

年来主要有哈尔滨上好佳食品工业有限公司、麦肯

食品哈尔滨有限公司、黑龙江铃田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等企业, 大多处于起步阶段, 有待进一步发展。

1.3 良种研究与脱毒种薯繁育状况

黑龙江省开 展马铃薯研 究工作已有 几十年历

史, 从事马铃薯研究的单位主要包括黑龙江省农业

科学院马铃薯研究所和东北农业大学等科研院所 ,

研究内容涉及马铃薯育种、栽培、种薯生产技术、

病虫害防治、贮藏运输、加工利用等诸多方面, 已

培育 出 克 新 系 列 、 东 农 303、304、305 等 优 良 品

种, 在省内外已大面积推广种植。

在脱毒种薯研究与应用方面, 黑龙江省从 1982

年起正式大面积推广脱毒种薯 , 从 1991 年起 , 批

量生产脱毒微型薯和小种薯, 现全省马铃薯良种扩

繁基地已发展到 1 万 hm2, 年生产脱毒种薯 25 万 t。

有国家和省政府共同建设的黑龙江( 农业部) 脱毒马

铃薯种薯质量检测中心, 拥有鹤岗市农业科学研究

所、大兴安岭地区农业科学研究所等脱毒种薯生产

机构和企业, 建有全国最大的种薯繁育基地———讷

河脱毒种薯基地、嫩江马铃薯原种繁育场等脱毒种

薯生产基地, 每年向省内外提供大量种薯。

2 黑龙江省马铃薯产业发展存在的主要问

题及成因分析

2.1 脱毒种薯利用率低, 推广速度慢

目前脱毒种薯种植面积在全国达 15%~20%左

右 , 黑龙江省略高 , 约 25%~30%, 自留种仍占较

大比重。我省生产脱毒种薯的单位虽多, 但脱毒设

备与脱毒技术没有有效结合起来, 规模效应不明显

且扩繁技术水平不高 , 致使脱 毒种薯生产 成本偏

高、售价高。我国自繁各级脱毒种薯价格一般为 :

微型薯每粒 0.2~0.3 元, 原原种每吨 3000~4000 元,

原种每吨 2 000 元 , 一级种薯每吨 1 000~2 000 元。

按每 hm2 用种量 2 t 计算 , 每 hm2 马铃薯种薯成本

约 2000~4000 元, 政府若不进行补贴, 农户负担较

重, 影响使用脱毒种薯的积极性, 限制了脱毒种薯的

推广。其次, 脱毒种薯繁、育、推、销各个环节脱

节, 基础种薯来源复杂, 种薯级别混淆, 管理粗放,

使脱毒薯增产效益不明显, 影响了脱毒种薯的推广。

2.2 品种单一, 结构不合理

目前黑龙江 省马铃薯主 栽品种以高 产鲜食居

多, 主要是克新系列和东农 303 等, 优良专用型品

种, 特别是食品加工型品种较少。加工种类多为淀

粉加工, 且属中熟或中晚熟、丰产类型的品种, 缺

乏淀粉加工专用型品种, 多用一般食用商品块茎替

代。为了延长加工期, 应多用早、中、晚熟品种搭

配种植。品种熟性和类型结构不合理, 造成马铃薯

收获季节集中, 类型集中, 上市不均衡, 加之一薯

多用, 增加了企业生产成本, 影响了产品质量, 从

而削弱了黑龙江省马铃薯生产优势, 制约了马铃薯

加工业的发展, 降低了马铃薯产业的竞争力。

2.3 栽培技术落后, 种植方式单一

栽培技术是继优良品种之后夺取高产的又一手

段, 但长期以来, 重育种、轻栽培观念浓重。对马

铃薯栽培技术重视不够, 科研和推广工作薄弱, 技

术培训欠缺等现象较普遍, 田间管理简单粗放, 影

响了马铃薯产量的提高。另外, 全省种植马铃薯的

品种很多, 但农民不能按照品种、用途、土地条件

等采取不同的种植方法。落后的种植技术和单一的

种植方式, 使马铃薯产量和商品性受到影响, 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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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马铃薯生产的效益。

