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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马铃薯加工业是一个发展前景十分广阔的行业。本文介绍了我国马铃薯加工业的发展现
状�分析了制约我国马铃薯加工业发展的因素�指出了以马铃薯为原料的产品发展方向�并提出了
“十五” 期间马铃薯产品加工中重点发展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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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是马铃薯种植生产大国�不仅种植面积
大�而且产量也高�其资源非常丰富。但我国对马
铃薯深加工的开发才刚刚起步�尚未形成产业优
势�远远落后于世界平均水平。要彻底改变我国马
铃薯增产、增收、不增值的现状�唯一的途径是快
步发展马铃薯加工业�加工生产出式样新颖、营养
丰富的新型马铃薯食品�满足人们的生活物质需
要。这样做不仅可以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减少
了储存费用和运输过程中的损失�为农民带来了巨
大的经济效益�而且对于农业生产结构的调整和农
产品加工转化增值以及推动农业和国民经济的发展

都是非常有利的。
1　我国马铃薯加工业的发展现状

我国马铃薯资源主要分布在黑龙江、吉林、内
蒙、山西、甘肃、青藏高原和云、贵、川等广大地
区�分北方作区、中原二作区、南方二作区、西南
单双季作区等四大区域�产品品质好�产量高。近
年来�我国马铃薯的种植面积和产量得到了迅速的
发展�2001年我国马铃薯种植面积达420万 hm2�
占全世界的21％左右�年产鲜薯量为6405万 t�
约占全世界的18％�均居世界第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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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国的马铃薯加工业发展却十分缓慢�
不仅落后于国外发达国家水平�而且滞后于自身产
业的需求。在发达国家�马铃薯加工产品已成为人
们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食品�马铃薯加工率达
90％以上。而我国由于受传统食用习惯、加工技术
水平和马铃薯品种的限制�马铃薯加工利用率仅占
总产量的5％�且加工产品品种单一�多以粗淀粉
及粉丝、粉皮等简单副食品为主�人均消费量很
低�使马铃薯的营养价值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和利
用�综合经济效益受到了极大的局限。

从外国传教士将马铃薯带入中国到20世纪70
年代前�马铃薯基本上以鲜食为主。80年代以后
随着经济的恢复�马铃薯开始少部分用于传统食品
加工和制取粗淀粉�深加工产品很少。加工生产点
分散�规模小�工艺落后�产品质量差。90年代
以马铃薯为原料的食品工业进入了一个蓬勃发展的

时期。油炸土豆片迅速风靡各大、中、小城市。全
国相继建立起了十几个万吨级以上的马铃薯淀粉

厂�以鲜薯为原料或以薯粉为原料开发出了一系列
油炸、膨化的小食品。这些食品加工企业多采用合
资的方式�企业有一定的规模�并且创建了自己的
品牌。具有代表性的有：妈咪薯片、薯条、薯片
等。这些产品虽然在口味和包装上达到了一定档
次�但与国外同类产品相比�无论是在色泽、口
味、品质�还是在包装上均存在一定差距。我国人
均消费炸薯片等马铃薯休闲类食品人均消费差距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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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倍左右�而且生产规模相对较小�占美国、日
本马铃薯制品50％以上的冷冻制品和10％以上的
冲调食品在我国的市场上竟无一席之地�有的仅仅
是冷冻的美国大薯条、薯饼�美国、日本进口的婴
儿副食罐头制品等。马铃薯全粉目前在我国生产规
模较小�大部分依靠进口；马铃薯速冻薯条市场几
乎是在华外国快餐公司一统天下�有待我国开发；
马铃薯复合薯片加工工艺及设备均是从国外引进�
国内尚属空白。北京、上海、广州、西安等全国大
中城市�以马铃薯条、马铃薯泥为基本原料的麦当
劳、肯德基食品已占据我国快餐市场的半壁江山�
而从各种渠道进口的其它油炸薯片、膨化食品等也
滚滚而来。据资料显示：北京市12个大型超市中
19种马铃薯食品中�国产品牌约占不到10％�其
余的均为进口产品。

