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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后
，

党中央和国务院对发展

我国马铃薯生产十分重视
，

在发展国民经济

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中规定粮食作物增产指标

为 ��
�

��
，

薯类的增长指标为 ��
�

��
，

五年

中
，

粮食作物的栽培面积扩充 ��
，

薯类的栽

培面积扩 允 ���
，

它反映了国家对发展薯类

高产作物的具体要求
。

建国以来
，

中国马铃薯生产发展大体经

历了三个阶段
。

第一阶段
，
�蚝�� �娜�年

，

为快速发展

阶段
。

这 �� 年中
，

我国马铃薯年种植面积由

���
�

�力
�

全、� ” ，

卜丁卜到 ���
�

� 万 ��，” �总产量

由 ���
�

�万 �上升到 ��，�
�

�万 �� 单 产 由

���� 年 的 �
�

�����
、 �、 “

卜升 到 ���� 年 的

�� �����
�，

这万阶段
，

马铃薯生产发展迅速
，

关键在于当时自然灾害严重
，

人们生活水平

低
，

处于吃不饱的局面
，

而马铃薯属于抗逆

性强
、

高产
、

适应范围�
’ ‘

的作物
，

容易种植
，

对解决温饱问题起了重要作用
。

第二阶段
�

�� �一 �，��年
，

为缓慢发展

阶段
。

��� �年我国马铃薯面积有所减少
，

降到

���� �万 �� “ ，

减少幅度达 ��
�

��
，

但单产由

收稿 日期
� ����一 ��一 ��

�� �����
�
七升到 ������

� ，

致使总产仍达

���么 刁万 �
。

这期间马铃薯种植面积大幅度

减少
，

主要由于 自 ����年开始
，

全国各省

�区
、

市�调整农作物布局
，

有些主产区如四

川
、

黑龙江
、

内蒙古
、

湖北等省的播种面积

有所
’

�’�命，

非主产区的山东
、

河南
、

江苏等

省面积有所上升
，

调整后全国马铃薯种植面

积趋于稳定发展状态
。

但这一阶段
，

脱毒薯

已在全国范围大面积推�”
，

使马铃薯单产
一

�

升 ���
，

从而使总产与 ��年代相比 �降幅

度不大
。

第三阶段
，
����� ��邺 年

，

为稳定发展

阶段
。

进入 �� 年代以后
，

马铃薯种植面积经历

了两减五增 ����刁
、
����年减少

，
����

、
一��一

、

����
、
����年增多�

，

成波动增长态势
。

这一

阶段我国马铃薯生产之所以获得稳定发展的

态势
，

很重要的一条原因是
，

我国政府在建

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
，

及时采取

了一系列力度较大的支持和保护农业发展的

政策措施
，

如大幅度提高粮食订购价格
� 多

渠道增加对农业生产
、

农业科技和农用工业

的投入
�
实行

“
菜篮子

”
市长负责制 � 颁布

了 《农业法 》 和 必农业技术推�
’ ‘

法 》 等一系

列对农业倾斜的政策
。

致使国内外厂商纷纷

投资
，

建立工�
‘

�企业
、

集团
�

》 ，

加强对农业

产品的开发利用
，

使马铃薯过去以鲜食为主

向多方面发展
。

据统计
，

全国拥有大中型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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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加工厂几万个
，

