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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吉县马铃薯产业化的可行性调查

刘 东 海

（宁夏回族自治区西吉县农技中心 756200）

1 前 言

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马铃薯逐步
成为食品加工业的主要原料，其营养价值和
经济价值等都明显的转化。 西吉县的生产与
当地气候、 土壤条件相匹配，其产量高，品
质优，淀粉含量高，耐贮藏，淀粉颗粒大，粘
度高，弹性强，是国际、 国内生产行业的首
选产品，市场占有率高。 目前西吉县已成为
宁夏种植马铃薯的第一大县，马铃薯已成为
当地发展农村经济的支柱产业。 西吉县生产
的马铃薯占全自治区蔬菜市场总量的23％，
占淀粉加工原料总量的86％以上，以马铃薯
为主的淀粉系列开发已成为西吉县乡镇个体

经济的主体。
西吉县常年马铃薯种植面积约1.6万

hm2，要想再发展必须从机械化生产着手进
行全面开发，这将为减轻栽种的劳动强度，增
加农民收入，推动马铃薯产业化进程具有十
分重要的意义。

2 马铃薯产业化的可行性分析

2.1 种植可行性
2.1.1 自然条件适宜马铃薯生长发育

（1） 降雨与马铃薯需水规律相吻合： 西
 收稿日期：1997－04－17

吉县年降雨量350～500mm，7、8、9三个月
降雨量占全年降水量的60.9％，春季降雨量
占16.7％～18.9％，秋冬降雨量占27.8％～
28.9％ 。而马铃薯全生育期总需水量为
300～450mm，自然降水时期和雨量利于幼
苗的生长和块茎的膨大。

（2） 气温适宜马铃薯生长发育： 马铃薯
各期生长发育适宜的温度是发芽出苗期为

12～16℃，幼苗生长期为16～18℃，茎叶生
长期为20～25℃，块茎形成期为16～18℃，
这些要求恰是当地马铃薯生长期 （ 4月下
旬～10月上旬） 的气温变化规律。

（3） 光照条件符合马铃薯生长发育： 马
铃薯是喜光作物，日照的要求在10h 以上，西
吉县平均年日照时数为2322.3h，其中马铃
薯生长发育对光照要求强和敏感的是7、8、9
三个月，此期内的日照平均时数为13h 左右，
极利于马铃薯幼薯的形成和块茎膨大。

（4）土质及肥力适宜马铃薯的生长发育：
西吉县境内大部分土壤属黑垆土、缃黄土，土
层深厚，质地疏松，以利于马铃薯块茎的膨
大。另外，土壤所含养分中钾元素含量多，很
适宜马铃薯对养分的需求。
2.1.2 栽培技术有保障

西吉县种植马铃薯历史悠久，农民有着
传统的种植经验。 近年来全县的农业科技人
员对马铃薯栽培中相关的技术进行了多方面

的研究示范，取得了一批成功的成果，并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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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推广于生产之中，发挥出了较明显的效益。
特别是在马铃薯农机农艺相结合的技术措施

上进行了广泛的试验研究，为马铃薯种植机
械化作准备。 目前，全县从事种植的高级农
机、 农艺师2名，农机、 农艺师32名，助理
农机、 农艺师98名，技术员67名，农民技
术员120名，科技示范户3000户，这将为马
铃薯产业化示范研究准备了雄厚的技术队

伍。
2.1.3 当地条件适应于机械化作业

西吉县耕地中山地占总面积的83％，这
对机械化田间作业是不利的，在60年代前只
有可机耕地2万 hm2，通过近几年的人工和
机修梯田面积逐步增加，现有可机耕地已达
5万 hm2以上，农民已有在梯田上种植的各
种成功经验，同时机修梯田也适应机械化作
业。 如果马铃薯种植面积由现在的1.6万
hm2扩大到2.0～2.5万 hm2，机械化作业的
土地面积是可以满足的。
2.2 加工可行性

西吉县种植马铃薯已由粮菜兼用转变为

现在以加工为主的生产格局，形成了国营、集
体、 联户一齐上，粗、 精、 深加工较为齐全
的产品加工体系。 目前西吉县有淀粉公司1
家，乡办企业10家，合作企业6家，村办企
业3家，个体私营户814户。 以上年加工能
力为12.81万 t。 另外有新建的新营淀粉公
司，福建莆田县亦在西吉投资扩建加工厂，因
此在西吉马铃薯的加工技术成熟，加工能力
强大，是可行的。
2.3 销售可行性

