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讷河市地处黑龙江省北部, 是我国重要的马铃

薯生产基地之一 , 每年马 铃薯种植面 积都在 4 万

hm2 左右 , 总产 100 万 t 左右。由于原料丰富 , 讷

河市的淀粉加工业起步较早 , 但发展 速度一直较

慢。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 淀粉加工企业的规模和

档次都有所提高, 为讷河市的经济发展起到了强有

力的拉动作用。但由于多种原因, 使讷河市淀粉行

业的发展始终处于小规模、低层次的水平。随着我

国加入 WTO, 淀粉市场日益国际化 , 讷河市淀粉

行业面临的来自国内外的挑战严峻, 只有准确认识

自身现状, 才能寻找出合适的发展道路, 才能保证

淀粉加工业的健康、快速、可持续发展。

1 讷河市发展淀粉加工业的优势

1.1 种植优势

讷河市属温 带大陆性季 风气候 , 年平 均气温

0.7℃。降雨量为 300.8 mm, 昼夜温差大 , 非常适

合马铃薯块茎的膨大。讷河市土壤有机质丰富, 耕

地面积的 80%以上均适合种植马铃薯。由 于自然

条件优越, 许多马铃薯研究单位把讷河作为新品种

试验、示范的基地, 新品种的效益较高, 农户种植

的积极性也比较高。

1.2 技术优势

90 年代中期农业技术人员根据本地实际情况

与种植技术的发展 , 研究总结出了“松耙整地 , 按

需选种, 种薯脱毒, 催芽处理, 适时播种, 以肥保

密 , 防治疫病 , 精管细收”的讷河种植模式。在高

淀粉加工薯的研究方面, 讷河市农业技术研究部门

于 90 年代开始引进各地高淀粉、高产品种 , 进行

筛选试验。根据加工企业 的实际情况 , 研究出了

早、中、晚熟高淀粉品种搭配的种植模式, 通过品

种搭配, 分期收获, 提前加工, 延长了加工期, 并

选择出了相应品种。在引进的高淀粉品种中筛选出

了淀粉含量最高达 24%的榆薯 CA, 并大面积推广

了较当家品种淀粉含量高 3 个百分点的克新 13 号

马铃薯。为适应马铃薯产 业的发展 , 技 术人员于

2000 年开始了机械化种植技术的研究推广工作。

1.3 加工优势

由于讷河市马铃薯的种植面积大, 产量高, 每

年有大量马铃薯上市 , 促进了淀粉加工业的发展 ,

讷河市生产的雪花牌淀粉在全国知名 , 80 年代我

市农村出现大量小型粉坊, 生产淀粉加工粉条、粉

丝等产品, 有些村形成了一定的规模, 特别是经过

几年来国家及省市的扶持, 通过设备改造, 引进新

设备, 建立了几家比较先进的淀粉企业, 基本保证

了马铃薯的顺畅销售。由于淀粉加工企业的经济效

益较好, 许多规模较大的私营淀粉厂纷纷上马, 促

进了淀粉加工业的发展。

1.4 价格优势

由于讷河市人均土地较全国平均水平高, 加之

劳动力价格低 , 马铃薯价格具有明显的竞争优势。

667 m2 生产成本在 160~180 元之间。淀粉企业收购

价格远远低于国际市场的 320~530 元·t- 1, 也低于

国内 240~340 元·t- 1 的价格 , 原料成本极低。由于

适合种植地区多, 马铃薯原料在运输半径之内完全

可以满足企业加工的需要。

2 淀粉加工业存在的问题

2.1 企业规模小, 驾驭市场能力差

讷河市 29 家大型企业中 , 加工能力最大的淀

粉厂的年加工鲜薯量也只有 10 万 t, 有的年加 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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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只有 1 万 t 左右。由于企业规模偏小, 每个企业

