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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铃薯主粮化战略的意义、瓶颈与政策建议 

卢肖平

(国际马铃薯中心 亚太中心,北京１０００８１)

摘　要　２０１５年农业部把马铃薯主粮化工作列入重要议程.马铃薯主粮化不仅有助于推进种植业结构调

整,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保障我国粮食安全,而且有助于改善和丰富我国居民膳食营养结构.从国际经验和实

践入题,分析了马铃薯在全球的生产与消费特征;进而论述了我国实施马铃薯主粮化战略的积极意义;再从消费

需求、种质资源、加工水平、政策等层面分析了制约我国马铃薯主粮化的主要瓶颈;最后,从引导消费、调整政策、

增加研发投入、带动加工升级、促进国际交流和逐步拓宽主粮化的口径等视角,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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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几年的研究、酝酿和准备,农业部于２０１４
年底的全国农村工作会上正式提出了把“推进马铃

薯发展和马铃薯主粮化”工作列入重要议程,并于

２０１５年初通过研讨会等形式向社会发出明确的信

号.一石激起千层浪,小土豆成主粮引发社会热议.
对于国家粮食安全和人民生活,土豆主粮化究竟是

“锦上添花”,还是“雪中送炭”,人们议论纷纷、褒贬

不一,可谓有人欢喜有人愁.
马铃薯主粮化引发的热议,不仅折射出人们对

国家粮食安全、对口粮消费的关注,也反映出人们还

没有忘却历史上缺粮少食留下的创痛,更表现出民

族饮食文化与生活习惯所固有的一种坚持.但无论

如何,对于一个有着巨大人口承载的国家和社会而

言,由马铃薯主粮化引发的人们对农业及粮食安全

的关注将有助于新时期我国农业发展战略与政策的

制定和实施[１].本文将从介绍国际经验和实践入

题,对国家推进马铃薯主粮化战略的意义、主要瓶颈

和相关政策建议进行思考.

　　一、马铃薯一直是全球最重要的主
粮之一,在保障食物安全和营养中发挥
着重要作用

　　１．马铃薯在全球的生产与格局变化

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统计,２０１３年全世界谷物

生产总量大约在２４．７９亿t左右,薯类生产总量约

为８．４亿t,此为当今全球７０多亿人口赖以生存的

基本粮食总量.在现实生活中,人们直接消费薯类

多于玉米,因此薯类或是马铃薯真正是第三大粮食

作物.马铃薯兼有粮食、蔬菜、饲料等功能,而且是

潜在的生物质能源作物,具有极大的发展潜力.与

其他粮食作物相比,马铃薯更加耐寒、耐旱、耐瘠薄,
适应性广,至今全世界已有１５０多个国家和地区种

植和生产马铃薯,２０１３年全世界种植面积达１９４６
万hm２,总产３．７亿t[２].

欧洲和亚洲是两个最大的主产区,进入２１世纪

之前,欧洲的马铃薯种植面积和规模处于无可争议

的领先地位,亚洲居第二位,然后是美洲和非洲.以

１９９３年为例,欧洲马铃薯种植面积为１０２１万hm２,
占全球马铃薯种植面积的５５％;亚洲５７８万hm２,
占全球马铃薯种植面积的３２％.但随后的十几年

中,许多西欧国家的马铃薯种植向着加工和出口用

种薯生产转变[３Ｇ５],２００５年后,亚洲马铃薯种植面积

和产量开始超过欧洲,成为世界最大的马铃薯生产

区.２０１３ 年,亚洲马铃薯种植面积上升至１００６
万hm２,占全球马铃薯种植面积的５１．７％;欧洲下降到

５７３万hm２,比重降至２９．４％(如表１).与１９９３年相

比,欧洲马铃薯种植面积的萎缩恰好为亚洲替代种植,
美洲、非洲和大洋洲的马铃薯生产规模基本不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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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２０１３年世界各区域马铃薯生产概况

地区名 种植面积/万hm２ 面积占比/％ 总产量/万t 总产量占比/％ 单产/(t/hm２) 高/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世界 １９４６ － ３６８１０ － １８．９ －
亚洲 １００６ ５１．７ １８０４６ ４９．０ １７．９ －５．３
中国 ５７７ ２９．７ ８８９９ ２４．２ １５．４ －１８．５
欧洲 ５７３ ２９．４ １１２９８ ３０．７ １９．７ ４．３
非洲 ２０１ １０．３ ３０２０ ８．２ １５．１ －２０．１
美洲 １６３ ８．４ ４２６２ １１．６ １６．３ －１３．８

大洋洲 ５ ０．２ １８４ ０．５ ４０．４ １１３．８
　注:数据来源于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库,http://faostat．fao．org/

　　中国、俄罗斯、乌克兰、印度四大生产国占世界

马铃薯种植面积的５０％.其中,中国无论是种植面

积和产量均居世界第一,２０１３年种植面积达５７７
万hm２,占全球种植面积的近３０％,产量达８８９９
万t,占全世界总产量的２４％.

