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凉山州马铃薯产业现状的思考及发展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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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介绍 了凉山州马铃薯的面 积
、

产量
、

分布及产业现状
,

分析 了马铃薯产业 的限

制 因素及优势与前景
,

针对存在的问题提 出了一些思考及建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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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铃薯一直 以来是凉 山州重要 的特色优势作

物
,

也是高寒山区农民的主要粮食来源
。

为了尽快将

凉山马铃薯的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
,

使边远贫

困山区农民脱贫致富
,

笔者近 日走访了州农业局
、

州

农科所
、

西昌学院
,

到西昌
、

昭觉
、

布拖
、

越西
、

喜德的

8个马铃薯淀粉加工企业进行实地调查
,

对凉山州马

铃薯产业的总体情况有一个粗略的了解
,

对如何加

快凉山州马铃薯产业的发展也有一些肤浅的思考和

建议供有关部门参考
。

1 产业现状

1
.

1 生产状况及存在问题

1
.

1
.

1 生产现状 凉山马铃薯种植面积大
、

单产高
,

是 四川省的马铃薯主产区
。

独特的气候
、

地理和土壤

条件
,

使马铃薯一年四季均可在不同的地区种植
,

并

具有淀粉含量高
、

薯块大等特点而颇具生产优势
,

多

年 以来成为凉山州无论总产和面积均仅次于水稻
、

玉米的主要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
。

截止 2 0 0 4年末
,

全

州播种面积达到 .7 08 万 ha
,

占全省播种面积的21 %

左右
,

其 中
,

大春 .5 9万 ha
,

占全省播面的 5 0% 左右 ;

全州 总产量 3 00 9.4 7万 k g
,

占全 省总产量 的 25 %左

右
。

其中
,

大春2 74 92 .4 万 k g
,

占全省总产量的56 %左

右
。

17 县市中
,

播种面积在 .0 6 7万 ha 以上的县有盐

源
,

0
.

3 3~ .0 6 7万 h a 的县有昭觉
、

布拖
、

会东
、

越西
、

雷

波
、

美姑
、

喜德
、

冕宁
、

会理
、

金阳 10 县
,

其余县都在

.0 33 万 ha 以下
。

近四 年来全州马铃薯平均单 产达

2 O 9 5 5 k岁h a ,

较全国平均单产水平高 5 0 %左右
。

目前生产上应用的主要品种主要有米拉
、

凉薯

97
、

凉薯3 0
、

凉薯3
、

凉薯 14 等
,

占 80 %左右
。

近年
,

随

着市场发展的需要
,

马铃薯品种结构正在进行调整
,

生产呈现多样化
、

专用型生产的发展趋势
,

引进了大

西洋
、

合作 88
、

抗青 9一 l
、

布尔班克等新品种试种
,

但

面积十分有限
。

1
.

1
.

2 存在问题 第一
,

马铃薯品种混杂
、

退化严

重
、

结构单一
、

良种普及率不高
。

受资金
、

设备等因素

影响
,

凉山 目前尚未建立健全的良种繁育体系
,

全州

脱毒薯推广普及率仅 30 %左右
,

种薯世代不清
,

质量

参差不齐
,

从而造成品种混杂和 良种退化
、

产量下

降 ; 目前生产上主栽品种多为干物质含量不高
、

芽眼

深
、

还原糖含量高的中晚熟高产鲜食品种
,

缺乏食品

加工型专用 良种
。

第二
,

耕作粗放
、

栽培技术落后
、

产量不平衡
。

凉

山马铃薯主要种植在二半山以上山地
,

相当大的面

积实行平作
,

没有开箱起垄 ;部分地区广种薄收
,

甚

至刀耕火种
,

施肥不足
,

所以生产水平极不平衡
,

地

区之间
、

农户之间差异很大
。

第三
,

农民科技文化素质差
、

观念落后
。

凉山马

铃薯大面积种植主要集中在高寒彝族聚居区
,

彝区

农民文化素质普遍很低
,

科技观念淡漠
,

看天吃饭的

状况限制了生产水平的提高
,

影响马铃薯的产量和

品质
。

1
.