马铃薯淀粉广泛用于食品、饮料、医药、
造纸、 印刷、 钻井、 铸造、 化工等诸多行业
中，产品供不应求，需求量在10万 t 左右，而
国内目前生产量只有3～4万 t，市场销售前
景看好。 乡村企业加工的粉条、 粉丝、 粉皮
等产品，也销往全国各地，市场销售前景可
观。 由于马铃薯产品的加工增值，使其价格

不断增高，市场利益的驱动，提高了农户的
种植积极性。
2.4 产业化可行性

西吉县马铃薯在生产布局上，面对市场
需求，把握机遇，集中人力、 物力、 财力培
育建设马铃薯生产基地，从而形成了 “以加
工促基地，以基地保加工”，“依托优势建基
地，加快发展搞开发” 的良性循环，近两年
建立马铃薯生产基地2.84万 hm2，走向生产
专业化、 布局区域化之路。 在马铃薯的种植
上实行从种到收及贮藏的一体化技术服务，
技术人员分片承包，按技术规程种植，使其
种植模式化；在马铃薯收购上，企业实行保
护价收购，与农户签订种植收购合同，分片
按时收购，形成产供销一条龙，达到经营一
体化，服务社会化；在马铃薯加工管理上，企
业与职工之间形成利益关系，责任承包，建
立企业有效地运行机制，使之管理企业化。

3 拟采取的技术路线

马铃薯产业化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
经营上产加销融为一体，利益上互惠互利，经
济上逐级增值。 因此项目实施是复杂的，是
由政府、 多部门、 企业、 农户组成的联合体，
技术总路线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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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生产环节
以农户或联合体为生产的最小单元，人

工畜力和机械化作业相结合，机械化作业面
积占总面积的30％。马铃薯的农艺栽培流程
是： 选地整地→基施肥料→选种→精细播种
→中耕培土追肥、 除草→收挖→贮藏。
3.2 加工环节

以县办龙头企业为主体，乡镇、个体、联
户企业并存发展，粗精深多层次加工，淀粉、
变性淀粉、 粉条系列产品一起开发。 淀粉生
产采用先进、成熟、可靠的成套引进设备，其
工艺流程为：

原料 （马铃薯） →水力输送→除石、 草
杂物→选薯→磨碎→细胞液分离→薯渣分离
→蛋白质分离→浓缩→洗涤→除砂→自净或
过滤→漂白→真空脱水→热风干燥→旋风分
离→匀质→筛分→包装→入库。

粉条、 粉丝、 粉皮生产采用半机械化操
作，其技术简便，个体企业已经经营。
3.3 销售环节

马铃薯的粉条、 粉丝、 粉皮等产品是北
方人喜吃的食品，市场广阔，以自食、 国内
消化为主；淀粉系列广泛用于鳗鱼饲料、 纺
织、 石油开采、 食品医药、 造纸等行业，其
需求量与日俱增。 近年来，国际、 国内鳗鱼
市场十分看好，福建、 广东、 浙江等东南沿
海仅养鳗鱼一项年需马铃薯精淀粉8万 t 以
上，因此淀粉市场潜力很大，要加大产品广
告宣传力度，提高知名度，增加销售渠道。

4 马铃薯产业化的实施方案

4.1 建设生产基地
依据西吉县气候、 自然资源条件，分别

在白崖乡为中心的土石山区、 城郊乡为中心
的葫芦河川道北段、 将台乡为中心的葫芦河
川道区南段、 苏堡乡为中心的西部黄土丘陵
区建设马铃薯生产基地2万 hm2。 在政府部

门的宏观指导下，以科技为先导，由农户或
联合体为单位经营，示范推广马铃薯机械化
栽培技术，从而实现区域化布局、 专业化生
产的目的。

在具体操作过程中，分别建立政府行为
的保障机制、 科技人员技术引进培训机制和
与之相配套的社会化服务体系。 县政府保障
生产农资供给，马铃薯生产、 收购的优惠政
策，乡党委、 政府在农忙的关键时刻，统一
部署，干部分片包干负责，乡干部包村、 村
干部包组、 组干部包户，实行任务与奖罚挂
钩的岗位责任制度，落实面积、 农资、 各项
优惠政策的兑现，提高农民生产的积极性，由
县农业局牵头，成立县乡农机、 农技技术指
导站，采取现场操作演示培训技术的办法，乡
培训到村、 村培训到组、 组抓示范户、 示范
户推动农户，关键农时保证技术人员到位、技
术措施到位，实现马铃薯稳产、 高产、 优质、
低耗；建立与一体化服务相配套的社区性服
务体系，乡级建立经济联合体，下设农业机
械、 农业技术、 购销、 经营等服务村组，县
级建立农技推广、 农业机械推广、 良种繁殖
场、 农资供应公司、 原料收购加工等服务体
系，全县形成县级一体化经营服务、 乡级区
域合作经济组织服务和民办联合体相互配套