２．马铃薯在欧美一直是主粮之一

全世界约有２/３人口将马铃薯作为主粮消费.
据统计,２０１１ 年全世界马铃薯的人 均 食 用 量 近

３５．０kg.除了食用外,马铃薯还广泛应用于饲料和

加工等间接消费领域,２０１１年世界马铃薯生产总量

中６４％用于食用,１３％用于饲料,３．５％用于加工领

域(表２).因此,无论是直接还是间接消费,马铃薯

在食品消费中均占有重要的地位.
在欧洲,马铃薯一直是餐桌上的主粮,素有“第

二面包”之称,足见其在粮食消费中的重要地位.历

史上也有“马铃薯造就了欧洲”之说,因为正是美洲

大陆的马铃薯登陆了欧洲,马铃薯的稳定生产,致使

欧洲人口剧增.然而,１９世纪中叶,爱尔兰的马铃

薯因为晚疫病爆发造成的大减产,使上百万人饿死,
上百万人迁徙美洲,形成了欧美人口的新版图.如

今,欧洲作为马铃薯传统的消费区,人均食用量高达

８４．２kg,是世界平均水平的２．４倍(表２).近年来,
随着消费者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对食物与营

养多元化的需求随之上升,马铃薯作为主粮消费也

表２　２０１１年世界各区域马铃薯利用与消费

地区 食用占比/％ 饲用占比/％ 加工占比/％ 种用占比/％ 损耗占比/％ 其他用途占比/％ 人均食用量/(kg/人)
世界 ６３．８ １３．２ ３．５ ８．８ ８．５ ２．３ ３４．９
欧洲 ４８．４ ２４．０ ２．９ １４．３ ６．１ ４．０ ８４．２

大洋洲 ７６．０ ４．５ ８．５ ９．１ １．９ ０．１ ４７．９
美洲 ８０．７ １．１ ０．２ ７．３ ９．０ ２．６ ３６．４
亚洲 ６９．８ ９．７ ５．１ ５．１ ９．７ ０．６ ２９．５
中国 ６５．１ １７．０ ９．５ ３．３ ５．０ ０．２ ４１．２
非洲 ７０．６ ３．６ ０．０ ８．３ １２．０ ５．４ １８．７

　注:数据来源于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库,http://faostat．fao．org/

有所下降,但仍处于较高水平.大洋洲人均马铃薯

食用量排名第二,美 洲 第 三,分 别 为 ４８．０kg 和

３６．０kg,略高于世界平均水平(表２).

３．在其他区域马铃薯的消费呈现上升趋势

受稻米文化的影响,亚洲的人均马铃薯食用量

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不足３０kg.非洲马铃薯的人

均食用量最低,仅为１８．７kg.从数量上看,亚洲和

非洲马铃薯人均消费数量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但从

结构上看,亚洲和非洲７０％的马铃薯用于食用,远
远高于欧洲４８％的水平,因此马铃薯在保障低收入

群体的食物安全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２００５年

以来,受小麦、稻米等传统谷物价格暴涨影响,一些

国家,如秘鲁,开始鼓励居民食用添加马铃薯粉的面

包,以减少对高价进口小麦的依赖,这进一步拉动了

马铃薯的消费量.

与欧洲马铃薯食用消费下降趋势相反,近２０年

来我国马铃薯的食用消费数量上升较快,这既有人

口持续增长带来的总量效应,又有居民收入水平提

高过程中食物消费转型带来的结构效应(图１).