这些条件无不促

进了马铃薯生产的发展
。

目前
，

我国马铃薯的种植面积约 ��� 万

���，

仅次于前苏联
，

居 世界第二位
，

总产为

����万 �，

平均单产 ������
“ 。

综上所述
，

我国马铃薯总产量和栽培面

积比建国初期增长一倍
，

但长期处于单产不

高
，

总产稳定和播种面积年度问波动较大的

局面
。

为进一步发展我国马铃薯资源优势
，
不

断提高产量水平
，

更好地向市场经济转化
，

对

这种状况必须采取稳定面积
，

提高单产水平
，

力求总产量的增长与新时期食用
、

加工
、

发

展畜牧业以及出 �创汇等需求相适应
，

稳定

面积的目的在于不与粮争地
�
提高单产

，

实

现 ������
�。

要达到这个目标
，

就必须采取有

效措施
。

� 面临的主要问题

‘
据调查

，

我国马铃薯主要面临四个问题
�

�
�

� 马铃薯市场和体系的波动较大

�，��年以来
，

应当说我国马铃薯年际间

增减产的幅度并不大 �一般不超过 �环�
，

但

其市场和价格的波动幅度却很大 �经常超过

����
，

如 ����年商品薯价格高达 �
�

����

�
·

��元八�
，

而 ����年�守到 �
�

�����
�

��元

压�
，

这主要是反映出我国马铃薯生产还未

达到计划生产
、

集约经营的产业化要求
，

同

时也反映出市场体系仍存在不成熟性
，

宏观

调控不健全
。

�
�

� 投人与产出不成比例

近年来
，

种子
、

化肥
、

农药的投入力度

逐年加大
，

但马铃薯产量和价格却增长缓慢
，

这主要由于
“
八五

”
期问国家推广的马铃薯

新品种
，

大部分只具有优质特性
，

增产潜力

并不比当地主栽品种大
，

然而推广部门�加

工�
’

家布点种用价格过高
，

回收价格偏低
，

致

使投 入与产出失调
，

严重影响了农民种植马

铃薯的积极性
。

�
�

� 单产水平低
，
束缚了马铃薯增产潜力的

发挥

多年来
，

我国马铃薯的产量平均仅为

�� “ ���，� ，

低于世界单产 ������
”
和亚洲单产

�������
，”
的水平

，

相当于荷兰
、

比利时
、

瑞士

等国单产的 ���� ���
，

造成产量低的原因
，

除栽培技术粗放外
，

主要是种薯的质量低
。

目

前
，

我国的脱毒薯面积每年约为 �� 万 ���，

是全国马铃薯面积的 ���
，

在全国尚有 ���

的马铃薯栽培面积仍采用原始的传统留种方

式生产种薯或从北方省
、

区调进进行生产
。

这

严重影响了马铃薯产量的正常发挥
。

另外
，

近

年来
，

随着脱毒薯面积的扩大
，

脱毒薯生产

单位逐渐增多
，

在这些新兴的生产单位中
，

大

多不具备检测条件
，

使脱毒试管苗大多仍带

有病毒和类病毒
，

使生产的脱毒薯质量不佳
，

产量 下降
。

�
�

� 马铃薯产后加工极其落后

我国是世界马铃薯主要生产国之一
，

年

总产童达 ����万 �以上
，

但是
，

我国马铃薯

加工利用却相当落后
，

鲜食量占 ��纬
，

淀粉

等粗加工占 �片
，

出 门及饲料占 �刁�
，

种薯

占 �刁�
，

即仍然以鲜食直接食 用为主要用

途
，

而美国等马铃薯生产发达国家仅用于加

工马铃薯食品的鲜薯占总产量的 ���以上
，

加工食品种类达 �� 余种
，

我国这种马铃薯加

工落后的局面势必影响马铃薯生产的进一步

发展
。

� 实施对策

�
�

， 合理调整生产布局
，

发展适度规模经营

今后四川
、

内蒙古
、

黑龙江等马铃薯主

产区要以提高单产水平为主
，

不应再扩大栽

培面积
。

将商品薯生产和种薯生产分开管理
，

发展商品薯和种薯向外省及国外销售
。

因为

随着科技的进步
，

农业投入的加大
，

马铃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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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产将大幅度增加
，

