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引言

马铃薯在国内是菜粮饲兼做的重要农作物，主

产区相对分散，重点散布于广大贫困山区，全国划

定的14个连片特困地区主要分布在出产马铃薯的

山区，在中国592个国家级贫困县中，有549个县种

植马铃薯，占92.74%，马铃薯在这些地区的生产效

益明显优于其他粮食作物[1]。近年来，贫困山区马

铃薯产业开发受到全国马铃薯市场的影响越来越

明显。中国是马铃薯生产大国，播种面积和总产量

均居世界第一，国内马铃薯已形成北方一作区、中

原和南方二作区及西南一二季混作区的种植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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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盖我国大部分省区市，常年种植面积稳定在8 500

万亩左右，总产量保持在9 000万吨以上[2]，产量和

面积均占到全球的1/4以上。2016年中央一号文件

指出积极推进马铃薯主食开发[3]。2016年2月，农业

部正式发布《关于推进马铃薯产业开发的指导意

见》，提出立足我国资源禀赋和粮食供求形势，顺应

居民消费升级的新趋势，树立大食物观，全方位、多

途径开发食物资源，正式决定将马铃薯作为主粮产

品进行产业化开发。意见提出，到2020年，马铃薯

种植面积扩大到1亿亩以上，平均亩产提高到1300

公斤，总产达到1.3亿吨左右[4]。《国家粮食安全中长

期发展规划纲要（2008—2020年）》明确将马铃薯作

为保障粮食安全的重点作物，摆在关系国民经济和

“三农”稳定发展的重要地位。

现有研究更多强调马铃薯产业开发在扶贫中

的贡献，尤其是在国家实施马铃薯主粮化战略背景

下，贫困山区纷纷把马铃薯作为产业扶贫的重要抓

手，积极做大马铃薯产业规模。这有其历史的必然

性，也有其现实的紧迫性，然而较少有学者关注到：

马铃薯产业开发还受制于全国宏观市场环境等诸

多因素的制约。因此，本文主要分析马铃薯扶贫开

发的贡献，把握马铃薯产业面临的挑战，研究贫困

山区如何把“小土豆”做成大产业，让大产业真正能

够助推大扶贫。分析马铃薯在产业扶贫中的突出

贡献，明确当前马铃薯产业面临的危机和挑战，为

更好地促进山区马铃薯产业开发，实现产业脱贫提

出建议。

二、马铃薯在脱贫攻坚中的重要角色

（一）马铃薯主产区多分布在贫困山区，在当地农作

物中比较优势突出

马铃薯具有耐旱、耐寒、耐贫瘠、适应性广等特

点，成为贫困地区促进粮食生产和脱贫致富的优势

农作物，其比较优势十分明显。我国马铃薯生产多

分布在西北和西南等经济贫困地区，这些地区或土

地贫瘠（如宁夏固原等）、或气候冷凉（如四川凉山、

云南曲靖、贵州毕节）、或干旱少雨（如甘肃定西

等）[1]，不适宜发展小麦、玉米和水稻等传统粮食作

物,部分地区能够生长的荞麦、燕麦等高寒作物，但

其单位面积产量较低。根据2016年全国各省马铃

薯产量情况，我国马铃薯生产大省主要是四川、甘

肃、贵州、云南、内蒙古、重庆和黑龙江等地区。

（二）马铃薯是贫困山区保障粮食安全，解决生存难

题的重要作物

在贫困山区，马铃薯长期作为老百姓餐桌上的

主食。2011年，在592个国家级贫困县里，马铃薯种

植面积为300万hm2,占全国总面积的51.48%；产量

4876.08万 t,占全国总产量的46.18%。在国家级贫

困县里，马铃薯播种面积占粮食播种面积比重为

10.69%，比全国平均（4.91%）高5.87个百分点，这说

明马铃薯在贫困地区农业生产中占有重要的地

位。在种植有马铃薯的近400个国家级贫困县里，

马铃薯面积占粮食作物面积的比重为15%，比全国

平均高出10个百分点。其中青海平安县、甘肃临洮

县、内蒙古察哈尔右翼前高达80%[1]。 以四川省凉

山州为例，2015年马铃薯种植面积232.25万亩，占

全州粮食作物的32.8%，比2010年增加28.68万亩，

增长14.09%，年均增长2.67%，量的扩张达到了新的

高度，成为种植面积最大的粮食作物。从产量来

看，2015年产量361.13万吨，比2010年增加68.07万

吨，增长23.23%,年均增长4.27%，占全州粮食产量

的33.9%。全州确立了13个马铃薯生产重点县，占

到全州17个县（市）的76.47%，还确立了136个种植

面积在5 000亩以上的重点乡镇，盐源、昭觉马铃薯

种植面积均达到20万亩以上，布拖、喜德等8个县

的种植面积也在10万亩以上。

（三）马铃薯是贫困山区农民增收脱贫的支柱产业

农业是贫困山区的基础产业，也是大部分山区

的支柱产业，其中马铃薯已成为贫困山区最具增产

潜力、最具增收潜力、最具市场需求潜力的粮经作

物。以国家脱贫攻坚重点县山西吕梁市岚县为例，

2015年全县马铃薯产业总产值6.3亿元，提供农民

人均纯收入2 260元，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51.7%。

目前，岚县马铃薯种植面积达到30万亩，从事马铃

薯产业的合作社达到115家，经纪人500多人，从业

农户达到2.4万户，占农户总数的61.5%。马铃薯产

业已经成为山西岚县推进扶贫攻坚、实现富民强县

的一大支柱产业[5]。在甘肃省定西地区和宁夏西海

固地区，马铃薯已经成为农民脱贫致富的主导产

业，马铃薯收益占到了农民人均纯收入的30%以

上[6]。在贵州威宁县，当地农民从马铃薯产业中实

现人均纯收入1 690元左右，占全县农民人均纯收

入的22%[7]。在四川凉山，马铃薯生产规模是西南

地区3个百万亩以上州（市）之一，面积、产量、商品

量、经济效益四项指标居四川省首位，近年凉山马

铃薯实现了规模效益同步增长，为贫困山区农民增

收做出了贡献[8]。

（四）马铃薯产业化开发，带动贫困山区农业转型升

级

主产马铃薯的部分贫困山区，围绕这一主导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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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以马铃薯主食产品、功能休闲食品、马铃薯饮品

