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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铃薯是陕西第三大种植作物, 常年种植面积

26.7 万 hm2 左右 , 仅次 于小麦、玉米 。作为全国

主产区之一, 陕西有着发展马铃薯生产的优越条件

和基础。在当前马铃薯产业发展前景 看好的形势

下, 我们应高度重视和发展壮大这一传统产业, 培

育区域农业经济新的增长点。

1 推进陕西马铃薯产业发展大有可为

1.1 发展马铃薯产业对粮食安全和农民增收有重

要意义

陕西省粮食年总产 1 000 万 t 左右 , 而马铃薯

年产 350 万 t, 折粮后仍达 70 多万 t, 占全省粮食

总产的 8%, 位置次于小麦、玉米 , 与稻谷相当。

而在榆林、安康, 马铃薯是第二大粮食作物, 在当

地粮食总产中的比重分别达到 32%和 25%。马 铃

薯在全省尤其是在陕南、陕北粮食生产中占有重要

地位, 亦是当地农民现金收入的重要来源。陕南早

春地膜马铃薯收入上千元·667 m- 2, 陕北鲜薯销售

和粉条、粉丝加工为农民带来可观收入, 榆林市马

铃薯收入已占到农民收入的 1/5。马铃薯加工销售

还大大促进了农村就业 , 榆林家庭粉坊已发展到 3

万个, 延安从事马铃薯营销人员近万人。

1.2 陕西省马铃薯完全可能成为大产业

2003 年全省马铃薯产值约 13.5 亿元 , 与谷物

产 值( 107 亿 元) 虽 无 法 相 比 , 但 高 于 油 料( 10.6

亿) 、豆类( 9.4 亿) 、棉花( 7 亿) , 就是与全省正在

大力发展的中药材产业相比也毫不逊色。2003 年

中药材 产值 20.9 亿元 , 但 黄姜一项就 占 10.4 亿 ,

而 2004 年黄姜价格大幅下挫 , 估计马铃薯产值已

接近或超过整个中药材产值。按照一般发达国家经

验 , 马铃薯加工一般可增值 5～6 倍 , 如 果全省马

铃薯加工比例达到 40%左右 , 共可形成一个约 40

亿元的产业规模。榆林市已提出 , 到 2006 年全市

马铃薯产值要达到 20 亿元。

1.3 陕西省马铃薯产业有发展壮大的基础与优势

一是自然条件优势。陕北地区是全国马铃薯五

大优势区之一, 陕南地区有近似于马铃薯原产地的

生态条件。二是产业基础优势。全 省马铃薯面 积

26.7 万 hm2 左右, 是全国主产省份之一, 且主要集

中在陕北和陕南, 适宜规模产业开发, 陕北的马铃

薯加工业有一定基础和规模。三是生产成本优势。

劳动力廉价, 单位面积投入产出比较高, 产品竞争

力较强。四是技术支撑优势。陕南、陕北的主产区

都有专业科研机构从事优良品种选育与推广, 并有

成果应用, 近年大力推广三项高产栽培技术, 马铃

薯生产水平有了提高。

1.4 发展壮大陕西省马铃薯产业非常必要

由于产业潜力巨大, 国内主产省份近年纷纷加

大马铃薯产业开发力度, 周边的内蒙古、甘肃、宁

夏等省区已先后做出相关决定, 一个甘肃的定西地

区马铃薯产业规模即等于陕西全省, 河北的围场县

马铃薯产值过亿元。反观我省 , 在上世纪 90 年代

初种植面积一度还排名全国前四五位 , 2000 年后

已下滑至第 9 位。陕西不仅面临生产地位下降的严

峻形势 , 而且面临着产业发展“ 掉队”的残酷现实 ,

迫切需要认真研究和发展这一传统产业。

由此可见, 做大做强我省马铃薯产业有可能性

又有现实基础, 应把对马铃薯产业的认识尽快从传

统的粗粮作物概念中解 放出来 , 将其 作为粮食安

全、农民增收与县域经 济发展的重 大产业认真 抓

好, 当作果、畜之后的又一优势特色产业来培植。

产业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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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陕北、陕南贫困地区, 应将其作为脱贫致富

