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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脱毒马铃薯种薯产业发展现状、 

优势、存在的问题和建议
王　笑 1　任路路 1　白　鹏 2　延晓倩 1

（1 山西省农业种子总站，太原 030006； 2 山西省农村经济研究所，太原 030031）

摘要：山西省是北方马铃薯的主产区之一，马铃薯是山西第四大粮食作物，对全省粮食生产、农民增收起到了重要作用，但

目前存在脱毒种薯推广率低、科技支撑不足、马铃薯商品率低、深加工企业少、市场影响力小等问题。山西省具有种植马铃薯

的资源、政策、区域等优势，在生产和加工方面具有巨大的潜力，已经逐步形成雁门关、太行山、吕梁山三大马铃薯优势产业带，

必须做好今后的打算，促进山西马铃薯产业的持续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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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是马铃薯的北方主产区之一，大约是在

18 世纪末 19 世纪初，清朝乾隆、嘉庆年间由晋商从

俄罗斯引种至现今山西省的北部大同区域种植后，

自北向南逐渐扩散，到清朝末年民国初期，山西省已

普遍种植马铃薯。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改革开

放以来，山西的马铃薯生产取得了较快发展，马铃薯

成为排在小麦、玉米、谷子之后的山西第四大粮食作

物。山西被公认为是全国优良的商品薯生产基地和

全国为数不多的马铃薯种薯最佳繁种基地之一，已

被列入全国规划的马铃薯商品生产和种薯繁育的最

佳区域。

1　山西省马铃薯生产及脱毒种薯发展现状
1.1　种植面积和产量　2005 年以前山西省马铃

薯种植面积较大，达到 30.67 万 hm2，位居全国第 7
位。2006 年以后，山西省马铃薯种植面积大量下滑，

2009 年下滑到 17.33 万 hm2。近年来，在种薯繁育

补贴、种植补贴等政策的推动下，山西省马铃薯种植

面积有了恢复性增长，据国家统计局山西调查总队

农作物抽样调查资料显示：2017 年山西马铃薯种植

面积约为 18.79 万 hm2，比上年增加 5100hm2，马铃

薯产量将保持稳中略增态势。

1.2　良种结构不断改善　山西省完成了 4 次大的

品种更换，推广费乌瑞它、大西洋、克新一号、晋薯 7
号、晋薯 16 号、冀张薯 8 号、青薯 9 号、冀张薯 12 号、

同薯 20 号、希森 6 号等优良品种，基本实现了品种

区域化种植布局，呈现出多用途、早中晚熟，品种搭

配的多样化、商品化发展趋势 [1]。马铃薯加工企业、

专业合作社和农民经济人队伍不断发展壮大，加工

经销能力进一步提高，宽窄行、起垄、覆膜等技术得

到了大面积推广，山西全省优质合格脱毒种薯推广

率达到 30%，马铃薯商品率达到 60%，加工转换率

达到 30%。

1.3　产业技术体系基本形成　全省已经形成以省

农科院高寒所、省薯类脱毒中心为核心，多个马铃

薯脱毒种薯制种企业共同参与的种薯产业体系，机

械化起垄、播种、培土、收获开始大面积推广。依

托全省种薯产业技术体系，开展马铃薯品质提升、

绿色高效生产、重大病虫害防控，有效推进全省马

铃薯产业实现提质增效，马铃薯科研能力得到加

强，省级马铃薯检测中心即将成立，市场进一步 

利用，农业部门与粮食部门沟通协调，实行优质优

价，达到效益最大化。四是更新换代品种，积极与

科研院校合作，引进新品种试验示范，筛选出适宜

本市种植的小麦新品种，满足广大农户对新品种的 
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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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