等系列加工制品为重点，以举办马铃薯文化节、观

赏马铃薯花开、品尝马铃薯美食等为补充，实现一

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优化组合农村耕地资源、农业

劳动力资源、农业科技资源以及工商资本等各种生

产要素，实行区域化布局、专业化生产、规模化种

植、系列化加工、社会化服务、企业化管理，形成产

供销、贸工农、农工旅、农科教一体化经营体系，使

当地马铃薯产业逐步走上自我发展，自我积累，自

我约束、自我调节的良性发展轨道，形成了现代化

的经营方式和产业组织形式[9]，从而辐射和带动贫

困山区农业产业的转型升级。据调查，在河北张家

口、甘肃定西、山西岚县、贵州毕节、以及内蒙古乌

兰察布等地，围绕马铃薯产业升级开展了积极探

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三、马铃薯产业开发面临的现实困境

（一）宏观经济进入“新常态”，马铃薯消费可能受抑

制

近年来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长速度

将结束过去30多年10%左右的高速增长，经济发展

模式将与传统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粗放增

长模式基本告别。这将对中国马铃薯的消费产生

深远而持续的影响。由于建筑工地和东南沿海工

厂的集团消费是马铃薯商品性消费的重要组成部

分，也最容易受到经济环境和市场环境的影响，因

此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到来，对中国马铃薯消费生

产深远而持续的影响，将逐步体现在马铃薯产业链

条的各个环节，比如生产环节，加工环节、流通环

节，以及最终的消费环节等。

（二）农业发展进入新阶段，马铃薯产业面临供给侧

改革

国内农产品供求关系已经由总量不足进入阶

段性的供过于求和结构性不足并存的新时期。近

20年来，我国农产品供求关系实现了从总体短缺到

总量基本平衡、丰年有余，再到阶段性供过于求、结

构性不足的历史性跨越。谷物类作物，总体上呈现

产出大于需求，玉米呈过剩态势，稻谷、小麦的产量

略大于需求，但是优质稻谷、强筋小麦等个别品种

国内供给不足。从自给率来看，2016年玉米自给率

超过110%，小麦、稻谷自给率约为103%，强筋小麦

和优质稻谷进口较多，2016年小麦、稻谷进口同比

增长13.5%和5.5%。预计到2030年，中国口粮需求

将会减少2000万吨左右，如果不进行调整，将进一

步加剧粮食供求结构性矛盾。

从“菜篮子”来看，蔬菜人均消费560公斤/年，

水果人均消费200公斤/年，猪肉40公斤/年，牛肉5

公斤/年，水产品49公斤/年。中国的肉蛋禽奶水果

蔬菜等人均供给总量远超过国际平均水平，但优质

产品短缺，中低端产品过剩，滞销卖难现象频繁发

生。农业未来的主攻方向，要从增加产量转向提高

供给质量，必须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减少无效供给，

增加有效供给。马铃薯产业过去主要追求高产，今

后同样面临转型升级绿色发展的挑战。

（三）市场价格波动剧烈，“薯贱伤农”现象频发

从短期来看，2016年马铃薯田间价格较2015年

平均上涨14%左右，批发市场价格较2015年平均上

涨12%，总体行情好于前两年。但是，价格波动剧

烈，2～6月田间价格在2.3～2.9元/公斤，较2015年

同期上涨35%以上；批发市场价格3.2元/公斤，较

2015年同期增长25%左右；进入6月以后，价格下

滑，田间平均价格和批发价格都跌落到近两年同期