而 目前我国加工业在短

期内不能立即兴起
，

所以为保证马铃薯高产
、

高效性
，

应适当控制好鲜薯用面积
，

扩大加

工专用型品种的种植面积
。

这样以市场为导

向
，

逐渐调整马铃薯的用途比例
。

�
�

� 实行马铃薯种薯证书制
，

进一步提高我

国种薯质�

为进一步提高我国马铃薯种薯质量
，

克

服脱毒薯与普通薯不分
，

改变马铃薯单产水

平不高的局面
，

今后在短期内必须实行马铃

薯种薯证书制
，

在全国范围内建立 �一�个种

薯检验中心和各省
、

市
、

自治区的检验站
，

确

定种薯质量分级办法
，

建立检验员制度
，

加

强对各级种薯生产农户的组织管理和种薯生

产 田的档案管理
，

从而使脱毒薯增产
、

增质

的潜力发挥出来
，

提高农民种马铃薯的积极

性
，

进一步扩大脱毒薯的种植面积
。

�
�

� 兴办
“
龙头

”
企业

，

实行多层次
、

多形

式
、

多元化的优化组合

在一些发达国家如美国
、

日本
、

德国和

荷兰
，

它们的淀粉深加工产品种类很多
，

主

要有变性淀粉和淀粉衍生物
、

糊精
、

有机酸
、

氨基酸
、

果脯糖浆
、

维生素
、

抗幽素
、

化工

原料等 �� 多个门类
，

几百种用途
。

�厄我国马铃薯加工发展速度很缓漫
。

目

前仅有少部分用于传统食品加工
，

大部分制

取粗淀粉
。

深加工产品较少
，

且产品质量差
，

与国际标准相比尚有一定差距
。

究其原因主

要是我国马铃薯产后加工和综合利用没有形

成产业化
，

各茄工厂大多是分散的农村作坊

式经营
。

生产没有统一性
，

各产品加工厂家

间彼此孤立
，

尚未达集约生产
、

规模经营
、

高

科技含量投入
、

最高经济产出
，

常造成产品

过剩或产品紧缺等问题
。

所以各马铃薯主产

区如四川
、

黑龙江等省市自治区应建立起相

应的支柱企业
，

或对现有的乡镇企业给予必

要的倾斜和扶持
，

舍得投入
， �

上规模
、

上档

次
，

利用现有加工和市场优势
，

在质量上下

功夫
，

使我们的产品走向国际市场
。

只有这

些
“
龙头

”
企业兴办的好

，

才可带活千万个

小作坊粗淀粉生产者
。

同时这些大加工厂间

再密切合作
，

如粗淀粉加工厂可以和变性淀

粉加工厂合作
，

精淀粉加工厂可以和医药
、

纺

织等工业企业合作
。

其次
，

在马铃薯加工中

还应对进行其多渠道开发利用
，

诸如发展马

铃薯饮料业
，

利用薯渣开展养殖业等
，

可将

马铃薯 ���的干物质回收利用
。

另外
，

马铃薯食品开发具有广阔的市场

前景
，
它是以农副产品为主要原料的加工业

，

是农业生产的继续
。

既可以充分合理地利用

我国农业资源
，

提高农产品的经济价值
，
又

能改善人们的饮食结构
。

但发展马铃薯食品

加工业应立足本国国情
，

实事求是
，

要多品

种
、

多等极
，

既要生产经济实惠的大众化食

品
，

也要生产部分中高档食品
，

供应旅游业

和外贸出口
。

设置食品加工厂
，

宜应以小型

化为主
、

专业化生产
，

提高质量
，

投资少
，
见

效快
。

选择原料基地近
、

交通方便
，

适于发

展多产品经营的地址建厂
。

乙 � 利用盐碱资源
，

促进马铃薯生产

目前
，

我国盐碱性土壤大部分被空闲
，

而

马铃薯具有抗逆性
、

适应范围广等特点
，

在

较宽的土壤条件下都可以生存
。

所以
，

为充

分利用我国土地资源
，

促进马铃薯生产的发

展
，

今后各马铃薯育种单位应将品种的抗盐

碱性列入育种目标之一
，

在尽短时期内选出

抗盐碱型新品种
，

扩大马铃薯在盐碱地上的

栽培面积
。

总之为搞好马铃薯生产的发展
，

我们建

议在政府的参与下
，

合理调整生产布局
，

保

证种薯质量
，

在提高单产的前提
一

�
，

不扩大

种植面积
，

保证稳产
。

同时
，

积极兴办加工

企业
，

大力开发马铃薯加工产品国内外市场
，

为提高马铃薯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开辟新

途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