2　山西省马铃薯产业发展优势
2.1　资源优势　山西省是北方马铃薯主产区，昼夜

温差大，生产的马铃薯干物质含量高，种植区自然

隔离条件好，土壤为沙土，适宜种植，各贫困县多有 
种植。

2.2　政策优势　国家越来越重视马铃薯产业发展，

马铃薯在保障粮食安全、调整农业结构和促进农民

增收等方面有着重要作用，越来越受到国家层面的

关注和重视。农业部 2006 年出台《关于加快马铃

薯产业发展的意见》，2007 年将马铃薯列入优势农

产品区域布局规划，2009-2015 年国家财政安排实

施马铃薯原种生产补贴。2016 年农业部 1 号文件

《关于推进马铃薯产业开发的指导意见》提出：到

2020 年，马铃薯种植面积扩大到 667 万 hm2 以上，

每 667m2 产量提高到 1300kg，适宜主食加工的品种

种植比例达到 30%，主食消费占马铃薯总消费量的

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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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置。

2.3　马铃薯种薯推出理赔项目　马铃薯种薯目标

价格保险理赔措施是山西省推行的首个农产品目

标价格保险精准项目。2017 年人保财险娄烦支公

司对当地参保的 115.33hm2，以 0.4 元 /kg 差价按照

每 667m2 约定产量对参保农户进行理赔，共赔款 
62.8 万元。

3　存在的问题
3.1　种植结构不合理　山西省秋薯收获占比大，导

致价格低、收入低，鲜薯积压上市，同时加工企业出

现季节性短缺，市场产销对接脱节。鲜薯贮藏大都

以农户自贮为主，损失率达 15%~30%，市场营销体

系不健全，造成“旺季滞销，淡季断货”的市场尴尬

局面。加之，产品知名度低，品牌培育不力，使得储

销压力大、价格上不去，丰产不增收。

3.2　产业组织化程度低　目前全省有规模化种薯

生产企业 20 多家，加工型企业多为马铃薯淀粉加

工，市场影响力较高的品牌不多，产业产量低、规模

小、耗能多，由于污染严重，淀粉企业大面积关停，加

之马铃薯产业贮藏难度大，马铃薯种植面积有所萎

缩，种薯的销量降低。

3.3　产业基础薄弱

3.3.1　自然条件差　马铃薯种植多为旱地种植，中

低产田地比例大，农田交通设施差，马铃薯稳产基础

不牢固，抗自然风险能力差。同时，马铃薯种植区域

多为山地丘陵，影响了马铃薯机械化的推广应用。

3.3.2　技术服务不到位　由于技术人员匮乏，一些

技术不能及时服务到位，如对晚疫病的预报预测。

专业技术人员对村民的培训力度不够，劳动力年龄

偏高，对新技术接受能力差，认识落后，广种薄收现

象仍存在，创新能力不足，加之贫困地区对马铃薯产

业的重要性认识不足，群众听得懂，但落实得少，比

如宽窄行种植、马铃薯切块消毒等技术措施，重视程

度不够，新技术得不到有效应用。

3.3.3　脱毒种薯扩繁能力不足　种薯企业分散布

局，规模不大，生产种薯品种与市场需求不能有效

对接，出现缺货断货或存货积压现象，有一定的盲 
目性。

3.3.4　马铃薯种薯质量监管难度大　种子管理部门

有时力不从心，对马铃薯种薯质量的监管力度不如

蔬菜、玉米等作物，使得种薯质量参差不齐，质量得

不到保证，影响了推广。

3.3.5　品种结构不合理　目前主推马铃薯品种较

多，但在外表、口感、产量、机械化适宜程度这几方面

多少存有缺陷，品种结构单一，多为鲜食品种，缺乏

主食化加工品种和短生长周期的品种。

3.4　种薯生产企业与市场需求之间矛盾重重　全

省脱毒种薯推广率达到 30%，上升的空间还有很多。

种薯繁育成本高，第 1 年脱毒种苗繁育后的种薯是

原原种，第 2 年原原种繁育后的种薯是原种，第 3 年

原种繁育后的种薯是一级种薯，一级种薯最适合大

田生产同时也是马铃薯的盛产期，经过 3 年繁育才

能生产出一批适合老百姓种植的种薯，3 年成本非

常高，导致价格高卖不出去，价格低企业亏损难以

正常运转。种薯储藏难，一般的储藏为地窖，折损率

在 20% 左右，恒温储藏窖折损率低，但建设成本高。

另一方面贫困地区品种老化，品种与市场需求脱节，

而且大部分生产马铃薯只用于满足日常生活需求，