目前�我国马铃薯生产总量中�约有50％用做
鲜食、饲用和留种�加工淀粉、粉丝粉条、全粉、
薯条、薯片等约占15％ （其中用于淀粉加工的原料
量约占加工总量的85％～90％）�出口约占5％�还
有30％没有出路或有待利用。有差距就有潜力�而
且我国国内对马铃薯加工食品的需求在不断地增长�
发展马铃薯加工业是十分必要的。我国已正式加入
WTO�在 “国内市场国际化�国际市场国内化” 的
新格局下�既给我们创造了难得的机遇�又给我们
带来了严峻的挑战�大量外国公司蜂拥而至�有的
蓄势待发�有的已初试拳脚�目的是为了瓜分从生
产到成品全过程的市场份额�因此发展我国马铃薯
加工业是非常迫切的。一般来说�薯条深加工后升
值50倍�土豆泥经深加工后升值40倍�油炸薯片
的加工升值为25倍�膨化食品的加工升值为30倍。
因此�我国应当立足当地资源�在马铃薯的深加工
上下功夫�提高产品的科技含量和综合价值�使农
业产品向工业产品转化�使当地老百姓富起来�使
当地经济发展起来�从而振兴我们的民族工业�这
是中国马铃薯产业化道路的必然选择。
2　制约我国马铃薯加工业发展的因素
2∙1　品种资源和原料品质问题

马铃薯加工食品需要特定的加工品种�原料品
种的选择对马铃薯加工食品质量有直接影响。国外
马铃薯加工企业的生产原料必须采用专用品种�如
淀粉生产一般采用高淀粉含量的品种�油炸薯条、

薯片等食品一般采用还原糖低的品种。而我国许多
马铃薯加工企业不但没有专用马铃薯生产基地�而
且也没有马铃薯原料长期稳定的供应基地�特别是
许多淀粉加工企业的原料收购十分混杂�即收到什
么原料就加工什么原料。我国马铃薯的育种工作多
年以鲜食、淀粉加工及抗病为主�而忽视了加工品
种的选育�虽然马铃薯可供种植的品种很多�但用
于食品加工的品种很少�品种单一�与国际脱轨。
大多数企业收购的原料品质较差、有效成分含量
少、产品出品率低�生产成本高�使我国马铃薯加
工业在国际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由于没有较
好的品种资源�所以其加工出的产品品质和质量就
难于保证。这样无形中就限制了马铃薯食品加工业
的发展。因此对现有马铃薯品种资源的改良是马铃
薯食品加工业发展的关键。
2∙2　加工技术和设备落后

我国的马铃薯加工业发展才有几年的历史�虽
然已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与国外发达国家相比
较�无论在加工技术和加工设备方面都有一定的差
距。近几年我国引进了部分先进的技术装备�但从
马铃薯加工业的工艺水平、操作自动化程度、原料
的质量和单位面积产量来看�存在的问题仍比较突
出。就目前规模最大的马铃薯淀粉加工企业也只能
生产马铃薯原淀粉及预糊化淀粉等少数几个品种�
应用范围狭窄。马铃薯加工技术仍然存在一些尚未
解决的难题�如马铃薯休闲食品的由多酚氧化酶引
起的酶促褐变以及米拉德反应引起的非酶褐变损害

了产品的感官性质�引起变色、变味等。由于高温
油炸工艺使马铃薯营养成分受到破坏�色、香、味
受到影响�而且高温使油发烟�污染环境�增大油
耗�还会产生对人体有害的物质。由于技术和加工
设备的原因�其生产出的产品在质量因就很难得到
保证�在市场上就缺乏必要的竞争能力�从而影响
的加工业的发展。
2∙3　生产规模太小

尽管国内从事马铃薯加工的企业很多�目前
我国马铃薯淀粉加工企业已发展为30家左右�
生产能力为20多万 t�最大的马铃薯淀粉生产企
业年产淀粉量已超过万 t；开工的马铃薯片生产
企业约20余家�生产规模由过去的百吨级发展
为现在的千吨级；已投产或试产的马铃薯全粉加
工企业约6家以上�生产规模约1万多吨。但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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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规模和技术装备都还很小�由于规模太小�
很难取得高附加值的产品�同时在市场上的竞争
能力和经济效益差。
2∙4　标准与质量安全问题突出

我国马铃薯加工业无标生产和低标生产现象非

常严重�尤其是许多加工型种薯、加工食品及变性
淀粉等没有国家标准�难以指导生产和质量控制。
既是已有的部分标准�也存在着标龄过长�覆盖面
小�指标控制不严�有的指标明显过时�有的指标
可操作性差�不能与国际同类产品有效接轨�跟不
上新形势发展的需要；特别是有的同一种产品虽然
没有国家标准�但是却有多个行业标准和企业标
准�出现多个同类指标�指标之间悬殊较大�使产
品质量控制十分混乱。特别是我国马铃薯加工业目
前还没有制订符合国际惯例的机械设计和制造规