2 加工销售现状及限制因素

1
.

2
.

1 加工销售现状 据调查
,

全州现有粗淀粉生

产厂约 100 多家
,

可生产干淀粉的企业 约4家
,

其中
,

大多数产品尚未达国标而只能作为初级产品销往成

都
、

河北
、

天津等地通过精加工投放市场
,

或再加工

后以别人的品牌出口国外
。

州内所产干淀粉销售价格

3
.

4元 / k g一 .4 0元k/ g不等
,

湿淀粉销售价格 1
.

6元k/ g -

收稿日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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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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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8元/ k g不等
。

各县粗淀粉加工期受鲜薯商品率及

成熟上市期不同长短不均
,

加工期长的可达 10个月
,

加工期短的仅3个月左右
。

总之
,

加工设备及技术落

后
、

加工转化能力弱
、

产品质量差
、

原料浪费大是不

容忽视的现实
。

近年来
,

凉山马铃薯鲜薯销售已初具规模
,

吸引

了大批州外客商
,

年销售率约 15 ~
30 %

。

仅铁路运输
,

每年约有5 X() 0一 6 0 00 万k g左右的鲜薯销往州外
,

占总

产量的2 0 %
。

喜德县 2 0() 4年通过火车外销鲜薯 15 7 2

万k g
,

另有一部分通过公路销往州外
。

日益活跃的鲜

薯营销促进 了马铃薯商品化发展
。

1
.

.2 2 加工的限制因素 第一
,

粗淀粉加工厂多而

乱
、

低水平重复建设严重

据对四个县的调查
,

这些县的淀粉加工厂少则

3一 5家
,

多的2 0 ~ 30家
,

如越西城区就 3 0多家之多
,

部

分地区已经出现各加工厂争抢原料的情况
。

第二
,

产品品种单一
、

质量不高
。

目前全州虽然

有大大小小 100 多家淀粉生产厂
,

但所产品种仅限粗

粉和少量粉丝
,

且质量都不高
,

理化指标不稳定
,

原

料薯耗用量大
,

多数小淀粉加工厂环境及卫生状况差
。

第三
,

淀粉精深加工能力弱
、

缺乏品牌优势
。

目

前
,

全州仅有4家年加工干淀粉在 2 00 万 k g左右的加

工厂
,

所产淀粉大多未达国家规定质量标准
,

淀粉的

精深加工能力尚不具备
,

产品附加值低
,

且大多无注

册商标
,

更未形成知名品牌
,

缺乏品牌优势
。

1
.

.2 3 销售的限制 因素 第一
,

储运手段差
、

鲜薯损

失大
。

由于凉山州马铃薯主产区多在交通极不便利

的边远山区
,

好多地方不通公路
,

外运数量有限 ;储

藏条件差
、

鲜薯易发芽
、

不耐储藏的特性使得外销马

铃薯在集运的过程中损失很大
,

增大了销售成本
,

而

使鲜薯外销受阻
。

第二
,

火车运输不畅造成
“

卖薯难
” 。

据对铁路沿

线的甘洛
、

越西
、

喜德三县鲜薯外发车皮情况的调

查
,

2仪风年外发车皮越西约2 4 0个
、

喜德约2 6 3个
、

甘

洛约巧个
,

其实这些县可以外销的鲜薯远远超过实

际发车数
,

主要原因还是申请车皮困难
、

请车费用

高
。

第三
,

销售市场化程度与生产规模不相适应
。

凉

山鲜薯销售市场建设与销售网络很不健全
,

营销队

伍发展还很不平衡
,

铁路沿线和公路沿线的销售能

力相对较强
,

其他区域则很难销售出去
。

作为全省马

铃薯最大的主产区
,

全州尚无一个马铃薯批发市场
。

马铃薯的商品率不高
,

农民经济收人受到很大影响
。

2 优势与前景

产业优势

生产加工优势 凉山独特的立体型气候使马

勺̀
.
孟1`l

:
,ù勺̀

铃薯可春秋冬三季栽培
,

周年生产
,

可满足加工业常

年加工所需的原料
,

大大降低加工企业固定资产成

本分摊
,

还能因不需储存费用而降低成本
。

凉山马铃

薯淀粉加工期最长可达 10 个月之久
,

而北方仅 2个

月
,

这对马铃薯淀粉加工业意义重大
。

2
.