占有的市场份额小, 驾驭市场的能力差, 在淀粉市

场波动时, 效益不稳定, 企业经营风险加大。而且

由于本市企业多, 没有形成统一的联合体, 企业之

间竞争激烈, 导致企业效益降低, 阻碍了淀粉加工

业的有序健康发展。

2.2 经营意识、管理体制落后

讷河市淀粉加工企业一是国有企业改制; 二是

私人投资加原乡镇政府投资或申请项目所建, 由于

经营不善而变卖给私人经营; 三是农村作坊式小粉

坊。企业领导者的经营意识中都不同程度的存在着

靠政府 , 要资金 , 等贷款等 思想 , 对企业 定位不

准 , 眼光多局限于本地或本省, 发展意识不够。在

管理体制方面 , 一方面是国企向股份 制转化过程

中, 没有真正实现股份制的管理体制, 另一方面大

多私营淀粉企业仍属作坊式生产和管理 , 缺资金、

人才、新技术。

2.3 加工水平低, 产品单一, 竞争力差

讷河市淀粉加工业生产的主要是中低端产品 ,

由于设备、原料质量、加工技术等原因, 使产品质

量水平不高, 竞争力差。而且目前国内中低端淀粉

市场已趋于饱和 , 市场竞争激烈 , 企业效益降低 ,

相反以精淀粉、变性淀粉为代表的高档淀粉市场的

缺口十分明显, 但我市企业在这些产品开发方面信

心不足, 市场开发力度不够。

2.4 产业化基础差

由于体制、经营意识等诸多方面因素的影响 ,

多年来马铃薯淀粉企业忽视高淀粉原料开发。许多

淀粉企业在马铃薯产量高的年份, 常采取压等、压

价等手段克扣薯农, 伤害了薯农种植马铃薯淀粉原

料的积极性。由于长期忽视原料基地建设, 加之农

业灾害频繁 , 企业逐渐陷入困境。通过这些教训 ,

许多企业认识到了原料生产的重要性, 但在原料基

地建设方面 , 仍存在不重视技术 , 品种选择盲目 ,

原料品种多、乱、杂、质量不高 ; 产业链条松散 ,

基地建设短期化, 没有实现优质优价等问题。

3 对 策

3.1 壮大企业规模

企业要发展, 首先要加快技术设备改造, 提高

产品质量, 其次要向规模要效益, 降低成本, 提高

企业竞争力。可以通过改造、联合、兼并等形式 ,

重组生产要素 , 扩大企业规模 , 合理分配资源,充

分发挥资源优势。通过加大融资力度 , 扩张资本 ,

形成集团优势 , 规模优势 , 淘汰竞争力差的企业。

减少本市企业间的低层次竞争, 作大作强 1~2 个品

牌, 形成龙头企业。

3.2 引进淀粉精深加工企业

在讷河市初级淀粉加工业的基础上, 利用原料

优势, 企业开发新产品或通过引进资金, 重点投资

生产精淀粉及各类变性淀粉 , 同时顺应环保要求 ,

积极发展利用淀粉加工的废液、废渣为原料提取蛋

白等高利润加工业。

3.3 推行科学管理

通过行业协会及有关部门的协助, 对企业管理

人员, 特别是企业领导者进行培训教育, 使之形成

全局的、发展的意识和科学的管理理念, 加强对科

技人员和工人的培训, 培养专业化的科技队伍 , 保

证生产技术和产品的先进性。通过认证尽快使企业

形成科学有序、规范的现代化管理模式。

3.4 建立产业化格局

讷河市淀粉加工企业应与有关种薯研究单位进

行合作, 进行必要的资金投入, 利用已有的科研成

果, 并支持长期的开发优质高淀粉品种及配套技术

的研究课题, 保证企业能够得到充足的优质原料种

薯。同时企业可以通过多种形式与农户建立合作关

系, 通过马铃薯协会与薯农建立产业化链接。在优

质优价的基础上 , 推广专用品种 , 稳定农户收益 ,

建立稳定的优质原料基地。在产业链条的结合上关

键要做好利益的分配, 特别是与农民之间的利益分

配, 要以共赢为基础。企业才能有稳固的优质原料

车间, 才能保证企业有稳步提高的效益。

3.5 加大宣传引导力度 , 整合资源 , 完善相关服

务业

政府应根据 本市淀粉加 工业的实际 情况 , 制

定近期、中期、长期的规划 , 协 助行业协会 规范

企业行为 , 引导企业向高质量、大 规模、综合 型

发展。争取资金重点向 企业和相关 产业的科研 开

发方面投入。加大宣传力度 , 利用 一切条件 , 宣

传龙头企业 , 宣传马铃 薯产业。加快 交通等硬件

设备的建设 , 降低企业发展成本。制定优惠政策 ,

创造宽松的发展环境 , 建 立信息化平 台 , 利用网

络宣传马铃薯加工业 , 为 企业搜集相 关信息 , 减

少企业发展的盲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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