范、建厂设计和施工规范、生产验证规范等�致使
许多企业无规范建设�生产设施落后�卫生、安全
没有保证�管理不到位�产品质量上不去。而今�
我国已经加入 WTO�马铃薯加工业与国际接轨已
迫在眉睫�国际市场的出口产品要求我们的马铃薯
食品加工应采用国际通用的 GMP 规范、HACCP
体系和 SSOP 规范�从生产企业厂房设施、产品加
工过程、储存、产品包装运输和操作人员的卫生等
都需严格达到这三个标准的有关要求。但我国马铃
薯加工业目前尚未建立起这些与国际接轨的标准体

系�导致加工产品无法满足国际市场质量要求和出
口程序要求。因此�标准不完善、质量安全差是我
国马铃薯加工业当前十分薄弱的环节。
2∙5　贮藏运输设施落后

马铃薯属于季节性产品�收获时间相对较
短�要想在很短的时间内对其进行深加工处理是
非常困难的�因此贮藏保鲜是非常必要的。马铃
薯贮藏过程中�由于腐烂、发芽引起的损失占原
料的30％。而由于低温贮藏导致马铃薯块茎内还
原糖含量显著增加则是影响马铃薯加工品质变劣

另一重要原因。在油炸或类似操作中�还原糖与
氨基酸发生米拉德反应�产生褐色物质�导致产
品感官品质下降。对加工企业来讲�要想全年进
行加工就必须大规模的进行贮藏�但是这样做是
非常困难的。目前对企业来讲仅能部分的进行贮
藏�绝大多数还是依靠农户来进行贮藏。由于受
贮藏条件的限制和市场规律的影响�其收购来的

马铃薯品质和数量就难于保证。这样就制约了企
业的生产规模和发展。
3　以马铃薯为原料的产品发展方向

马铃薯用途广泛�除了作为粮菜兼用外�在食
品工业方面有良好的开发前景。通过近几十年来的
研究与开发�以马铃薯为原料的加工产品得到了空
前的发展。近年来�随着科学技术与加工手段的不
断完善、提高�以马铃薯为原料的产品已有20多
个门类�2000多个品种�其中以马铃薯为原料生
产的休闲食品�诸如油炸马铃薯片、马铃薯脆片、
马铃薯脯等�具有味美、卫生、食用方便、包装精
美等特点�而且几乎保持了新鲜马铃薯的全部营养
成分�受到消费者的喜爱。而在马铃薯加工业发达
的国家和地区�最为普及的马铃薯制品为马铃薯全
粉和马铃薯淀粉。马铃薯全粉和马铃薯淀粉不仅可
用于制作各种马铃薯产品�同时也是作为其他食品
的添加剂�而且贮藏保鲜和运输也较方便。

马铃薯加工制品的分类：

食

用

制

品

干制品：马铃薯片�膨化马铃薯�干马铃薯泥�薯脯等。
粉制品：马铃薯全粉。
冷冻制品：马铃薯丸子�薯饼�薯条。
油炸制品：油炸薯片�酥脆薯片。
配菜：粉状马铃薯馅�风味菜肴。
其它：马铃薯面包�改良面条�方便面�速煮面�凉粉�粉丝。

淀

粉

制

品

原淀粉：粗淀粉�精淀粉。
变性淀粉：酸性淀粉�氧化淀粉�醚化淀粉�酯化淀粉�糊精�
　　　　 交联淀粉�接枝共聚淀粉�淀粉衍生物。
淀粉糖：饴糖�麦芽糖�葡萄糖麦芽糖浆�果葡糖浆。
淀粉副产品：马铃薯蛋白质�多孔性鱼饲料�无酸味维生素 C�
　　　　　 耐水粘合剂。

发

酵

制

品

酒�醋�酒精及其系列产品。
柠檬酸�乳酸等。
味精�氨基酸及其系列产品。
酶制剂�抗生素等。

4　 “十五” 期间我国马铃薯产品加工中重
点发展领域

　　为了使我国马铃薯加工业能快步发展�应在借
鉴国外先进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本国国情和民族饮
食文化特点�开发出试销对路的马铃薯加工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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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发展以下几个领域。
4∙1　马铃薯品种资源的开发和基地的建设

我国地域宽广�适宜种植马铃薯的地方很多�
其马铃薯的品种资源也非常丰富且种类也很多。长
期以来�由于我国的特殊情况�人们在马铃薯品种
的选育和种植推广上一直以产量的高低和主要的成