1
.

2 品质优 势 凉山高海拔冷凉的气候环境
,

使

得马铃薯的淀粉和干物质含量高
,

淀粉品质好
,

淀粉

平均含量达 16%左右
,

有的地方还高于这个水平
。

.2 1
.

3 市场优势 据资料反映
,

我国目前马铃薯淀

粉年产量不足 3亿 kg
,

而需求在 8亿 k g 以上
,

每年进 口

1
.

3亿k g左右
。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

高
,

马铃薯精淀粉有着巨大的国内市场
。

在我国周

边
,

特别是东南亚一些国家也有着巨大的需求
,

也是

我国潜在的国际市场
。

2
.

1
.

4 政策优势 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将大

大推动凉山州马铃薯产业的发展
。

在凉山州像马铃

薯这样能带动整个地区发展的的大宗特色优势作物

并不多见
,

这也正是凉山州大力发展马铃薯产业的

良好机遇和大好时机
。

争取和用好国家西部大开发

政策和农业产业化政策等政策扶持
,

必将使凉山州

马铃薯产业得到飞速发展
。

.2 2 产业前景

凉山马铃薯栽培面积大
,

无论生产还是加工增

值均潜力巨大
。

因此
,

大力发展凉山马铃薯产业对增

加凉山粮食总产
、

缓解粮食安全压力有着十分重要

的意义
,

同时也是增加农民收人
,

帮助贫苦山 区农民

脱贫致富的重要途径
。

目前凉山马铃薯加工消耗原料 85 00 万k g
,

占鲜

薯产量的 28 %左右
,

与3
,

01 亿 k g的产量 (产量还有很

大的增长潜力 )相比还有很大发展空间
。

马铃薯淀粉

及其制成品丰富多样
,

用途广泛 : 一是马铃薯精制淀

粉
,

因其蛋白质和脂肪含量低
、

糊化温度低
、

颗粒大
、

安全水分高
、

无任何异味等优 良的品质和独特的性

能具有与其他淀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
,

决定了马铃

薯精淀粉的加工价值
、

经济价值和广阔的市场前景
。

全国3亿 k g的生产量与 8亿k g的需求量之间存在很大

的供需差口
,

而国内生产企业所产淀粉达国家一级

品产量仅5 0( x )万 k g
,

约占国内需求的 7% ; 二是 马铃

薯全粉
,

即马铃薯去皮煮熟脱水的制成品
,

一般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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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马铃薯泥
、

粉
、

片
、

丁等
。

目前
,

国内生产企业全国

仅 7家
,

生产能力约在 l。沉〕万 k g左右
。

专家预计
,

到

2 00 6年国内马铃薯全粉的市 场需求将达到 30 00 万

k g
,

休闲
、

快餐
、

方便食品将 以每年 20 % 以上的市场

增量增长
,

对马铃薯全粉的需求将不断增加 ;三是马

铃薯速冻薯条
。

我国马铃薯速冻薯条加工尚处于起

步阶段
,

全国现有速冻薯条厂 4家
,

年生产能力 3 ( X洲〕

万k g
,

实际产量 2〕 X )万k g
,

而每年市场实际消耗量在

1亿 kg 以上
,

洋快餐店在中国几乎以每天建一个店的

速度在增加
,

所以对速冻薯条的需求十分巨大 ; 四是

马铃薯变性淀粉
。

变性淀粉是指通过改变马铃薯原

淀粉的理化性能后的一种新型淀粉
,

可广泛应用于

医药
、

化工
、

纺织
、

造纸
、

石油
、

铸造
、

酒精等
,

发达国

家使用比例达 80 %
。

目前
,

马铃薯变性淀粉在我国上

述方面的应用几乎还是空白
,

据专家估计
,

潜在市场

约在 1亿 k g左右
。

凉山目前各淀粉加工厂 (点 )生产的无论干淀粉

还是湿 淀粉均十分 畅销
,

远销东北
、

河北
、

天津
、

河

南
、

成都
、

重庆等省市
,

且一直呈供不应求之势
,

西昌

科兴薯业有限公司全年产品仅成都一家定货商就可

包揽
。

3 思考与建议

3
.