价格水平之下，8、9月更是创近年新低，田间平均价

格0.90元/公斤左右，较2015年同期下滑20%。进入

10月以后，价格回升，11月份田间价格达到1.35元/

公斤，较2015年同期上涨15%，批发市场价格2.50

元/公斤，较2015年同期增长10%[10]。而近年来，马铃

薯生产成本不断上升，每公斤成本已达到0.91元，马

铃薯生产部分时段已经面临亏损，市场价格波动剧

烈，盈利能力面临挑战，倒逼生产方式的变革。

从长期来看，以中国薯网数据中心公布的甘肃

省马铃薯市场价格指数为例，2011年—2016年，甘

肃省马铃薯市场价格水平波动比较频繁。在2 192

个样本数据中，最小值（Minimum）为 0.80，出现在

2011年10月2日，最大值（Maximum）为4.80，出现在

2013 年 6 月 2 日 ；全 距（Range）为 4.0，中 位 数

（Median）为1.90，平均值（Mean）为1.954 0，标准差

（Std. Deviation）为0.506 3。马铃薯价格走势如“过

山车”，具体情况如图1所示。

（四）以鲜食消费为主，加工比例偏低产业链条偏短

马铃薯消费广义上包括食用、饲料、种用、加工

图1 2011-2016甘肃省马铃薯市场价格指数走势

数据来源：中国薯网数据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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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以及损耗等。其中，马铃薯食用消费是世界马铃

薯消费增长的主要动力。每年全球马铃薯的消费

量在3亿吨左右，人均消费在32千克左右，其中食

用大约占消费量的65%。长期以来中国马铃薯消

费以鲜食为主，1994年以后，马铃薯食用消费占比

从35.45%一路呈上升趋势，到2005年达到74.84%

的最高水平。此后略有下降，但仍然保持在60%以

上的较高水平。

与此同时，国内马铃薯加工比例长期维持在较

低的水平。从1993年到2000年，国内马铃薯加工

占比处于下降阶段，从23.42%，一路下降到6.83%的

最低水平，此后加工比例尽管有所回升，但长期围

绕10%的水平上下波动，近年来占比又呈现新的下

降趋势，具体情况如图2所示。全国平均水平尚且

如此，对于贫困山区来说，由于交通条件滞后，工业

化水平较低，马铃薯加工比例更低，结果导致马铃

薯的消费方式单一，商品率不高，主要被用于自己

食用或者喂牲口，以“煮洋芋”“烤洋芋”等温饱型消

费方式为主，产业链条短。

（五）马铃薯供给快速增长，出现了阶段性过剩

从与世界马铃薯人均产量对比来看，中国马铃

薯人均生产量在2002年首次超过世界平均水平，

2013 年达到 67.76 公斤，比世界平均水平高出

26.70%，变化趋势如图3所示。从国内近30年的数

据来看，马铃薯供求基本平衡，供给略大于需求。

马铃薯总产量与总消费量基本保持同步变化，绝大

多数年份总产量与总消费量的差额都在250万吨以

内，从相对比重来看，供给和需求之间的缺口占总

产量和总消费量的比重非常低，长期维持在2%～

3%，个别差额较大的年份缺口比重也不超过10%。

再加上我国马铃薯以国内消费为主，基本是国内自

产自销，进出口占总量的比重较少。从未来长期趋

势来看，根据预测到2020年，马铃薯的总消费为

1.0900亿吨，马铃薯总产量为1.125亿吨，供给大于

需求 225 万吨，预测到 2030 年，马铃薯总产量为

1.3585亿吨，马铃薯的总消费量为1.3280亿 t，供给

大于需求305万吨。[11]