普通农户对脱毒种薯购买积极性不高，限制了脱毒

良种的推广。

4　山西省马铃薯产业今后的建议
针对马铃薯产业的发展仍然存在科技含量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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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市种业发展调研报告
田　龙　韩媛芬　丁维汉

（陕西省西安市种子管理站，西安 710054）

摘要：农作物种业是国家战略性、基础性核心产业，对于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促进农业现代化、增强农业综合竞争力具有重

要意义。为全面掌握西安市种业发展状况，加快推进西安市现代种业发展，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了种业专项调研，针对西安市种

业发展现状、取得的成绩及存在的问题，提出了 4 点具体建议。

关键词：西安种业；发展现状；存在问题；建议

种子是农业科学技术进步的主要载体，也是改

善农作物品质，提高农作物产量，提升农业生产能

力和整体经济效益，实现农民增收的有效途径。自

2000 年《种子法》颁布实施以来，在省级有关部门和

领导的高度重视下，西安市种业有了长足发展，对省

内乃至全国农业生产、农产品有效供给和促进农民

增收作出了重要贡献。

1　西安市种业发展现状
1.1　种子管理机构建设情况　全市现有市、县（区）

两级种子管理机构 10 个，农业综合执法大队 1 个，

在职管理人员 176 人，其中技术岗位 82 人、管理岗

位 17 人、工勤岗位 58 人。持有执法证的 76 人，具

有种子检验资质的 38 人。

1.2　种子市场经营情况　全市现有种子从业人员

2000 多人，持证种子企业 37 家（持陕西省农业厅颁

发的 B 证企业 6 家，持西安市农业农村局和县区农

业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非主要农作物生产经营企业

31 家），占全省持证企业的 37.8% ；种子经营门店

778 个；全市现有集种子、农药、化肥、农膜为一体的

交易市场 2 个。

低、技术力量薄弱、脱毒种薯推广率不高等问题，提

出了以下几点建议。

4.1　提高认识　各级干部要充分认识马铃薯在保

障粮食安全、增加农民收入、精准脱贫和优化产业结

构上的作用，加大资金和项目支持，加强监督管理，

加强良种良法推广和种薯监管，推进马铃薯生产机

械化，建设规范化、标准化生产示范基地，加强产品

营销，做好品牌建设。同时，引进民营资本进入山西

省马铃薯产业领域，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对地方经

济发展和农民就业、增收贡献突出的马铃薯生产、加

工、销售企业及合作社、专业大户、家庭农场等市场

主体给予奖励 [2-3]。

4.2　完善基础设施建设　利用高标准农田建设项

目，改造种植田地，建设绿色高产高效示范园区，挖

掘马铃薯最高产量、最大产值、最好质量潜力。调整

加工产业结构，做好污染设施的补贴建设。加快全

省试管苗扩繁建设，提高马铃薯原原种生产能力。

重点完善以晋西北为主的原种繁殖基地建设，配套

建设大型马铃薯恒温储藏窖，降低贮藏期间的烂薯

问题。力争早日建成山西省马铃薯种薯质量检测中

心，加强对全省脱毒种薯生产的质量检测。

4.3　品牌打造　培育发展一批专门从事马铃薯经

销的公司、合作社和运销大户，改善马铃薯贮藏、包

装、运输条件和技术，对外销鲜薯进行分级包装、精

包装，通过岚县土豆花节、中国（山西）特色农产品

交易博览会、中国马铃薯大会等宣传，把山西马铃薯

品牌推介出去。支持申报马铃薯有机、无公害、绿色

产品，支持申请地理标志产品保护和注册马铃薯产

品商标，打响山西马铃薯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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