1 思考

目前
,

凉山州马铃薯淀粉加工基本上是
“

公司
+

粗加工厂
+ 基地 +农户

”

的模式
,

这也是最适合凉山

县市分散
,

马铃薯主产区边远且交通运输不便 的实

际的科学的模式
。

但现行模式还只是一个雏形
,

其中

每一个环节 尚需向标准化
、

规模化
、

集约化发展
,

对

此
,

在调查中有以下思考
:

3
.

1
.

1 政府重视并加 大政策支持力度是加快马铃薯

产业发展的保障 马铃薯产业的发展牵动着加工业

和农业的方方面面
,

是需要产加销
,

农工贸为一体的

庞大
、

严密
、

多学科
、

多方面协调配合的系统工程
,

这

个工程的启动离不开政府的宏观调控和组织管理
,

也离不开政策
、

财政
、

税收等方面的投人和支持
。

据

了解
,

云南省在马铃薯产业开发中
,

仅脱毒薯生产体

系建设上就投人上亿元资金
,

在马铃薯加工项 目上

的投资也有数亿元
。

如果我们能像发展烤烟那样来

发展马铃薯
,

凉山州马铃薯产业在3一 5年内一定会

有大的飞跃
。

3
.

1
.

2 完善脱毒种薯繁育体系
,

积极引进
、

培育优质

专用型品种是加快 马铃薯产业发展的前提 采用健

康无病
、

优质高产的新品种
,

尤其是选育优质加工型

品种是提高经济效益
,

确保马铃薯加工业规模化发

展的关键所在
。

实践证明
,

脱毒种薯能使马铃薯产量

提高3 0一 5 0%
,

甚至成倍增产
,

而凉山 目前脱毒种薯

使用率仅 3 0%左右
。

为此
,

需要在资金投人
、

基础设

施建设和生产技术等方面进行突破
,

有效降低脱毒

种薯的销售价格
,

使农 民尽可能多的使用脱毒种薯
。

同时
,

还要加大从国内外引进优质加工专用型新品

种的力度
,

以适应加工业对原料的需求
。

3
.

1
.

3 加 强原料薯基地建设是加快马铃薯产业发展

的基础 马铃薯加工业的兴起带动了经济效益的提

高和产业化的发展
,

而产业化发展又要求与之配套

的的农业原材料的的专用化生产
。

因此
,

科学规划
、

合理布局
、

大力发展加工型马铃薯种植基地
,

是确保

加工所需原料的关键
。

鉴于凉山各县市地理交通 以

及马铃薯粗淀粉加工的实际情况
,

应当在交通相对

便利的公路沿线
,

适当集中连片的建立马铃薯种植

基地
。

3
.

1
,

4 培育和扶持精深加工是加快马铃薯产业发展

的关键 据专家统计
,

马铃薯加工后的产值比鲜薯

增值 5一30 倍
。

加工成精淀粉可增值 30 % ; 用现代科学

技术深加工成乳酸
,

增值 3倍 ; 变性后生产高吸水性

树脂增值 8倍
;生产环糊精增值 2 0倍 ;生产市场紧俏

的精细化工产品甚至可增殖 30 倍
。

凉山马铃薯加工

目前 尚处于粗放
、

原始 的状态
,

产品附加值低
。

因此
,

注重科技投人
,

积极鼓励和扶持马铃薯精深加工
,

迅

速提升产业水平
,

不仅可促进我州经济发展
,

也是贫

困山区农 民脱贫致富的重要途径
,

还是加快马铃薯

产业迅速发展的关键所在
。

3
.