的主导产业来抓。亟需把马铃薯产业开发列入政府

重要议事日程进行深入研究 , 制定产业发展规划 ,

出台具体扶持政策和举措。

2 推进马铃薯产业发展必须走农业产业化

经营之路

农业产业化经营是我国农业经营体制的又一重

大创造, 开辟了在小规模家庭经营基础上提高农业

整体效益的新途径, 有力地推动了我国农产品生产

优质化、农业布局区域化和农产品精深加工的发展

进程。马铃薯产业的发展也必然以产业化来寻求出

路, 特别是要依据市场发展趋势, 把握住专用化这

一方向, 推进产业化的发展。

2.1 突出重点区域, 建设专用化生产基地

紧紧把握马铃薯专用化发展方向 , 抓住陕北、

陕南两大重点区域, 建设专用薯生产基地。陕北主

产区马铃薯种植面积大, 生产区域相对集中, 鲜薯

品质好 , 以淀粉加工利用为主的产业 开发特征明

显, 应重点建设淀粉加工型专用薯生产基地; 在榆

林北部的长城沿线风沙区, 利用较为优越的生产条

件和便利的交通运输条件, 可建立优质蔬菜型专用

薯基地 , 同时可适度发展面向出口的 鲜薯生产基

地, 示范建立油炸加工型专用薯生产基地。陕南以

及关中城郊薯区, 以春薯为主, 以供应蔬菜市场为

主, 应突出早熟上市, 大力发展早熟蔬菜型专用薯

基地。要把基地的建立与龙头企业充分结合起来 ,

积极发展订单农业, 推行标准化基地建设, 按企业

加工与市场要求生产合格产品。

2.2 扶持龙头企业, 大力发展马铃薯加工业

纵观当今世界马铃薯产业现状, 发展中国家与

发达国家的主要差距在加工利用上, 发展中国家卖

原料, 发达国家卖产品, 不搞好加工利用, 马铃薯

产业就难以真正做大做强。可以说, 加工兴, 则产

业兴。推进我省马铃薯加工业 , 应主攻三个方向 :

即大力发展市场需求旺盛前景看好的马铃薯精淀粉

及其深加工, 推动市场基础较好的传统粗淀粉及粉

条、粉丝加工业的改造升级, 积极发展市场潜力巨

大的马铃薯休闲食品、快餐食品与方便营养食品加

工。应充分把握现代社会人们食品消费追求营养、

健康的心理特点, 由大的行业协会联合营养健康学

会大力宣传马铃薯低脂肪、低热量、富含多种维生

素和膳食纤维的营养特点, 努力推广马铃薯泥、马

铃薯面包、马铃薯方便面、薯糕、马铃薯饮料等新

型马铃薯加工食品, 引导消费, 从而推动马铃薯食

品加工业的进一步发展。企业是加 工业发展 的主

体, 要从大力扶持龙头企业入手来努力推进加工业

的发展。要从技术引进、信贷、税收等多个方面支

持现有龙头企业的内引外 联、改造升级 和强势联

合 , 并在原料收购、贮藏运输、产品销售等环节给

予重点支持 , 不断扩大企业规模 , 提高技术含量 ,

增强市场竞争力与产业带动力; 要积极创造好的条

件, 积极引进技术先进、实力强大的大型加工龙头

企业介入产业开发, 提升产业发展层次; 要加强对

重点龙头企业的定期监测, 及时发现并帮助企业解

决生产中的实际困难。

2.3 积极培育、完善产业市场体系

陕西省马铃 薯主产区多 在贫困地区 , 交通不

便, 基础设施落后, 产销脱节现象较为严重, 必须

努力拓宽市场渠道, 搞好产销衔接。要积极培育区

域性的马铃薯专业批发市场 , 以市场来带动销售 ;