图１　１９６１－２０１１年中国马铃薯食用

消费占比与人口变化[２,４]

　　无论是对早已把马铃薯主食化的欧美国家,还
是对在食物消费中重要性日益增加的亚洲国家,以
及能有效对抗传统粮食短缺的非洲国家而言,马铃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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薯在食物与营养安全中均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正因

为如此,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把２００８年定为“国际

马铃薯年”,把马铃薯定义为地球“未来的粮食”,这
不仅表现出国际社会对推动发展马铃薯产业的高度

重视,也充分表明了世界各国在致力于全球主食革

命方面已经达成了共识:马铃薯作为重要的粮食作

物甚或为主粮在国际上已是不争的事实.

　　二、我国实施马铃薯主粮化战略的
积极意义

　　１．传统粮食作物产量连续多年增长,继续增产

空间有限,马铃薯主粮化为品种间结构调整创造

条件

从粮食供给需求看,中国粮食从２０世纪７０年

代末改革开放初期的３亿t到２０１４年超过６亿t,
尤其是最近的粮食十一连增,粮食总量超过６亿t
已经成为新常态,继续增长空间有限、难度加大.其

中,水稻、小麦和玉米平均单产都分别高于世界平均

水平,有的甚至还达到了世界上较高水平.新常态

下较为丰裕的粮食总量给品种间的结构调整创造了

条件,因为一方面人口继续增长,另一方面耕地和水

资源不断减少,需要开发新的更加可持续发展的优

质粮食资源.要确保粮食总量的继续增长,顺应市

场对不同粮食品种的需求,于是原本就是粮食品种

之一的马铃薯的主粮化被提上议程,也完全符合国

家在新形势下有关农业调结构、转方式、可持续和提

升国家粮食安全水平的具体要求.

２．马铃薯种植与加工符合国家推动中西部经济

发展和小城镇发展战略

从减贫致富需求看,马铃薯种植的区域与全国

贫困区域的分布高度重合,在中国５９２个国家级贫

困县中,有５４９个县种植马铃薯.马铃薯在这些地

区的生产和效益明显优于其他粮食作物,因为其在

为当地人们提供基本口粮的同时,也可销往外地取

得较好的经济效益.一旦通过发展加工业,还可把

增值效益留在当地,不仅可以使农民增收,而且还能

够促进城镇化的发展,这非常符合国家推动中西部

经济发展和小城镇发展战略.从扶贫致富角度,大
力发展马铃薯产业也是一项较好的政策选择.

３．从资源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的需求看,发展马

铃薯生产有利于缓解资源环境的压力

从节水角度讲,生长需水少,马铃薯的最低蒸腾

系数(需水量)只有３５０,而小麦和水稻的生长分别

是４５０和５００,所以马铃薯可能成为雨养农业的一

种主推作物.在年降水量３５０mm左右的西北干旱半

干旱地区,谷物类作物生长发育困难,但马铃薯不仅能

够生长,还能减少水土流失.从耕地利用角度讲,利用

南方１亿亩冬闲田生产马铃薯,不仅可以提高复种指

数,提高土地利用率,而且在不与其他作物争地的前提

下,可多一茬庄稼,多一份收入.因此,在局部地区,马
铃薯替代谷物类生产有利于实现粮食的可持续发展.

４．马铃薯主粮化有助于推动我国居民膳食结构

调整与升级

从城镇人口消费需求看,全国人均粮食４００kg
的占有量目标已经基本实现,所以人们在吃得饱的

条件下开始寻求吃得好、吃得营养、吃得健康.当前

城镇居民的饮食习惯、高脂高热等不合理的饮食结

构导致了超重、肥胖,以及高血压、血脂异常、糖尿病

等慢性病患病率的增加并呈低龄化蔓延的趋势,因
此,改善消费方式、调整膳食结构迫在眉睫.相比之

下,开发马铃薯主粮化产品,是一种比较理想的选

择,因为马铃薯的营养比谷物更加丰富和全面,其
营养结构更加有益人类健康.

５．马铃薯主粮化有助于拓宽“粮食安全”和 “膳
食营养”的内涵

马铃薯主粮化的内涵就是要把马铃薯由副食变

为主食,由家庭或作坊式生产加工变为工厂化生产,
使之与米面结合,变成符合中国传统消费习惯的蒸

煮型新型产品,如马铃薯馒头、面条、面包和糕点等.
已有研究表明,此类混合型面食产品口感良好、营养

丰富、价格适中,完全有可能成为大多数人接受的新

型主食产品.因此,马铃薯主粮化的内涵和具体成

果,并非人们所担心粮食危机和缺粮时期的历史重

演,即所谓的“粮食不够土豆凑”现象.在当前确保

国内９５％以上口粮自给率前提下,提出马铃薯主粮

化一方面顺应人们的消费需求、营养需求以及膳食结

构需求;另一方面根据生态环境、土壤地力以及气候

变化等条件,适时实施种植业结构的战略调整,其结

果应该也是双赢,即对于国家粮食安全的能力提升是

雪中送炭,对于人们增进营养膳食则是锦上添花.

