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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6世纪，马铃薯就从南美洲被引种到欧洲

地区，随后又被引种到亚洲地区，目前全世界大约有

150多个国家和地区种植马铃薯，其年产量已经达到

了世界粮食作物总产量的第四位，仅次于玉米、小麦

和水稻等粮食作物。随着快餐连锁产业的快速发展，

尤其是薯条、薯片等快餐食品受到越来越多年轻人的

喜爱，马铃薯的需求量急剧增加。近年来，我国马铃

薯产业的发展也非常迅速，尤其是西北地区，其独特

的地理环境和气候环境非常适合马铃薯生长，其发展

势头已经远超国内其他地区。因此，系统研究我国西

北地区马铃薯生产规模效率以及可能存在的影响因

素，能为优化我国西北地区马铃薯产业生产布局，促

进马铃薯产业快速、健康发展提供重要的理论依据。

1　我国马铃薯发展概况

粮食安全问题一直是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

因素。我国人口众多，农业基础薄弱，传统粮食作物

总产量和总种植面积在短时间内很难有较大增长，而

马铃薯作为一种兼用型农作物，其种植面积和产量还

存在较大的增长潜力。此外，马铃薯产业还是我国西

北大开发过程中的重点扶持产业，在促进农民增产、

增收，带动地区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因

此，进一步推动马铃薯产业的发展，对保障我国粮食

安全及促进西北地区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和

现实意义[1-3]。

我国的马铃薯种植历史可以追溯到17世纪，从

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马铃薯种植面积已经是亚

洲地区最大，之后随着人口增加和粮食需求增多，马

铃薯种植面积不断增加。在2000年左右，我国已经成

为世界上马铃薯栽培面积最大的国家，种植面积达到

全球种植面积的20%。为进一步提升我国马铃薯产业

发展，2015年，马铃薯作为主要粮食作物的战略规划

被提出，为我国未来马铃薯产业发展指明方向。2015

年农业部文件上明确指出2020年左右我国的马铃薯种

植规模应扩大到800万公顷左右，且用于主粮消费的

总量不应低于总产量的30%，这些政策的提出为我国

农业产业中马铃薯产业的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1-3]。

与水稻、玉米和小麦等粮食作物相比，马铃薯

对种植环境的要求更低，适应性更强，且马铃薯除了

用于粮食外，还能够作为蔬菜来丰富消费者餐桌。研

究发现，马铃薯的主要成分为淀粉，而这种淀粉具有

脂类化合物低、颗粒大、抗切割等优良特性，这些优

良特性在食品加工、纺织、建材、石油钻探以及化工

等多种行业具有较强的应用价值，这使得马铃薯能够

被广泛地应用到这些产业上。此外，马铃薯自身营养

含量高、种植成本低以及对种植环境适应性强等优

点，使马铃薯成为饲料加工行业的重要原料[3-4]。

我国的马铃薯种植历史悠久，根据不同地区马

铃薯栽培方式以及栽培类型，可以将我国的马铃薯种

植区域划分为北方一季作区、中原二季作区、西南

一二季混作区以及南方冬作区这四个主要的区域。

由于北方地区存在日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和气候

干燥等特点，对马铃薯的生长发育和营养物质积累作者简介：宋振华，农业推广硕士，高级农艺师。

西北地区马铃薯生产规模效率及影响因素

宋振华

（定西市农业技术推广站，甘肃定西  743000）

摘要：【目的】探究我国西北地区马铃薯生产效率以及可能存在的影响因素，根据这些结果为我国西北地区

马铃薯产业发展提出相关建议，希望提升西北地区马铃薯生产的技术效率。【方法】查阅资料，收集我国

西北地区马铃薯生产相关的调研资料，在已有调研资料的基础上对西北地区马铃薯生产规模效率以及影响因

素进行总结和分析。【结果】发现土地规模、劳动力数目、农户自身知识水平储备和农业生产服务等因素与

马铃薯生产效率存在显著相关性。【结论】在我国西北地区，影响马铃薯生产效率的因素很多，其中土地规

模、农户自身认知水平以及农业生产服务等因素对西北地区马铃薯生产效率影响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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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有利，因此逐渐成为我国马铃薯种植的主要区