分组成作为衡量马铃薯品质好坏的标准�而没有考
虑其加工产品的品质和适应性。所以马铃薯的种类
很多�但适合食品加工的马铃薯品种资源很少。用
于加工的马铃薯多为鲜食后剩余的马铃薯且品种比

较混杂�这样就很难保证加工产品的质量。为此�
建立马铃薯品种资源的选育基地�推广适宜加工的
优质马铃薯品种是马铃薯产品加工也发展的重要基

础和优先发展领域。
4∙2　扩大企业规模�提高产品的科学技术水平和
加工装备

我国的马铃薯加工企业目前普遍存在的是产品品

种单一、产品质量差、生产规模小、技术设备装备差
等问题�造成企业产品质次价廉�销售困难�经济效
益偏低。为此扩大企业生产规模�开发适合中国市场
的马铃薯新产品以及加工设备是提高马铃薯制品的关

键�并扩大产品的品牌效应�打造中国马铃薯食品的
“航空母舰”。加工设备�目前都是从国外引进�价格
很贵�也不一定适合中国国情�引进、吸收、消化的
过程�将延续到2010年�特别是开发中小型加工生
产线是我国马铃薯加工业的重点。
4∙3　加强工业化生产的产品规格化、标准化

造成我国马铃薯加工业落后局面的原因除加工

工艺和技术装备差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产
品和原料的规格化标准化。尤其对工业化生产来
讲�产品的规格化和标准化是其生命的关键所在。
不仅工业化需要规格化和标准化的原料�同时也需
要规格化和标准化的产品。产品规格化、标准化是
农业产业化经营和产品进入现代化市场营销系统的

基础�是发展国际贸易的需要。产品的生产除了适
应本地市场外�还受到全球竞争者的影响及其标准
的制约。因此�加快产品标准特别是产品的内在品
质、加工性能、分等分级、包装保鲜和安全卫生等
标准的制订和修订工作是重要的一个环节。
4∙4　加强马铃薯产业领域的市场预测工作�健全
完善科技信息网络�建立马铃薯加工数据库

随着21世纪 “全球化” 趋势的到来�世界马

铃薯市场必将逐渐统一化�我国已经加入 WTO 这
一世界贸易组织�马铃薯加工业必将受到这个市场
的牵制和影响。我国的马铃薯加工业还处于初级发
育阶段�因而承受市场压力更大�我们必须掌握世
界的发展趋势�进行战略性、前瞻性的研究工作�
加强国内外市场动态研究�正确制订我国马铃薯加
工业的发展策略。通过国际间合作�提高我国马铃
薯的研究水平�同时通过互联网及时向国内发布国
际、国内最新报告及市场行情。因此�有必要建立
市场预测和科技信息网络数据库。
4∙5　有关转基因马铃薯的对策

随着转基因作物商业化生产的不断发展�大量
的转基因农产品已经直接或间接地被制作成为人类

消费的食品�转基因食品的份额在传统食品市场中
正不断加大�逐步走上人们的餐桌�进入人们的食
物链。转基因马铃薯是国际上商业化种植的主要转
基因作物之一。

对于转基因马铃薯等作物的发展问题�国内外
学术界都有不同的看法�今后还会争论一个时期�
方可通过大量的科学实验和事实逐步加以解决。我
们的看法是：

①转基因作为一项生物技术手段�在生物选育
与进化中将发挥更大的作用�对解决人类食物供求
与作物高产、优质、抗逆和减少农药用量等问题也
是一个有效的途径；②鉴于目前存在 “基因污染”、
“终结技术” 垄断及其危害性等问题�当前应贯彻
落实2001年5月23日国务院颁布的 《农业转基因
生物安全管理条例》�实行标识制度�并在实践中
加以完善；③作为马铃薯生产大国�充分利用好我
国丰富的品种资源�抓好非转基因马铃薯的生产与
加工�发挥自己的优势；④加强对转基因马铃薯负
面影响的长期跟踪研究�及时采取相应的预防措
施。

综上所述�“十五” 期间�我国要积极发展马
铃薯加工业�重点发展马铃薯全粉和能进入一日三
餐的马铃薯淀粉、专用淀粉和变性淀粉；开发马铃
薯全粉和马铃薯各类食品。同时加强优质、高产、
抗逆等专用马铃薯品种的选育�培育高淀粉型、油
炸型、高蛋白型等专用加工品种。到 “十五” 末�
建立起马铃薯全粉及加工品、淀粉、专用淀粉、马
铃薯方便食品等产品体系�使马铃薯加工业成为中
西部地区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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