2

3
.

.2

建议

建立凉 山马铃薯研发中心 凉山有着如此

大面积的马铃薯生产
,

而马铃薯产业又是一个集科

研
、

生产
、

经营
、

基地
、

龙头
、

市场为一体的系统工程
,

希望发展马铃薯产业
,

没有一个强有力的科技支撑

体系
,

是不可能成功的
。

依托西昌学院
、

农科所等科

研单位
,

成立凉山马铃薯研发中心
,

加大资金及科技

投人
,

针对马铃薯产业发展中暴露出的问题
,

研究解

决方案
,

保障这个产业的健康快速发展就显得十分

必要
。

建立科学高效的马铃薯产业发展运行机制
,

打

破多年来形成的
“

管钱的不管事
,

管事的没有钱
”

的

传统机制
,

做到权 (钱 )责合一
,

调动和发挥各行业的

积极性
,

形成我州马铃薯产业开发的合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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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 2 立足产地
、

巩固和引导现有的粗淀粉加 工 目

前各县的粗淀粉加工厂有效地解决 了鲜薯易损难

储
,

边远主产区运输难的问题
,

十分符合凉山的实

际
,

也是发展淀粉精加工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环节
,

当

地政府一方面要积极引导和发展粗粉加工
。

同时
,

也

要注意合理规划
,

制定粗粉加工标准
,

避免一哄而

上
,

造成原料的恶性竟争和环境的污染
。

.3 .2 3 科学划分不同生产区域
,

培育和壮大龙头企

业
,

发展马铃薯精加工 龙头企业一头连着基地
、

农

户
,

一头连着市场
,

是产业链中最为重要和不可或缺

的环节
。

所以
,

根据市场需求和不同原料基地的建设

情况
,

科学规划
、

合理布局
,

以生产高附加值的精制

淀粉
、

全粉
、

变性淀粉及休闲
、

方便食 品作为产品定

位
,

扶持和培育龙头企业
,

发展马铃薯的精深加工
,

延长产业链
,

提高产品附加值
。

可将以下两家企业作

为政府扶持的重点
:

一是在西 昌
,

以西昌科兴薯业有

限公司为龙头
,

以加工变性淀粉
、

全粉
、

速冻薯条为

主要方向 ;二是在越西
,

利用其优越的地理及交通运

输条件和东边几个马铃薯主产县源源不断的原料供

给
,

以及多年来已经形成的马铃薯粗淀粉加工习惯
,

以 县城 一家加工规模最大
、

工商注册为
“

越城镇淀粉

厂
”

的加
_

L企业为龙头
,

重点发展优质马铃薯精粉及

全粉
。

在发展过程中要注意避免重蹈北方某投资近

一亿的大型马铃薯淀粉加工厂因缺乏原料供应而一

上马就陷于停产之覆辙
。

.3 .2 4 支持国有粮食企业参与马铃薯产业 开发 国

有粮食部门在计划经济时代根据基层政权和行政区

划而设置的粮站 (点 )
,

辐射全州
,

点多面广
,

仓库及

场地设施较为齐全
,

如果利用起来开展马铃薯粗淀

粉加工不失有利条件
。

但由于资金及税收的限制
,

经

营起步难
,

只要政府将其列人马铃薯产业开发体系
,

在贷款及税收方面给予优惠政策就一定大有可为
。

3 2 ) 建一个马铃薯批发市场
,

提高马铃薯商品率 凉

山是全省最大的马铃薯生产区
,

长期以来没有一个

正规的马铃薯批发市场作为马铃薯的交易场所
,

很

大程度上阻碍了马铃薯的销售和商品率的提高
。

所

以
,

在可辐射多个主产区
、

交通运输便利
、

马铃薯吞

吐量大的越西建一个大型马铃薯批发市场
,

使马铃

薯通过批发市场转化为商品
,

解决农 民
“

卖薯难
”

是

十分必要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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