域之一，尤其是在西北地区。此外，相比较小麦、玉

米和水稻等传统农作物，马铃薯具有耐旱、耐寒和耐

贫瘠、适应性强以及产量高、经济效益更好等特点，

已经成为土地贫瘠地区优势农作物物种之一。2011年

的统计数据显示，在我国592个欠发达地区，马铃薯

种植面积高达300万公顷，产量高达0.487亿吨，其种

植面积和产量分别占全国马铃薯种植面积和产量的

51.48%和46.18%。且这些地区马铃薯种植面积在粮

食种植面积中的比例高达10.69%，远高于全国平均水

平（4.91%）。此外，在我国西北地区的部分贫困地

区，马铃薯种植面积能够占粮食播种面积80%以上，

马铃薯收益达到了农民人均收入的30%以上。与此同

时，研究人员对陕西省靖边地区调研发现，同等条件

下马铃薯种植收益是当地其他农作物，如绿豆、谷

子、大豆和糜子的1.38、2.02、2.75和2.56倍之多。当

地很多农户依靠种植马铃薯实现脱贫，在当地大约有

1/3的农户种植马铃薯年收益超过2万元。这些结果表

明马铃薯由于适应性强、种植效益高，已经成为欠发

达地区农民实现增产增收的主要农作物之一[3-5]。

2　我国马铃薯生产现状

2.1　生产规模不断扩大，产区逐渐集中

我国作为传统的马铃薯种植大国，种植面积和

产量均占到世界马铃薯生产的23%-28%左右。2013

年，我国马铃薯播种面积大约在9000万公顷，鲜薯产

量在1.01亿吨左右，播种面积和产量与1991年相比分

别增长了96%和204%（如图1所示）。对我国马铃薯

种植特点和区域进行分析后，我们不难发现四川、内

蒙古、甘肃、贵州、云南、重庆以及黑龙江等地区马

铃薯种植面积较大，年产量均500万吨以上，总产量

达到全面马铃薯总产量的70%以上[6]。

2.2　总体生产水平低，地区差异较大

对我国马铃薯种植区域分析发现，我国马铃薯

的主产区大多位于土地相对比较贫瘠、农业生产条件

较差的山区或干旱半干旱地区。生产规模和种植方式

也大多数以家庭为单位，生产规模小、生产方式粗

放，使我国马铃薯的单产水平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

平，平均每公顷马铃薯产量只有15吨左右。2013年，

统计数据显示我国马铃薯平均产量每公顷为17.8吨，

相比较1991年增长了62.59%，而同时期美国、新西

兰、德国以及荷兰等农业发达国家，马铃薯的平均产

量均在每公顷37.5 吨以上，这表明我国单位面积上马

铃薯产量与农业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较大的差异，具

有很大的发展空间。除此之外，由于我国农业生产大

多数以家庭为单位，农户的认知水平有限，对马铃薯

生产的物资投入和脱毒种薯应用率不同，造成不同地

区的马铃薯生产水平也存在较大差异。其中部分省市

马铃薯平均单产已经接近农业发达国家水平，如山

东，其2013年马铃薯平均单产已经达到42.2 t/hm2。相比

之下，宁夏、安徽、陕西以及山西地区马铃薯平均单产

水平较低，产量都低于13 t/hm2（如图2所示）[5-6]。

图2 全国不同省市马铃薯平均单产

3　马铃薯生产规模效率及影响因素

由于我国现代化农业发展起步晚，农业生产主

体仍然以普通家庭为单位，造成在现阶段的马铃薯生

产过程中依然存在种植效率低，农户新技术推广和接

受能力慢以及土地分散等问题。此外，我国马铃薯主

低，产量都低于 13 t/hm2（如图 2 所示）[5-6]。

图 2 全国不同省市马铃薯平均单产

3 马铃薯生产规模效率及影响因素

由于我国现代化农业发展起步晚，农业生产主体仍然以普通家庭为单位，造

成在现阶段的马铃薯生产过程中，依然存在种植效率低，农户新技术推广和接受

能力慢以及土地分散等问题。此外，我国马铃薯主产区 80%以上都位于山区，这

些地区地势比较复杂，土地相对比较分散，机械化使用率低。此外，在山区种植

也对农产品运输销售造成一定的困难，而且这些地区降水量和土壤等农业生产条

件也与平原地区存在差异。因此，如何结合我国实际种植情况，在保障农户收入

的情况下，提高马铃薯的生产效率和农户的种植积极性已经成为我国马铃薯产业

的重要难题。由于西北地区是我国马铃薯生产的重要区域，因此，探究西北地区

农户马铃薯生产规模效率以及影响因素，对实现我国西部地区马铃薯产业发展和

乡村战略的实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7-8]。

甘肃省定西县是我国重要的马铃薯生产基地，被誉为“马铃薯之乡”。马铃

薯在该地区有着悠久的种植历史，是当地经济发展的主导产业之一，对其种植情

况进行研究，能够反映出西北地区马铃薯生产情况。因此，本研究主要根据查阅

资料对定西地区马铃薯生产规模效率和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和阐述[1,9-10]。