（六）马铃薯人均消费增速递减，市场需求趋于饱和

从短期来看，消费需求趋于饱和。2002年我国

马铃薯人均消费量首次超过世界平均水平，2013年

中国人均马铃薯消费达到62公斤，世界马铃薯人均

消费达到54公斤。中国人均消费量已经超过世界

平均人均消费量的14.81%，已经超过部分世界发达

国家马铃薯人均消费水平，近年来，马铃薯人均消

费量的增长速度呈现递减趋势，市场需求逐步趋于

饱和，供略大于求。如图4所示。

从长期来看，国内马铃薯潜在需求较大，但完

全释放出来还需要较长时间。首先，马铃薯营养价

值正逐渐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马铃薯的营养

价值不仅丰富而且全面均衡。马铃薯含有人体必

需的全部七大类营养物质；脂肪含量低；蛋白质品

质高，其氨基酸构成接近大豆蛋白，同时，热量远远

低于小麦和玉米。其次，我国消费结构升级将拉动

马铃薯加工品消费。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人们对

马铃薯加工品的需求逐步增多。以美国为例，其家

庭收入水平在3 000-4 000美元时，有2.5%的家庭

消费冷冻马铃薯制品，3.3%的家庭消费灌装和脱水

马铃薯，收入水平超过10 000美元时，13.5%家庭消

费冷冻马铃薯，6%的家庭消费灌装和脱水马铃薯。

第三，主食化战略撬动马铃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图2 中国马铃薯消费结构

数据来源：根据FAO数据库整理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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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中国与世界马铃薯人均生产量对比

数据来源：根据FAO数据库整理所得

图4 中国与世界人均马铃薯消费量对比

数据来源：根据FAO数据库整理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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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国家政府启动中国马铃薯主食化战略，一大