要建立健全市场信息网络, 搞好产销信息衔接, 以

信息来引导销售 ; 要扶 持营销大户 和销售龙头 企

业, 发挥其在销售中的主力军作用; 要出台优惠政

策, 促进销售。可以参照甘肃、河北等省经验在马

铃薯销售季节开通鲜薯外运“ 绿色通道”和铁路运输

专列。

2.4 大力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和行业协会

应积极引导扶持种植大户联合成立专业合作经

济组织, 政府给予必要扶持, 以组织规范生产者行

为, 提高生产标准化程度, 提高农民市场地位 , 并

通过合作组织密切农民与龙头企 业的利益 联结机

制, 推动马铃薯产业化健康发展。要根据产业发展

需要, 积极扶持引导成立包括生产企业、合作组织

及生产大户等在内的马铃薯行业协会, 把生产与科

研、经营与市场、企业与农户等多个方面联系在一

起, 发挥协会在生产、加工、储运、销售及信息技

术服务等领域的积极作用, 进一步规范行业生产经

营行为, 推动产业组织体系升级。

3 推进陕西马铃薯产业发展要重视和依靠

科技进步

科技进步是产业发展的恒久推动力。马铃薯产

业的持续健康发展有赖于不断加强科研与推广, 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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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铃薯是毕节区主要的粮、经、饲兼用型作

物 , 近年来 , 我区马铃薯生产发展较快 , 到 2004

年 , 全区马铃薯播种面积已达 21.29 万 hm2, 其中

脱毒种薯面积为 6.8 万 hm2, 较 2003 年的 5.96 万

hm2 增 14.7%, 占整个播种面积的 31.8%。

1 脱毒马铃薯生产现状

毕节地区马铃薯脱毒种薯生产研究始于上世纪

70 年代末期 , 由于研究手段落后 , 进展缓慢 , 研

究成果未能在生产上大面积推广应用。90 年代初 ,

在国家农业部的大力支持下 , 于 1995 年建成了威

宁县马铃薯脱毒研究中心 , 后又相继建起了赫章

县、大方县、毕节地区农科所马铃薯脱毒种薯研究

和繁育基地, 但规模小, 范围窄, 仍然满足不了市

场需求。1999 年省委、省政府把脱毒马铃薯示范

推广工作纳入帮助农民解决温饱、实现脱贫致富的

重要议事日程, 组织协调省扶贫办、省财政厅、毕

节地区行署投入大量资金进行原原种、原种和一级

种薯繁殖 , 并从外省调运了大量费乌瑞它、坝薯

10 号等脱毒种薯开展试验、示范、推广。几年来 ,

示范推广工作得到了地委、行署的高度重视, 在全

升产业的科技进步水平。

3.1 切实加强新品种选育与推广力度

重点是依据生产需要, 大力引进和培育优质蔬

菜型、淀粉加工型和油炸加工型等专用化品种, 提

高农民种植效益。要尽快建立陕西马铃薯品种区试

与区域展示体系, 按陕北、陕南、关中三大区域建

立全省性的马铃薯品种区试系统, 并配套建立区域

性区试中心与品种展示中心, 逐步推动全省品种更

新的系统化。

3.2 加速普及脱毒种薯

脱毒种薯是解决马铃薯退化的有效途径, 是提

高马铃薯生产水平的重大举措。当前的重点是降低

脱毒马铃薯的生产成本, 提高种薯质量, 下决心解

决群众用不起, 用了增产效果不明显的问题。要继

续加强科研攻关, 探索更为高效的马铃薯脱毒种薯

生产技术体系; 继续加大投入, 确保已建成的各级

脱毒种薯繁育中心正常运转; 要重视繁育中心机制

创新 , 与农民结成利益共 同体 , 降低种 薯生产成

本。榆林市的“ 一分田工程”模式, 有效地降低了脱

毒种薯应用成本, 值得推广。由于马铃薯生产用种

量特别大, 一般用种量在 100 kg·667 m- 2 左右 , 可

以考虑给予马铃薯种薯补贴 , 加速脱毒种薯普及。

同时要着手建立健全种薯 质量检测体 系与标准 体

系 , 必要时实施“ 脱毒种薯专营证书”制度, 从源头

确保脱毒种薯质量。

3.3 推广集成技术, 全面提高马铃薯生产水平

在 大 力 推 广 优 良 品 种 与 脱 毒 种 薯 的 基 础 上 ,

分区域推广集成技术 , 全面 提高生产水 平。重点

推 广 地 膜 覆 盖 、 垄 沟 种 植 、 冬( 早) 播 、 短 壮 芽 、

高效间套、平衡施肥等配 套增产技术 , 示范推广

马 铃 薯 机 械 化 播 种 与 收 获 、 双 膜 覆 盖 等 新 技 术 ,

努力提高单产水平和效益。要切实加 强基层农技

推广体系建设 , 加大项目 与资金投 入 , 促进适用

技术的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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