　　三、制约我国马铃薯主粮化的主要
瓶颈

　　１．短期内消费者对传统主食的偏好难以转变,
马铃薯主粮产品需求不足是重要的瓶颈

受几千年传统饮食文化和饮食习惯的影响,我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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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居民的主食以大米和面粉为主,马铃薯一直是边

缘性的粮食作物,更多情况下是被当作蔬菜或配餐

食品,或者只在饥荒年景或贫困地区才成为特定人

群的主粮.近年来,随着快餐食品和方便食品的兴

起,相当一部分消费者开始偏好薯条和薯片,但与国

外相比,国内对马铃薯的消费远未作为真正意义上

的主食.
作为政府主导的一项战略行动,马铃薯主粮化

旨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同时,优化居民主食的营

养结构.考虑到我国食物消费正在从生产主导型向

市场主导和消费主导型转变这一事实,要真正推进

这一国家战略,提高马铃薯在居民主食消费中的比

重,有赖于消费者的认可和接受.因此,在我国传统

蒸煮饮食文化的背景下,转变居民的消费观念,适应

消费者的消费习惯和饮食偏好,开发出更多外观品

质、口感品质和营养品质为消费者乐于接受的多元

化马铃薯主食产品,才能提高消费从而打破马铃薯

主粮化的瓶颈.

２．现行鼓励粮食生产的政策并未惠及马铃薯,
马铃薯主粮化的政策瓶颈突出

马铃薯主粮化的战略,从形式上明确了马铃薯

具有粮食作物的地位,但是现行的政策若不做相应

地调整和优化,将掣肘马铃薯主粮化的进程.
首先,国家现有的一系列鼓励粮食生产的政策

并未惠及马铃薯生产.例如,２０１４年中央财政实行

的种粮农民的直接补贴政策并未将马铃薯纳入补贴

范围.目前马铃薯的良种补贴也仅在主产区进行试

点,并未普及.为鼓励小麦、玉米和水稻等粮食主产

区的生产积极性,国家对产粮大县给予财政奖励,但
相关的政策标准中并未将马铃薯产量考虑进来,这
显然不利于马铃薯的主粮化战略推进,而国家关于

粮食生产功能区建设规划中更未将马铃薯优势产区

纳入规划范围.
其次,马铃薯与原粮的折算标准不利于马铃薯

的生产.多年以前,我国制订了马铃薯和原粮传统

的５∶１折算标准(即５kg鲜马铃薯相当于１kg粮

食),按此标准,将马铃薯产量折算成原粮纳入粮食

产量统计.确定这一标准不仅缺乏科学的依据,而
且随着马铃薯的品质改善,干物质含量的提高,沿用

这一折算比不利于鼓励马铃薯的生产.如果不重新

研究并适时调整马铃薯与粮食的折算标准,将不利

于鼓励马铃薯生产者的积极性.

３．种薯和品种瓶颈制约了马铃薯单产水平提高

和产量扩张,主粮化的物质基础薄弱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我国马铃薯种植面积和产

量呈增加趋势,２０１３ 年我国马铃薯 的 总 产 量 为

８８９９万t,比１９９８年的５６２６万t增长了５８．２％;同
期种植面积从１９９８年的４０６万hm２增加到２０１３年

的５７７万hm２,增幅４２．１％;而单产同期从１９９８年

的１３．８５t/hm２上升到２０１３年的１５．４t/hm２,增幅

１１．２％,单产的增幅远低于面积和总产量的增长幅

度,且２０１３年我国马铃薯单产比世界平均水平的

１８．９t/hm２低近２０％.因此,我国马铃薯总产量的

贡献主要来源于种植面积的扩张,而不是单产水平

的提高.单产是体现农作物生产科技水平的一个非

常重要的代表性指标,但是我国马铃薯单产没有表

现出这种优势,究其原因主要是受种薯和品种结构

瓶颈的限制.
一是优质脱毒种薯应用面积低.马铃薯种植与

生产过程中,如果种薯带毒,病害将发生严重并导致

减产.由于我国马铃薯产业的起步较晚,种薯相应

的行业标准和法规建立严重滞后;或者即使有标准,
执行相应标准的法定质量监督和控制主体缺位,质
量控制体系不健全,以致马铃薯种薯市场秩序混乱,
特别是监管缺失,优质种薯的推广受到严重制约.
据统计,我国脱毒种薯的种植仅占种植面积的３０％
左右,而发达国家这一比例可达７０％以上[２].