批适合国人消费习惯的主食产品，方便食品以及其

他高附加值的马铃薯产品相继涌现，将进一步引领

开拓我国马铃薯主食化和方便食品消费市场。

四、马铃薯产业扶贫风险化解

（一）促进马铃薯销售由卖原料产品向卖产业化系

列制成品转变

马铃薯属于具有高加工潜力和高附加值的农

作物。经过深加工，可以增值几倍甚至几十倍。以

超市出售的某品牌马铃薯泥为例，该产品的超市定

价标准为5.00元/盒，含马铃薯全粉不到32克（还包

含有其他相关配料）。如果换算成为100克来计算，

该系列土豆泥产品可以达到15.63元/100克，也就是

说1斤马铃薯泥的价格可以卖到78.13元。如果按

照6:1的比例换算，加工1斤马铃薯全粉需要6斤马

铃薯鲜薯，再按照0.815元/斤的鲜薯价格计算，加工

1斤马铃薯全粉的原料成本仅仅为4.89元，由此可

见用马铃薯鲜薯加工该马铃薯泥产品的增值收益

为73.24元，增值了将近15倍[12]。马铃薯休闲食品

受到广大消费者青睐，马铃薯制品已经占了整个休

闲食品的45%～70%[13]。随着人们收入水平的提

高，对马铃薯鲜食消费比重逐步降低，对加工制品，

尤其是冷冻制品的消费量将大幅提高。从世界马

铃薯产业发展趋势看，发达国家卖产品，发展中国

家卖原料，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最主要的差距体

现在加工上[14]。加工兴则产业兴，没有强大的加工

业，贫困山区马铃薯产业的整体开发水平将受到严

重限制。因此，贫困地区开发马铃薯产业，应该坚

持走产业化的道路，把扶持贫困山区马铃薯龙头企

业确定为推进马铃薯产业开发的重要抓手，促进马

铃薯在原产地就地就近加工增值，尽快改变贫困山

区马铃薯加工业发展滞后的现状。

（二）引导消费者由温饱型消费向营养健康消费转

变

据调查，贫困山区马铃薯消费以鲜食消费为

主，消费方式单一，贮藏周期也较短。建议以营养

功能为重点，引导人们消费马铃薯主食产品。积极

借鉴秘鲁经验，秘鲁政府不仅为当地贫困家庭提供

免费的用马铃薯粉与小麦粉制作成的早餐面包，还

要求军队、医院和监狱等系统推广冷冻马铃薯相关

制品[15]。建议积极开展马铃薯主食产品营养功能评

价，建立健全营养功能评价体系，坚持政府引导，企

业主体，科研院所参与的模式，建设主食产品消费

体验站，指导街道社区、大型超市、集体食堂以及相

关企业参与产品消费体验站建设，把产品消费体验

站建设成为产品消费引导、营养知识科普的互动平

台。让马铃薯系列产品（比如马铃薯馒头、面条、米

粉等）走进贫困山区中小学生营养午餐、驻地武警

官兵、医院系统、高等院校等人员密集场所的公共

食堂，通过他们的引领示范，逐步使广大老百姓接

受马铃薯系列产品。

（三）促进马铃薯产业开发由外延扩张转向内涵提

升转变

过去国内马铃薯产业开发主要属于外延扩张

阶段，马铃薯总产量的增加主要是依靠马铃薯播种

面积的增加实现的，其贡献率大约是马铃薯单产提

高贡献率的2倍，也就是说，过去马铃薯总产量的增

加是一种外延式的粗放增长模式，中国马铃薯单产

水平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16]，在马铃薯产业扶贫攻

坚中应该贡献更多。一是良种，提高脱毒种薯覆盖

率，以贵州为例，2016 年脱毒种薯的覆盖率为

61.17%，其中毕节市脱毒种薯占播种面积的

64.71%，均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二是良法，大力

推广标准化种植，实时播种，增施肥料，合理轮作，

科学密植，加强管理。三是机械化，近年来农业劳

动力短缺，农业劳动日工价上升，马铃薯生产的人

工成本快速上升，为此要加快山区马铃薯机械化步

伐，尤其是适宜贫困山区马铃薯播种、中耕以及收

获需要的小型农业机械。四是稳定规模，根据市场

变化合理调控马铃薯生产规模扩张的速度，尽量实

现按需生产，订单生产，维持产销平衡，降低种植风

险，防止“薯贱伤农”。五是调整结构，突出品种结

构、空间结构和产业结构等三大结构优化。

（四）培育贫困山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建立现代流

通体系

贫困山区农户具有分散性、边远性与封闭性等

特点，与外界市场联系较少，马铃薯生产的自然经

济属性明显。这些地区的马铃薯产业开发，更需要

发展马铃薯专业合作社，有效降低马铃薯流通费

用，提高流通效率，实现贫困山区“小农户”与“大市

场”的对接，同时在马铃薯种植技术推广、晚疫病等

病虫害的统防统治、马铃薯市场销售等环节均可发

挥重要作用。采取针对性扶持政策，培育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和服务主体，激活各类人才到马铃薯领域

创新创业，重点扶持种植大户、家庭农场、农民专业

合作社以及龙头企业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规范新

型农业经营主体的生产行为，控制过药、超采地下

水，做好产前、产中以及产后的生产服务工作。同

时，还要加快建立山区现代流通体系，在贫困山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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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力发展订单农业，加强马铃薯品牌建设，建立紧

密的产销关系，提高农户抵抗市场风险的能力。实

施“互联网+马铃薯”战略，创新销售模式，利用互联

网消除贫困山区在时间与空间的距离，拓展鲜薯销

售渠道，完善市场信息体系。

（五）积极举办马铃薯文化美食节

依托贫困山区丰富的旅游资源和民族文化资

源，举办马铃薯产业相关节庆活动。整合现有旅游

基础资源，打造具有山区特色的马铃薯花赏花节、

“土豆宴”美食节等。利用广播、电视、网络、报纸、图

书等形式，加大在当地主流媒体和新型媒体上的宣

传力度，向公众普及马铃薯营养知识、推广马铃薯产

品。举办富有山区特色的马铃薯文化节、马铃薯营

养活动周、产品交易会和营养餐计划推广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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