3.1 农户特征对马铃薯生产效率的影响

马力阳等通过对甘肃定西地区马铃薯种植农户的农户特征（户主年龄、受教

育程度、劳动力数量、专业化程度、农户认知水平以及是否使用农膜）与当地马

铃薯生产效率进行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专业化程度、劳动力数量和农户认知水

平与农户的马铃薯生产效率存在相关性[1,9]。由于当前我国城镇化综合经济快速

我国作为传统的马铃薯种植大国，种植面积和产量均占到世界马铃薯生产的

23-28%左右。2013 年，我国马铃薯播种面积大约在 9000 万公顷，鲜薯产量在

1.01 亿吨左右，播种面积和产量与 1991 年相比分别增长了 96%和 204%（如图 1

所示）。对我国马铃薯种植特点和区域进行分析后，我们不难发现四川、内蒙古、

甘肃、贵州、云南、重庆以及黑龙江等地区马铃薯种植面积较大，年产量均 500

万吨以上，总产量达到全面马铃薯总产量的 70%以上[6]。

图 1 不同年份全国马铃薯种植面积、产量以及平均单产

2.2 总体生产水平低，地区差异较大

对我国马铃薯种植区域分析发现，我国马铃薯的主产区大多位于土地相对比

较贫瘠、农业生产条件较差的山区或干旱或半干旱地区。生产规模和种植方式也

大多数以家庭为单位，生产规模小、生产方式粗放，使我国马铃薯的单产水平远

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平均每公顷马铃薯产量只有 15 吨左右。2013 年，统计数

据显示我国马铃薯平均产量每公顷为 17.8 吨，相比较 1991 年增长了 62.59%，而

同时期美国、新西兰、德国以及荷兰等农业发达国家，马铃薯的平均产量均在每

公顷 37.5 吨以上，这表明我国单位面积上马铃薯产量与农业发达国家相比还存

在较大的差异，具有很大的发展空间。除此之外，由于我国农业生产大多数以家

庭为单位，农户的认知水平有限，对马铃薯生产的物资投入和脱毒种薯应用率不

同，造成不同地区的马铃薯生产水平也存在较大差异。其中部分省市马铃薯平均

单产已经接近农业发达国家水平，如山东，其 2013 年马铃薯平均单产已经达到

42.2 t/hm2。相比之下，宁夏、安徽、陕西以及山西地区马铃薯平均单产水平较

图1 不同年份全国马铃薯种植面积、产量以及平均单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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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区80%以上都位于山区，这些地区地势比较复杂，