二是马铃薯品种结构性矛盾突出.一方面,我
国马铃薯品种培育投入不足,缺乏优质的品种,特别

是北方抗旱品种和南方抗病品种短缺问题突出,制
约了马铃薯单产水平提高和规模的进一步扩张;另
一方面,与国外相比,马铃薯的专用品种,特别是加

工型品种严重短缺.如荷兰铃薯加工品种有２００余

种,加工专用化程度高,分为鲜食专用型、淀粉专用

型、油炸专用型、全粉专用型等.而我国马铃薯生产

和推广应用的品种多以菜用品种为主,用于加工薯

片、薯条和全粉品种较少.据统计,目前我国专用薯

比例为６．５％左右,而发达国家专用薯多在５０％
以上.

综上,脱毒种薯应用比例低、马铃薯品种结构性

矛盾等制约了该产业的健康发展.特别是在马铃薯

主粮化政策背景下,不克服种薯和品种结构的瓶颈,
马铃薯的产量水平难以持续增加,主粮化的物质基

础薄弱.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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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马铃薯主粮化产品配方少、深加工工艺技术

落后,构成了主粮化战略的关键瓶颈

马铃薯主粮化战略,就是将马铃薯深加工产品,
包括全粉添加到传统的馒头、面条、米饭和米粉中,
通过产品研发和加工技术工艺创新,开发和生产适

合我国居民饮食习惯的马铃薯主粮化产品,如马铃

薯全粉占一定比例(３５％~５０％)的馒头、面条、米
粉、挂面、糕点等.因此,在主粮化战略背景下,马铃

薯功能应更多地凸显其在主食产品中添加比重逐渐

上升,从而降低粮食消费中对小麦和水稻等传统粮

食作物的依赖,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实际上,我国马铃薯消费一半以上以鲜食消费

为主,马铃薯全粉加工能力和加工水平偏低,构成了

主粮化突出瓶颈.马铃薯全粉包括雪花全粉与颗粒

全粉,在主粮化战略中将发挥重要作用.但由于现

有的加工技术和设备落后,加工规模小,高质量马铃

薯全粉的生产能力远远落后于市场需求,存在很大

的缺口,单位产品的成本高,与进口全粉相比,国内

全粉价格偏高.随着主粮化战略的推进,未来市场

对高质量的马铃薯全粉需求会进一步上升,缺口有

扩大的趋势.马铃薯深加工的瓶颈具体体现在目前

营养配比科学的马铃薯主食产品配方较少、加工技

术还不成熟、适宜马铃薯主粮化的加工机械和专有

设备短缺等诸多方面.马铃薯深加工和马铃薯主食

产品加工环节的技术瓶颈构成了主粮化战略最为关

键的瓶颈.

　　四、推进我国马铃薯主粮化战略的

政策建议

　　１．加强马铃薯主粮化的宣传引导,统一认识,营
造马铃薯主食产品消费的良好社会环境

目前我国人均国民收入已经进入中等发达国家

行列,居民对食物消费的需求相应地从注重数量向

注重质量和结构转变,对改善膳食营养结构的需求

也在增加.在这一背景下,应充分利用媒体、专家访

谈、科普讲座等有效形式,普及马铃薯产品的营养价

值,营造马铃薯主食产品消费的良好社会环境.通

过提高居民对马铃薯主食产品的认知水平,引导消

费者选择马铃薯主粮化的产品,稳步提高马铃薯主

食产品的市场份额,并逐渐使马铃薯成为消费者乐

于接受的主食.