2.4 龙头企业带动能力差, 产业化水平低

黑龙江省马铃薯加工产业以淀粉为主, 但加工

企业规模不大, 且精深加工和综合利用能力弱。客

观上 , 由于龙头企业规模小 , 对市场驾驭能力差 ,

影响小 , 很难起到拉动产业发展的作用 ; 体制上 ,

企业没能与农民建立互相促进、共同发展的利益联

动关系, 没有建立自己的原料车间, 真正和农民结

成产业链条。致使原料多时企业以压低价格来降低

成本, 原料少时靠降低收购标准来增加原料数量 ,

形成“薯多伤农, 薯少伤企”的产业局面。

3 对策与建议

3.1 完善脱毒种薯繁育体系, 降低脱毒种薯成本

使用脱毒种薯, 是提高马铃薯单产的有效途径

和重要保证 , 直接关系到 产业的发展 水平。一方

面 , 要健全种薯繁育体系, 建立统一的种薯病毒检

测技术规程、产地检验规程、质量标准和生产技术

操作规程, 并有效实施, 使监督检测中心真正发挥

监测作用, 保证科研机构和企业按规程生产合格的

原原种和原种供给农民。另一方面, 优化品质, 降

低成本是提高脱毒种薯利用率的重要途径。黑龙江

省具有较好的脱毒种薯研究基础 , 要 重点研究优

质、高效、低成本的马铃薯脱毒种薯生产技术, 提

高种薯质量, 降低种薯销售价格, 使农民尽可能多

地运用脱毒种薯。

3.2 积极引进、培育优质专用型品种 , 加强配套

技术研究

品种对马铃 薯及其加工 制品的质量 具有直接

影响 , 是马铃薯产业发展的基础。要在 发挥科研

机构作用 , 积极研究培育新 品种的同 时 , 注重从

国内外引种 , 调整品种结构 , 开发新市场 。重点

是引进国内外优良鲜食薯品 种、炸条专用 品种和

其他专用型高利润品种 , 为 黑龙江省马 铃薯产业

发展作好品种储备。在引进、培育优质 品种基础

上 , 推 广 配 套 高 产 栽 培 技 术 、 病 虫 害 防 治 技 术 ,

研究使用新型马铃薯贮藏保鲜技术等一 系列配套

相关技术也是提高马铃薯单产的重 要手段。要认

真进行品种区域试验、示范试验和 品种审定、认

定工作 , 积极制定与新品种相适应 的配套栽培 技

术和优质化生产标准 , 为优质品 种尽快应用 于生

产做好技术上的准备工作。

3.3 培育龙头企业 , 提升产业化水平

发展马铃薯加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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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铃薯加工业、增强龙头 企业带动能 力的必要手

段。可以通过在政策、资金等方面对龙头企业进行

扶持, 使企业扩大生产规模, 提高对市场风险的抵

御能力; 逐渐拓宽加工渠道, 在稳固精制淀粉、全

粉等系列产品和以淀粉为原料的传统食品加工基础

上 , 积极培育和引进马铃 薯薯片、薯条 等加工企

业 , 逐步发展壮大马铃薯食品加工业, 拓宽产业链

条; 注重发展精深加工, 提高马铃薯附加值。

3.4 进行分工协作生产, 提高专业化水平

农业生产专业化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 促进

产业发展, 在建立规范的种薯繁育体系及完整的产

业链方面也具有重要意义。各区域可以通过区域专

业化生产, 发挥区域间的比较优势, 选择产业链中

适宜自身发展的环节。生产中, 根据自身地理和气

候条件选择主栽品种, 对早熟、中熟品种, 鲜薯及

薯片、薯条等加工专用型品种的生产 进行合理布

局 , 隔离生产。各原种场做好分工协作 , 按品种、

代际进行既定品种的分级繁育, 改变小而全的生产

模式, 提高生产水平。

3.5 加强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 , 大力发展农村专

业合作组织

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能够为农业生产和经营提

供一系列的综合性服务, 包括政府主持的技术推广

与经营指导工作, 以及合作经济组织和涉农企业提

供的服务。目前状况下, 农民不仅需要技术推广与

经营指导, 更需要良种供应、产后贮藏、运输、加

工、销售以及市场信息等全方位服务, 单纯依靠政

府已无法满足产业发展各个环节的 需要。而农村

专业合作组织能够弥补政府服务 的不足 , 在诸 如

对种薯质量、生产地点、播种面积 和种植品种 进

行统筹管理 , 组织专门人员对当地 马铃薯生 产进

行田间管理、监督指导和跟踪服 务 , 实行马铃 薯

生产标准化。另一方面 , 各种形式 的专业合作 组

织的发展 , 有利于完善产业化中的利益联结机制 ,

建 立 起 企 业 、 基 地 、 农 民 间“ 利 益 均 沾 , 风 险 共

担 , 共同发展”的规范运行机制 , 稳定和拓展产业

链条。既培养大批规范种 植大户、专业 村和市场

营销大户 , 保护薯农利益 , 又注重原料 基地的建

设 , 保证企业有优质、丰富的原料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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