土地相对比较分散，机械化使用率低。此外，在山区

种植也对农产品运输销售造成一定的困难，而且这些

地区降水量和土壤等农业生产条件也与平原地区存在

差异。因此，如何结合我国实际种植情况，在保障农

户收入的情况下，提高马铃薯的生产效率和农户的种

植积极性已经成为我国马铃薯产业的重要难题。由于

西北地区是我国马铃薯生产的重要区域，因此，探究

西北地区农户马铃薯生产规模效率以及影响因素，对

实现我国西部地区马铃薯产业发展和乡村战略的实施

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7-8]。

甘肃省定西县是我国重要的马铃薯生产基地，

被誉为“马铃薯之乡”。马铃薯在该地区有着悠久的

种植历史，是当地经济发展的主导产业之一，对其种

植情况进行研究，能够反映出西北地区马铃薯生产情

况。因此，本研究主要根据查阅资料对定西地区马铃

薯生产规模效率和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和阐述[1，9-10]。

3.1　农户特征对马铃薯生产效率的影响

马力阳等通过对甘肃定西地区马铃薯种植农户

的农户特征（户主年龄、受教育程度、劳动力数量、

专业化程度、农户认知水平以及是否使用农膜）与当

地马铃薯生产效率进行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专业化

程度、劳动力数量和农户认知水平与农户的马铃薯生

产效率存在相关性[1，9]。由于当前我国城镇化综合经

济快速发展，造成大量的劳动力从事非农业生产，其

工资收入也成为一部分农民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除

去这部分农民家庭，而对以农业收入为主要收入的家

庭进行分析发现，农户认知水平与马铃薯生产效率呈

正相关，即农户认知水平越高，生产技术效率越高。

由于定西地区是我国马铃薯的主要生产区，马铃薯种

植历史悠久，造成部分农户对自身种植技术比较自

信，认为不需要专业指导。而随着当前马铃薯产业的

快速发展，马铃薯种植技术在不断优化更新，部分农

户积累的种植经验并不能满足当前的马铃薯种植要

求。这就造成一部分认知水平高的农户能够及时地接

受新技术、新品种，淘汰老技术、旧品种，促进了技

术效率的提高，而另一部分认知水平低的农户还停留

在原先的生产技术水平上。由于西部地区马铃薯种植

存在土地分散、细碎化严重等特点，不利于机械化作

业，造成劳动力边际效应递减趋势不显著的现象。在

这些地区，劳动力数量的增加更加有利于生产效率的

提高[1，9-10]。

3.2　生产性服务对马铃薯生产效率影响

农业生产性服务是由种薯服务、施肥服务、病

虫害防治服务和机械服务这四个方面组成，其中只有

肥料支出与马铃薯生产效率呈现正相关，表明施肥能

够较大幅度增加马铃薯产量，降低劳动力投入，从而

提高生产效率。令人惊讶的是，调研资料显示在当地

大多数农户还是保持传统的种植方式，使用的肥料多

为有机肥，化学肥料的使用相对较少。但由于长时间

种植，土地肥力正在逐渐降低，而肥料的使用量相比

较以前还是呈现增加的趋势。此外，由于定西地区属

于半干旱地区，马铃薯常见的病虫害（晚疫病等）发

生的情况较低，这使该地区农户在病虫害防治方面的

投入较低[9-10]。

3.3　生产规模对马铃薯生产效率的影响

调研相关资料显示生产规模与马铃薯生产技术

效率呈负相关。这可能跟该地区主要位于山地地区有

关。随着经济发展，大量农村劳动力进入城镇进行生

活，原有耕地绝大多数都流转给当地农户进行种植。

得到大量耕地的种植户由于土地碎化不能进行大规模

机械化作业，且农村劳动力匮乏使这些地区马铃薯种

植和管理相对比较粗放。另一方面，种植户对市场

的把握以及在经营管理上存在局限性，进一步造成

马铃薯销售困难。根据这些结果，我们不难推断出

在山区，由于运输条件、机械化使用困难等因素制

约，大规模种植马铃薯显得并不合适。因此，农户

应当选择合适的规模进行经营管理。一般情况下，

土地细碎化情况越严重，种植过程中需要消耗人力、

物力和财力就越多，生产效率就会越低。而在山区种

植马铃薯，由于土地都比较细碎，很少会出现大规模的

集中种植户[9-11]。

3.4　生产经营特征对农户马铃薯生产效率影响

农户生产经营特征中是否参加合作社是影响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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铃薯生产效率的主要因素。调研资料显示，大部分农

户收入来源多样化，而种植马铃薯产生的收入只占家

庭收入很小的一部分，这也导致散户经营的种植户对

马铃薯生产和管理上投入相对较小，管理上粗放，进

而造成马铃薯生产效率降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合

作社）已经成为我国农业发展的一个新的模式。马铃

薯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可以为其成员提供马铃薯种薯采

购、农资购买发放、马铃薯销售、运输、储藏以及技

术支持，这样能够减少农户在种植过程中的其他投

入，提高农户的种植积极性。但目前我国马铃薯种植

户参加合作社的还比较少，大多数还是以散户经营为

主；此外，成立的部分合作社并未对农户起到上述的

帮扶作用[10]。

4  总结和建议

本文通过对甘肃定西地区调研资料中马铃薯生

产规模效率及影响因素进行总结和分析。从中得出生

产规模、劳动力数量、农户专业化程度、农户认知水

平和农业生产服务等因素对马铃薯生产效率存在显著

相关性。根据这些结果，对当前我国西北地区马铃薯

生产，尤其是山区提出以下几点建议：（1）当地政

府应当大力发展龙头企业和专业合作社等新型农业主

体，这些新型农业要健全和完善社会化服务体系，为

马铃薯种植农户提供优质的农业服务和技术，带动当

地马铃薯产业的发展；（2）政府应当引导当地马铃

薯种植由散户经营向适度经营规模转变。要鼓励种植

户进行土地流转，降低由于土地碎化造成的分散生产

成本投入增加；另一方面，也要避免盲目扩大种植面

积，造成经营和管理上的困难；（3）提升种植户的

认知水平，种植户作为马铃薯生产主体，需要提高自

身的认知水平，积极参与农技部门组织的培训，拓宽

信息渠道，更加全面地了解马铃薯生产过程中的新

技术；同时，积极同当地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进行合

作，实现标准化生产，有效降低经营风险[1，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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