２．尽快建立和健全覆盖从马铃薯生产、加工、流
通的产业扶持政策,夯实马铃薯主粮化战略的物质

基础

当前,需要尽快建立和健全一套从马铃薯生产

到加工、流通的全产业覆盖的、多部门协同联动的产

业支持政策,以保障主粮化有序推进.
一是将马铃薯纳入粮食直接补贴的范围.现有

马铃薯生产多利用农业生产条件较差土地贫瘠,水
资源缺乏,无灌溉条件的山区和干旱、半干旱等边际

耕地,马铃薯单产水平低而不稳,增产潜力挖掘不

足.马铃薯主粮化战略在确立马铃薯具有粮食作物

特性的同时,应将其纳入现有的粮食支持政策所覆

盖的范围.当前,应尽快将马铃薯纳入国家粮食直

接补贴的范围,这一政策不仅能激励农民增加马铃

薯的种植规模,提高种植效益,保障收入的稳定增

长,而且对地下水超采区的种植业结构调整有着重

要的引导作用.
二是制定出台马铃薯的价格稳定政策,保护马

铃薯生产者的积极性.目前,我国马铃薯生产集中

在西北地区、消费市场集中在东南地区,由于长途运

输成本过高,制约了其商品属性,加之马铃薯难以大

批量贮藏,收获季产地大量集中上市,极易造成价格

下跌,产品滞销.未来在推进马铃薯主粮化战略中,
需要充分考虑到种植规模扩张引发的“薯贱伤农”现
象,因此,亟需出台稳定马铃薯价格的政策,当前可

以考虑在主产区试点开展马铃薯的目标价格政策,
通过财政补贴价差稳定马铃薯的生产,为主粮化提

供物质保障.
三是研究和制定鼓励马铃薯加工的优惠政策,

并将铃薯淀粉和全粉纳入国家战略储备体系.作为

加工原料,马铃薯季节性供给也造成了加工企业生

产周期短、难以周年均衡加工等问题.为鼓励马铃

薯加工企业提高加工转化能力和技术水平,建议出

台政策将马铃薯淀粉加工业纳入初级农产品加工业

范围,享受税收优惠政策.同时,考虑建立国家主导

与企业运行相结合的马铃薯全粉战略储备体系,真
正将其列入粮食储备品种,这不仅提升了马铃薯在

粮食安全中的地位,也是化解马铃薯及其制品价格

波动风险的有效手段.

３．构建马铃薯产业协同科研攻关体系,优化科

研资源配置,确定科研投入的优先序

我国马铃薯单产提高的潜力很大,即使是达到

目前世界平均水平,单产仍有近２０％的增产潜力,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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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达到发达国家水平,则增产潜力更为乐观.制

约我国马铃薯单产平均水平提高的技术约束主要体

现在品种特征、环境、土壤与气候条件、病虫草害等,
其中品种特征影响最大.

当前亟需构建政府、科研院所与生产企业共同

参与的协同科研攻关体系;同时加快优良新品种的

选育,突破品种“瓶颈”制约.育种科研所带来的单

产提高是未来我国马铃薯生产进一步增长的关键,
优化配置有限的科研资源,确定科研投入的优先序

是使马铃薯单产获得最大限度提高的必要条件.马

铃薯品种选育,特别是优质、高产、抗逆、抗旱和主适

宜粮化的专用品种(高干物质、高蛋白质)选育应当

作为今后较长时期内投入的重点.考虑到我国马铃

薯种植中脱毒种薯应用比例偏低,对单产制约突出

的实际,短期内,要充分利用现有优良品种资源,重
点支持种薯扩繁体系,力争实现主产区脱毒种薯全

覆盖,并建立和健全种薯质量监测体系和市场监管

体系.
除了优先发展种薯扩繁体系和优良品种选育以

外,我国马铃薯种植面积的扩张还很有潜力.在不

与小麦、玉米和水稻抢水争地的前提下,马铃薯主粮

化战略的推进有赖于中南地区和西南地区从事水稻

种植有冬闲田诸省.利用南方冬闲田种植马铃薯,
可大大提高马铃薯的总产量.因此,未来品种选育,
还要加大南方冬种马铃薯的品种选育投入,特别是

早熟品种的选育与定型.