的三大服务体系，保证马铃薯产前、产中、产
后一条龙服务。
4.2 改建加工企业

按照 “建起一个龙头企业，推动一项地
方产业，扶持一方农民致富” 的构想，加工
企业的主要任务： 一是引导现有企业和加工
农户重点放在自身的技术改造上，走内涵扩
大再生产的路子，改善经营管理，扩大加工
能力，引进先进技术，创名、 特、 优、 稀产
品；二是新建扩建加工企业，走外延扩大再
发展的路子，在现有生产能力的基础上，年
生产能力达到4万 t 预糊化饲料和6万 t 马
铃薯淀粉；三是向粗精细多层次加工方向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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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开发系列产品，走产品逐级加工、 经济
不断增值的质量型路子。 目前加工产品以淀
粉、 粉条为主，仅增值1倍左右，应向食品
和工业产品的方向发展，若加工成白酒可增
值4倍，加工成味精可增值10倍，加工成葡
萄糖和维生素 C 则可增值24倍；四是多层
次办企业，扶持村办、 联户办个体企业，条
件好的乡办骨干企业，县上办精深加工企业，
逐步形成一个县乡骨干企业搞精深加工、 村
办和联户办企业搞粗加工的网络，促进马铃
薯加工工业化。
4.3 成立马铃薯系列开发公司

在马铃薯种植、 收购、 加工、 销售各个
环节上提供优质服务，搞好利益关系调节，增
强一体化经营的凝聚力，共同有利益，是一
体化形成和发展的内在动力，只有协调好利
益关系，才能使一体化经营有生机和活力。在
全县逐步形成良种繁育供应公司－－农机、
农技技术推广站－－加工技术咨询－－加工
设备供应－－原料初级产品收购－－集中精
深加工－－产品贮运－－供应市场－－利润
返还的生产服务公司。 协调好三个关系，一
是从保护农民积极性出发，本着 “欲取先予，
让利于民” 的原则，处理好农民与企业的关
系，企业最大限度地实行高价收购鲜薯，合
理让利，扶持农民，发展生产；二是本着
“分工协作，有偿服务” 的原则，处理好龙头
企业和参与搞配套服务单位的利益关系；三
是本着 “市场调节，宏观调控” 的原则，处
理好作物布局、 种植结构、 产业结构内部关
系。

5 马铃薯产业化的效益分析

5.1 经济效益
（1） 种植效益显著。 马铃薯与其它农作

物相比，表现为稳产、 高产、 高效，干旱年
份尤为突出。正常年份马铃薯产量19500kg／
hm2左右，产值5850元／hm2。干旱年份马铃
薯鲜薯产量能达到15000kg／hm2以上。

（2） 实现加工增值，增加企业、 农民的
收入。骨干企业设计生产4万吨预糊化饲料，
6万 t 马铃薯淀粉，销售收入5亿元，扣除产
品成本，企业年创利润达到3.3亿元，是西
吉县目前全县财政收入的40倍。可以相应地
壮大企业财力，扩大再生产。 企业实行保护
价收购原料，合理让利，达到扶持生产，增
加农民收入的目的。
5.2 社会效益

实施马铃薯机械化栽培技术，保证不误
农时，提高工效，降低作业成本，节省人力、
畜力，扩大马铃薯种植面积，提高生产总量；
以加工促养殖，带动畜牧业的发展，按照调
查推算，全县可生产粉渣2.88万 t，每年可
供3万头牛 （ 猪） 一年的饲料，按出栏率
80％，每头300元计，纯收入可达720万元，
节约饲草，发展牧业；马铃薯加工业的发展，
可变农闲为农忙，提高农村剩余劳动时间的
利用率，安排社会就业。
5.3 生产生态效益

马铃薯产业化项目的实施，有利于促进
农业系统内物质的良性循环，增加农业发展
后劲。 从近几年的生产经验看，加工业的发
展，可以提高农民集约化的生产水平，使自
然再生产和经济再生产相结合，使农民有钱
购买化肥、 农药，增加对土地的投入；同时
实现粉渣喂牛 （猪） ，粉水沤肥，大量的有机
肥返田，培肥地力，从而促进农业生产的良
性循环，扩大再生产，加速农业产业结构调
整，最大限度地提高农业生产力，维护农业
生态平衡。达到系统总体上的高产、稳产、优
质、 节能和低耗的综合生产效益。

·116· 马铃薯杂志，第13卷，第2期，199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