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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省东部地区马铃薯种薯产业 

发展限制因素及解决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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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黑龙江省东部地区生态环境非常适于马铃薯种薯繁育，但近几年马铃薯种薯繁育面积却逐年下降。对该地区马铃

薯种薯产业发展的限制因素进行了分析，针对存在的突出问题，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对策，以期为黑龙江省东部地区马铃薯脱毒

种薯产业的发展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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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省东部地区气候冷凉，土质疏松肥沃，

马铃薯病虫害极少发生，生态环境非常适于马铃薯

种薯繁育。然而随着马铃薯主粮化的提出，该地区

马铃薯种植面积及繁育面积却逐年降低，这对黑龙

江省东部地区农业种植结构调整非常不利。由于该

区耕地面积大，机械化程度高，交通发达、运输便利，

马铃薯种薯产业具有极大的发展空间，因此，要加快

黑龙江省东部地区的马铃薯种薯产业发展，不但要

找到发展的优势，更要找到存在的问题，正确认识到

形势，利用优势条件，解决限制产业发展的问题。

1　 黑龙江省东部地区马铃薯种薯产业发展
的限制因素

1.1　种薯生产企业规模小，储销能力弱，缺乏品种

竞争能力　黑龙江省东部地区真正坚持下来做马铃

薯种薯繁育的企业不足十家，且都是小规模生产，缺

乏自己的品种，竞争能力弱；目前，国家对种业知识

产权的保护力度加大，品种“瓶颈”将更加制约企业

发展。同时，随着物流业的蓬勃发展，市场受到外地

脱毒种薯的冲击，本地企业繁育的脱毒种薯时有滞

销现象发生，只能窖储以等待商机。在黑龙江省东

部只有个别加工企业有能力使用现代化马铃薯贮藏

窖，多数企业和种植大户自己修建的储藏窖设备较

简陋、管理手段落后、温湿度控制不好，因此在贮藏

过程中导致烂窖率较高，造成很大损失；少数种薯繁

育户还依赖蔬菜大厅的冬贮蔬菜贮藏房，贮藏费用

高昂。

1.2　企业资金缺乏，政策支持少，薯农积极性低　

黑龙江省东部地区是中国商品粮生产基地，长期以

来以水稻、大豆、玉米生产为主要发展方向，马铃薯

用种量与其他作物相比投入更大，却没有良种补贴，

加工企业也没有像其他农产品加工业一样的优惠政

策。在这种情况下，薯农积极性受到极大影响，严重

制约了马铃薯产业发展，这也导致大部分种薯生产

企业规模偏小、资金不足，种薯生产、销售在该地区

更加困难。加上国家补助不到位，储存窖、小型马铃

薯机械化耕作设施、渠和井配套不完善，建设跟不上

马铃薯种薯生产的发展，造成马铃薯种薯生产困难，

增加了种薯生产成本。

1.3　优良品种和先进技术推广不到位，病害预测预

报体系不完善，种薯质量存隐患　黑龙江省东部几

个较大的马铃薯种植区，已经有几十年的马铃薯种

植历史，由于多年与外界交流学习，栽培技术比较先

进，繁育品种优良、产量较高，加工具有一定的规模，

销售也有固定的市场，且逐年扩大，同时带动了周边

很多地区种植马铃薯，效益可观。但是也存在小型

种薯繁殖户学习交流不及时，购买的繁殖用种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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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正规，还采用固有的老办法种植，更不懂因地制

宜，质量意识淡薄等问题；加上各市县农业推广部门

多数没有专门从事马铃薯种薯繁育的技术人员，因

此繁殖户管理比较粗犷；病害预测预报体系不完善，

收获后窖藏种薯堆放隔离不当，造成种薯病害交叉

感染，品种混杂现象时有发生。

1.4　种薯繁育技术落后，从业人员业务能力低　黑

龙江省东部地区马铃薯科研育种单位少，虽然科研

队伍已形成一定的规模，完成了部分国家、省级马

铃薯科研课题，但育种技术薄弱，新品种开发速度较

慢，且推广种植面积很小，与东部地区马铃薯产业发

展的要求及潜力相比，仍有一定差距。同时，由于没

有正规的脱毒种薯检测机构，极少数的实生苗应用

于生产中，绝大多数种薯都是外进。企业的落后导

致业务人员流动大，因此企业不愿意投入过多资金

组织员工学习培训，致使从业人员科技能力、营销能

力均不强，种薯生产和质量得不到保证，严重影响种

薯产业的健康发展。

2　 加快黑龙江省东部地区马铃薯种薯产业
发展的对策

2.1　加大资金和政策支持力度，加快龙头企业的发

展，完善田间基础建设及储藏设施　发展黑龙江省

东部地区马铃薯种薯产业，根本对策在于政府支持、

政策引导、经济补贴、扶持企业、发挥龙头企业辐射

带动作用。对于具有一定规模经营、信誉优良的企

业及合作社给予农机、基础设施建设、补贴信贷、人

员培训、品牌创建等相应的优惠和鼓励政策，利用争

取的财政资金，改进田间基础设施，建成喷灌等设

施，加大种薯选育、繁育基地建设，提高品种选育、繁

育能力 [1]。同时改进储藏窖库，将现有的马铃薯储

窖增加通风、制冷、远程控制等配套设施，并且在有

发展势头的地区建设大中型自动或人工控制温湿度

的储窖，有效解决种薯储藏难等问题。设立专项资

金，激发企业及合作社创新发展积极性，建立示范

区，在马铃薯种薯繁育所在地，作为先行扶持和发展

产业的试点，带动马铃薯种薯产业发展。

2.2　完善马铃薯脱毒种薯检测体系，制定法律法

规，加强种薯质量监管　为适应马铃薯种薯产业快

速发展和用种安全的需要，应加强对种薯生产企业

和监管人员的业务技能培训，提高从业人员业务技

能水平，制定相应法律法规，要求各企业建立马铃薯

种薯质量检测中心，政府加强种薯质量监管，对种薯

品种、生产者、技术指导者、监管者、种薯级别、数量、

地块位置建立健全生产经营档案，严格标签标识管

理 [2-3]，将不合格的生产单位和个人整改或取缔，通

过使用种薯质量追溯制度来强化竞争机制，促进质

量的提高。规范田间生产和种薯窖藏，组织技术人

员开展马铃薯病虫害田间检验及调查，及时发现及

时处理，做好田间检验记录，坚决杜绝不合格种薯进

入生产和流通领域。

2.3　加大科技投入，加强技术服务体系建设　为充

分发挥科研院所的科技支撑作用，应加大科技投入，

鼓励种薯生产企业开展与科研院所联合育种，引导

企业购买科研院所优质新品种知识产权，引进和培

育一批优质新品种，解决该地区种薯品种单一问题。

采取多种形式建立健全科技服务体系，加大服务力

度，依托当地科研机构，加强科技培训和技术指导服

务工作，提高薯农的科技文化素质。政府出台优惠

政策，鼓励科技人员直接为企业服务，以一定报酬受

聘于企业，入股于企业，让科技人员兼岗兼薪，加大

科技人员工作积极性。

2.4　配套信息网站，实现网上查找信息和网上交

易　目前，黑龙江省佳木斯马铃薯综合试验站建立

一个专门为马铃薯种植户服务的马铃薯公众平台，

宣传马铃薯种植技术，提供新品种信息及销售信息

等，受到种植户很大关注，效果良好。为了带动整

个产业链的发展，政府部门应该建立马铃薯相关网

站，委派专人管理，加强农业信息网站的联络平台

作用，这样才能实现马铃薯生产企业与农户之间的 
双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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