４．把马铃薯加工转化作为主要抓手,延伸产业

链条,提高其附加值

马铃薯主粮化战略的推进,主要是依靠加工转

化拉动马铃薯生产和在居民主食消费的地位,加工

是这一战略中最关键的环节.在政策设计上,应以

马铃薯加工转化作为有力抓手,一方面,通过税收、
信贷等政策手段引导农产品加工企业加大适合国人

饮食习惯的马铃薯主粮化的产品的研发,鼓励企业

开展马铃薯主粮化产品加工关键技术工艺与配套设

备的研究与开发.另一方面,鼓励马铃薯加工企业

进行技术改造和升级,提高加工水平和产品质量.
具体来说,短期内,通过马铃薯初加工,保持和

提高传统的马铃薯产品消费.中期内,以突破马铃

薯精加工技术为重点,生产米面结合的新型马铃薯

主粮产品,而且要按不同配方比例,生产出不同价格

水平的产品,满足不同消费群体需求,稳步扩大马铃

薯主食产品的市场份额.长期内,以马铃薯精深加

工技术为目标,在稳步提高马铃薯主粮消费的基础

上,通过精深加工提取营养物质制成保健与营养食

品或药品.
总之,通过政策设计,鼓励和引导企业利用不同

的加工技术,获得多元化的马铃薯加工产品,形成

“加工促进消费,消费带动生产”的良性循环,在推进

主粮化战略的同时,延伸马铃薯产业链条,提高产业

附加值.

５．加强国际合作,推动 “走出去”与“请进来”,
提高我国马铃薯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国际马铃薯中心(CIP)拥有世界上最丰富的马

铃薯种质资源.据统计,截至２０１３年国际马铃薯中

心保存有马铃薯种质资源１０３４３份[２],其研究团队

在品种资源保存和分析评价利用、遗传育种、生产栽

培管理、营养与健康等研究领域具有突出的优势.
近年来CIP在研究如何促进马铃薯高产、高效益和

可持续发展以及在农业、经济和粮食安全方面发挥

着重要的作用,并将发展早熟马铃薯,增强谷物生产

体系综合产出,提高亚洲粮食安全水平,作为２０１４
－２０２３年１０年战略发展目标之一.２０１０年 CIP
与中国政府共同组建国际马铃薯中心亚太中心(亚
太中心),这为我国与CIP的合作创造了地缘优势.
未来在推进我国马铃薯主粮化战略中,要加强与

CIP等机构的国际合作,充分利用其丰富的薯类种

质资源和智力资源,大力选育专用加工品种,将其作

为成就中国特色的薯类作物主粮化的“助推器”.
依靠“请进来”强化国内马铃薯“产学研”的同

时,积极研究“走出去”的问题,把国内薯类研究与生

产的优势向国外延伸,打造中国品牌,提高我国薯类

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６．逐步把马铃薯主粮化战略拓宽至薯类作物主

粮化战略

无论从世界范围还是国内情况看,甘薯也是一

个很大的粮食作物品种.国内种植面积虽然不及马

铃薯,但总产与马铃薯相当,约有近１亿t,可谓薯类

作物的半壁江山,而且占世界总产的８０％左右,因
此在推进马铃薯主粮化的进程中,应该也把甘薯纳

入其中.
甘薯营养丰富,尤其具有抗癌、抗衰老的一些功

能,在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健康食品中名列前茅.
甘薯的生产特性与马铃薯相当,只是在地域分布方

面有所不同,因为它更加耐热、耐旱,所以长江流域

和以南地区适宜种植和生产,正好与马铃薯种植区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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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互补.因此,薯类作物主粮化战略应该是更加全

面、更加科学和更加实际的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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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ategyofPotatoasStapleFood:Significance,
BottlenecksandPolicySuggestions

LUXiaoＧping
(CIPＧChinaCenterforAsiaandthePacific,CCCAP,Beijing,１０００８１)

Abstract　２０１５,developingpotatoasthestaplefoodwasincludedbyMinistryofAgricultureofChiＧ
nainitsimportantagenda．Developingpotatoasthestaplefoodwillnotonlypromotetheadjustmentof
plantingstructure,achievethesustainabledevelopmentofagricultureandsafeguardChina’snational
foodsecurity,butalsoimproveandenrichthedietstructureofChinesepeople．Basedontheinternational
experienceandpractice,thispaperfirstanalyzesglobalpotatoproductionandconsumption,thendiscusＧ
sesthepositivesignificanceofimplementingthestrategyof“potatoasastaplefood”inChina．InaddiＧ
tion,thispaperanalyzesthemajorbottleneckswhichrestrictthestrategyofdevelopingpotatoasthestaＧ
plefoodfromconsumptiondemand,germplasmuse,processingabilitiesandpolicyadoption．Thispaper
finallyputsforwardsomecorrespondingpolicysuggestionsfromtheperspectivesofconsumptionguidＧ
ance,policyadjustment,increaseofR&Dinvestment,processupgrading,promotionofinternationalexＧ
changesandbroadeningoftherangeofstaplef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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